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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中的历史文化传承探索

江二翠
中煤科工重庆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 400000

摘� 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更新成为了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手段。在追求现代化与经济发展的同时，

如何保护和传承城市历史文化，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旨在探讨城市更新中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性、面临的

困境以及可行的路径方法，希望能够为城市更新工作提供思路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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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文化传承相关概念

历史文化是一个综合概念，它涵盖了政治、经济、

文化、风俗、艺术等多维度内容，是一个国家、地区或

民族在长时间内形成的，具有代表性的物质文化和精神

文化。

美国人类学家克莱德·克鲁克洪1951年在他的著作
《文化与个人》中将文化分成显性文化与隐性文化[1]。历

史文化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也可将显隐性作为分类依据。

1.1  显性历史文化
显性历史文化是物质的、可直观感知的文化形态。

在城市更新中显性历史文化要素主要包括山水格局、码

头渡口、山城步道、空间肌理、街巷格局、建筑形态、

建筑色彩、建筑细部装饰等，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

市最明显的特征，也是最能给人直观印象的城市特色。

1.2  隐性历史文化
隐性历史文化是非物质的、无形的文化价值观念。在

城市更新中隐性历史文化要素主要包括宗教信仰、民俗文

化、故事传说、传统技艺、饮食文化等，是不能脱离地域

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一个城市的生命力与活力所在。

1.3  历史文化传承概念及其特点
历史文化传承是指在时间和空间上，将一个社会或

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技艺、习俗、信仰等有意识地传

递给后代[2]。历史文化传承具有以下特点：

持续性：历史文化传承是一个长期而且持续的过

程，需要通过不断地积累和沉淀来实现。

多样性：历史文化传承涵盖了各种领域的文化元

素，包括文字、语言、建筑、舞蹈、音乐、饮食、服

饰、戏剧、绘画、礼仪等多种形式。

开放性：历史文化传承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需要

不断接纳和融合外来文化元素，推动历史文化的创新和

发展。

2 城市更新中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2.1  塑造城市特色
历史文化是城市独特的名片，它赋予了城市独特的

魅力。城市更新中传承历史文化，可以更好地塑造城市

特色，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2.2  弘扬民族精神
历史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城市更新中传承历

史文化有助于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

2.3  促进文化多样性
历史文化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城市更新中传承历

史文化，有助于促进文化多样性，为城市的文化发展注

入新活力。

3 城市更新中历史文化传承面临的困境

3.1  意识薄弱
城市更新参与者对历史文化传承意识的缺乏或薄

弱，容易导致对历史文化的忽视。一些城市更新为了追

求“形象工程”而盲目照搬其他城市的一些成功案例，

或是为了吸引游客而追求“网红化”，对所在城市历史

文化不加发掘或者发掘不充分、利用不充分，不考虑地

区间的差异，未突出自身特色，致使城市同质化发展严

重、毫无特色。

3.2  资金短缺
城市更新由于涉及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等需要

大量资金投入，而历史文化传承往往被认为是一个高成

本、低收益的领域，导致资金投入不足，影响历史文化

传承的实践和发展。

3.3  方式单一
历史文化传承的方式呈现出较为单一的状态。在实

际操作中，往往过度依赖静态的保护模式，如将历史建

筑单纯地围封起来进行保存，忽视了其与周边环境的互

动和活力营造。而对于隐性历史文化，大多局限于资料

的整理和记录，缺乏生动的演绎和传播方式，使许多优

秀的传统技艺和民俗文化难以真正走进大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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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城市更新中历史文化传承的路径与方法

4.1  建立历史文化分级传承体系
针对过去城市更新中历史文化传承工作系统性不

强、整体性不够的问题，本文提出建立历史文化分级传

承体系，来科学、有效地守护好中华民族文化瑰宝，推

动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根据历史文化要素是否受到国

家法律法规保护，可分为两级。一级为历史建筑、文物

保护单位、历史文化街区等具有法定身份、受到国家法

律法规强制保护传承的历史文化；二级为历史文化要素

丰富但缺少法定身份，未受到国家法律法规强制保护传

承的历史文化。

在城市更新中对于一级历史文化传承，要严格遵守

国家法律法规，不得随意拆除或迁移历史建筑，不得不破

坏文物保护单位或历史街区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

建筑风貌等“基因”。对于二类历史文化传承，按照历史

文化要素可分为“地形地貌强化”、“传统风貌延续”、

“空间肌理保持”和“隐性文化活化利用”四类。

（1）地形地貌强化
地形地貌是自然形成的，尽管它本身不属于历史文

化范畴，但对历史文化有着重要影响。不同地形地貌对

城市发展有着不同影响。例如山地地形，造就了重庆特

有的“城在山中，大山大水”格局，也培育了“山城步

道”的多种形态，步道蜿蜒起伏，高低错落，立体感极

强，成为重庆特色的地貌景观。

地形地貌不像一级历史文化传承那样具有严明要

求，但因为它对城市交通、格局及景观等具有重要影

响，在城市更新中，要立足城市文化特质审视山、水、

城的空间秩序和发展逻辑，避免对特色地形地貌、城市

格局产生破坏。深挖并强化如“山城步道”(图1)、“码
头文化”等特色文化，既能塑造城市形象，又能增强城

市生命力。

图1 山城步道（图片源于网络） 图2 川西民居（图片源于网络）

（2）传统风貌延续
在城市更新中传统风貌延续主要是延续“本土化”

风格，采取本地化的建筑材料与施工工艺。选用当地特有

的建筑材料，如石材、木材、竹材等，不仅能够降低运输

成本，还能使建筑与周围环境和谐共生。例如四川地区的

青瓦白墙不仅美观耐用，还反映出了川西民居的文化特色

（图2）。传统手工艺的运用，如砖雕、木雕、彩绘等，
均能体现建筑细部的文化美。延续传统风貌应该鼓励采用

当地建筑色彩、建筑形态、建筑尺度与植被绿化等，可更

好地延续地域特征、民族特色和时代风尚。

在城市更新中风貌延续涉及内容较多，因此成本较

高，但是因为指向明确且效果呈现迅速，因此对于大多

数城市来讲还是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3）空间肌理保持
在城市更新中，应保留原有城市格局和街巷肌理。

尽量保留和改造既有建筑，避免大规模拆除现有建筑。

不能随意改变老城区道路宽度和形状，禁止修建过大的

广场。鼓励通过“绣花功夫”对老旧小区、老旧厂区、

老旧商业街、历史文化区和公共空间进行织补、修补和

更新，合理控制好片区的建筑高度，最大限度保持老城

区的特色格局和肌理。

（4）隐性文化活化利用
现状城市更新中比较注重显性历史文化的传承，隐

性历史文化往往容易被忽略，而隐性历史文化的活化利

用有助于提升城市的长久活力。在城市更新中，应通

过深入挖掘片区的神话传说、民俗风情、传统舞蹈、乐

器、手工艺品等文化元素，将其与现代科技技术相融

合，通过数字技术、互动装置等方式来将隐性历史文化

转化成可接触、可感知、可消费的资源。

4.2  创新显隐结合的传承思路
在城市更新中应充分发挥好历史文化在传承记忆、

凝聚民族共识、激发片区活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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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传承是增强城市文化感染力的硬件设施，可以

塑造有故事、有特色、有记忆点的城市空间场所；隐性

文化传承是维持城市活力与提升文化自信的软件设施，

也是城市有机生长的逻辑源点[3]。在城市更新中显隐结

合的融合创新，有利于历史文化在当下生活的转化，衍

生出更有生命力的体验空间和丰富业态，如通过功能性

流转，创意化改造、产业化培育等方式推动旅游文化体

验、节庆表演、手工体验等新兴业态的发展，促进消费

体验向地域化、互动化、多元化、智能化趋势升级。

4.3  探索“文化+”的融合发展模式
在城市更新中应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加快文化

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积极推动“文化+”与多产业
深度融合，实现文化产业倍增。历史文化传承发展应遵

循“宜融则融，能融尽融”的原则，大力推进文化与

科技、旅游等业态深度融合，实现文化产业的特色、错

位、多元发展，激活片区活力，带动周边区域人文价值

的整体提升。

“文化+科技”是将历史文化与数字科技创新融合，
实现利用数字科技来传承和弘扬中华历史文化。例如

“电子毛笔”“电子砚台”等产品的问世，让书法爱好

者无需宣纸毛笔即可淋漓尽致地挥毫泼墨；故宫博物院

实施的“数字故宫”项目，成功地将历史文化与现代科

技紧密结合，为全球观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化体验方

式，让你仿佛穿越回古代，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文……

这些“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的范例，可以增加游客的体
验感与互动性，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文化+旅游”是将历史文化与旅游产业相融合，创
造出内容更为丰富、特色更加鲜明的旅游产品和服务。

重庆市作为“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典型城市，打造出
了“洪崖洞”（图3）、“长江索道”（图4）、“磁器
口”“武隆天生三桥”等知名文旅产品，不仅提升了重

庆文化旅游品质，还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

图3 洪崖洞（图片源于网络） 图4 长江索道（图片源于网络）

结语

历史文化是一座城市独特的文化资源与标志符号，

在城市更新中应得到充分保护和传承。本文以历史文化

传承为落脚点，首先对历史文化传承的相关概念进行解

析，其次分析了城市更新中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和所

面临的困境，最后提出了城市更新中历史文化传承的路

径与方法。通过建立历史文化分级传承体系，创新显隐

结合的传承思路，探索“文化+”的融合发展模式，来
实现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传承同步实现。希望在未来城

市更新中，做好历史文化传承工作，让城市更有文化底

蕴，让市民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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