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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城市快速发展与不断扩张的背景下，许多古城原本的结构与布局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化建设的需求，面

临着物质性老化、功能性与结构性逐渐衰退等问题，造成了古城范围的活力缺失以及经济凋敝衰落。古

城的公共空间承载着古城的历史与居民的集体记忆，也是居民社会交往的主要空间，如今也面临着文化

特征不突出、空间碎片化以及无法很好地支撑公共活动等问题。为了能让古城历史建筑被更好地了解与

保护以及古城传统空间格局能与城市发展更好融合，将古城的公共空间整合并塑造独具特色的节点空间

环境，以更好地保护历史文脉，提升居民生活环境，支持城市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城市更新，公共空间，历史文化，城市绿地 

 
 

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Transformation 
and Vitality Renewal of Ancient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Taking the Ancient City Area of Anyang City as an Example 

Qingming Yang, Xue Bai, Huiying Wang, Qingzhe Deng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SAU) of Shandong Jianzhu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Received: Oct. 27th, 2023; accepted: Dec. 17th, 2023; published: Dec. 27th, 2023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apid development and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city, the 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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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and layout of many ancient cities have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ization, 
facing the problems of material aging,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decline, resulting in the lack of vi-
tality and economic decline of the ancient city. The public space of the ancient city carries the his-
tory of the ancient city and the memories of the resident, it is also the main space for residents’ 
social interaction. Today, it also faces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spatial 
fragmentation, and inability to support public activities.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and protect 
the historical buildings of the ancient city and better integrate the traditional spatial pattern of 
the ancient city with urban development, we try to integrate the public space of the ancient city 
and create unique space environment to better protect the history and the culture, improve the 
living environment of residents and suppor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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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公共空间是指面向全体公众的开放场所，主要用于市民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包括城市广场、

街道、公园等户外空间[1]。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建成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市民身心健康的促进、城

市活力的提升、城市生态的改善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公共空间作为重要载体，承载着市民的日常生活，

作为城市空间与人们联系最密切的部分，对培养市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应当更加重

视城市公共空间的高质量供给。 
安阳古城经过漫长的建设与多次改造，古城原本的空间格局被破坏，历史建筑群相关的空间也变得

支离破碎，历史建筑与环境的相容性也随着周边不断地改建增建而降低；并且为适应现代建设与需求，

古城功能的更新使得古城公共空间很难满足市民的各种活动需求。因此需要公共空间的更新与改造。通

过将安阳古城公共空间分为交通干道、街巷空间、历史建筑与其周边环境、滨水空间等，从片区、街道

以及节点多尺度来分析，提出相应的更新改造策略，为解决现存问题提供新的方法。 

2. 研究地情况 

安阳市位于河南省最北部，地势平坦气候宜人，曾先后有七个朝代在此处建都，是八大古都之一。

安阳古城基本位于市中心，南北长度约为 1.5 千米，东西长度约为 1.7 千米，面积约为 271 公顷。 

2.1. 古城历史沿革 

安阳古城最早修建于后魏时期，在宋时又有所扩大，明时为防守需求重新修建了相州城，形成了中

间高、四周低，城内坑塘水系零星分布，城外护城河环绕的整体布局，既有利于古城防洪排涝，又能满

足城内用水；至明清时古城格局基本稳定，形态规整，钟楼与鼓楼为城市中心，东大街与西大街构成了

古城的东西轴线，南大街与北大街构成了古城的南北中轴线，宗祠与庙宇散布在城内各处，整体格局呈

现为“九府十八巷、七十二胡同”。此时古城公共空间主要为传统商业街巷与依托坑塘水系的滨水空间

[2]。 
解放后，老城垣以及不少历史建筑被不同程度的摧毁，二十世纪末，随着对商业以及交通通行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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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增大，改造步伐大大加快，通过建设了环形文峰中路将古城南北贯通，古城被分割为南北两部分，原

有格局被打破。格格不入的违章建筑建造增多，重要古建、古城轴线以及重要历史节点空间也逐渐衰退。 

2.2. 存在问题 

文峰路以及与其相连的步行街等被打造为安阳市标志性的商业中心，但在打造过程中忽视了古城历

史的重要性，古城区结构与空间为满足交通需求而让步，导致了空间的碎片化以及景观连续性的缺乏。

主要使用空间依附于原有街巷，为发展商业，在原有街巷两侧置入新的商业功能，对原有建筑进行了商

业化改造，历史建筑遭到破坏的同时吸引来的大量人流给狭窄的街巷带来更多通行负担，再加上古城片

区交通规划混乱，大量的人与车在狭窄的街道混行，不安全的同时降低通行效率，也使公共空间的体验

感变差、古城历史氛围与历史建筑的存在感被不断削弱。 
历史建筑宗教祠堂零星散布在各处，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对历史文脉的忽视，使得历史建筑与周边

环境的互动性与融合度降低，成为孤立于地面的存在。 

2.3. 更新需求 

公共空间承载了很多功能，临时来到这里的市民可以在这里获得新的观景体验、购买所需物品等；

对于长久居住在这里的市民来讲，古城公共空间则承载了他们几乎全部的生活社交，部分居民还保持着

曾经的生活模式，十分具有生活气息；同时，公共空间也承载了城市的历史与内涵，记录了城市的历史

与发展的同时将现代社会生活延续[3]。高质量的公共空间有利于提升片区整体活力；提升市民认同感；

保护城市历史文脉，有利于文化传播。 

3. 公共空间更新要素 

3.1. 更新主体的选取 

将古城公共空间根据形式特征分为点、线、面三种，根据形态的不同提出不同的优化提升策略。其

中，面状空间则主要为坑塘水体、广场、大面积建筑以及块状绿地等；线状空间是古城连接点状与面状

空间的骨架，如街巷空间，交通干道、带状绿地等；点状空间为重要节点空间，如历史建筑及其周边以

及小广场等[4]。从面状空间入手，搭建古城空间框架，再探讨它们之间的连续性，由线状空间连接点状

空间，达到整体面状空间的活化，从而提升古城整体空间质量。 

3.2. 更新方法的选取 

3.2.1. 古城片区空间秩序的塑造 
古城传统空间秩序是古城特征的一大重要体现，保护与延续古城空间秩序，加强原有轴线之间的联

系，有利于统一古城内部空间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保护原有风貌，营造更宜人的公共空间尺度。 
在建筑物等功能空间的布局上，应强调古城的十字轴线，弱化文峰中路的交通功能，其次文峰塔、

钟楼、角楼等作为古城的重要制高点与标志性观景点，应当在规划上予以重视，确保标志性建筑物在古

城主要公共开敞空间的实现可达性[5]。同时通过古城标志性建筑确定古城景观视线廊道，对古城新建建

筑进行高度的控制，视线廊道控制范围内的建筑高度不应超过相应眺望对象高度的 2/3。 
在古城绿地布局层面，应采取见缝插绿、应绿尽绿的形式，改善建筑密度较高的古城空间质量，提

升古城环境。同时满足弱势群体需求，专注景观细节设计，满足被动娱乐[6]。点状绿地主要为结合历史

建筑的景观资源点以及拆建老旧建筑后形成的空地以及广场与街头绿地等。线状绿地主要依托于道路、

街巷以及护城河；应注重交通干道的行道树遮荫情况，搭造步行友好的通行空间；在街巷中，应注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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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公共空间的绿化以及植物种植效果，同时注意街巷空间绿化设施的安放；对于护城河绿带而言，应结

合古城功能与城墙遗址，分片区进行主题展示，形成休闲娱乐的河岸景观带。面状空间则多为结合古城

内的坑塘水系而形成的面状绿化空间，应对古城内水系进行综合整治，在保证水体质量的基础上营造亲

水空间与绿地公园。维护良好的休息区，配有舒适的设施，以创造休息与交谈的机会[7]。最终在点线面

绿化空间的搭造下形成古城的生态景观系统。 

3.2.2. 片区交通的梳理 
目前文峰中路作为主要交通干道，连接着东西城区，是通往西部铁西区的重要交通道路之一，文峰

中路上交通十分繁忙，车辆川流不息，但这也与片区本身的商业功能形成冲突；由于道路两旁有大量的

步行街，大量的人流有横穿文峰中路的需求，但这与汽车的快速通过需求形成冲突，造成该段道路极易

堵车的同时行人步行的安全性与安全感都极低[8]；其次对于开车来到此处消费的人群而言，现状交通模

式也十分的不方便，一是因为道路空间有限停车位紧缺，二是因为接到拥挤变道困难。同时对于周边街

巷而言，曾经狭窄的街巷空间很难满足如今的车辆通行需求，造成拥堵的同时对街巷路面造成破坏，并

且侵占街巷的景观空间，限制街巷景观与环境质量的提升。 
因此针对文峰中路提出疏解车流量的方法，将需要通过文峰中路的车流分散一些到周边道路上，缓

解文峰中路的交通压力，其次提出限时限行的策略，在人流密集的时候比如下班后或节假日等限制机动

车通行数量，从客观条件上营造步行友好的环境。同时兴建地下停车场与古城独立的公共交通网络，解

决来到古城的人们的交通问题。 
针对街巷的交通问题，首先可以通过对街巷的历史文化保有度、汽车通过需求、街巷现状条件等方

面对街巷进行分级，选取部分街巷保留其通车功能从而保证片区整体的交通连通度，其余街巷则打造为

步行街，在街巷公共空间中更多地强调人的使用需求，提升街巷空间的舒适度与景观效果。同时减少居

住片区汽车污染，增加居民幸福度，提升健康指数[9]。 
针对步行系统的构建，可以与片区公共交通相结合，将其线路串联主要历史文化资源点与主要公共

空间。针对历史文化游览可以搭建“文物径”的景观打卡游览系统，针对古城区绿地系统可以搭建护城

河休闲景观游览路线，针对商业消费功能可以搭建慢行生活休闲游览路线，满足不同人群的使用需求[10]。
将古城片区景观资源通过慢行系统联系在一起，系统地对片区文化进行宣传、提升片区活力。 

3.2.3. 节点塑造 
1) 空间序列的恢复——原有空间激活(以天宁寺为例) 
天宁寺兴建于五代后周，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文峰塔现为其内主要建筑物，塔五层八面，上大

下小，塔身为辽式，塔刹为藏式，形制罕见，塔立面雕刻精美，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天宁寺结

构仅保存了不到原有结构的三分之一，仅有文峰塔与主要轴线南部的两座建筑，以及轴线末端的小塔楼

孤立于停车场，隔文峰中路北路与天宁寺相望，在天宁寺原有结构部分现为小吃街、大型商业体以及商

场停车场，周边建筑功能多为商业建筑。 
文峰中路在天宁寺西侧分为南北两路，文峰塔直面人流主要来向，很好地发挥了点景与文化宣传的

效果，天宁寺入口前广场作为公共空间也为周边居民提供了很好的聚会与休闲活动去处，但就天宁寺景

区而言，整体结构风貌恢复不佳，游园小且内容杂乱，未能营造出很好的空间氛围，为能起到很好的文

化宣传效果。 
因此改造建议为拆除效益与风貌不佳的小吃街，扩大景观绿地范围，改善周边环境，同时尽可能恢

复原有建筑序列；商业体附属小型停车场建议更改为地下停车场，更好地解决停车需求的同时为地上景

观营造提供更多可能性，提高环境质量；同时结合地下停车场的设置，建议该段车行道设置为地下，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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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方便出入停车场，又能人车分流满足部分车辆的快速通行需求，并且能增加地面层的步行友好型与景

观连续性。在获得地面层的景观空间后，建议对天宁寺空间序列进行重新搭建，形成一个完整的历史游

园，恢复历史的完整性，形成独具特色的景观节点，提升周边绿化水平与环境质量，搭建宜人的公共空

间尺度，修复历史文脉同时侧面提升片区活力。 
2) 空间尺度的调整——使用方式的改变(以钟楼以及相邻街巷为例) 
钟楼位于北大街与西钟楼巷交叉口正中央，始建于明代，清时整修，日军攻占安阳后被毁，后按照

照片样式重建。现北大街为商业步行街，沿街分布各色店铺，街道中间挤满各种小摊，售卖食品衣物等。

在钟楼下并不宽敞的交通空间里也会塞满各种小摊小贩，钟楼提供了遮阳与避雨的作用。东西向的西钟

楼巷为并不宽敞的小巷，现不可通车，在现代改造与建设中，街巷空间混乱，并且塞满各种零售摊位。 
在钟楼以及与之相连的空间中，存在空间特征不明显，历史建筑地位与氛围被削弱以及用地杂乱等

问题。因此改造建议为首先修整街巷空间底面，通过铺装将空间进行初步分割，同时强调朝向钟楼的轴

线，增加绿化改善环境引导视线。增加街巷的可通过性与景观资源的可达性[11]。钟楼空间的突出可以采

用将钟楼的地坪抬高 0.45~0.6 m 的方式，通过略微的错层使得钟楼的空间区别于周围的售卖空间，减少

摊贩的涌入，对钟楼进行强调。同时对零售摊位进行规范化管理，规范零售行为与方式。引入非限定空

间的概念，在街巷空间加入合适的装置，既可以满足摊贩售卖与遮阳避雨的需求，规范售卖空间，同时

满足街巷的多种活动要求，减少各种摊位以及相应设备所占空间[12]。凸显历史文脉的同时，促进街巷健

康发展。 
3) 空间的分隔——绿地的置入(以郭朴祠为例) 
郭朴为明代高官，为官清正廉洁，深受百姓喜爱，为纪念郭朴而修建郭朴祠。郭朴祠位于西钟楼巷

与北大街交叉口东南角，处于繁华的商业街中心。郭朴祠大门朝向钟楼，其余立面由院墙围合，郭朴祠

与周边环境融合度不高，历史氛围搭建较差，并未营造出闹中取静的效果。同时外围空间利用率低，使

用功能混乱，未有良好的景观效果。改造建议为在郭朴祠外围增加绿化空间，既起到分隔商业空间的作

用，又能提升环境质量，规范外围的空间使用。增加郭朴祠内外空间的渗透，渲染静谧的空间氛围。 

4. 总结 

在现代社会发展背景下，商业开发建设与古城历史文脉的保护总是无法很好地融合，如何在保留古

城特征的同时通过改造为古城带来新的活力与机遇是古城更新的重点与难点。通过对安阳古城的实际调

研，梳理了现存问题，并依据现存问题，从点线面多空间形态与尺度提出古城整治提升策略，期望通过

古建筑周边环境的激活、景观廊道的搭建、面状空间的质量提升等方式，在保护古城历史文脉的基础上

对古城进行整体活力更新。但出于相关思考仍是有所局限，更新实践经验也十分有限，古城更新策略在

未来仍然需要更多的理论支持与实践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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