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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传统文化元素在规划设计中文化语境的再造

——以天津鼓楼街区为例

张 野1 杨 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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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天津市鼓楼街区重建后传统文化元素提炼再造及表现过程中的优缺点，挖掘其文化内涵，探讨

在天津市的改造与重建过程中，如何将天津传统文化元素融入街区的更新设计之中，使传统文化元素在城市更新中得

以继承发展，同时使城市更新在传统文化元素的再造中重塑历史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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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街区传统文化元素整体风貌构建的观念

综合历史文化元素，发展区域特色

鼓楼街区是老城厢的核心部分，传承着天津市传统

文化和历史脉络，该街区内保留了众多传统特色民居老建

筑，较好的延续了天津地区传统建筑的整体风貌[1]。这些

传统建筑所包含的空间、机理、色彩以及人们的行为活

动，都是天津老城本土文化的重要元素（如图1所示）。

图1

统一街区建筑风格，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协调

鼓楼街区既是天津市的中心轴线，又是老城厢的历

史脉络和文化记忆，街区风格应兼顾天津传统地域特色

与人文景观。在重建之初，鼓楼街区就确立了明清建筑

风格，以求得新建建筑与保留建筑在风格与体量上的协

调统一，汲取传统建筑肌理、发扬传统空间特色，使环

境空间配合建筑风格这一观念便显得尤为重要。

提炼商业符号特点，增强历史文化的识别和内涵

“位于人们要做方向选择的道路连接点内的标志是比

较突出的，历史的联想和各种含义都是突出标志的有力

因素，一旦一段历史、一种象征或一种意义加上一个目

标之后，它的标志价值就提高了。”[2]天津历史悠久，商

业文化气氛浓厚，在重建中保留风筝魏、泥人张等极具

代表性的老字号，不仅仅是对天津老字号的尊重，更是

对老天津历史的尊重。

2 历史文化资源调查

物质文化资源

宗教

原鼓楼的中央为覆锅形，分两层。第一层有诸神位供

周边居民瞻仰供奉、拜谒祈福。2001年重建后的鼓楼体量

增大，长宽高均为27米，鼓楼广场长宽各9米，共81平方

米，取佛教中阳极之数“9”的倍数，取其吉祥内涵。

宗室府邸

格格府坐落于天津鼓楼南街，占地1.9亩，原为三进

院落，由于在街区重建过程中被占去一进院落，如今只

剩两进四合院。这是一处典型的晚清时期天津风貌民宅

建筑，四合院之间由箭道穿插连接。因其曾是清光绪年

间和硕格格裕德龄在天津的居所，故名格格府，现为私

人博物馆。

传统民居建筑

为与街区内现存古建相协调，2001年鼓楼街区重建

后建筑风格便以青砖瓦房的明清建筑风格为主，主体2至

4层，错落有致，更有天津老城博物馆以沙盘的形式将

老城厢民居建筑风貌与传统街巷的空间轴、节点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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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等构成要素宏观展现，并通过对馆藏的传统风格瓦

当、砖雕等建筑构件的展示，使人们对其空间特征与空

间肌理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非物质文化资源

人文资源

鼓楼始建于弘治六、七年（公元1493年~公元1494

年），经历六次重建保留至今，其间既有历代文人名士所

题诗词、匾额楹联，又有周边商铺的店招店幌。其中清

代天津诗人梅成栋为鼓楼所撰木板对联“高敞快登临，

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繁华谁唤醒，听一百八杵断续钟

声”，作为鼓楼景区特色的生动写照，被传唱至今。

民俗资源

天津民俗生活丰富多彩，手工艺制品精巧别致、琳

琅满目。天津魏记风筝创始人魏元泰于1892年在天津鼓

楼东创立的“魏记长清斋扎彩铺”，是中国近代首家经

国家注册的风筝制作作坊和专卖商号。此外，杨柳青、

泥人张、崩豆张、茶炊子也是鼓楼街区内特色鲜明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2]。而今，凡节假日或农历新年鼓楼都会不

定期举行具有民族特色的交流会，届时还会有剪纸、抖

空竹、卖糖画、捏面人等地方传统的民俗活动。

3 街区发展目标定位

街区传统文化元素存在现状问题分析

图2

由于传统建筑风貌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差异问题，鼓

楼重建后虽然恢复了原有十字街的面貌，但综合各项问

题性质，重建后的鼓楼街区存在着原生性损毁、功能

性单一、结构性缺陷这三大问题。（1）原生性损毁：

表现为重建过程中因规划需要对古建院落的侵占破坏严

重，出现了重仿建而轻原建的现象。（2）功能性单一：

表现为对鼓楼街区东南西北四街的文化功能区间定位过

于单调统一，在促进某一门类形成一定规模商业集群的

同时，忽视了商业的多样性，这样功能区间的拆解使传

统文化元素被片面表达，各元素之间的影响促进作用被

弱化，破坏了传统文化元素作为一个元素整体的可认知

性。（3）结构性缺陷：鼓楼街区商铺林立，车流量较

大，而在重建过程中对停车位设置问题考虑不足，以至

于车辆只能停在绿地或鼓楼广场上，对鼓楼街区的管理

和整体建筑风貌均造成极大破坏（如图2所示）。

传统文化元素保护与再造的动因

（1）弥合城市发展历史断层的需要。近年来，天津市

城市建设迅猛发展，致使部分传统老建筑被现代建筑所取

代。继而城市记忆缺失、历史断层现象显得日益突出[3]。

但想要老城记忆再现，并非单纯依靠生硬的管理体制与简

单的传统元素堆叠就能唤醒人们对老城历史文化的深刻认

知，故此城市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等传统元素也理所应

当成为城区规划设计中被重视并引入的重要元素。

（2）城市旅游以及服务业发展的需要。历史街区是城

市历史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中反映了本地区的风

貌与特点，可极大地吸引游客的兴趣。虽然天津是一个以

工业为主的城市，但鼓楼街区位于天津市中心位置，不具

备发展重工业，并且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地正是商业发展的

黄金地段，因此将服务业发展和本区传统文化元素有机结

合，将构成对本街区保护与发展的强大动力。

（3）完善人民生活环境质量的需要。随着时间推

移，鼓楼街区传统韵味逐渐落寞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商

业活动的兴起和外来人口的流入，以致街区原住民的生

活状态和生活模式发生极大改变，这与本街区的地理核

心位置是格格不入的。只有将本地区传统文化元素系统

引入，唤起人们对传统生活意识，才能使新商业活动

有序进行，原生活模式得以保存，加强街区生活的凝聚

力，让居民真正地重新回归街区。

4 天津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再造

的手法

形的归纳与重塑

由于历史遗存的文化元素最具原真性，同时是地域

传统文化的真实映照，因此对于区域中具有代表性的历史

文化元素，应予以重塑、修缮，在形制上维持其历史原

貌。鼓楼街区重建规划中对广东会馆、老城历史博物馆的

原生态保护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格格府却因侵占规划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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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而被拆毁一进院落，这样必会导致建筑文物形制上的的

残损[1]。对于这样在重建过程中的破坏，可通过沙盘模具

再造、历史影像记录或对拆毁遗迹进行异地收藏展示等方

式，来保持其概念上的形态完整性（如图3所示）。

图3

色的提取与衍生

关于城市建筑特色的呈现，除了建筑造型，建筑色

彩也是城市色彩的重要因素，它在装饰城市建筑的同时，

也使得本地区的建筑风格显得别开生面，因此增强了区域

特色的可识别性，具有鲜明的区分标识作用。纵观鼓楼街

街区的设计，虽然其基调为青砖瓦房的明清建筑，但设计

中仍然汲取了天津传统的色彩—砖褐色，作为建筑立面装

饰的色彩元素。这种设计使建筑立面在保持古建风格的同

时，也能体现天津老城厢建筑的传统色彩，极大增强了鼓

楼区建筑的鲜明的地域性和斑驳的历史感。

质的延伸与发展

老城厢中的鼓楼街区由于年代久远，民居建筑质量

较差，因其不具备鲜明的建筑传统文化元素，况且功能

落后，很难适应现代人们对于居住环境和品质的种种要

求，所以针对所有民居建筑进行建筑原址保存并不是城

市规划的最佳方案。那么综合考虑，我们可以提取传统

民居建筑中的传统工艺、符号及建造材料等元素，融合

当代先进的建造施工技术，在城区重建中予以呈现。同

时，在另一方面也应尽量避免现代建造材料和构件与传

统建筑风格产生冲突的情况[2]。此外，诸如民居对面建筑

不能门对门等一些地方习俗惯例，也应在现代城市建筑

设计中引起重视（如图4所示）。

图4

意的摹写与传承

地域意蕴多体现在民风民俗方面，这是每个地区区

别于其它地区的独特人文要素，它给人以带来精神上的

包容和认同感。天津传统民俗文化丰富多彩，风格各

异，泥人张、刻砖刘、面塑、木雕、石雕、根雕等雕

塑，以及风筝魏、年画、版画、剪纸、彩灯、地毯等民

俗作品，是天津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元素。鼓楼街区

重建后，本区固有的民风民俗也应得到复兴，比如在后

期的环境艺术设计中加入民俗因素，引导传统民俗工艺

入驻店铺，与此同时，要考虑牌匾招幌等装饰元素在风

格上的统一性与整体性，在色彩、尺寸、及样式等方面

既要相互协调，又要不跳跃不沉闷。

结语

传统文化元素之所以能引发现代的人们对美的追求

和渴望，正是因为它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审美意

蕴。汲取再造传统文化元素并将其融入到当代环境艺术

设计中，能够自然而然的唤醒人们对曾经的生活、时代

和文化的精神回归，从而引起人们情感上的共鸣，心灵

上的慰藉，最终达到一种“身心回溯”的审美境界。继

承传统艺术形式，并非要刻板的继承所有的传统文化艺

术元素[3]。而是要找到二者的最佳结合点，才能设计出别

出心裁，与时俱进又兼顾历史文化的富含生命力和传承

力的传统文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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