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 论 文 屯溪老街保护整治规划

朱 自 煊

一
、

屯溪老街概况

屯溪老街位于安徽省南部黄 山市屯

溪区
。

是旧城区中
一

条历史悠久
、

经济

繁荣
、

文化深厚并富有传统特色的商业

老街
。

黄山市原称徽州地区
,

南宋以来
,

境内商业活动有很大发展
,

尤其在明
、

清

两代
,

徽商崛起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

屯

溪作为徽州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

水

陆交通发达促使老街商业进 一步繁荣
。

西起黎阳
,

东到屯溪
,

全长有两公里
。

止

如 《休宁县志 》 中所记载的
“

屯溪街
,

镇

长四里
” 。

现在明代老大桥以西黎阳段
,

己因新安江航运中断
,

日益衰落
,

大桥

以东一段
,

却 日益繁荣
,

充满活力
。

屯溪背山面水
,

是典型山水小城
。

老

街由西 向东蜿蜒曲折穿城而过
,

形成 山
、

城
、

街
、

水空间格局
,

并有三条横向街

道
,

将 山
、

街
、

水在 空间 卜联系起来

(图 l) 街两旁均为二层传统商店
,

高度

为 8一 g m
,

街宽大致为 5 一 6二
。

街道空

间比例为 1 : 1
.

2
。

尺度宜人
。

老街商店

大多为一开间门面
,

木结构
,

进深比较

深
,

如同德仁中药店
,

有五进天井
,

后

面临江有专用码头
,

是典型前店后坊传

统格局
。

程德馨酱园也同祥
.

都是百年

以上老店
。

老街两侧均为徽州民居
,

分

布着几十条小巷
,

形成老街及其周边地

区城市肌理
。

由于商店
,

民居鳞次栉比
,

防火上均采用马头墙
,

形成了老街空间

景观上特有的韵律
,

加上各个店铺统一

而又有变化的木装修
,

古色古香的店名

匾额
,

铺砌严整的石板路
,

以及各种招

幌
、

灯饰
、

小品
,

使老街
,

丰富多采
,

令

人留连忘返
。

现存老街从老大桥起至牌 楼影壁

止
,

全长 8 0 0 多 m
,

共有铺面 2 6 0 多家
。

一马路以西
,

道路线形曲折有致
,

立面

比较朴素
,

大多是近年来装修
,

经营文

房四宝和旅游产品
。

一马路至三马路是

老街精华地段
,

老店多
,

立面装修也比

较精美
,

保持着原汁原味
。

三马路以东

景观比较杂乱
,

有几幢建筑高度为三
、

四

层
,

是新建筑进行立面改造的
。

还有的

风格尺度上也与老街不相协调
。

入 日牌

楼以东
,

至屯溪饭店路 口 为过度地段
,

现

在正在进行整治和更新改造
。

二
、

屯溪老街保护整治规划

屯溪老街保护历来受到当地政府和

市民重视
。

早在 50 年代末修建屯溪机场

时
,

就面临被拓宽改造的厄运
。

当时市

领导远 见卓识
,

从保护老街出发
,

在北

边靠 山脚下新辟了一 条马路— 延安

路
,

作为老城区东西 干道
。

十年动乱
,

也

是当地居民自发起来用板条黄泥把老街

店面精美装修保护下来
。

修石板路的石

材厂也保护下来
,

为今后保护留下物质

基础
。

我们于 19 7 9年夏应屯溪市政府邀

请做商业总体规划时
,

也明确提出老街

要严格保护
,

并作了现状调查
,

绘制了

沿街商业网点分布图
。

1 98 5年夏
,

应邀

作了屯溪老街保护
、

整治与更新规划
,

1 9 9 3 年夏又作了规划修订
,

至今已整整

1 1年
。

1
.

规划指导思想

规划指导思想一是坚持保护整治方

针
,

二是遵循整体保护与积极保护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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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

1 9 8 5 年规 划时提 出上述两方面 指导思想是有

所借鉴的
。

1 9 8 3 年访 日时参观了奈 良京都一些传统

建筑群地区如今井叮
,

抵园新桥
,

产宁坂等历 史地

段
,

感触很深
。

另外国内某些重要历史地段却因为

方针不对
,

大拆大建造成难以挽回损失
。

而屯溪老

街基础很好
,

不亚于 日本
,

因此提出应以保护整治

为主
,

进行适 当更新改造 (包括基础设施 )
。

整体保护有两重含义
:

即在内容上不仅要保护

老街体形
,

还要保护其历史文化内涵
,

如传统经营

特色
,

民俗民风等
; 在空间上不仅要保护老街本身

,

还要保护毗邻两侧传统街区和徽州民居
,

以及屯溪

老城山
、

水
、

城相融一体的景观环境
,

为此划定了

三层保护范围
。

积极保护也有两层含义
:

一是老街既然是历史

地段
,

不是文物保护单位
,

不可能一成不变
,

相反

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

使其保持活力
,

但又要保护

其传统风貌不受破坏
。

二是鉴于 中国国情
,

政府不

可能对历史地段拿出资金进行补贴
,

只能调动沿街

店户和居民积极性
,

在保护规划指导下
,

在政策扶

持下
,

整治改善自己的经营环境
。

n 年来实践证明
,

以上方针原则是正确的
。

.2 保护范围

1 9 9 3 年修订规划时将保护范 围定为三 个层 次
。

(图 2
、

图 3 )

( 1 ) 核心保护区

老街街道本身加上两侧传统店面各退后 20 m
,

这个宽度基本上包括了大部分商店进深
。

街道两侧

街巷两侧山墙各退后 s m
。

此外三条横向马路两侧也

各退 20 m
。

核心保护区内必须保持原有建筑风貌
,

高

度为 2 层
。

对其立面装修
、

屋顶
、

马头墙
、

材料
、

色

毗邻老街的旧城区包括老大桥
、

江心洲部分
,

均

属建设控制区
。

建筑高度控制在 15 m (檐 口 以下 ) 这

样既不影响老街传统风貌
,

又有利于今后旧城区改

造 (可建 4 层住宅 )
。

建筑风格保持徽州民居特色
,

但功能布局可按现代需要
。

( 3) 环境协调区

鉴于老街周 围已建有不少高层建筑教训
,

及面

对今后更大规模开发的威胁
,

适当扩大环境协调区

的范围
,

即包括老屯溪一市三镇 (屯溪
、

黎阳
、

阳

湖 ) 范围
。

以小龙 山
、

稽灵山
、

小华 山自然景观为

界限
,

并包括横江率水交汇 口
,

这样 有利于老屯溪

山水城市特色和 山
、

水
、

城融为一体的空间尺度
。

建

筑高度控制在 30 m (7 层左右 ) 其体量
、

色彩
、

形式

必须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

此外还必须保护山林植被

和河床水质
。

限制高大构筑物
。

3
.

保护措施

规划制订后要落实保护措施
,

主要抓了下面三

个方面
。

( l) 规划 与建筑设计密切结合

屯溪老街保护规划一开始就与当地设计部门紧

密结合
,

首先是统 思想
。

在 1 9 8 5一 1 9 8 6 年我们与

当地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部门同行 多次开会座谈
,

思想认识上求得一致
。

大家为保护好老街
,

探索徽

派建筑创作共同努力
。

其次是进行试点
,

黄山市建

筑设计院办公楼是张承侠总工程师第一个尝试
,

得

到大家支持
,

以后他又陆续设计了茂槐
、

集雅斋
、

朴

满楼等沿街商店翻建与立面改造任务
,

均取得很好

效果
,

到 1 9 9 2 年为止
,

老街整修旧店面 1 15 家
,

大

大改善了老街景观面貌
。

除 犷按传统风貌保护维修外
,

对一些 30 年代建

的有一定代表性 的近代建筑
,

我们也采取了保护态

度
,

反映了历史真实
,

也显示了老街景观上多样化
。

( 2) 市政设施上逐步更新改造提高了环境质量

为解决防洪问题
,

1 9 8 4 年沿新安江修建了防洪

堤岸 7 0 o m
,

并按规划形成了一条滨江路
,

沿江建成

一批高低错落的徽派居民楼
。

为净化老街景观环境
,

1 9 8 7 年移走街面上 49

根 电杆
,

消灭了沿街 电线纵横的杂乱现象
。

为解决防火隐患
,

1 9 8 7 年底将供电线
、

电话线
、

广播线全部更换迁移
。

从长远计
,

还得在街后另辟

电线走廊
。

整修了石板路面
,

排水 暗沟等
。

统一了商店招牌匾额
,

控制了广告
,

增加老街

文化气质和 内涵
。

( 3) 成立了管理机构
,

颁布了管理条例
。

(另有

专题报告
,

从略 )

4
.

n 年来工作成果

( l) 老街本身和毗邻街区得到了较好保护
,

并

通过整治和更新
,

环境质量有很大提高
,

风貌特色

更 为浓郁
,

由于它不是像仿古街那样突击建成
,

而

是在传统基础上逐步增添
,

并精雕细刻
,

因此千变

万化
、

丰富多彩
。

( 2) 保护促进了经济与旅游发展
,

而经济旅游

发展反过来又加强了保护措施
,

达到了良性循环
。

以

1 9 7 9 年
,

1 9 8 5 年
,

1 9 9 3 年三个阶段经济实地调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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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很能说明问题
,

商业在老街功能中 1 9 7 9 年为

3 4
.

4%
,

1 9 5 5 年为 4 5
.

7%
,

1 9 9 3 年达到 7 7
.

6%
。

商

店数 目 1 9 7 9 年为 1一4 家
,

1 9 8 5 年为 1 7 0家
,

1 9 9 3 年

为 22 7 家 (比 1 9 7 9年增加一倍 )
。

老街商业构成中

属文房四宝
,

旅游商品 1 9 7 9 年仅占 5
.

5%
,

1 9 8 5 年

为 n
.

1%
,

1 9 9 3 年达到 4 8
.

6%
,

最近这三年
,

以上

几项统计又有不少发展
。

( 3) 保护老街 已深入人心
。

1 9 9 3 年我们修订规

划时
,

印发了 20 0 来张老街社会调查表
,

收 回 1 64

份
,

回改率高达 80 % 以上
,

对 21 个有关老街保护方

面问题答案都很 明确
,

并高度一致
。

如

①
“

您对老街的感觉
” ,

填
“

自豪
”

的占 74 %

②
“

您认为老街最吸引人的地方
” ,

填
“

传统建

筑群美
”

的占 88 %

⑤
“

您认为老街以后变为
”

填
“

保持传统面貌

的
”

占 9 9 %

⑧对老街一些保护措施
,

如不让骑自行车
,

严

禁烟花爆竹等
,

您认为
,

填
“

很理解
,

应严格遵

守
, ,

的占 1 0 0 %

⑨您对老街店面认为
“

应该统一协调
”

的占

8 1%

L
.

“

您认为如何促进老街经济发展
”

填
“

保护

传统风貌
,

吸引更多游人
”

的占 88 %

L
“
您认为老街店面装修应是

”

填
“

传统风格

和传统材料
”

的占 90 %

由此可见绝大多数居民已把自己切身利益和老

街保护紧密联系在一起
。

( 4 ) n 年来已行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和

管理办法 (从略 )

5
.

着手解决建设控制区的规划 建设和管理问

题

屯溪老街东头过渡区和两侧徽州民居住宅 区
,

是建设控制区重要 内容
,

随着保护规划深入和黄山

市经济社会发展
,

此两项规划建设也 已提上 日程
。

①黄山西路建设

即东头过渡区
,

1 9 94 年由宇隆开发公司投资
,

现 已动工建设
,

第一期黄山西路两侧商业用房已基

本建成
。

此项规划是黄山市规划设计院做的修建性详细

规划
,

并 由莞湖市规划设计院具体做建筑设计
,

在

总体规划评审会上
,

专家们一致认为这里是老街建

设控制区
,

一定要服从屯溪老街保护规划要求
。

在

高度
、

体量
、

风貌
,

色彩上严格控制
。

其次这里又

是老街向新区过渡
,

风貌上要与老街协调但又有区

别
,

真正起到过渡作用
,

当好配角
。

会议并建议 由

屯溪老街保护规划与建筑设计两位负责人担任此项

规划总顾问
,

以保证景观环境上的协调一致
。

从一

年多来建成效果看
,

基本上达到预定目标
。

②老街两侧徽州 民居保护
、

整治与改造

这是一项难度更大
,

更为细致的工作
,

由于两

侧 旧民居总体环境很好
,

但具体居住环境又很差
,

必

须解决居 民居住环境质量的提高
,

又要保持传统风

貌
,

加上缺乏资金
,

人 口密度高等不利因素
。

19 9 6

年 4 月由黄山市建委
,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规系和

日本京都市大西国太郎教授三方共同组成课题组
,

选择了老街中段北侧海底巷至渔池巷约 1公顷用地

作为试点地区
,

进行详细现状调查和社会调查
,

并

在此基础上作出该地区保护整治与更新改造规划
。

计划时间为两年
,

希望在此基础上
,

能真正付诸实

施
。

这次合作除原有单位外
,

又加上京都市历史地

段保护专家大西先生一行
,

博采众长
,

为老街保护

工作更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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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勃种
区

一
`
建设控材区

屯澳老街保护规划核 心区
,

控制 区界线 哪、 、 、 改
与周 围环境 的协 调

三
、

几点体会

1
.

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是名城保护 中的重

点和难点

屯溪老街作为建设部所授予的国家级历史文化

保护区试点
,

n 年来
,

虽然做了一些工作
,

但与 国

际上知名的历史地段相比
,

还有不少差距
,

与国内

先进地区比
,

也有差距
。

但体会到历史文化保护区

的保护确实十分重要
。

1 9 9 3 年 10 月在湖北襄樊市

召开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会议上
,

建设部

叶如棠副部长报告中就提出
“

抓住重点
,

做好历史

文化保护区的工作
” 。

他指出
: “

由于多年来城市的

发展变化
,

在历史文化名城中
,

传统格局保存比较

完整
,

需要全面保护的只是少数
。

对大多数历史文

化名城来说
,

将保存有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 民族特

色的历史地段
,

划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加以保护
,

是

展示城市发展的历史延续性和文化特色
,

反映名城

传统风貌的现实可行的做法
,

这样做可以较少影响

旧城改造
,

减少与城市建设的矛盾
,

对妥善处理名

城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

因此
,

这是我

们名城保护工作的基础和重点
。

同时还应看到
,

不

少未进入名城行列的城市
,

都有一些值得保护的地

段
,

也需要列入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工作的范畴
。

我

们准备在各省
,

各自治区
,

各直辖市 已经公布的省

级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基础上
,

对其中一些保护较好
,

价值较高
,

影响较大的报请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历

史文化保护区
。

确定为历史文化保护 区的
,

要划定

保护范围
,

制订保护措施
,

并向社会颁布
” 。 “

此外
,

在我国广大地区保存着不少具有重要 历史文化小

镇
,

村寨
,

建筑群等历史地段
,

虽然不在城区范围

内
,

也有必要划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加以保护
” 。

叶

部长这段讲话将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的重要意义
,

讲得十分清楚
。

它确实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的基

础和重点
,

黄山市并非历史文化名城
,

但屯溪老街

是省级四个历 史地段之一
。

由于历史地段不是文物

保护单位
,

至今还在使用
,

因此保护起来难度更大
,

加上缺乏保护资金
,

所以说历史地段保护既是重点
,

又是难点
。

2
.

历史地段保护应走保护整治道路

我国是文明古国
,

历史悠久
,

在城乡都保存着

大量有价值的历史地段
。

有一些 由于交通
,

经济社

会条件变化衰败下去
。

正面临自然淘汰的命运
。

另

一些则被改革开放的浪潮所吞没
,

遭到建设性破坏
,

形势是严峻的
。

1 9 9 1 年 10 月
,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

史文化名城规划学术委员会
,

在四川都江堰市召开

学术年会
,

专题就是讨论历史地段的保护
,

会议形

成一个文件 《关于历史地段保护的建议 》 其中第三

点强调
“
总结近几年来历史地段保护的经验针对某

些需要吸取的教训
,

历史地段应以保护为主
,

采取

保护
、

整治和进行必要的更新改造相结合的原则
。

要

力求避免在历史保护地段范围内大拆大建和不顾历

史环境特点的以新换旧
,

以假代真 (以仿古建筑取

代古建筑 )
,

损毁历史文化信息的真迹
,

破坏原有历

史文化环境特征的做法
” 。

这个建议至今仍然是有其

现实意义和紧迫性
。

根本原因是开发商利益驱动
,

加

上地方政府求心过急
,

对历史地段保护的意义认识

不足
。

从屯溪老街的经验来看
,

走保护
、

整治为主

和必要更新改造相结合的道路
,

是可以获得较好综

合效益
,

关键是应以环境效益为主
,

决不能谋取暴

利
。

3
.

在保护前提下求得最佳综合效益

中国传统建筑是木结构
,

低层
、

坡顶
,

与西方

建筑学报 1 9 9 6一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