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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历史文化街区承载着城市居民生产生活的记忆，见证了城市经济发展的历程，能否做好历史文化街区的

保护与更新是城市更新工作的一道难题。研究指出，“有机更新”理论强调在尊重历史、保护文化的基

础上，通过渐进式、小规模的更新方式，实现历史文化街区的有机生长和持续发展。在改造过程中，需

要重视历史元素和文化符号的保护与利用，同时积极引入现代元素和创新理念，使街区在保持传统风貌

的同时焕发新的活力。本文在分析历史文化街区和“有机更新”理论的基础上，以济宁市历史文化街区

为例，分析总结其现状保护的问题，探讨历史文化街区改造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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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locks carry the memories of urban residents’ production and life, and wit-
ness the process of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Whether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protection and 
renewal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locks is a difficult problem in urban renewal work.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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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s out that the theory of “organic renewal” emphasizes the gradual and small-scale renewal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locks based on respect for history and protection of culture, to achieve or-
ganic growt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historical elements and cultural symbols, while ac-
tively introducing modern elements and innovative concepts to make the blocks maintain their tra-
ditional style while radiating new vital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locks 
and the theory of “organic renewal”, this article takes Jining City’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locks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problems of their current protection, and explore effec-
tive strategie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l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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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城市记忆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中国先进文化思想与悠久历史文脉的交汇与传承。

它们不仅是历史变迁的静态见证者，更是多民族传统风貌、社会经济文化结构及其变迁过程的动态记录

者。通过对这些街区的深入研究，可以发现特定发展时期的社会结构、经济模式、文化特色以及生活方

式的变迁轨迹。最成功的老城区旅游开发策略通常聚焦于城市有机更新的核心理念，遵循保留原住民、

原始街巷以及传统的商业模式的同时，巧妙地引入市场机制以推动新型业态和居民群体的自然融合与更

新。然而，这一过程中，如何在对现有历史文化街区的风貌特色进行保护并实施综合性的改造和提升，

成为城市老城区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学术难题。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保护性旅游开发是维持老

城区历史连续性、空间记忆延续性的最佳方式。因此，研究历史文化街区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具

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本文立足有机更新理论，利用有机更新理论指导济宁市历史文化街区更新改造，探讨实现历史文化

街区保护的有效路径，以期为其他历史文化街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2. 理论综述 

2.1. 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文化街区，是保存有一定数量和规模的历史遗存、具有比较典型和相对完整的历史风貌、融合

一定的城市功能和生活内容的城市地段。历史文化街区重在保护外观的整体风貌。不但要保护构成历史

风貌的文物古迹、历史建筑，还要保存构成整体风貌的所有要素，如道路、街巷、院墙、小桥、溪流、驳

岸乃至古树等[1]。历史文化街区是一个成片的地区，有大量居民在其间生活，是活态的文化遗产，有其

特有的社区文化，不能只保护那些历史建筑的躯壳，还应该保存它承载的文化，保护非物质形态的内容，

保存文化多样性。这就要维护社区传统，改善生活环境，促进地区经济活力[2]。 
我国正式提出历史街区的保护是在 1986 年，国务院在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文件中指出：

“对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

镇村落等也应予以保护，可根据它们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公布为当地各级历史文化保护区”。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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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历史遗产的重要举措，从此形成了保护文物古迹、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分层次

的保护体系[3]。 

2.2. “有机更新”理论 

“有机更新”理论的维形在上世纪的 80 年度初期就已经呈现出来。1980 年吴良键教授在主持的北

京什刹海规划研究时，在对中西方城市发展历史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实际情况，总结北京旧

城规划建设长期的经验及教训，提出了旧城改造中的“有机更新”理论[4]。 
“有机”在生物学中就是“生命”，将“有机”的概念运用在历史文化街区中就是要体现街区中的生

命力，而“更新”意为改旧为新，展现事物的新面貌。因此，历史文化街区的“有机更新”就是要遵循事

物的发展规律，改变街区中旧环境与旧设施，逐步优化街区内的空间格局，让历史街区焕发新的生命力，

是历史街区能够跟上城市的现代化发展[5]。 
相比于传统更新模式，有机更新是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指导下，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较长

的时间维度中，运用循序渐进的更新方式，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寻求经济效益与环境质量的

综合提升，实现物质空间和环境空间的协调发展。 
同时，有机更新强调以人为本，人的需求是多方位的，只有在认真研究人的行为需求的前提下，政

府机构以及市场才能将有限的时间和资金投入到更新工作的重点中，从而促进历史文化街区与市民形成

良好互动，不断提升街区品质与街区活力[6]-[8]。 

3. 济宁市历史文化街区现状分析 

3.1. 济宁市历史文化街区概况 

目前，在济宁市范围内，共有 2 个历史文化街区，分别是铁塔寺及太白楼历史文化街区和竹竿巷历

史文化街区。铁塔寺及太白楼历史文化街区以财神阁街–文昌阁街和南北晁家街–翰林街两侧沿街商业

为基础串联济宁市博物馆–铁塔寺院落、吕家宅院院落、电讯七厂老厂房院落和太白楼，面积为 6.65 公

顷。因李白常在此饮酒赋诗而得名，经历代修葺，名传于世千余载，铁塔寺又名崇觉寺，始建于南北朝

时期的北齐皇建元年，历史悠久。竹竿巷历史文化街区以老运河保护带、大闸口河南街、竹竿巷–汉石

桥街–纸坊街、清平巷、永宁巷两侧沿街商业为基础串联东大寺院落、大观园院落、明月楼院落和阜桥

派出所院落，面积为 12.54 公顷。竹竿巷内集中了济宁大部竹器作坊，是旧时济宁手工业最集中、商业最

繁荣的地段，是济宁市运河文化的见证。 

3.2. 济宁市历史文化街区现状问题 

3.2.1. 街道尺度狭窄，缺少停车空间 
在当代城市发展中，汽车是居民主要的出行方式之一，但传统巷道的狭窄尺度已不适宜车辆通行，

尽管当地政府已对城市道路进行了拓宽，却忽视了居民所在的传统巷道。同时，机动车辆与非机动车辆

在街区的乱停乱放也导致了街道空间拥堵严重，影响了居民生活和城市交通(图 1)。 

3.2.2. 公共空间数量少，肌理形态混乱 
从整体来看，街区活力不足的主要症结在于公共活动空间的匮乏。通过调查发现历史文化街区内缺

乏高质量的小型开放空间，这导致居民对公共活动空间的需求极为迫切。在街区内部，仅在竹竿巷和纸

坊街交汇处有一片空地，但其设计尺度不尽合理，导致实际利用率并不高(图 1)。 

3.2.3. 历史街区风貌新旧割裂 
近年来各历史街巷的整体风貌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忽略了居民所在街巷风貌的营建，导致街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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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风貌层次不齐(图 2)。经过实地调研发现，一些底层商铺也存在乱改增加牌匾字号，广告牌等情况，

导致街巷风貌混乱的景象。 
 

 
Figure 1. Photos of the current traffic (left) and public space (right) in the block 
图 1. 街区现状交通(左)与公共空间(右)照片 

 

 
Figure 2. Photos of the current style (left) and business format (right) of the block 
图 2. 街区现状风貌(左)与业态(右)照片 

3.2.4. 业态低端，缺少文化底蕴 
经过实地调研发现，该历史文化街区的商业业态目前呈现出显著的混杂性特征(图 2)。尽管部分商铺

仍坚守传统，专注于竹器、纸制品和铁制品等传统手工艺品的经营，但众多商铺已转型为酒店用品销售，

形成了“酒店用品一条街”的现象。这种商业业态的转变与街区原本承载的传统商业文化和历史氛围产

生了明显的冲突和背离。为了深入研究和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本土特色，展现其丰富的传统商业文化价

值，迫切需要开展业态整治工作，以凸显其本土特色，并展示其丰富的传统商业文化价值。 

3.2.5. 基础设施配套不足 
人的行为活动与街巷设施配置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街巷设施的建设与完善程度是城市发展水平

的直观体现。在针对济宁历史城区社区服务设施的综合评估中，在济宁市相关部门关于济宁对其历史城

区各类文化、体育设施的调查中发现，当前的文化和体育设施存在显著的供给不足问题。这些设施不仅

数量稀少、规模有限，而且位置偏远、使用不便，同时服务水平也亟待提升。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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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的生活需求正逐步由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转移，特别是在体育锻炼和文化交流方面的需求增长尤为

显著。然而，济宁历史街区的现状是基础设施陈旧老化，文化活动空间严重匮乏。据济宁市相关部门的

抽样调研数据显示，居民对于青少年活动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综合健身场馆、游泳馆及综合运动

场地等文体设施的需求十分迫切。 

4. 济宁市历史文化街区“有机更新”原则 

本文基于“有机更新”理论总结以下 4 种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原则： 
第一，整体性原则。在深入研究历史文化街区内部整体风貌的保护策略时，我们应避免局限于文物

建筑这一单一维度的保护思路，而应树立全局性的保护观念，致力于构建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街区整

体脉络体系。这一体系不仅需要详细规划街区的交通网络，确保人流与物流的顺畅流通，同时还需要精

心设计公共空间，如广场、绿地等，以促进社区互动与文化交流。此外，关键节点的设计也至关重要，它

们不仅是街区风貌的亮点，也是历史与文化记忆的载体。 
第二，原真性原则。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与历史脉络的演进，老旧建筑面临着保护、翻新乃至

重建的迫切需求。为协调街道景观与城市整体意象，各地在文物保护单位周边普遍兴建了仿古建筑。

然而，在全面推行保护式更新时，旧街区建筑的去留问题成为了一个核心议题，历史文物作为特定历

史时期的真实见证，不仅映射了当时的民俗风情与文化高度，还展现了随着社会变迁而自然优化或消

逝的独特轨迹。因此，文物作为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其一旦受损便难以复原，保护其原真性至

关重要。 
第三，多样性原则。在当前的街区更新与开发实践中，部分上位规划倾向于采用“一刀切”的改造

模式，对老旧街巷进行标准化、统一化的处理。虽然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问题的处理效率，

但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即街区特色的丧失和“千巷一面”现象的普遍出现。为了避免这一问

题，我们在保护工作中必须更加注重历史文化街区的独特性和多样性，避免简单的复制与模仿。 
第四，公众参与。在街区改造与更新过程中应高度重视当地居民的主体地位，尊重他们的生活习惯

与文化传统，鼓励他们积极参与街区的保护与发展工作。通过政府与居民的共同努力，我们可以打造一

个既具有历史底蕴又充满现代活力的历史文化街区，实现历史文化的有效传承与街区的可持续发展。 

5. 济宁市历史文化街区“有机更新”策略 

5.1. 完善道路交通，增设停车空间 

历史街区是由众多承载着传统风貌的街巷交织而成的，这些街巷往往尺度狭窄，且存在大量的丁字

路口和断头路，给街区交通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此，优化街道系统、提升交通流畅度成为了亟待解决

的问题。为了改善这一状况，首先引入“流线型”设计元素，确保交通流线的连贯与顺畅，以缓解街区内

部街巷的交通压力。同时，对于质量低下且占据街巷空间的房屋，应进行有计划的拆除，以拓宽道路尺

寸，延伸道路空间，为行人创造一个更为舒适、宽敞的步行环境。并且在有机更新理念的指导下，针对

当前街区内部道路人车混行、停车混乱的现状，对道路断面进行适度改造，以优化交通组织。通过合理

的规划与设计，使人行、非机动车行、车行三种交通方式能够和谐共存、有序流动，从而提升整个街区

的交通效率和安全性。 

5.2. 创造公共空间，提升生活品质 

在构建城市空间布局时，应逐步从公共性空间(主要街道)过渡到半公共性空间(小巷道)，最终抵达

私密性空间(如院落)，以形成多层次的公共空间体系。为了明确区分这些空间层次，可以采用精细的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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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和绿化设计。以打绳巷为例，作为太白小区内的一条半公共性街巷，建议将原有的沥青地面更换为砖

石铺装(图 3)。这样的设计不仅实现了空间功能的分隔，还能与整个街区的风格相协调，彰显出统一而

和谐的审美。另外，对于街区中的重点街巷，如竹竿巷、清平巷、纸坊街等，虽然道路宽敞，但两侧缺

乏供居民停留的休憩空间。因此，可以在街区中选择几个合适的节点，布局口袋公园。在规划过程中，

需综合考虑节点处建筑的质量、风貌以及与居民协调的难易程度，以创建绿色、生态且宜居的生活空

间，从而进一步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 
 

 
Figure 3. Renderings of slow traffic and public space renovation 
图 3. 慢行流线与公共空间改造效果图 

5.3. 延续街区肌理，保护历史遗存 

在本文中，历史文化街区的传统空间是从“街道”到“街巷”，再到“院落或建筑单体”的递进

结构。整个街区以“鱼骨状”的街巷作为其核心骨架，建筑则是填充其间的血肉，而古运河则是街区

的灵魂，承载了数百年的运河文化、商贸文化和宗教文化。为了维护并传承这一历史文化街区的传统

风貌，重振其文化精髓，首要之务是恢复和保持其独特的空间结构。同时，基于有机更新的理念，对

历史建筑的保护与修复工作强调从内到外，确保整体性和深入性。在保护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单体建

筑的保护，还需综合考虑其周边环境，以实现对整个历史街区的全面有效保护。对于缺乏历史价值、

质量低下或缺乏地域特色的房屋和院落进行必要的拆除。而新建的建筑或院落，其设计将深深植根于

原有建筑的传统原型之中，通过巧妙的空间格局重组，确保新建筑与历史街区在空间肌理和建筑风格

上的和谐统一。 

5.4. 整合历史资源，打造特色商业 

在充分考虑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实际需求的基础上，可以对文物和遗址的周边环境进行精心规划与

改造。这一举措旨在使这些历史遗产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既满足市民和游客对于历史文化的追求，又

提供更为便捷、舒适的参观体验。在营造历史文化街区特色主题时，应在恢复街区传统风貌的同时，注

入现代元素，使之既能够保留历史韵味，又符合现代审美和实用需求。对于与街区整体风貌不协调或社

会认同度较低的建筑物，应采取适当的整治或重建措施，确保整个街区在保持历史特色的同时，也能展

现出独特的现代风貌。在具体的规划设计中，应紧密结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有序组织和串联街区中的

历史文化空间节点。通过合理的功能划分和主题设定，使各个区域既能满足现代生活的需求，又能凸显

其独特的文化特色和历史底蕴(图 4)。同时，还应注重提高街区的可达性和便利性，为市民和游客提供更

加便捷、舒适的参观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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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Renderings of architectural style and characteristic nodes 
图 4. 建筑风貌与特色节点改造效果图 

6. 结论 

“有机更新”理论强调在尊重历史、保护文化的基础上，采取渐进式、小规模的更新方式，确保街

区的历史风貌和文化特色得以保留，同时注入新的活力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在改造过程中，需要细

致调查和分析街区内的历史元素和文化符号，识别出值得保留的部分，并在改造中加以保护和利用。同

时，可以积极引入现代元素和创新理念，确保街区在保持传统风貌的同时，能够呈现出新的面貌和活力。

此外，还需要特别注重街区功能的优化和升级。根据街区的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需求，合理划分街区的

功能区域，并引入新的业态和服务，提升街区的经济活力和吸引力。因此，基于“有机更新”理论的历史

文化街区改造策略不仅注重保护街区的历史风貌和文化特色，还注重提升街区的活力和吸引力，实现街

区的可持续发展。在未来的历史文化街区改造中，应继续深化对该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不断探索更加符

合时代要求和人民需求的改造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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