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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苏州的传统商业街巷体现了苏州商业文化的特色，然而，其中蕴含的深层次的文化精华很难让大众认识，

这对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本文首先通过对吴苏街区商业空间的结构特征和功能进行探

究，以苏州古城区的潘儒巷为例，分析其在时间、空间中的特性，在保留吴苏街巷传统风貌的基础上，

对建筑内部的更新提出建议。 
 
关键词 

苏州街巷，商业空间，历时性，共时性 

 
 

Research on the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Design of Wu Su’s Commercial Space  
Structure 

Chenlu Zhong 
School of Arts,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Jiangsu 
 
Received: Nov. 8th, 2023; accepted: Nov. 27th, 2023; published: Feb. 6th, 2024 
 

 
 

Abstract 
Suzhou’s traditional commercial streets and alleys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zhou’s commer-
cial culture. However, the profound cultural essence contained in them is difficult for the public to 
understand, which has brought certain challenges to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This article first explores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the commercial space in 
Wu Su District, analyzes its characteristics in time and space, and proposes suggestions for the 
renovation of the interior of the building based on preserving the traditional style of Wu Su streets 
and all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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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城市的兴起和高速发展给传统城市形态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喧嚣的商业氛围使得原有的文化氛

围、文化认同感逐渐消失。从地域性角度出发，探究吴苏街巷商业空间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精神是极有必

要的，这对塑造特色城市空间，延续城市文化有着特殊的意义。另外，笔者还对苏州古城区潘儒巷为例

进行设计说明，展现文化主题在当今社会发展的表现力。 

2. 吴苏街巷商业空间构成研究 

2.1. 吴苏街巷空间格局以及构成要素分析 

苏州街巷的传统建筑多为明清时期的遗存。起初，街巷的建筑功能仅仅满足人们的居住需求。由于

人们日常需求的增加，商业功能的比重增大，使得街巷的建筑功能逐渐由最初的居住功能转变为居住和

商业并重发展的建筑，到后来街巷的商业功能越来越齐全，形成了今天的商业街区。 
商业和手工艺区是街巷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街巷空间还包含一些公共空间和节点，如广场、

寺庙、桥梁等，这些区域通常沿着主要街道和河道分布。如果我们把河流想象成一条线，那么街道、建

筑则由“线”串联起来。所以，街巷空间格局也可以用“小桥流水人家”来描述，即包括了水、桥、房

屋、街的水陆并行或垂直交叉的空间格局，这种街巷肌理和网格以水系为中心的安排，呈现出连续和完

整的形态。笔者调查发现，古城区的传统建筑和民居一般都是两层，家家户户房屋相连；街巷道路宽度

很狭窄，大约一米五，并且一般为石板路。建筑外观的色彩多为白墙黑瓦，十分简洁。苏州古城的建筑

多为院落形式，院落的一般布局是将庭院设置在整个院落的中心，而庭院周围的建筑一般是封闭式的，

从院落建筑外部来看是封闭的，但是从院落中看却是开放的，苏式建筑的院落，一般会设有檐廊，檐廊

将院落的室内室外分隔开来。街巷和院落融合，构成了独特的街道格局。 
吴苏街巷的商业空间构成要素主要集中在建筑环境、标识与导视系统、灯光照明等方面。街巷的建

筑材料多采用当地传统的砖、石、木等，绿化和景观沿着街道、河道分布，如花坛、假山和水景。标识

与导视系统是游客识别和导航的重要元素。这些标识包括牌楼、招牌和指示牌等，导视则包括道路标志、

公共设施指示牌等。而灯光营造处舒适、温馨具有艺术感的商业空间氛围，突出了建筑的轮廓和特色，

吸引了大量游客。 
以上，吴苏街巷的空间构成总结为：苏州街巷以河流作为重要构成元素构成了苏州古城的肌理。街

区的结构没有固定统一的形态，主要以像鱼骨一样的道路作为主线，建筑分布则成面状扩展。这些空间

要素既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共同构成一个像树网结构一样的完整的街巷商业空间。 

2.2. 吴苏街巷商业空间的构成方式 

吴苏街巷的商业空间包含较多的元素，路线组织也较为复杂。经过漫长时代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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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布局种类丰富，并且独具特色，但是又具有一定规律性的有秩序的商业空间系统。特有的空间构成方

式是商业空间形成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商业街巷的布局因其显得更多元化。 
根据查阅的资料显示，并列组合是吴苏街巷商业空间的构成方式之一，并列组合是在吴苏街巷空间

中的典型构成模式，并列组合方式有三个组成要素，就是河、街、房屋，将这三种要素根据它们的布局

关系，总结出三种布局方式，一是河–店铺住宅–巷，这种布局方式的特色是街巷的生活气息较为浓重。

二是河–巷–店铺住宅–巷，这是一种公共空间较多的布局方式，三是河在两条巷子中间，这种布局方

式在吴苏街巷中较为少见，但是这种布局的商业会更加聚集[1]。吴苏街巷的另一种构成方式是链接组合

方式，这种组合方式就是要将街区中的建筑看作是点，而街区则看作是面，街巷道路就看作是线，吴苏

街区商业空间的等级明确和分布均匀的特点，链接组合这种构成方式就是通过用线将点连接起来，这样

吴苏街巷的道路交通系统将形成了，但是因为线的形态各异，道路的走向就会出现变化，近些年来，由

于吴苏街巷人口增多，点和线的组合方式也增多。由于点的空间性质都各有不同，我们将这些点进行交

叉、转折等形式的变换，就会形成新的相对独立的点，也可以连接两个或者更多的不同的要素，这就会

使吴苏街巷的空间性质更富有动态变化。 

3. 基于历时性与共时性理论下的吴苏商业空间设计研究 

3.1. 吴苏街区商业空间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分析 

历时性和共时性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为研究人类语言演变而提出的两条语言学原则[2]。在索绪尔

的历时共时视角下，语言学研究的方法论是从纵向时间过程和横向时间切片两个维度来研究语言内部要

素与语言系统整体性之间的辩证关系[3]。慢慢的，随着理论系统的完善历时性与共时性这两个理论被转

译成时间和空间的概念运用到建筑空间中[4]。 
对于吴苏街巷的商业空间的分析，也可以运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理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

时间维度下的吴苏街巷空间一直处于变化发展的状态和不断的更新中。吴苏街巷从最初的只具有居住功

能的居民建筑发展到现在的集商业、旅游、生活、文化、交流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质的商业空间。从

这个层面来说，街巷空间的历史人文底蕴也在历史上层层积累，当前街巷的空间形态也反映了沉淀下来

的街巷面貌。吴苏街巷的共时性理论分析是相对的，我们在进行共时性理论下吴苏街巷商业空间的分析

时，会着重分析吴苏街巷的商业空间性质，重视元素与元素之间的关联，尽量排除时间因素的干扰，并

且选取代表性的单个店铺进行分析或把空间区域扩宽用来增加共时性在吴苏街巷商业空间中研究的目的

性。总结起来，吴苏街巷商业空间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研究是通过商业结构的内部元素以及外部环境的系

统的研究。 

3.2. 历时性与共时性在吴苏街区商业空间中的应用 

历时性理论在吴苏街巷中的具体运用表现在其对于文化内涵的运用和塑造方面，而它的吴文化价值

是在历史变化积累作用于具有多种功能性质的商业空间，对于文化的积累传承和保护是吴苏街巷商业空

间形成人文环境的前提，这就要求民众必须对吴文化具有理解，才能够达到文化商业街巷的塑造。街巷

本身具有的商业性质，也能够很好的融入城市环境中，使其带有地域性文化特色。这样做能够充分表达

苏州市的人文精神，并引起苏州居民的情感共鸣，激发社区居民的自豪感和归属感，从而促进社区的凝

聚和发展。另外，吴苏街区的建筑风格、商业活动也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对不同历史时期商业

空间进行研究，可以了解其中的演变过程及其对当地经济、文化的影响。 
用过共时性研究，我们可以更好了解吴苏街区与其他地区的异同。吴苏街巷作为一个地域性文化十

分鲜明的商业空间系统，必须要和吴文化元素产生关联，例如在吴苏街巷建筑的设计方面必须形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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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格，这样就可以避免无法融入周边环境的建筑出现，但是，在吴苏街巷的设计中要追求每个元素之

间的异质性，可以通过细微调整外观造型和重新设计建筑内部空间的功能性质等方面形成碰撞感，让空

间可以多元化，如何将不同功能的建筑以及建筑内部空间通过商业空间结构设计的方式形成为整体的又

具有苏州地域性特色的风貌，这就是历时性与共时性对于吴苏街巷商业空间结构设计的研究意义。 

4. 潘儒巷商业空间规划设计 

4.1. 项目背景 

4.1.1. 选址及其背景介绍 
本方案选址位于苏州古城区西南角的西潘儒巷，占地面积约为一千平方米。下面为潘儒巷的历史背

景介绍，潘儒巷的全长仅有四百一十五米，路宽 3.3 米~12.3 米。因旧有潘时用宅，故名。从宋代至今，

潘儒巷由宋朝的章家桥巷到元朝的潘氏巷再到明朝的潘时用巷，至今称为潘儒巷。其地理位置处在狮子

林和拙政园之间，东向通向平江路，可谓是大隐隐于市，充满人文价值。 
1) 选址用地及建筑现状 
在选址规划范围内的百分之八十为当地居民用地，居民建筑的形式为院落，建筑高度为两层，建筑

布局错落，形成了宽窄不一的巷道。另外的百分之十五为商业店铺用地，而商业店铺的功能主要以零售

以及餐饮两种。其余的百分之五为文化遗址。选址内的建筑主要以苏州传统古建筑为主，建筑整体保存

较好，建筑的平均高度为八米。这里的建筑多为传统的江南民居，白墙黛瓦、木格扇、马头墙等江南典

型建筑要素一应俱全。整个景观要素点线面兼具，色彩雅淡，具有很强的形式美感。另外，潘儒巷的空

间形态具有苏州街巷的典型特点，曲折、错综复杂，具有丰富的空间层次感。在规划上借鉴了中国传统

园林的空间营造技巧，与水巷相配合，呼应了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 
2) 文化背景 
潘儒巷是苏州古镇的一部分，颇具人文特色，它代表的是苏州的缩影、精华。潘儒巷以其历史背景

和人文景观吸引着游客。在这里还保留着一些以木构建造为主充满独特风格的传统建筑。精致典雅的建

筑组成群体充分展示了江南古人们精湛的建筑技法和艺术。古建筑错落有致，小桥流水风光之美，繁华

与古雅相得益彰。譬如狮子林、苏州博物馆古籍图书馆等。此外，其民俗文化同样吸引着人们前来探索

和学习，像苏州每年正月十五会“闹花灯”、在二月十二的“虎丘花朝”等节庆文化习俗。还有苏州传

统手工文化，在这“人间天堂”培养产生了各种手工艺品和装饰技法，如剧装戏具制作技艺、民族乐器

制作技艺、装裱修复技艺和国画颜料制作技艺、苏绣、桃花坞木版年画、江南丝竹等传统音乐项目，凭

借精湛的匠人技艺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使得苏州一跃成为江南经济文化中心，并在国际上闻名于世。 
3) 商业空间分析 
潘儒巷商业空间以小店小铺为主，充满着浓厚的商业气息。巷内的店铺多为传统的手工艺品店、特

色小吃店和文化用品店等，这些店铺不仅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还传承着传统的文化和技艺。外部空间

布局较为紧凑，流线设计合理，易于吸引游客。在空间布局上，潘儒巷以纵向为主轴，店铺和景观沿着

主轴两侧分布，形成一条清晰的游览路线。此外，潘儒巷还有许多小巷和支路，这些小巷和支路将主轴

上的各个景点和店铺串联起来，使游客可以更加便捷地游览整个商业空间。 

4.1.2. 选址面临问题 
面临问题一：古街传统格局依旧存在，部分风貌已发生变化，例如一些古建筑门口大量张贴现代海

报，沿街店铺出现西式建筑，街巷面临破坏。面临问题二：文化类型多样，缺乏创新性表达，公众参与

不足[5]，非遗商品需要生产性保护。面临问题三：有较强吸引力，游客停留时间短，缺乏持久的深度消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1031


仲晨露 
 

 

DOI: 10.12677/design.2024.91031 262 设计 
 

费力量。 

4.2. 规划设计总结 

4.2.1. 设计理念及特征 
对于潘儒巷的商业空间规划设计的主要理念要三个方面，一是再现：保护古街的传统街巷肌理，重

现昔日的商业街巷风貌，在不破坏潘儒巷的整体的建筑风格形式的基础上，对于它的建筑功能进行重新

设计，赋予它更加丰富的内在功能。二是传承：继续发扬吴文化的精髓，传承当地的特色古非物质文化

技艺，营造传统技艺的展示空间。三是融创：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的文化结合，实现文化碰撞升级。

我们将会把古街传统文化和当代的艺术创意结合起来，促进文化旅游产品的碰撞升级，实现文化的融合

创新发展[6]。 
对于潘儒巷的商业空间规划设计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注重整体化设计，促进线性空间向面性空间

至立体空间的过渡，公共空间节点与街巷衔接无缝，考虑人们的舒适感[7]。另外，从街巷文化、主题上

出发，空间组合安排合理，集娱乐、餐饮、文化一体化的商业街。二是注重传统商业街区的保护和更新，

这类建筑及商业群是城市文化的精华，是人文精神的象征。对其进行保护和更新，有助于保持商业空间

特有的人文内涵，增加民众的历史认同感[8]。三是以人为本，创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空间。首先，街

区空间尺度良好，街道高度不超过 1:2，街巷内设立景观绿化，步行空间适应人们体验需求，如出行、购

物、休憩等要求，有利稳定人流，增强商业街巷在民众心中的形象，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4.2.2. 地域性设计要素的提取 
地域性设计要素的提取应从充分展示苏州地域特色和文化魅力的地方进行考虑，诸如建筑、空间、

绿化、文化等多个方面，具体如下： 
建筑要素：苏州街巷的建筑风格和特色是地域性设计要素的重要体现。这些建筑大多具有鲜明的江

南特色，以白墙黛瓦、木格扇、马头墙等为典型特征，建筑物以二到四层为主，体量大，更符合商业需

求。同时，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建筑风格，如古色古香的明清建筑、中西合璧的民国建筑等，建

筑装饰方面，多采用木雕、石雕、砖雕等传统工艺进行装饰，如龙、凤等吉祥动物，以及梅、兰、竹、

菊等花卉图案，建筑雕刻精细，十分精致。在设计中应保持原始建筑格局，对局部建筑进行微调整，优

化建筑外立面，去掉不匹配街巷风韵的元素，如不合理的电箱安装、破败门店等，结合现代设计风格强

化建筑风貌；装饰上多展示最突出本地文化的元素和地域特色，设置江南主题文化的招牌广告、海报，

借鉴河巷、纺织、船舶、湖石等地域美学元素，生成新的艺术构件，实现苏式美学从古至今的转译。 
空间要素：苏州街巷的空间形态和结构也是地域性设计要素的重要方面。街巷空间呈连续性空间，

视野通长，常常呈现出曲折、错综复杂的特点，给人一种“步移景异”的意境。在设计中，应充分考虑

街巷空间的层次感和立体感，空间夹杂处作为节点空间，具有吸引性、停留性的特性[9]，利用地形、建

筑、绿化等元素进行空间划分和组织，以此解决序列性空间单调的问题。在街景营造上，在空间夹杂处

放置驻足点，以满足游客基本站立、落坐、对谈等基本行为，提升商业活力，吸引游客打卡消费；引入

符合“姑苏八点半”商业氛围的矮柱灯、路灯、渔网彩灯、造型灯，勾勒街区特色；在靠近河道的区域

创建半围合空间，引入西式咖啡、烘焙等餐饮商铺，实现江南韵味与西式文化的共生等等。 
绿化要素：苏州街巷的绿化也是地域性设计要素的重要体现。传统的苏州街巷中，绿化植物以本地

适生品种为主，如樟树、桂树、竹子、山茶、桂花等。运用这些本地植物进行景观营造，打造四季皆宜

的景观效果，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绿化景观。植物能够丰富空间的层次感，与街道的建筑物相呼应，地

被花草–低矮灌木丛–高大树木的组合方式，搭配自然朴实的景石与城市家具，打造极佳的观景视角同

时能够凸显公共空间的文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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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要素：苏州街巷的历史文化也是地域性设计要素的重要方面。这些街巷中往往蕴含着丰富的历

史故事和文化内涵，如名人故居、古井古桥等。ip 形象、导视标牌能够体现商业空间的精神，我们可以

利用不同色系、材质搭配出苏式山水形象，以“古文”、“桂花”、“神话”等元素为主，充分挖掘和

利用这些文化资源，让游客能够更好地了解和体验苏州的历史文化；另外，在商业街中设置展览馆、非

遗体验馆或文化中心[10]，展示苏州传统手工艺和文化艺术成果，让游客参与其中，一步一景，设置“茶

酒雅集”的商业生态，以便游客更深入地了解苏州的文化和历史。 
材质要素：苏州街巷的材质也是地域性设计要素的重要体现。传统的苏州街巷中，常常使用青砖、

石板、木材等本地材料进行建造，形成了苏州古城的街巷肌理。在设计中，可以将原始苏巷材料与现代

材料相结合进行景观和建筑营造[11]，如现代材质如透明亚克力、发泡铝、火山岩、竹模等，融入昆曲、

湖石、小桥等元素，提升建筑的现代感，表达城市历史的连续性。苏州地铁 11 号线就是一个典范，空间

语言柔美，给人极强的情境感受。 
以上，方案的主要功能规划为将沿着道路的建筑的主要性质为商铺，商铺的主要种类为具有苏州特

色的茶室、丝绸、旗袍、苏式家具、扇子，以及特色餐饮等种类。因此，这类建筑类型应在一定规模上

加以强化。饮食类可集中或分散，风味小吃较为集中，餐厅多与休息空间结合。其他家具、文体类用品

集中在一起，提高商业街巷的文化地位。建筑外立面进行微调，搭配白色户外铺装、家具、标牌等，增

加景观绿化，丰富空间层次。建筑内部重视灯光、空间及江南水乡的联系，为了提供充足的内部空间，

设置玻璃墙，灯光颜色采用温柔的暖黄色调，内在空间和外在空间的秩序化设计可以让建筑空间拥有良

好的声学效果，给人带来深层次的场景体验。一部分住宅与商业相结合，满足当地居民的生活愿望，建

筑内部按单元区分，前设店铺。后部或上层设立住宅空间。 
在选址内的公共空间设置景观节点，居民区以及民宿集中在选址中心位置。建筑群依旧保持传统高

度，平面起伏平缓。公共空间节点与街巷之间的连接之处设立缓冲界面，设置绿色廊道或种植成行列的

植物，植物配置是以苏州市花桂花以及市树香樟为主，再以黑松、芭蕉、竹、银杏等苏州园林中常用的

景观树木及太湖石进行搭配，保持中式设计中简朴、内敛的价值观，并在廊道、街巷、河道处放置供人

休憩的长椅。通过绿化、遮挡等手段进行设计，不仅丰富了街道空间，也给游客带来舒适的体验。代表

性的公共节点设计采用交叉木格结构，安插浅色橡木木柱支撑，使其无缝融入周围的城市环境，便于游

客感知城市人文内涵。同时，在大厅设置动态的数字媒体背景墙，内容有关于古画、苏绣、建筑等，并

在此基础上增加便利设施，包括品茗区、休息区等，提高街巷额外的收入。还有，利用历史建筑、古桥、

古井等元素来营造具有历史氛围的商业空间，便于历史元素和文化内涵的融入。 
商业街巷的公共交通系统应满足现代城市出行的便利性，街道处设立单独的停车位，避免道路堵塞，

维持道路秩序。另外，街巷设立连接节点的通道，譬如商业建筑、文化景观或公共设施等，节点和路径

的合理安置，便于引导游客的游览路线，增强商业空间的可达性和吸引性。商业街巷主题雕塑放置在显

眼的入口，其他像标牌、小品适当安插在隐蔽的位置，增强道路的活力。商业街整体颜色基调是黑白、

青绿淡雅，这是苏州古城区标志性的色彩，也在无形中给民众留下了很深的精神印象。创新性设计不是

全盘否定原本的基调，而是在此基础上配以点缀。 

4.2.3. 设计总结 
在本方案的整体设计中，将会保留原址的道路以及建筑方面的原有结构、工艺、材料等，在此基础

上，将更多现代化的商业功能融入里面，恢复苏州古城区的原始建筑群。在方案设计的进行过程中，将

会严格按照所查阅的尺度规范来进行设计，例如街巷建筑高度与道路宽度的比例，以及建筑面积等，使

街巷的层次更加丰富。另外，整个方案是以吴文化元素为根本，融合现代的设计手法。且将整个设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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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划分成室内、庭院、景观节点以及公共交流空间这几个方面进行，在建筑外观的造型方面将继续沿用

苏式建筑自身的设计，在室内空间的设计会融合吴文化元素，重新规划设计室内空间的功能性质，对于

景观部分的设计是借鉴苏式园林的设计特色，将方案的设计思想结合。总结起来整体方案就是将传统吴

文化与现代设计手法结合，在保留潘儒巷原有的空间风貌基础上丰富街巷空间功能的吴苏街巷商业空间

设计。 

5. 结语 

本文从历史和现代的维度深入剖析了苏州吴苏街区商业空间的结构特征和功能，以潘儒巷为例，探

讨了传统商业空间在当今社会中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问题，并对其空间规划设计做了详细阐述，包括优

化结构布局、重现历史元素、保留与更新建筑形态等方面，旨在再现古街风貌，传承吴文化精髓，实现

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的文化结合。总的来说，在保留传统风貌基础上对吴苏街区商业空间进行更新设计，

能够有效地延续历史文脉并满足现代商业功能的需求，同时提高其整体吸引力，为城市的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为人们保护和传承苏州文化提供有益的思路及建议，因此，对其进行设计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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