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秀设计

屯溪位于新安江 上游
,

是水陆交通枢纽
。

明

末清初
,

屯溪主要商业街— 老街已具有相

当规模
。

党的十~ 届三中全会以来
,

农村商

品 经济迅速发展
,

特别是以黄山为中心的皖

沪旅游事业的兴旺
,

给古城屯溪和老街带来

新的生机
。

老街历史地段位于城市核心部位
,

集中

了市区近三分之一的人 口
,

80 % 的 商 业
、

服务业和地
、

市两级行政机关
,

以 及 部 分

文化设施
,

是全市 行 政
、

商 业 和 文 化 中

心
。

屯溪城市总体规划布局采取依托旧区
,

沿新安江两侧向东发展的方针
。

老街作为联

系城市各区的核心和代表古城传统文脉占有
。

重要位置
。

整个老街地区占地约 3 8
.

7公顷
,

其中传统街区占地 2 1
.

3公顷
。

传统商业街全

长 1 2 20 米
,

共有大小铺面 26 0余家
,

摊位 2 00 多

个 ( 图 3 )
。

老街绝大多数店面仍保持着传

统经营特色和地方风貌
,

部分铺面已有百年

以上的历史
,

并保持了前 店后坊 的 平 面布

局
,

如同德仁中药店 〔图 4 )
、

程德馨酱园

等
。

这样一条历史悠久
、

古香古色的老街历

经沧桑能完整保留下来
,

很不容易
,

屯溪市

政府和人民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

十 年 动 乱

中
,

老街居民用木板
、

黄泥把沿街店铺精美

外檐装修保护起来
,

没有遭到破坏
,

为今天

溪屯市人民府政清华大学建筑系城市划规教研室

的保护与更新规划
屯溪老街历史地段

·

二等奖
。

屯溪市位于安徽省皖南山区中心部位
,

是徽州地区政治
、

经济
、

文化中心
。

城市依

山带水
,

风景秀丽
。

全市面积 120 平方公里
,

其中市区 4 5平方公里
;
全市人 口 10 万 人 左

右
,

其中市区人 口近 6 万人 口 ( 图 1
、

2 )
。

在历史上徽州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地区
,

而

图 1 徽州地区简图 图 2 屯溪现状筒图



图 3

老街保护
、

修复奠定 了基础
。 1 9 7 9年清华大

学建筑系应邀协助制订城市总体规划时也明

确提出要保护老街传统特色和 建 筑 风 貌
,

1 9 8 5年又进一步做了屯溪老街历史地段保护

与更新规划
。

一
、

规划指导思想和目标

老街历史地段保护规划的指导思想是整

体保 护和积极 保护思想
。

整体保护 体现在不仅对老街地区而是对

整个 旧城周 围山水环境的全面保护
;
针对老

街而言也不仅是老街本 身和两侧传统店面
,

还应包括街区后面传统民居和住宅的保护
;

不仅是建筑空间环境的保护
,

还应包括传统

街市生活的保 护和历史文脉的继承与发展
。

积极保护思想主要是不能把老街看成是

一个不变的文物占迹
,

它和城市一样是一个

有机体
,

而且是城市生活中最活跃的部分
。

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

新陈代谢是

必然的
,

因此保护与更新是相辅相成的
。

要

处理好继承与发展
、

传统与创 新 的 辩 证关

系
。

积极保护 还意 味着 要调动一切积极 因

素
,

多种途径来进行保 护
、

维 修 和改建工

老街铺面图

作
,

要吸引居民积极参与保护 工作
,

要探索

小规模
、

小范围内改建的经验
,

这样有利于

继承原有格局和保护传统风貌
,

经济上也可

量 力而行
。

规划 目标应是
:

( 1 ) 保护屯溪山清水秀 的 自然 环境和

古色古香的老城风貌
。

( 2 ) 保护老街历史地段传统格局和建

筑风貌
。

( 3 ) 逐步改善老街历史地段城市基础

设施
、

交通条件
、

房屋质量以及生活环境
。

( 4 ) 保持老街商业繁荣
。

( 5 ) 增加城市绿地和各项服务设施
,

以适应旅游事业发展需要
。

( 6 ) 建设好滨江地区
,

使 之成为屯溪

的重要对外窗 口
,

处理好沿江建 筑与山水空

间环境的协调以及新旧建筑之间的关系
。

二
、

整体保护规划

1
,

保护层 次区划及建筑高度
、

建筑风貌

控制 ( 图 5 )
,

分四个层次
。

( 1 ) 核心保护区

范围包括老街与两侧店面建筑及老大桥



.` :

迹
。

要严格保护街道空间尺度
,

石板路面和沿街店面的地方传统

风格
。

翻建建筑高度控制在二层

以下
。 _

( 2 ) 环境影响区

指老街两侧的旧居住街坊
,

它是构成老街风貌的重要组成部

分
,

对老街空间环境具有很大影

响
。

在进行改造
、

翻建以改善居

住条件的同时
,

应注意保护传统

的空间结构和徽州民居的地方风

格
。

翻建建筑高度控制在三层以

下
。

( 3 ) 建设控制区

指老街传统街区外围的部分

新区
。

该区新建筑应注意与传统

城市风貌协调
,

建筑高度控制在

六层以下
,

建筑体量也不宜过大
,

并要控制烟囱
、

水塔等高大构筑

物
。

目前在外围地区己建有好几

幢高大而风格不协调的新建筑
,

对老街和古城传统风貌起了破坏

作用
。

因此新建筑宜低不宜高
,

宜小不宜大
,

宜淡不宜花
,

宜徽

不宜洋
。

( 4 ) 景观协调 区

指老街历史地段的 白然山水

景观
,

应保持它们的 自然风貌不

受破坏
,

环境不受污染
。

在率水

与横江交汇处
、

率水江心岛
、

缤江

大道以及黎 阳
、

阳湖 等沿江重栗

景点
,

更要严格控制新建筑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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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名牌老店同德仁药店测绘图

图 5 保护层次区划

体量和风貌
。

高度应控制在六层以下
,

体量不

宜高大
;
要化整为零

,

并采取传统地方建筑

风格
,

以与旧城景观 卜相互协调
。

2
.

规划地区用地调整 与道路交通规划
。

在保持老街地区多功能土地利用的基础

上适 当进行用地调整
。

迁出有污染工厂
,

控

制行政机关发展
,

增加绿地和 J勺场用地
。

道路交通规划上
,

建设好滨江林荫道
,

以步行游览为主
,

车行道宽度控制在 g 米
,

以避免更多机动车进入
。

待横江新大桥建成

后
,

老的明代石桥改为步行
,

恢复原有桥土

石台阶
。

拓宽二马路红线
,

形成联系滨江 与

后山珠塘公园的纵向绿带
。

在老街两端和滨

江路上要考虑一定的停车面积
。



图 6程德馨酱园店面▲ 图 7 同德仁药店店面卜

图 8房屋质量现状与保护对策
、

景观设计 V

三
、

传统商业街的保护

最 近一两年由于市领导和广

大市民的重视
,

老街店铺大部分

都按传统做法进行 了 油 饰 和 装

修
,

使传统商业街的历史风貌得

以重放光彩 ( 图 6
、

图 7 )
。

为

了更好地保护
、

继承与发虎醚
,

还

有不少工作要做
。

1
.

街面建筑质量综合评价与

保护对策

首先要对老街全部沿街店铺

进行普查
,

就其使 用 情 况
、

结

构
、

装修等进行调查评价
,

并提

出对策
。

可按建筑质量综合评价

表形式建立档案
。

对策可分为两部分
:

一是使

用对策
,

根据商业调整提出具体

立面凡格不协佃

凡格邢协呼

lll~~~

承吃摊遂
』

生另乞低痴原

逻筑造里只低
龙功滋衡从 柳少{

个

00000000000

为为为为 翩翩

J犷
飞

J

二

鹅宝翔

意见
。

二是保护对策
,

可以分为 保 护 与 维

修
、

复原
、

翻建和外观改造等几种类型
。

2
.

老街入 口和部分交叉点的景观设计

这里包括老大桥
、

几个道路交叉 口
,

以

及东面老街入 口广场
,

景观上需要重点处理
。

保护规划都作了具体设计 ` 图 8 )
。

四
、

传统民居与居住街坊的保护与改建

保护规划选择了老街南面
,

二马路以西

一片小街坊作为探讨实例
。

该片用地 1 公顷



左右
,

居民 1 15 户 42 1人
。

对其土地使用
、

居住人 口
、

居住单元
、

家庭人 口构成
、

民

居质量等进行了调查
,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保护规划与改建对策
,

内容包括土地使用

调整
、

市政设施改善
、

划分改建单元和不

同单元改建规划
。

每个单元大致为 5 ~ 10

户居民
,

确定哪些单元以保护为主
,

哪些

单元以改建为主
,

哪些以翻建为主
,

并作

出典型设计和改建后居住 条 件 分 析 ( 图

9 )
。

总的是保持街巷内道路系统与传统

院落结构不变
,

进行小范围改建更新
。

这

样做有利于保持传统街区格局 与 建 筑 风

貌
;
有利于群众参与

,

调动多方面积极因

素和多种途径改造旧区 ; 避免大拆大建
;

经济上现实可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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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滨江林荫路规划设计

屯溪结合防洪大堤的修建
,

拟拆除原

有居住条件恶劣的河街
,

建设新的滨江林

荫路建筑群
,

这是屯溪市容的重要组成部

分
,

应反映出传统风貌和环境特色
,

切忌

一般化或和老街风貌格格不入
。

为此应把

林荫路规划设计纳人老街历史地段保护范

围
,

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

( 1 ) 平面布局上要结合几条马路交

叉 日处理成不同形式的绿化广场
,

成为滨

江重要景点
。

( 2 ) 沿江以居住建筑为主
,

建筑层

数控制在五层以下
;
并结合路 口广场

,

布

置低层公共建筑
,

形成错落有致
、

富有节

奏的建筑群轮廓
。

要特别注意与 山水 之间

空间上的关系
,

即在江中心看
,

不挡后面

的山头
,

在山上看则不档江水
。

切忌形成

一道楼墙
,

切断老街与江景在空间上的联

系
。

( 3 ) 建筑风格要体现徽州民居特点
,

保持灰瓦坡顶
、

白粉马头墙
,

在此基础上进

行创新
,

反映时代风貌
。

( 戏 ) 建筑布局上要考虑与后面传统街

尸尸尸 仁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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榷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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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工又保护为主目寸革危
召 以 改建为主

目勺单 笼

乙 习 翻建为 玉的单元

图 9

巷的联系
,

上的关 系
。

( 5

典型民居 〔 B
I

区 ) 的改建

并注意彼此间日照
、

通风
、

排水

) 市政设施上要考虑今后旧区改建

( 下转第 42 页 )



的装饰已形成风尚
。

建筑中雕梁画栋
,

大量

采用各种图案的花格木门窗和嵌瓷
、

彩画等

装饰手法
。

·

地方建筑材料的采用 古城建筑广泛

采用花岗岩
、

贝灰等当地建筑材料
,

使古城

建筑色调明快
,

更富于南方特色
。

潮州古城规划所具有的传统性
、

科学性

与地方性
,

给我们今夭的城市规划工作以历

史的启示
。

潮州市城建部门已作出古城保护

规划
,

并开始分期分批地修复古 建 筑 和 开

辟新的旅游风景区
。

建议有关部门尽快修复

广济桥市
、

石牌坊
、

三府等最具特色的 古建

筑 ; 进一步治理
、

保护和不断完善古城的防

洪排涝系统 ; 在发展新区时注窟与古城区的

协调
,

保护古城特色
,

以便更有利于古城的

建设和发展
。

参 考 书 目

「l 〕 饶宗颐 《 潮州志汇编 》

C Z 〕 光绪 《 海阳县志 》

「3 ] 潮州市 《 潮州文物志 》

〔 4 〕 郑孝燮
《

中国中小古城布局的历史风格
, 、 《 建

筑学报 》 1 98 5
.

1 .2

( 本文在龙庆忠教授指导下写成
。

在收集资料

过程中
,

得到潮州市城建部门和文化部门领导
、

干

部和技术人员的大 力支持与协助
,

特此致谢
。

)

作者工作单位
:

华南工学院建筑系

( 上接第 25 页 )

需要
,

要有绿地
,

要 处理好滨汀路竖向排水

问题
。

( 6 ) 考虑好停车场 ( 包括机动车
、

白

行车 ) 和公共厕所
、

照明灯杆等各类设施
。

( 7 ) 做好绿化布置
、

建筑小品 ( 包括

码头 ) 和各类标志 ( 包括路标
、

广告牌等 )

的统一设计
,

使整个空间环境完整和谐
。

六
、

探索老街建筑空间环境特征
,

寻求

它的组成规律— 模式语言
。

城市建筑空间环境是城市居民在利用环

境
、

改造环境中长期积累的结果
,

它代表了

当地社会
、

经济
、

文化发 展的一种文脉代代

相传
。

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

但却又不断继承

发展
,

形成 了历史 的延续性
。

承认这种延续

性不仅代表了当地人民的心愿
,

也反映 了外

面来这里参观访问的 人们 的兴趣
,

否则千篇

一律
、

千人一面就失去 了它的特有价值
。

城市建筑空间环境既包括了供人们活动

的空间环境
,

也包括 了进行各种活动的人们

本身
。

墓于以上两点认识
,

保护规划从三方

面探索了老街建筑空间环境特征
。

即

1
.

空间
、

建筑与景观
。

它又分为
:

( 1 ) 自然环境 与城市景观
;

丈 2 ) 老街结构形态与空间系统
;

( 3 ) 老街建筑平面类型
;

( 4 ) 多种多样建筑环境
;

( 5 ) 建筑材料和地方风格
;

( 6 ) 街道空间尺度
。

2
.

街市生活
。

它又分为
:

( 1 ) 步行商业街
;

( 2 ) 传统经营特色
;

( 3 ) 店面和商摊
;

( 4 ) 茶馆和露天摊座
;

( 5 ) 街头小
,

洁
。

3
.

历史与文化
。

它又分为
:

( 1 ) 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物
;

( 2 ) 入 口标志
;

( 3 ) 街名和店名等
。

通过以上三方面的探索
,

总结出一套屯

溪老街空间环境的特征和组成规律
,

我们称

之为模式语言
。

在保护与更新规划中
,

充分

利用这些模式语言
,

加以继承
、

发展
、

灵活

运用
,

就能使传统街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能

继承传统
,

保持特色和历史的延续性
。

( 参加规划人员
:

杨正茂
、

许亦农
、

万国庆
、

韩建予 , 指导并执笔
:

朱自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