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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历史街区的特色保护与有机更新
——北京北中轴城市更新概念设计
Characteristic Protection and Organic Renewal of 
Historic Urban Areas
撰文  张黎黎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陈一峰工作室

0 引言 

1933 年的《雅典宪章》首次提出“历史街区”的概念：“对有历

史价值的建筑和街区，均应妥为保存，不可加以破坏。”1987 年的《华

盛顿宪章》正式提出“历史城区”（hisrtric urban areas）的定义：“不

论大小，包括城市、镇、历史中心区和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和人造

的环境。...... 它们不仅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而且体现了城镇传统文化

的价值。”随着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经济的迅猛增长，城市化进程快

速推进，许多历史悠久的老城不能适应城市新的经济模式和社会需求，

逐渐进入了衰老期，面临着大规模改造的现实。但现有历史街区的改

造大多只从建筑风貌保护或者短期的地区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忽略

了其中的传统文化、社会关系、场所精神以及市民情感，其实这种非

物质的东西亦是构成历史街区的重要元素，因此如何既能保留地域特

色，又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还能将历史文脉继续发扬光大，是各

地城市更新所面临的问题。

以北京北中轴街道改造为例，结合历史背景和街区现状，从地域

特色、视觉空间、人文关怀、文化传播等方面探索历史街区的特色保

护与有机更新。

1 历史背景

古代北京城市中轴线南自永定门北到钟楼全长 7.8 公里（图 1），

是世界城市建设历史上最杰出的城市设计范例之一，被梁思成先生喻

为“全世界最长，也是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目前中轴线自景山以

南保存完好，而位于城市核心地带的北中轴却处在衰败之中。

北中轴北端以钟鼓楼结束。作为古代都城的报时中心，钟鼓楼曾

经是皇权的象征，如今亦是老北京市民心中自豪的精神图腾。北中轴

以地安门为界线，往南原是幽深的皇城，往北是喧闹的街市，是真正“前

朝后市”的城市格局。老北京有句口头禅：“前门、东四、鼓楼前”，

这“鼓楼前”指的就是从地安门到鼓楼的北中轴北段。这本是一条历

史最悠久、文化价值最高、老北京味儿最浓的街道（图 2）；但解放后

地安门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马路、熙熙攘攘的十字路口，皇

城内外之分的特征也随之消失。

图 1 中轴示意 图 2 鼓楼街景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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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现状

北中轴特殊的城市地位使得它具有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帝王御

苑、王府花园、名人故居遍布周边，两侧胡同纵横交织，潜在步行路

线丰富。北中轴北段作为“前朝后市”的“市”，市井文化鲜明，南

段通向景山、北海、故宫，地理位置优越。

然而，随着近些年新兴商业中心的崛起，北中轴北段（地安门外

大街）逐渐退出了商业中心的地位，变成了拥挤嘈杂、商业无特色的

老街。除烟袋斜街外，北段缺乏与东西两侧南锣鼓巷、什刹海风景旅

游区以及胡同内文化生活的联系，不能形成完整的游览体系；同时，

拥堵的交通、突兀的建筑、零乱的街道景观也与古街风貌不协调。北

中轴南段行人稀少，城市绿地没有特色，布局不合理，出现了景观序

列不连贯、资源断点的现象。

3 特色定位

特色是一条街道之所以能出名的最根本原因，北中轴周边有三条

特色街道：东侧被誉为北京古都风貌中一块完整“碧玉”的南锣鼓巷，

因保存着元大都里坊风貌而闻名，传统小吃店、精品店遍布其中，消

费对象以学生、小资人群为主；西侧后海酒吧街在什刹海风景区内，

酒吧、高档餐厅云集，属于都市白领、中产的消费区；南侧北京最美

一条街——景山前街，因两侧高大茂盛的银杏树而形成一条美丽的林

荫大道，曾是皇城内的主干道。而北中轴的定位应区别于已有的街道，

突出自身特色，同时还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经过调研，我们发现这

一片区域缺少一个能够面向大众、体现老北京胡同生活的代表地，作

为“后市”，市井文化正是北中轴最集中、浓郁、具代表性的地区特色。

复兴“鼓楼前”的老字号，东兴楼、双盛泰、仁一堂等，用最能体现

老北京特色的商品来招待五湖四海的游客，为这条老街的商业繁荣开

启新的契机（图 3）。

除特色之外，街区改造还应注重视觉效果、人文关怀和文化传播。

后文将结合项目详细阐述。

4 设计

根据北中轴在历史上承载的功能，我们将其分为三段设计：暮鼓

晨钟（以钟鼓楼为核心的区域）、后市烟云（地安门外大街段）、皇

城遗风（地安门内大街至景山西街段）。

4.1 晨钟暮鼓——再现北京中轴古韵

（1）增添京城独特声景，再现古都胜迹大音

我们在北中轴引入声景艺术，用暮鼓晨钟、后门市声、红墙京韵、

板桥水音、御道马蹄5个主题，分别在鼓楼、万宁桥、红墙广场、板桥旧址、

陟山门街再现北中轴上的历史变迁。声景艺术在国内尚属空白，在北中

轴引进声景艺术，无疑将为被遗忘的古街增添一笔浓重的色彩（图 4）。

（2）重整古老中轴街景，完善道路天际视觉

重新梳理公交系统，建议在地铁建成后取消电车路线，提高街道

的通行效率，消除空中电缆杂乱的视觉效果；同时通过限制地面停车、

增设地下停车的方式解决北中轴的停车问题（图 5）。改善人行系统，

图 3 特色街区对比 图 4 声景设计 图 5 停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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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市政设施布置

增加无障碍设施，统一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的地面铺装，从视觉上扩大

人行范围。将电线杆、变电箱、垃圾桶、坡道等市政设施与行道树划

定在同一带状范围内，节约人行空间（图 6）。建立配色体系，让私营

店主从规定的色卡中挑选自己喜爱的色彩搭配，根据规范化的材质、

尺寸、式样自行改善自家店面，用来自民间的审美逐渐地改善街道的

空间界面，形成街区有机、多样的更新（图 7）。

4.2 后市烟云—— 延续古老街巷文脉

（1）承袭后市前朝市景，保护市民情感坐标

引入老字号，恢复少数历史名店，面向大众消费，引导业主特色

经营，寻找专属中轴的具有京韵的特色商业，避免景区商业的趋同现象。

强调钟鼓楼在老北京心目中的情感地位，恢复鼓楼周边的城市广场，

为游客从外部提供观赏鼓楼的足够空间。暮鼓晨钟的主题声景从听觉

的角度还原钟鼓楼曾经的历史功能。

（2）建立终端引导网景，传承城市人文灵魂

保留现状建筑形态、胡同路网，保留市民的时空认知记忆。织

补空缺的建筑，拆分、修饰体量较大的公共建筑，协调街景风貌特

色（图 8，9）。

将街区及周边历史遗迹，通过胡同的标识、铺装等手段引导，形

图 7 现状和方案街景对比

图 9 地百对比图 8 北海医院与天意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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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以中轴为中心的游览网路。同时，用电子网络（地图、导航等）构

成北中轴的观光平台，最终通过个人电子设备的终端展现出来，引导

游人穿行其中，打造现实与虚拟互联的立体体验式步行街区，成为京

城旅游的新名片。

4.3 皇城遗风—— 重构中轴步行网络

（1）梳理现有街巷视景，建立标志景物链接

恢复重建燕翅楼、火神庙牌楼等具有中轴标志特色的建筑物及

构筑物（图 10），加强胡同空间形象的节点设计，将这些标志景物

与古城体验网络的中枢相关联，将周边的资源串联成最美丽的步行

网络。使用地面铺装的方式在地安门十字路口标识出原地安门的位

置及轮廓，或者用定向透视的手法（图 11），从视觉上恢复地安门

的影像，强调它在中轴线上的标志性地位。在地安门内大街和景山

西街上打造几个标志景物链接，引导游人南行，实现中轴北段与中

段的景观对接。

（2）红墙穿越古今幻景，再现京味市景长卷

在地安门内大街重整现状绿化，亮出皇城红墙，用老砖搭建市民

活动场所，通过社区组织、社会活动、媒体策划逐步引入京韵市景生活，

唤醒那些沉睡的京味民俗，形成鲜活的新京味市井长卷。景观设计中

利用装置艺术在区域内设置全息影像、声景装置，对场景和声音进行

再现，使游人体验不同时空的叠加和穿越，重塑人们对红墙一带的美

好回忆。

5 结语

历史街区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生长的过程。它的更新也应该是有机

的、循序渐进的，是城市的管理者、规划设计师以及市民共同创作的

结果。任何急功近利的快速开发和颠覆性的彻底重建都会为历史街区

的更新和发展留下难以弥补的败笔。我们在北京北中轴的街道更新中，

以特色保护和有机更新理念为指导，人文关怀为目标，地方文化为根

基，从多维的文化景观视角出发，以科学创新的设计为手段，延续北

京市民内心的情感与记忆，重塑晨钟暮鼓下的活力市景，再现古城中

轴上的京韵万象，实现与中轴中段、南段的一脉相承，形成帝都轴线

收尾的新景象。

图 10 复原重点历史遗迹

图 11 定向透视

图 12 地内 - 景山西街景观分布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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