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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传统民居的保护与再利用

) ) ) 以苏州平江路 31号改造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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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苏州平江路 31 号改造工程的解读对城市传统民居的保护与再利用问题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 认为适当的有

机更新和功能转换才是对城市传统民居最好的保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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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民居研究的日趋深入, 古镇及古村落传

统民居的保护和利用逐渐成为热门话题。但是在当前有关传

统民居的研究成果中,对于受现代化影响与冲击最深的城市传

统民居却关注较少。本文以苏州平江路 31 号改造项目为例,

试图对如何保护与利用城市传统民居这一问题作一些初步的

探讨。

一、城市传统民居保护的意义与重要性
城市传统民居具有着多重的价值: 从建筑艺术的角度来

看,城市传统民居所蕴含和体现的建筑理念、建筑风格乃至对

建筑材料的选择等等,都具有独特的建筑艺术价值; 而从城市

文脉的角度来看,城市传统民居更是集中体现了一座城市特有

的历史与文化,并蕴含着这座城市居民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

等丰富的深层次信息[1]。

然而正是这些具有重要价值的城市传统民居在城市化飞

速发展的今天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许多古城千百年来幸存下

的传统民居正遭受着所谓的旧城改造带来的建设性破坏, / 很

多大城市中的传统街区不断减少,有的甚至仅存几条零星的小

街小巷,如北京、济南、西安的旧城已很难找到一片完整的四合

院群落0 [ 2]。所幸的是, 诸如苏州、扬州等城市其完整意义上的

古城虽已不复存在,但仍留存有许多古城街区的/ 片段0。所谓
/ 亡羊补牢, 犹未为晚0 , 如何保护与利用好这些最后的城市/ 活

       图 1 图 2

化石0 ) ) ) 城市传统民居及历史文化街区, 无疑是应当被充分

重视的。

二、苏州平江路 31号改造项目的背景
(一)苏州平江历史街区概况

地处长江下游的苏州是一座具有 2500 多年历史的著名古

城,改革开放后在经济起飞的同时苏州却也如其他城市一般经

历了大规模的拆迁与改建。位于苏州古城东北角的平江历史

街区几乎已是苏州现存的唯一能够真正意义上体现/ 水陆平

行,河街相临0的/ 双棋盘0格局的城市传统民居聚集区域(图 1

~ 图 3)。

在苏州古城事实上已遭到/ 城市现代化0严重冲击的情况
下,庆幸的是 2003 年苏州市对平江历史街区进行了全面而系

统的保护与改造,许多因年久失修而破败不堪的民居旧宅得到

了/ 修旧如旧0的改造与更新。但区内现有的文保单位与控保

建筑加在一起,对于占地约 116hm2 的整个平江街区来说也只

是很小的一部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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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二)平江路 31 号

历史沿革

平江路 31 号原为

张氏族人的旧居, 现存

建筑主体为晚清风格。

同治年间张氏后人修

葺了太平天国战争中

遭到严重破坏的张氏

旧居并加以扩建, 至光

绪初年, 张氏旧居已有

前后四进,颇为大观。而后又陆续增建了德芬堂、眉寿堂与张

氏家祠等建筑。

解放后,张氏旧居逐渐变为多户不同姓氏人家混居的局

面。产权结构的混乱、房屋改建的随意加上建筑的自然衰败,

致使在 2003 年平江路综合改造工程开始前,原有四进院落的

张氏旧居主体部分仅余一进,建于民国年间的张氏家祠也是破

败不堪,而德芬堂与眉寿堂更已是踪影难觅(图 4)。

图 4 图 5

2003 年由苏州市政府主导的街区改造对平江路 31 号(即

张氏旧居主体部分)进行的建筑更新在总体上恢复了旧居主体

部分的内部格局, 也还原了张氏旧居的外观风貌 (图 5)。但

是,由于其从属于平江历史街区综合改造工程的一部分, 故从

建筑外观到技术材料都较为简陋而模式化,只能算是对建筑进

行了基本的整饬,并没有给建筑注入真正新鲜的血液。

三、平江路 31号的有机更新与再利用
2007 年 4 月,上海中房建筑设计院着手对平江路 31 号进

行了新一轮的建筑改造与更新。这次改造目的是将平江路 31

号更新成为一家集休闲、住宿、会所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建筑,

并取名为/ 筑园会馆0。设计师从建筑的外观、室内、功能等多

个方面一同着手进行了改造,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完善建筑外观

由于 2003 年的改造工作较为粗糙与简陋,原有的木质门窗

有些已严重变形, 无能满足现代建筑门窗的节能与密闭要求, 故

本次改造对建筑的木门窗都进行了全面的更换, 采用了更高品

质的门窗,并加装了中空玻璃和密封条。原有传统木门扇的开

启方式与门槛的存在同样不能满足现代建筑空间流通性的需

要,因此改造调整了大门的开启方式, 同时又修复了西向主立

面上的入口台阶,并按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取消了门槛。再通过

重新粉刷墙体,修复原有屋顶形式与屋面构造, 修复屋面小青

瓦等措施,基本恢复了建筑原有的外观与风貌(图 6~ 图 7)。

(二)调整室内功能

平江路 31 号建筑原有的前厅部分被改造成一个融集散与

展览于一体的空间,也可以说相当于现代建筑中的门厅部分。

中间的一个内院及老门头与两个小天井都被保留, 内院四周走

图 6 图 7

廊的一侧置三两桌椅以供饮茶、休憩之用。原有的中厅则被改

造为由镂空式书架围绕而成的书吧与茶座, 既可静心阅读, 也

可品茗交流。原处于后厅两侧的小天井则连同后厅一起被改

造为吧台(图 8~ 图 12)。

图 8 图 9

图 10 图 11

图 12

建筑主体北侧与相邻建

筑间原有的走火巷本已废弃,

被设计师改造成艺术长廊, 并

利用了建筑两侧山墙轮廓的

变化,设计了充满现代感的几

何形钢结构屋顶 (图 13)。正

厅南翼本为设计简单的二层

楼房, 每层均有三个房间, 经

改造成为上下各两间的高级客房,并配有完善的卫浴、空调、地

热等设施。室内设计同样以黑白两色为主题,既暗合了粉墙黛

瓦的建筑外观,又体现了简约现代的建筑理念。

(三)塑造庭院景观

位于建筑西南侧的庭院除保留了原有的两棵广玉兰树之

外,还保留了具有苏州地方特色的/ 空斗墙0, 斑斑驳驳的/空斗
墙0尽显了建筑的历史积淀。设计师还以/ 空斗墙0的概念重新
铺设了庭院地坪, 并在庭院的南侧开凿了一条细细的人工溪

流,一头灌溉着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广玉兰树, 另一头到底则是

同样具有江南特色的水瓶形门洞(图 14)。改造后的庭院整体

风格清丽雅致,充满了江南园林式的意趣。

(四)升级技术设备

在建筑结构方面, 一方面利用了建筑原有的结构受力体

系,并加固了原有结构构件, 另一方面在局部增加了新的结构,

使得新老结构共同受力(如艺术长廊部分)。而在建筑设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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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图 14

面,则在充分利用屋顶平台、墙体空腔与吊顶等隐蔽了设备管

线的基础上,安装架设了先进的现代化设施, 如自平衡新风系

统、碳晶板地暖系统、同层排水系统、挤塑型墙体外保温系统

等,使其完全能够满足现代人生活的需要 ,并体现出设计师在

节能低碳方面所做的一些努力与尝试[ 4]。

改造结束后项目广受好评,获得了由上海市建筑学会颁发

的第二届建筑创作优秀奖,同时也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

四、平江路 31号改造工程的意义与启示
(一)城市传统民居保护不应/原封不动0或/推倒重来0

对于城市传统街区,如果单纯的只进行小修小补式的整饬

(文保类建筑除外) ,不区别对待而只是一味的维持原有居住功

能的话,街区的逐渐衰败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可持续发展当然

也就无从谈起。2003 年苏州平江历史街区改造项目整体启动

前,街区的衰败程度已相当严重。由于城市居民对现代生活条

件及方式的追求,带有阴暗潮湿等先天不足的传统民居无疑无

法满足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的需求,以致于/ 留守0在传统民居
中的往往以中老年人居多。这样的居民结构显然会加剧城市

传统街区的衰老化与空心化,从而不利于传统民居的保护与更

新,无法实现街区的可持续发展。

但是,如果完全改变了传统街区民居原有的建筑性质甚至

空间结构及格局,这样改造后的/ 传统街区0恐怕也就不能再算
是传统街区了。正因为此, 在笔者看来诸如上海新天地、南京

1912 等项目的确是成功的商业改造范例,但却不能算是优秀

的传统民居改造范例。而如苏州桐芳苑改造项目那般将原有

民居推倒重建,重建后的建筑虽然还保持着江南传统民居粉墙

黛瓦坡屋顶等一些建筑符号,但这已属于运用了新地域主义设

计手法的新建筑,与/ 传统民居保护0却已几无瓜葛。
(二)城市传统民居保护需要有机更新与功能转换

对于城市传统民居,理想的保护方法应是在保留传统民居

基本风貌、结构与格局的基础上, 通过有机改造与适度更新, 营

造出满足当代人使用需求的建筑空间。针对传统民居居住人

口密度高,院内违章搭建多, 供水、供电设施老化严重, 排水、消

防等设施不配套等问题进行相应的改造与升级, 满足现代人居

住与生活的需要,显然是保证历史街区可持续发展的首要而基

本的条件。

而对一些处于街区交通枢纽或是干道两侧的传统民居适

当的做一些带有功能转换色彩的改造以满足居民以及游客的

需求,也是完全应当甚至必要的。将部分传统民居通过改造与

更新转换其建筑性质与使用功能,使之成为旅店、商铺、纪念馆

或文化会所,利用城市传统街区特有的文化与区位优势, 培育

文化创意与休闲旅游等第三产业以形成新的经济发展动力, 这

才是使传统街区充满活力、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正如古城保

护专家阮仪三教授所说的那样: / 历史文化保护区每幢房屋并
不都是文物建筑,而应该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的系统。严格保

护井非意味着原封不动,大部分历史性建筑为了更好地发挥其

生命活力,需要功能更新, 为现代生活服务0 [ 5]。

从建筑本身来看,在对城市传统民居的改造尤其是要进行

功能转换再利用的过程中,应当在把握传统建筑精髓的基础上

对传统民居持一种创造性继承的态度,努力发掘出传统建筑中

的文化因子与建筑语言,而不能只是单纯的停留在挪用或拼凑

一些传统建筑符号的阶段。对传统街区中少数建筑进行较大

程度的改造与更新,融入现代的建筑设计理念以符合人们的需

求,同样是对传统建筑的一种保护形式, 是完全适当而有价值

的。

英国建筑学家迪克斯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 一个充满活

力的街区总是既有新建筑又有旧建筑,而如果全是某一时期的

建筑,只能说明这个街区已经停止了生命0 [ 6]。就城市传统街

区而言,要想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街区内就既应有原汁原味重

点保护的文保或控保类建筑,也应对普通的传统民居进行必要

的与改造与更新,还应有融传统、现代于一体的/ 新0建筑。而
对于这最后一类建筑,平江路 31 号改造工程应该是做了一次

很有启发意义的尝试。

(注: 本文在实地调研过程中得到筑园会馆相关工作人员

的协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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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图 1: 平江历史街区入口

图 2~ 图 3: 人家枕河的平江历史街区

图 4~ 图 5: 2003 年平江路 31 号整体改造前后对比

图 6~ 图 7: 2007 年再次改造后的平江路 31号(即现状)

图 8~ 图 9: 平江路 31 号原平面及改造后平面布置对比

图 10~ 图 12: 改造后平江路 31 号内景

图 13:由走火廊改造而成的画廊

图 14:改造后的室外庭院

(图片来源: 图 4、图 5 翻拍自筑园会馆相关陈列资料, 图

8、图 9 根据相关资料重制,其余图片为作者实地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