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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如今中国正处于城市建设快速发展时期，空间和建筑

规模更替速度正在加快。现代城市建筑目前已压倒了传统的

建成环境，其中包含了各类文化遗产。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历

史文化名城的基本单元，是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历史

环境以及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结合 [1]。在城市空间结

构重组和产业转移的背景下，许多历史街区出现了年久失修

的现象，包括历史建筑破旧不堪、历史文化格局错位、交通

不便以及环境条件恶劣等诸多问题，因此，历史街区的保护

延续是城市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步 [2]。近年来，城市历史景

观作为在遗产保护中的整体方法，对保护城市文脉和传承发

挥了良好的作用。

2 城市历史景观与历史文化街区

2.1 城市历史景观概念的提出
历史景观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文化景观首次进入城市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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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对保护城市遗产工作的开展，传统单一的保护模式已不再是主流。城市历史景观作为近些年一种新兴的方法，强
调整体视角，全面地看待城市遗产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既强调了时间上的关联性、也强调了历史上的关联性。荆州市沙市
区中山路历史街区作为曾经最风光的存在，现如今已成为风貌混杂的传统城市碎片。论文从过去和现在两个角度入手，采
用城市历史景观视角，对中山路历史街区进行重新整合梳理，探讨基于“串联历史”“兼容未来”“自上而下”三种保护
策略模式下，如何将古城历史文脉传承下去，使之在未来形成可持续的发展，为中国基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城市文脉延续提
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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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遗产保护领域，并成为引领城市历史遗产保护的新方法 [3]。

城市历史景观主要突出的就是“景观”，而景观则是城市中

必不可少的存在，景观不是单单通过表象的传达，而是透过

表象由文化价值、习俗观念、信仰传统及蕴涵在社会中的内

涵中体现出来的。20 世纪以后，诞生于人类学、社会学、

生态学与地理学相互交叉的文化地理学，将文化与景观建立

了联系，文化以自然为载体，并通过景观的方式表现出来。

景观这个概念的变化也体现在《建议书》中，认为“城市

历史景观是文化和自然价值及属性在历史上层层积淀而产

生的城市区域，其超越了‘历史中心’或‘整体’的概念，

包括更广泛的城市背景及其地理环境”。在历史上城市景观

和城市历史是动态结合的，它是自然和文化、自然和建筑环

境之间的结合体，融合了时间与文化的交错，两者是不可 

分割的。

2.2 城市历史景观保护方法
城市历史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而是侧重

于动态发展过程的整体背景，既包括物质遗产也包括非物质

遗产。此外，传统街区保护视角还都只是侧重于具有历史和

文化价值的遗迹，过分保护文物保护单位，忽略了历史文化

的层积性。但从历城市历史景观的角度来看，基于周边现有

的物质环境，我们可以从所过去和未来两个方面看待，所谓

过去的就是要使历史环境融入现在，并确保历史环境的完整

性和真实性，不仅要看到某一时期的历史文化，还要关注到

各个时期的不同历史，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对未来理解是在

当前处于复杂又多变的城市进程中，既要保护当前的遗产，

注入新的文化价值，又要保证街区的未来是多元文化发展

的。总之，就是要将街区和街区的周边环境景观进行整体提

升，而不只是一味地关注快速建设以适应城市的发展。

目前，城市历史景观保护是对城市文脉延续的主要途

径，它可以弥补建筑在历史街区保护范围局限性以及单体保

护的弊端，可以协调历史与现在环境的融合。由于历史街区

存留下的文脉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城市历史景观方法

则可以使传统文化在人们心理发生一种改观。

2.3 历史文化街区与城市文脉内涵
在《雅典宪章》中对历史街区阐述中：历史街区可以

体现出独特的文化性并且有一定的延续力。但目前除了普通

城市中存在的一些通病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市文脉

的缺失，历史街区是居民们历史记忆的保留地，它会随着城

市发展和地域风貌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街区内是一个历史人

文、地域风貌、自然建筑景观于一体的地方，最大程度体现

了一座城市的文化形象。

城市文脉在一座城市里无处不在，每一座城市都会由

于其历史发展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历史文脉。中国的历史文

化街区分布在全国各地，保留着丰富的传统特色，但在快速

扩张的城市发展，这些历史名城的传统景观已经年久失修，

许多历史城市的传统景观破败不堪，文物古迹孤立地散落在

各地，只剩下几块保存不完整的历史区域。在如今变化迅速

的社会环境中，街区文脉的保护和延续还需进一步的探索和

发展。

3 中山路历史街区的历史发展脉络与现状问题

3.1 中山路历史街区的历史发展脉络
位于荆州市沙市区的中山路街区有着悠久的历史，过

去曾是华中地区的人员和货物的重要港口和转运。这座城市

因水而繁荣，其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其成为真正历史性的军港

和战略基地，到了建国后，沙市港口已经成为华中地区乃至

长江流域重要的港口。

中山路地区的商业繁荣，至今保留着它的历史和文化。

中山路为当时水运商客提供了便利的交通，同时也紧靠长

江荆江大堤，也是沙市中有人员流动的聚集场所。中山路历

史街区存在很多幢民国风格的历史建筑，建筑艺术价值非常

高，有邮局、中国银行、同震楼、老天宝等，大多数集中于

中山路西段，另有一批具有纪念意义的门楼门洞、刺柱、水

井、井盖等均为历史的见证。

其中，在中山路上的崇文街，也就是当年的丝线街，

处于繁华的街市之中，是当时的步行商业街。崇文街靠近中

山路西段，相距不到百米。最开始崇文街内大半条街都是丝

线作坊，所以当时也叫丝线街，后来因为街道上的人们崇拜

文化，所以改名为崇文街。在崇文街西段北处的武宣巷巷口

处，有名声显赫的黄州会馆；武宣巷内有明代官员修建的香

火庙—五显庙；富阳巷内有兴建于南宋绍兴年间的古寺普仰

寺，其殿堂至今仍在，这些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优秀历史建

筑在，可见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不负其名。

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是荆州沙市历史发展的重要物质

载体，它在物质空间层面上保持着明清时期的街巷格局，在

非物质层面上，由同时期的文化互相影响，不断层积，形成

了多元文化体系。

3.2 中山路历史街区发展现状问题
沙市区的中山路与北京路毗邻，中山路是一条狭长的

东西路，东边连接江汉南路，西边连接连大湾，全长约 1.4

公里。中山路于 1932 年始建，恰逢《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

基本纲领》提出之际，故命名为“中山大马路”，简称中山路。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中山路由于水上交通和工商业的减

少，开始面临衰败的危机。近十年来，中山路不但没有得到

保护，反而遭到严重的毁坏。在 20 世纪末，由于沙市的发展，

政府将一座商业广场横在了中山路中间，为了方便广场可以

连接岸边码头，使中山路被分割成了三段，直到 2005 年，

中山路段又再次建成了一条商业步行街，这次改建又将中山

路内大量的国民老建筑拆毁的几乎所剩无几，取而代之的是

仿古商业街，导致曾历尽沧桑的历史文化街区失去往日的 

风采。

随着荆州市的城中心的发展，沙市格局已不再是从前，



49

园林景观·第 07卷·第 2期·2022 年

工商业产业也逐渐下降。同时，老街的格局和建筑质量日益

减损，通过实地调查，发现街区内很多建筑被整体破坏，无

人管理，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和修缮，很多历史建筑遭到严

重的人为破坏，大量木构件、石构件被拆除和盗取，部分梁

柱出现倾斜，存在严重的安全问题；街区内缺少必要的市政

管线导致居民生活质量低下，下雨时排水不畅而积水，且街

道两侧多为木构建筑，火灾隐患较大，交通可达性弱，内部

可通行道路缺失；时代更迭下，街区内居民流动人口为多，

以老年人和外来务工人员为主，没有旅游、文化等新产业 

开发。

3.3 中山路街区历史文脉价值总结
通过对街区历史进行提炼分析，总结出以下几点作为

保护框架。

3.3.1 历史维度
在城市的角度来看，沙市曾经是荆沙地区地标般的存

在，也是湖北省有名的水运港口，而存在于中山路上的崇文

街在清代则以盛产荆缎出名，沙市开埠后，日本和英国等外

来的绸缎、纺织布最初都是在这里销售，这很大程度上反映

了当时的丝织品和文物贸易发达的社会背景。

3.3.2 建筑维度
居民楼模块单元类似“回”字天井中心布局，轴线串

联空间，因为天井具有通风采光多种良好的建筑物理性能。

多被采用并且布置为中心院内，四周布置堂屋，书房以及厢

房等。属于天井式民居普遍做法。住宅多以实用和独立为中

心。最终形成有冬暖夏凉且静谧和谐的人居环境。

3.3.3 景观维度
由于沙市的码头曾是商埠起源地，并且也是沙市区最

热闹的地段，尽管现在洋码头风光不再，但中山路距离码头

不远又紧邻荆江大堤，如今已经成为沙市的一道风景线，反

映了荆州沙市的景观文化特色。

4 中山路历史街区保护框架

4.1 摆脱孤立视角，串联历史文化
在城市化进程中，街区作为城市中的历史文化遗产，

除了已经具有零散态势特征外，还在社会经济上存在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这种关联是基于城市文脉基础上而又不断变化

的过程，在保护过程中，应该使历史现存的文化与现有既成

的环境一脉相承，而不是像补丁拼贴一样，关注单一的建筑

单体或历史片区。城市历史景观的发展应当是与传统相融

合，在对于沙市中山路历史街区的保护中，划定明确的景观

特征区域。将街区和码头两个单个节点关联在一起，从景观

层面上升到社会层面。在街区内部强调将历史区域内对每一

个构成要素进行保护，包括保护自身单体及周边环境、区域

天际线，做到各景观之间既协调统一又能延续历史区域文

化。对街区内重要的文化历史景观建立体验感知活动，形成

动态的景观体验，使中山路街区从衰败走向活力新生。

4.2 建立未来视角，打造社会兼容
从当前的角度来看，城市历史街区面临的不仅仅是保

护问题，更应该在如今的社会环境中考虑如何传承历史文脉

的问题。在社会层面上，首先应该从物质方面满足街区内居

民的现有需求，并补充现有的基础设施。其次，从居民的角

度出发，保护历史文脉最重要的就是尽可能地留住原住居

民，尽可能地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通过控制建筑的墙壁、

屋顶、屋檐、门窗以及色彩和材质、建筑周边环境等条件，

提升居民的生活条件水平。在政府层面，街区内的保护不应

该是针对老旧建筑的更新，而是需要增强历史文脉的资产

化，通过引入多方资金，逐步实现街区的可持续发展。

4.3 自上而下执行，多尺度全覆盖
保护过程应该是“自上而下”的，考虑到所有利益相

关者的意见，而不是仅仅由政府主导，纳入吸收多个利益相

关者的意见，将会更好地延续历史文脉。沙市虽没有当日的

繁华，但还留存在老一辈的记忆里，通过对原住居民进行深

入访问，可以避免由于决策者主观意愿造成的偏颇结论，从

而可以更好地挖掘历史文化。此外，传统的保护方法主要侧

重于重要的遗址或者历史建筑群的遗产价值，始终围绕某一

个特定的区域进行划线，忽视了背后长期的历史环境，而城

市历史景观则认为历史属性是无处不在的，从而可以“多尺

度”地识别出全域范围中不同历史景类型的空间边界。

5 结论

随着中国的发展正在从增长求量过渡到存量求质的方

向，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文脉一直是国家的重点保护内

容，而城市历史景观方法则以更全面的视角为沙市中山路历

史街区的文脉传承提供了新的思路。历史遗产往往会随着社

会发展、经济需求和城市进步而不断改变，借助城市历史景

观这种途径来维护即将消逝的文化记忆，可以对历史文化遗

产进行纵向时间的整合进而达到持续发展的要求。论文针对

沙市中山路历史街区的保护规划，引入了城市历史景观的方

法，提出串联历史、兼容未来、自上而下的三种保护性策略，

为今后城市发展提供一种新思路，发挥城市历史景观在城市

文脉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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