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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中传统建筑与现代功能的融合设计实践

李登科
宁夏朗石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Ǔ宁夏Ǔ石嘴山Ǔ753000

摘Ȟ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更新成为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建筑作为

城市历史文化的载体，其保护与现代功能的融合设计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旨在探讨城市更新中传统建筑与现代功能融

合设计的理念、原则及策略，并通过一个真实存在的案例——上海田子坊的更新改造，为城市更新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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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更新不仅是对城市物质空间的改造，更是对城

市文化、社会、经济的全面提升。传统建筑作为城市历

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保护与发展对于传承城市文

脉、彰显城市特色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城市更新过

程中，如何实现传统建筑与现代功能的融合，成为亟待

解决的问题。

1 城市更新中传统建筑与现代功能融合设计的理念

1.1  尊重历史，传承文化
传统建筑是城市历史文化的直接体现，其建筑风

格、空间布局、装饰细节等均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

息。在融合设计中，应充分尊重传统建筑的历史价值和

文化内涵，通过保留、修复、再现等手段，传承和弘扬

城市历史文化。

1.2  以人为本，注重功能
现代城市生活对建筑的功能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在

融合设计中，应充分考虑现代生活的实际需求，通过合

理的空间布局、设施配置等手段，提升传统建筑的使用

舒适度和便捷性，满足现代生活的多元化需求。

1.3  创新融合，和谐共生
传统建筑与现代功能的融合并非简单的叠加或替

代，而是通过创新设计实现二者的和谐共生。在融合设

计中，应积极探索传统建筑元素与现代设计理念、技术

手段的有机结合，创造出既具有传统韵味又符合现代审

美和使用需求的建筑空间。

2 城市更新中传统建筑与现代功能融合设计的原则

2.1  保护优先原则
在城市更新的浪潮中，传统建筑作为历史文化的物

质载体，其保护显得尤为重要。融合设计首先应坚持保

护优先的原则，这意味着在整个设计过程中，必须对

传统建筑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调查、评估与分类。调查阶

段，应详细记录传统建筑的年代、风格、结构、材料以

及与之相关的历史故事和文化背景，为后续的设计工作

提供坚实的基础[1]。评估阶段，则需根据建筑的历史价

值、文化意义以及现状条件，对其保护等级进行科学合

理的划分，确保重点保护对象得到应有的关注。分类阶

段，则应根据建筑的类型、特点以及保护需求，制定针

对性的保护措施和设计策略。

2.2  功能适配原则
在融合设计中，应通过对传统建筑进行合理的空间

改造和功能置换，使其既能保留历史文化特色，又能满

足现代生活的多样化需求。空间改造方面，可以通过调

整空间布局、优化流线设计、增加现代设施等方式，提

升传统建筑的使用效率和舒适度。例如，将传统的庭院

或天井改造为多功能活动空间，既保留了传统建筑的开

放性和通透性，又增加了现代生活的趣味性和实用性。

功能置换方面，则应根据传统建筑的特点和现状条件，

引入适合现代生活的功能元素。例如，将传统的民居改

造为民俗文化展览馆、传统手工艺艺术工作室或特色民

宿等，既保留了建筑的历史风貌，又赋予了其新的生命

力和活力，附加文化属性及价值，提升区域凝聚力和亲

和力。通过功能适配的设计策略，使传统建筑在现代社

会中焕发出新的光彩。

2.3  技术创新原则
在融合设计中，技术创新同样不可或缺。随着科技

的不断发展，数字化技术、智能化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

为传统建筑的保护与更新提供了新的可能。数字化技

术可以用于传统建筑的精确测量、三维建模和虚拟展示

等方面，为保护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和可视化支持。智能

化技术则可以应用于传统建筑的安全监测、环境控制、

能源管理等方面，提升其安全性、舒适性和便捷性。例

如，通过安装智能安防系统，可以实时监控建筑的安全

状况；通过智能照明和温控系统，可以根据环境和使用

需求自动调节照明亮度和室内温度；通过能源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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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可以实现对建筑能耗的精准控制和优化。

3 城市更新中传统建筑与现代功能融合设计的策略

3.1  空间布局的优化
在传统建筑与现代功能融合的设计中，空间布局的

优化尤为关键。这不仅要求参与设计者，深刻解剖传统

建筑中蕴含的人文要素，深刻理解传统建筑的空间组

织原则，还要熟练掌握现代空间设计理念，实现两者的

有机结合。以传统民居院落为例：首先，应尊重传统建

筑的空间结构，保留其原有的院落、天井等开放空间，

这些空间不仅是传统建筑通风、采光的必要条件，也是

住民社交、休闲的重要场所。在保留这些传统空间的基

础上，可以引入现代的空间划分理念，如开放式厨房、

多功能客厅等，使传统建筑更加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其

次，通过灵活的隔断设计，实现空间的灵活转换。传统

建筑往往采用固定的墙体来划分空间，而现代设计则更

倾向于使用可移动的隔断、滑门等元素，以适应不同的

生活场景和需求。在融合设计中，可以巧妙地将这些现

代元素融入传统建筑，既保留了传统空间的韵味，又增

加了空间的灵活性和实用性。再者，应充分考虑现代生

活对空间的需求，如增设书房、健身区、衣帽间等现代

功能区域，同时确保这些新增区域与传统建筑的整体风

格相协调。通过精心的空间布局设计，使传统建筑在保

留历史风貌的同时，焕发出现代生活的活力。

3.2  建筑材料的创新应用
在传统建筑与现代功能融合的设计中，建筑材料的

创新应用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关键桥梁。一方面，应

充分发掘和利用传统建筑材料的潜力。石材、木材、砖

瓦等传统材料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在现代建

筑技术下，可以通过加工处理获得更好的性能和更广泛

的应用。例如，使用经过特殊处理的木材，既保留了其

自然的纹理和色泽，又提高了其防火、防腐的能力；利

用现代石材加工技术，可以创造出更加精细、复杂的石

材纹理和形态。另一方面，应积极引入现代建筑材料，

如玻璃、金属、混凝土等，这些材料不仅具有优异的物

理性能，而且能够创造出与传统材料截然不同的视觉效

果。在融合设计中，可以将这些现代材料与传统材料巧

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对比与和谐并存的建筑外观[2]。例

如，在传统建筑的屋顶或墙面嵌入大面积的玻璃幕墙，

既保留了传统建筑的轮廓，又引入了现代建筑的通透感

和光线效果；在传统建筑的木构架中穿插金属构件，既

增强了结构的稳定性，又赋予了建筑现代感。此外，还

可以通过建筑材料的创新应用，实现环保和可持续的目

标。例如，使用再生木材、竹材等环保材料，或者利用

现代技术将废旧建筑材料转化为新的建筑材料，既减少

了资源浪费，又体现了对传统建筑文化的尊重和创新。

3.3  建筑风格的延续与创新
在传统建筑与现代功能融合的设计中，建筑风格的

延续与创新是确保设计成功的关键。首先，应深入挖掘

传统建筑的风格特征，凝练传统核心元素，包括屋顶形

式、门窗样式、装饰细节等，这些特征不仅是传统建筑

的身份标识，也是其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融合

设计中，应尽可能保留这些典型特征，并通过现代设计

手法进行提炼和升华，使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新

的生命力。其次，应将现代设计理念和技术手段融入传

统建筑风格中，创造出既具有传统韵味又符合现代审美

要求的建筑风格。例如，在传统建筑的屋顶上增设现代风

格的屋顶花园或天窗，既保留了传统屋顶的轮廓和韵律，

又增加了现代建筑的功能性和观赏性；在传统建筑的门

窗上运用现代玻璃技术和艺术玻璃图案，既保留了门窗

的传统形式，又引入了现代建筑的通透感和艺术感[3]。再

者，可以通过色彩、材质、光影等元素的巧妙运用，实现

传统与现代风格的和谐统一。例如，在传统建筑的色彩基

调上加入现代色彩元素，形成对比与呼应；利用现代照明

技术，营造出传统建筑在夜晚的独特韵味和氛围。

3.4  智能化技术的引入
随着智能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将其引入传统建筑的

融合设计中，不仅可以提升建筑的安全性和便捷性，还

可以展现传统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首先，

智能安防系统可以为传统建筑提供全方位的安全保障。

通过安装智能监控摄像头、入侵报警系统等设备，可以

实时监控建筑的安全状况，及时发现并处理安全隐患。

同时，这些系统还可以与手机等移动设备相连，让居民

能够随时随地掌握建筑的安全情况。其次，智能照明系

统可以提升传统建筑的舒适度和节能性。通过采用智能

调光技术、感应控制等技术手段，可以根据建筑的使用

情况和环境光线自动调节照明亮度和色温，既满足了居

民对光照的需求，又节约了能源。此外，智能照明系统

还可以与建筑的艺术装饰相结合，营造出独特的光影效

果，增强建筑的艺术感染力。再者，虚拟现实技术和增

强现实技术可以为传统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的展现提供

新的途径。通过构建虚拟的建筑模型和环境场景，居民

可以在虚拟空间中体验传统建筑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内

涵；而增强现实技术则可以将虚拟信息叠加到真实建筑

上，使居民在参观建筑时能够获取更多的历史和文化信

息。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丰富了传统建筑的展示方式，

也提升了居民对建筑文化的认知和理解[4]。此外，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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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技术还可以应用于传统建筑的管理和维护中。例如，

通过智能传感器监测建筑的结构健康状况和环境参数变

化，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问题；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

对建筑的使用情况进行评估和优化，提高建筑的使用效

率和可持续性。

4 案例分析：浅析上海田子坊的更新改造

4.1  案例背景
上海田子坊位于泰康路210弄，地处上海市中心卢湾

区打浦桥街道泰康路历史风貌保护区内，是一片充满艺

术气息的老弄堂。这里原本是一片普通的居民区，由上

海特有的石库门建筑群组成，随着城市更新的推进，田

子坊逐渐转型为一个集文化、艺术、商业于一体的创意

产业园区。

图1 上海田子坊

4.2  融合设计实践
4.2.1  保留历史风貌
在田子坊的更新改造中，设计师充分尊重了传统建

筑的历史风貌。他们保留了弄堂内的石库门建筑、青砖

黛瓦等传统元素，通过修缮和维护，使这些老建筑焕

发出新的生机。石库门作为上海特有的传统民居建筑形

式，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历史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和

展示。

4.2.2  功能置换与空间优化
为了满足现代生活的需求，设计师对田子坊内的空

间进行了合理的功能置换和空间优化。他们将原本居住

用的房间改造为画廊、艺术工作室、咖啡馆、时尚店铺

等文化商业空间，吸引了众多艺术家、设计师和创意产

业从业者入驻。同时，设计师还优化了交通流线和空间

布局，设置了合理的导视系统和休息区域，提升了游客

的参观体验。

4.2.3  引入现代元素

在保留传统风貌的基础上，设计师巧妙地引入了现

代元素。例如，在部分建筑的外立面上采用了现代玻璃幕

墙和金属材料进行装饰，既保留了传统建筑的韵味，又增

添了现代感。此外，设计师还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了田

子坊的智能化水平，如设置了智能照明系统、智能安防

系统等，为游客提供更加安全、便捷的参观环境。

4.3  案例成效
经过更新改造后的田子坊不仅保留了传统建筑的历

史风貌和文化内涵，还成功实现了与现代功能的融合。

如今，田子坊已成为上海乃至全国知名的文化创意产业

园区之一，吸引了大量艺术家、设计师和游客前来参观

和交流。同时，田子坊的更新改造也为周边地区的经济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带动了周边商业的繁荣和发展。

田子坊的成功改造不仅体现了传统建筑与现代功能的和

谐共生，也为城市更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它告诉

我们，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尊重和保护传统

建筑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同时注重与现代功能的融

合和创新，以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结语

城市更新中传统建筑与现代功能的融合设计是一项

复杂而重要的任务。通过尊重历史、传承文化、以人为

本、注重功能、创新融合、和谐共生等理念和原则的指

导，以及空间布局优化、建筑材料创新应用、建筑风格

延续与创新、智能化技术引入等策略的实施，可以实现

传统建筑与现代功能的有机融合。上海田子坊的更新改

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案例示范，展示了传统建筑

与现代功能融合设计的无限可能。未来，随着科技的不

断进步和人们审美观念的不断变化，传统建筑与现代功

能的融合设计将呈现出更加多样化和创新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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