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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文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在针对传统文化的集成和发展过程当中,

不同的城市都扮演者自身独有的个性化特点。而旧城作为一个城市文化继承、发展和创新的重要载体,

将城市所独有的历史发展轨迹充分保留下来,在后期的城镇化建设过程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

也是针对城市化建设、城市化本土本土保护的重要内容。但是,针对旧城改造过程当中难免会导致一些

原有的文化遭受破坏,如何能够在保护和改造当中来相互协调,成为了现当代最严峻的问题。由此,本文

以“基于旧城改造中本土文化景观的保护与传承”作为重要研究视角,希望为旧城改造与本土文化景观

保护与传承的推进奠定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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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旧城区当中拥有极为丰富而又极

具地域性的历史建筑,对旧城区当中的

居住者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同时也是

当地居民在文化上以及情感上的依托。

伴随着现当代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旧

城区当中面临着大面积的改造与拆迁,

而在此时,本土性的建筑以及景观也遭

受到拆除,这对于当地历史文化、民俗风

情以及人文风情的传承和保护都带来重

要的影响,由此,需要进一步解决这些弊

端,为本土文化景观的保护和传承打下

基础。 

1 旧城改造及文化景观的基本

概况 

1.1旧城改造的主要内容 

旧城改造也就是针对全部或者部分

旧城区当中所有的物质生活环境予以调

整,从本质上对当地居民的生活以及劳

动条件予以优化。从本质上来说,对当地

的生活以及劳动条件进行改造,主要反

应在两个不同的内容：首先,对当地的地

域建筑和地域文化内容予以展现；其次,

能够表现出地域性的空间规划。从长期

的发展过程来看,旧城区域的改造主要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①对城市当

中的环境进行优化,在发展过程当中结

合多样化的措施对当地的废弃物、废水

和废弃进行优化,并且对当地污染的水

资源和空气质量进行改善,提升城市当

中的森林覆盖率；②不断调整城市的规

划及结构,从宏观这一角度来看,需要对

城市的布局予以科学化的规划和整合；

③不断调整并且整合城市的工业布局,

将工业区域以及生活区域进行划分；④

针对城市当中的交通进行优化；⑤不断

强化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转变居民目

前的居住条件,使其能够满足旧城区居

民最基本的居住需求。 

1.2文化景观的基本概况 

早在19世纪的时候文化景观就有了

基本的定义：在特定的需求之下,人们对

自然界当中的材料予以充分运用和规划,

将自然景观与人类的活动充分结合,进

而形成特定的景观表现形态。从中我们

可以看出,文化景观在表现上主要涉及

到两个不同的层面,首先是物质景观。在

物质景观当中具有色彩以及形式,能够

充分带给受众最直观的艺术感受,归属

于文化景观的重要因素,在这过程当中

主要包括：街道和交通工具；其次是非

物质的景观表现,人类不能够更加直观

性的对这些内容进行感受,主要包含了

风土人情、审美价值以及道德观念等等,

归属于一种无形的元素内容。 

2 旧城区本土文化景观独有的

文化特点 

2.1文化性特征 

在旧城区的改造过程当中,本土性

的景观可以充分展现出公众所独有的精

神文化生活,展现出整个街区当中群众

所独有的社会组织情况,同时也能够凸

显群众所独有的传统工艺、文化艺术、

文化特点等相关内容。因为本土的景观

具有其独有的文化性特点,所以其在发

展和衍变过程当中形成了自身所独有的

特点,进而吸引人们不同的目光。 

2.2延续性的特征 

在本土文化景观的构成过程当中,

新元素与旧元素在景观当中都会有所体

现。现如今,许多事物都被人们认为是新

衍生出来的一种事物,但是在经历过几

年、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发展滞后,

在时间的不断推移和衍变之后就会转变

成一种旧事物,并且展现出特殊的含义

和价值内容。由此可以看出,环境一直都

是在时间腿一直下不断变化与发展的,

新事物与旧事物也会在衍变当中不断的

交替和延续。在旧城的改变过程当中,

许多的文化景观都会展现出一种延续性

的特点,一些景观在后期的衍变过程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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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会形成自身独有的特点,也就是因

为这些不同的特点,才会被一直延续和

保留下来。 

3 旧城改造当中对本土文化景

观的保护与传承策略 

3.1不断延续旧城原有的空间表现

形态 

在城市的整体发展角度来说,在不

同地段当中的单个建筑物以及其他的景

观配置都是城市空间构建当中的组成部

分。针对一些老街区当中的空间表现结

构,都会存在着一些地方性以及当地居

民生活需求的差异性特点。在针对旧城

改造方案进行制定的过程当中,对老城

区当中所表现出来的错综复杂空间肌理

进行整理的过程当中,在进一步维护老

街区传统的肌理背景之下去寻找最全新

的发展模式。例如：针对老城区改造过

程当中,本土文化景观需要融入独特性

的内容,并且采用现当代的方式和方法

进行改进和提升,促使整个文化景观建

设进行创新和发展。 

3.2对本土景观空间的肌理性进行

保护和传承 

对于本土景观空间的肌理来说,是

进一步了解旧城区物质空间的特殊内

容。旧城区的改造过程当中,大多都是对

当地的一些古建筑或者是建筑群进行重

新规划和设计,而在这过程当中,空间所

表现出来的肌理性必定会产生一定的变

化,在旧城区文化景观后期的保护过程

当中,需要进一步注重对旧城区独有的

文化内容、肌理以及意义进行更加深入

的探讨,并且在进一步开展深入研究的

基础之上,对城市结构予以保留,进而延

续空间的肌理性,并且进一步维护历史

发展当中的原有样貌。传承历史文化的

连续性,促使新旧空间以及景观在相同

区域当中融合,促使旧城区域的景观维

护成为了一种关键内容。 

3.3对本土文化景观空间界面进行

保护和传承 

在本土的文化景观空间界面当中,

街道界面则是空间底层界面公路的铺

设。在旧城区的历史街道当中,主要包含

了路面所表现出来的基本形态特点、屋

面以及路面之间的关联性,在旧城本土

文化竟敢的改造过程当中,街道大多是

一种曲折的,粘纤维树枝形态或者是网

络化的形态特点,促使空间样态更加富

于变化,进而成为了整个街区景观的主

要建设内容。街道当中的路面是人们联

系比较多的一些区域,并且在发展过程

当中也会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这是由

于整个文化景观空间可以展现出某种特

殊的含义,进而引发人们的想象。对整个

路面的铺砌上,文化景观街区巷道的铺

设上大多会采用地方性的一些材料,例

如：石板、青砖、鹅卵石等等,展现出本

土文化景观独有的街区与巷道,凸显出

极强的地方性特点,让当地居住者感受

到归属感。 

4 结论 

旧城区的改造往往是整个城市当

中最为核心的区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

进程当中,旧城改造出现了许多不同的

问题,也导致了城市未来的发展相互脱

节、基础设施不够健全、人类生活逐渐

下降等等。在现阶段的发展过程当中,

针对旧城区当中的本土文化景观保护

依旧逐渐融入到我国的城市规划设计

当中,然而,大多数的城市都逐渐处于

一个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而且居民改

善自身居住环境的意愿也不断增强,导

致旧城区的本土文化景观保护带来了

严峻的挑战。由此,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者

来说,需要明确提出保护与传承的重要

性,进而引发思考,推动对旧城本土文化

景观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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