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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古城改造下的建筑语言分析
——以苏州平江历史街区为例

丁佳欢　耿　涛
（南京林业大学，江苏  南京　210037）

摘　要：历史文化街区是现代新开发的旅游空间，也是历
史街区复杂的人与地关系的具体体现。面对旅游空间的发展
需求，历史街区内的建筑的空间性质也有了改变，不单单是满
足历史文脉传承的需求，更需要形成一种有活力的、有趣的、
美观的建筑空间形态，让游客可以参与其中，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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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州平江路历史街区的发展变迁
中国第一部城市规划图——《平江图》真实地反映了当

时社会的“双棋盘式”格局和规模。平江路完整地保留了“水
陆并行，河街相邻”的水乡格局，以平江河为主轴，东西两侧垂
直分布着若干宽窄不一、以民居为主的巷弄，拥有世界文化遗
产——耦园，并有多处文物保护单位和古建筑。因此，平江路
被称为“一座没有场馆的江南建筑城市博物馆”。

通过9年的探索发展，在政府的主导下，平江路以“保护为
先”的政策为前提，探寻最适合的发展方向。其次，在明确了
平江路的“文化”和“休闲”定位后，由相关政府部门控制平
江路的业态布局，选择性地引入一些文化店铺，打造江南水乡
的文化氛围。最后，积极开展各项交流推广活动，与国内外学
者一同探究平江路的文化理念，推出“平江国际文化周”等文
化活动。

2　苏州平江路历史街区建筑空间形态的要素分析
在历史街区改造的外部空间中，一方面，采用连廊、古建

屋檐等形式将建筑内外部联系起来，使其构成边缘性空间结
构；另一方面，单个的建筑与建筑之间，通过围合或景观风貌
的延续，形成商业功能型的步行街或者户外广场。这些围合
而成的建筑，进一步通过聚集人群而发展成群体建筑，并通过
垂直的竖向交通连接建筑的上层和地下空间，构成一个联通
的整体外部空间形态，从而更好地满足人们对功能的需求。由
此，可以将历史街区改造中的建筑外部空间形态分为以下两
部分：

2.1　单个建筑构成的边缘性空间
在进行历史街区改造中的建筑外部空间设计时，通过重

新组合或景观分隔等方式，分离出许多边缘性小空间，这些边
缘性空间是历史街区中单个建筑以及景观分隔共同作用影响
下的产物。它的底界面是固定不变的，游客和市民所进行的活
动都是在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以及延伸空间中完成的。

2.2　群体建筑构成的复合型空间
历史街区改造中群体建筑构成的复合性空间有很多种，

其中以围合建筑构成的群体空间和建筑的垂直空间最为突
出。群体建筑围合出的一个个小空间，紧邻历史街区街道，这
些外部空间在整个历史街区中串联起来，形成街道线性空间，
是游客和市民活动的主要场所。

第一，线性空间。历史街区中的线性空间通常是指群体建
筑沿街呈线性展开而成的带状商业步行街。街道是历史街区
中最富生命力的构成要素，是群体建筑外部空间构成体系的
骨架，大部分活动都要通过街道来进行，游客和市民也在此进
行着一系列丰富的户外活动。

第二，节点空间。历史街区中节点空间分为平面空间与立
体空间两大类。一般采用平面空间来布置节点核心，利用景观
结合当地文化特色来营造环境，这样给游客以最直观的感官
体验；立体空间多为垂直方向的节点空间，采用上升或下沉空
间来表达。在历史街区中适当地增加扶梯，不但能起到分隔空
间的作用，而且能疏散人流、增强街区的流动性；下沉空间则
多设置为下沉广场，与热闹的街区形成鲜明对比，给人提供私
密、安静的活动空间。

3　苏州平江路历史街区建筑空间的设计原则及手法
历史街区建筑改造的原则：
第一，整体发展原则。整体发展原则是历史街区改造中最

为基本，同时也是建筑群体外部空间设计的根本原则。这弥补
了建筑在结构、功能、商业形态以及外部形态上的缺陷，也促
进了自身的协调发展。苏州作为闻名全球的江南水乡，每一条

街巷都散发着它文艺、舒适的气息。苏州的地域环境特色在潜
移默化地影响着历史街区，所以在改造过程中，要重视苏州的
地域环境特色，保护平江路原有历史格局与周边区域的联系
和过渡关系。

第二，保留历史原则。历史街区是城市的记忆名片，记载
着城市发展的重要信息。历史街区内遗存的一些古建筑或古
树等都是城市的历史信息，首先就要保护这些历史信息，在此
基础上尽可能地复原历史，再进行创新改造。严令禁止大拆大
建，先拆后建等，杜绝与传统风貌不符的新建筑，以免给历史
街区改头换面，造成不可避免的损失。其次，要发扬历史街区
的文化导向作用。例如，在历史街区内适当增加一些具有当地
特色的戏台、科普廊道等，不仅可以满足游览需求，还能延续
历史文脉，保护历史文化内涵，可谓是一举两得。

第三，文脉延续原则。历史街区的传统风貌和历史文脉的
延续性不仅包括时间和空间的延续，还包括生态方面、文化方
面的延续。因此，在历史街区改造的同时，必须注重历史风貌
和文脉的延续才能在历史的发展变迁中使得历史街区顺应时
代的发展，同时又能够保持自身活力。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
我们可以在改造时人为地加入一些与历史相关的景观因素，
使游客在欣赏与游览的同时又能了解历史。历史街区之所以
被人们认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历史文脉的延续性，它将过
去的历史信息延续至今，并通过不同的表达方式被人们接受。

第四，功能复合型原则。历史街区的改造不能是一件只求
精美的工艺品，它需要将人的需求也纳入其中。来此游览的
人群对历史街区内活动空间的使用功能的要求不是单一的，
也就需要历史街区既满足审美要求，同时还能满足人们活动
方式的多样性要求。例如，平江路历史街区不仅可以满足基本
的观光游览需求，还注入了文创体验、历史展览、户外交流等，
这些活动都能更好地符合历史街区建筑空间的功能复合原则
以及实现建筑群体的空间价值。因为只有人参与到历史街区
中，才能使这个地区变得活泼生动，也只有采用了功能复合型
原则，才能为人们的日常活动提供方便，彰显街区的活力，更
好地吸引人流来此娱乐、休憩。

第五，与时俱进原则。除了以上四点之外，在进行历史街
区改造的同时还应当与时俱进，体现历史街区的文化价值和
商业价值。一味地追求历史复原，只会让历史街区的发展停滞
不前，失去空间活力。一方面，只有这样，才能使历史街区在时
间的长河里不至于被社会淘汰、遗忘；另一方面，只有坚持与
时俱进，才能使历史街区紧跟社会发展的脚步，与城市共同成
长、进步。

4　结语
从平江路的成功改造经验可以看出，对于每一个历史街

区而言，最重要的是把握自身的特点及其与城市的联系。城市
是一个大系统，历史街区是这个系统内的一个小点，同时也反
过来影响其所在的环境。例如，江浙沪一带的历史街区对于长
江三角洲的建设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如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日趋重要，以历史街区为首的旅
游休闲为一体的商业形式已经成为现在的发展趋势。作为江
南水乡的代表城市，苏州在其古典的文化气息中透露着时尚
的氛围，并且承载着这座城市的深厚历史情感。平江路历史街
区承载着文化和人文底蕴，是城市的新地标和文化集聚区，也
是一个休憩地和放松场所，让人们有一个缓和都市压力、获取
文化气息的地方，从另一个角度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具有极
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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