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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遗文脉传承下，旧城区更新设计凸显出城市活力，城市旧城区更新设计理念保留文化特色，既延
续了非遗文化的珍贵价值，又使旧城区更具城市魅力。从文化、生态、民众归属感等多角度总结城市旧城区更新

的必要性与时代价值。基于非遗文脉传承下旧城区迭代更新的发展历程，通过打造适宜生存和发展的旧城区建筑，

分析旧城区在更新过程中遇到的棘手难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旨在推动城市旧城区更好地融入城市整体发展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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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非遗传承的角度来看，城市旧城区更新
设计具有可取之处。旧城区拥有得天独厚的自

然景观，是区域特定时代的真实写照，反映了

当时民众的生活，起着城市灵魂和支柱的关键

作用。近年来，城市将旧城区作为文化旅游资

源的商业行为的现象屡见不鲜，既充分发挥着

丰富民众精神的文化意义，又带动了旧城区周

围商户的经济利益。非遗文脉传承下，旧城区

得以存续和发展，但旧城区在发展过程中仍存

在不合理因素。文章基于旧城区发展现状，提

出适当可行的方法，促进旧城区更新设计，以

实现旧城区与新城区同步发展的愿景。

一、非遗文脉传承下旧城区更新设计

的必要性

　　为了推进城市整体化发展态势，提升城市
整体生态、经济发展水平，旧城区更新设计显

得尤为必要。

（一）旧城区是城市之魂，承载着深厚文化

不可否认的是，旧城区是城市的灵魂和根

系所在，旧城区作为城市发展的中心和领头羊，

对周边城市迅速建成起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城

市文化之源可追溯至旧城区。无论是建筑、人

文景观还是周边商业圈，对于研究旧城区文脉

遗传都起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城市旧城区有着

较为深厚的文化底蕴，蕴藏着较为古朴、醇厚

的古典文化，并没有随着城市的变幻失去自身

的文化魅力，而是作为研究城市变迁历史的形

象屹立不倒。旧城区作为城市文化的根源，留

存着旧城区民众的记忆，承载着旧城区民众原

始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涌进来的居民在非遗

传承下的旧城区不断蔓延。城市以旧城区为依

靠和核心延伸出了多条动态经济圈层，可以说，

旧城区是城市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灵魂

所在。

（二）旧城区独有空间肌理，决定其改造必

然性

　　人口迁徙、生活生产方式变化共同演绎了

旧城区独有的空间肌理。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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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居民涌入城市，扩建大量民居，逐渐形成以

旧城区为中心的生产生活圈层。旧城区建筑遵循

旧式风格，有别于新城区的布置和建构，具有强

烈的辨识度和文化传承性，景观极为独特，建筑

差异化明显。旧城区大多有庙宇、古建筑，具有

较为厚重的历史感，独具魅力与特色，具有人

文、历史、社会等多重价值功能。旧城区延续

了非遗传统建筑民居的独特风格，具有较强的

肌理特征，彰显了旧城区的文化气质。

我国旧城区具有多重功能。自古以来，传

统旧城区商业繁茂，商业贸易区与旧城区融为

一体，围绕旧城区自然延伸出纵横交错的街道、

商业街。除了具有较为浓厚的商业价值之外，

旧城区还具有极强的观赏价值和游览价值。旧

城区是城市重要功能区的组成部分，不仅在商

业贸易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其社会功能性具有

多样化，在生活、娱乐、信仰等方面也起着重

要的载体作用。旧城区生活生产、娱乐等设施

设备一应俱全，产品多样化、功能多样化。

（三）旧城区与民众生活相关，加速旧城区

改造速度

　　旧城区具有较为深厚的生活、文化根基，
具有较为浓厚且传统的生活环境。民众大都以

血缘关系作为维系，产生了较为集中的聚居区，

其生活习惯、道德观念、价值观大同小异，是

支撑民众在旧城区繁荣稳定发展的重要依据和

前提。在旧城区，民众往往充满同理心，对于

街坊邻居的诉求伸出援手，彼此嘘寒问暖，人

情味十足。周边做生意的商贩与民众之间也保

持着良好关系，市井生活一览无余，充满烟火

气，生活气息浓厚。

旧城区的民众彼此之间形成相互依赖、彼

此信任的美好场景，对这方土地具有强烈的归

属感和保护欲。民众制定出适宜生存、管理和

规范生活的相应条例和制度，通过遵循、恪守、

完善管理制度来达到稳定社会治安的目的。这

种秩序通过沿袭、传承和弘扬，使民众在非遗

传承过程中代代相传，不至于使非遗文化流失。

所形成的特定文化和地域情怀、乡土情，使民

众对所处的生态环境具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归

属意识，民众在保护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方面

具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为旧城区美好建设做

出巨大的贡献。

二、非遗文脉传承下城市旧城区存在

的问题

（一）旧城区商业化严重，缺少文化氛围

现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更多人对于

金钱趋之若鹜，想要获取更多经济效益，致使

旧城区商铺的数量过多，导致城市整体商贸市

场的臃肿化、低质量化。目前，旧城区商贸现

象较为严重，街道店面皆为商人，各式各样的

商品充斥着旧城区街道，有些商人在设计街道

时，一味想着如何获取最大经济效益，没有意

识到非遗文化的重要性，没有为旧城区注入文

化灵魂，没有丝毫非遗文化的踪迹可寻，旧城

区地域文化氛围缺失，取而代之的是浓厚的商

业气息。旧城区原有的文化底蕴与内涵不够凸

显，非但没有利用非遗文化，商业氛围反倒愈

加浓重，这成为旧城区更新发展道路上的荆

棘，严重阻碍着旧城区的更新发展。比如说：

西安回民街近几年涌现出一大批商贩，旧城区

完全失去旧有风貌，更多的是被商业化充斥，

文化古都的气息逐渐减弱，因此给游客造成商

业气息浓厚，文化历史厚重感减弱，缺少文化

氛围。

（二）旧城区建筑破坏严重，历史厚重感逐

渐消弭

　　新旧城区的交替带来文化的相互碰撞。新

旧城区在视觉上存在很大差异，旧城区在城市

规划中显得格格不入，旧城区在更新设计过程

中不断遭到破坏，一些开发商忽视旧城区的特

色建筑，不顾整体生态建筑，只顾眼前利益，

导致原有建筑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旧城区更

新设计意识的欠缺，致使城市发展过程中新旧

城区建筑趋于一致性，外观、构建、布局等方

面难以区分，缺乏独特之处。建设开发过程未

严格遵循保护性开发的原则，未从真正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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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城市发展规律的宗旨，对城市改造未进行

认真、准确的剖析。部分开发商和政府急功近

利、急于获取收益，对旧城区进行肆意改造，

未处理好非遗文化与旧城区更新之间的联系，

文化价值随着旧城区建筑的破坏逐渐消亡，非

遗文化流失严重，旧城区厚重的历史感渐渐消

弭，承载着旧城区人文、历史、社会发展的根

系逐步消失，导致旧城区更新发展得不偿失。

这种以牺牲旧城区传统文化和建筑的行为有失

考虑，旧城区更新未真正树立以保护为主、开

发为辅的更新理念。

（三）旧城区环境污染严重，缺乏严格管理

商贩不断集聚于旧城区，形成 “小吃一条

街”的集市现象屡见不鲜，必然会吸引众多游

客前来。由于土地资源紧张，商贩彼此紧靠，

没有多余空间，市场出现游客排长队的现象。

商贩大多为游客免费提供一次性餐具，商贩为

加快出餐速度，将残羹剩饭随手扔弃，导致旧

城区商业街堆满了垃圾。加之垃圾桶数量有

限，垃圾堆满之后不及时清理，垃圾溢出的现

象随处可见，严重影响旧城区商业街的街道容

貌。部分游客和商贩对于 “爱护环境”的警示

牌熟视无睹，毫无爱护环境之意，为了逞一时

味蕾享受，给旧城区的更新建设带了很大

不便。

除此之外，旧城区商业街道常出现监管不

到位的现象，针对随意丢弃垃圾的乱象给予放

纵、容忍。一方面，对于食品安全方面没有做

到严格把控，有些商贩没有健康许可证和健康

证，食品安全令人堪忧；有些商铺存在安全隐

患，没有配备安全急救设施设备。另一方面，

对游客随地吐痰、随手扔垃圾的现象视若罔闻，

缺乏严格的监管和监督，没有明确制定规范的

条例和制度，造成旧城区商业街道环境污染严

重、游客体验感差，旧城区树立良好印象受到

阻碍，不利于加快旧城区更新设计的步伐。比

如：西安回民街商贩过多，造成一次性餐具过

量，街道垃圾如山，不及时清理，造成游客体

验感差，口碑极差的印象。

（四）旧城区发展态势单一，与其他产业合

作力度小

旧城区作为民众的栖息之所，是民众日常

生产生活的重要载体和依靠。民众日益形成的

特定非遗文化、生活习惯、风俗信仰离不开旧

城区的滋养和培育。可以说，民众扎根旧城区

与旧城区的整体氛围和环境息息相关。但是，

城市要向前发展，城市发展浪头过高，旧城区

如若故步自封便会遭到淘汰，旧城区的建筑与

发展都会随着时光流逝逐渐衰微，民众经济、

文化、社会的发展势头也会随之减弱。然而，

旧城区发展区域单一化，除了商业街较为繁茂

之外，没有加以利用的产业，庙宇、古建筑等

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旧城区的更新设计道路

难上加难。除此之外，旧城区产业以单一商业

贸易为主，与其他产业的融合相对较少，导致

非遗文化未被充分开发和利用，难以渗透到其

他产业中，加大了旧城区的更新难度，阻碍了

城市的整体发展。

三、非遗文脉传承下城市旧城区更新

设计发展思路

（一）多方合力，重塑旧城区良好形象

非遗文脉为旧城区注入了新鲜血液，使旧

城区发展拥有了独特文化魅力。以文脉传承为

基点，挖掘旧城区文脉的内涵和价值，对其加

以利用，促进旧城区的更新发展。旧城区具有

悠久的历史，历史、人文底蕴深厚，传统文化

的发扬和继承依托旧城区得以延续，民众强烈

的归属感以及较强的当家意识使得旧城区的部

分非遗得以存续。但是，仅仅依靠民众口耳相

传非遗文化显然是不行的，必须依托政府、民

众、社会的多方合力。例如，制定社区管理条

例、规范乡规民约治理条例，对于旧城区民众

集市、手工艺、传说故事记录成册加以传承和

保护，尊重民众的民间信仰和生活习俗，加大

力度支持旧城区非遗传承，从文化内核方面提

升旧城区的整体风貌，为旧城区的更新注入活

力，促进旧城区文化的传播；合理利用非遗文

脉机制，加大开发和完善旧城区设施设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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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传统文化与现代城市的有机融合，充分利用

非遗文脉的作用，提升旧城区文化底蕴，树立

旧城区独特优势地位，塑造旧城区良好形象。

（二）加强旧城区环境保护，凸显旧城区

文化特色

　　秉承以保护为原则、更新为目的理念，将
保护为先的设计观念融入到旧城区更新中。聘

用专业素质高的设计团体，加大人才队伍建设，

采取多元有效措施完善旧城区更新设计蓝图，

凸显旧城区的风格与特色。在专业团队的指导

下，对旧城区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保护旧

城区的整体风貌和环境，大力修复损坏严重的

建筑，除了政府应加大力度组织专业人士对旧

城区更新设计做出努力外，民众也应该理解、

支持政府相关工作，并对旧城区的维护和修缮

做出贡献，全民齐心协力，真正保护、完善旧

城区的整体环境，为修缮旧城区古建筑奋斗，

最大限度还原旧城区本来面貌，突出旧城区地

方特色，增加历史厚重感，避免旧城区淹没在

城市化进程中。例如北京７９８工业园区，通过
对于旧城区以及工业废弃城区进行改造，形成

了令人瞩目的一道靓丽风景线，凸显出本地文

化特色，彰显文化魅力，加强对旧城区的环境

保护，促进文化传承和旧城区整体生态发展。

（三）加强旧城区生态保护，严格规范旧城

区管理

　　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为了进一步树立旧
城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实施相应的规章制度，

加大管理力度，打造令民众满意的旧城区。生

态环境与民众生活休戚与共，加大旧城区保护

管理，制定完整的规范条例。例如，对旧城区

周边的商贩，尤其以餐饮业为主，制定安全健

康条例，注重食品安全和卫生，对于破坏环境、

不遵守规章制度的商户进行罚款，严重者进行

停业整顿予以警示，加大执法力度，屡教不改

者，不许再进入旧城区贩卖商品；对进入旧城

区消费的民众亦如此，对于民众随地吐痰、扔

垃圾的行为绝不姑息，引导民众树立文明意识。

同时，可采取加强巡逻、树立爱护环境标示牌、

增加垃圾桶摆放密度、对商贩定期进行培训等

方式，提高民众保护环境意识，共同营造旧城

区良好的生态环境，为旧城区更新奉献一分力

量。努力将旧城区打造为卫生文明的地区，为

其他城市发展树立榜样，吸引更多的民众前来

消费，拉动旧城区的经济增长，带动周边产业

的迅速发展，为旧城区的更新设计奠定坚实的

经济基础。

（四）加大与其它产业的合作，提升旧城区

文化口碑

　　旧城区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民众的民间
信仰和习俗在旧城区产生之际出现乃至兴盛，

集会节庆、寺庙仪式由此产生。旧城区作为非

遗文化传承的载体，对其进行更新设计具有重

要的意义。加强旧城区非遗文化与旅游业产业

的耦合，深入挖掘旧城区传统非遗文化，利用

旅游产业的发展促进非遗文化的传播。旅游业

作为时代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具有不容

小觑的力量。加强旧城区非遗文化与旅游业融

合，既能够为旅游产业带来经济效益，也能够

为旧城区非遗传承带来文化价值，有利于加快

旧城区的更新发展。重塑旧城区非遗文化品牌，

提升旧城区文化口碑的同时，也为旧城区产业

的发展寻求更多的发展契机，拓宽旧城区发展

道路，实现旧城区更好、更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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