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工程技术与发展 (14)2023,5
ISSN: 2661-3506 (Online) 2661-3492(Print)

    72

城市更新背景下赤峰市“九街三市”片区历史建筑保护及活

化利用研究
南　希　戴　烜　刘学文　平少杰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　100120

摘  要：以实例赤峰市“九街三市”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为例，对其中的历史建筑保护及活化利用进行了研究。在实际工作中，

基于城市的特点，提出赤峰市老城区的城市发展应结合自身文化特征和发展需求，为其他历史片区提供一定的城市更新设

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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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中国城市更新发展的数量与速度远远超过了以

往任何一个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历史建筑也面临着拆、

改、补、建的不同命运。作为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产物，

经历时间沉淀下来的建筑带有明显的历史印记和地区传统

文化特征，凝聚着民族精神和地域文化，是不可再生的资源。

对于历史建筑的更新改造和其他城市更新有很大不同。

1. 相关理论研究现状

1.1 城市更新背景

城市更新自产业革命以来一直都是国际城市规划学术

界关注的重要课题，是城镇化水平进入到一定发展阶段后面

临的主要任务。

进入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城市更新的现

实背景、历史使命和工作任务与过去相比，均发生了巨大而

深刻的变化。“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在 2021 年首次将“城市更新”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1.2 实施城市更新的规划路径探索

衣食足而知文脉之可贵。随着我国城市进入全面高质

量发展阶段，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在各地城市更新实践中

受到了史无前例的重视。历史文化不仅是构成美好生活的关

键，也是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更是城市特色和城

市精神的源泉。历史文化内容丰富且价值巨大，保护与传承

任务艰巨，“活化利用”犹如一展明灯，照亮了历史文化保

护传承工作前行的道路。

（1）保护

历史总是在构造今昔的关系。当我们以发展的眼光看

待历史建筑保护，不仅要关注过去的历史，还必须包含现在

和未来。因为历史是过去的现在，而现在也会成为未来的历

史。在历史建筑的保护上，它所涉及的不仅是对于历史遗产

的态度，也应该和城市未来的发展规划紧密相连——“城市

是整体的（coherent），也是延续的（continuous）。（【意】

阿尔多·罗西，《城市建筑学》）”因此，遗产保护价值与

现实使用价值之间，应当存在着利益关系的某种平衡。这个

平衡则是保护与再利用的关键所在。

（2）活化利用

针对每一个历史建筑，改造的过程基本可以总结为：

初见时都是如获珍宝、过程中百感交集。“珍宝”指的自然

是历史建筑的不可复制性所带给我们特殊的设计灵感，而过

程中的“百感交集”则源自于设计及建设过程中的诸多挑

战。以下分享国内外各一个在历史建筑保护与利用中较为优

秀的案例；第一个是北京案例，北京市通过胡同保护与再利

用项目，保护了大量的历史胡同和四合院建筑，胡同的文化

价值得到了传承与发展，成为了北京城市形象的重要组成部

分，通过胡同的再利用，为城市带来了商业活力和文化创意

产业的发展；另一个是伦敦案例，伦敦金丝雀码头是伦敦市

历史悠久的工业区域，经过城市更新与历史建筑保护，成功

转变为一个集商业、文化、住宅为一体的现代化地标，该地

区的文化与历史价值得以保留，同时为城市带来了经济发展

与文化交流的机遇。

（3）平衡——保护与活化利用的矛盾

总体而言，我国的历史建筑保护仍然处于探索的过程，

且存在较多的问题，比如民众的保护意识普遍较弱，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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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专家等专业发声较少，产权问题复杂多样，规划层

面在处理历史和新建的方法上无法体现对历史建筑保护的

引导等等。

优秀的建筑只有在科学的保护和利用下才能延续生命，

焕发生机。实际上，对待历史建筑的态度并不仅仅影响被列

入法律保护的珍贵遗产，它同样影响我们对待普通既有建筑

改造的方式。现在的建筑在未来也会成为历史。当我们在保

护的过程中，一方面是以谦卑和尊敬的态度汲取和留存前人

的智慧，另一方面亦是以审慎的态度审视我们所有新建的建

筑，期望我们的设计是长寿命的，并能使后人受惠和爱惜的。

2. 赤峰市“九街三市”片区历史建筑保护及活化利用

研究

2.1“九街三市”片区概况

赤峰街市特点是沿英金河南岸分布，街路东西长而南

北短。“九街”指东西向的六条大街和南北向的三条大街（东

横街、西横街、兴隆街）；“三市”是指二东街的马市，三

道街的粮市和南岔股的菜市。由此构架出赤峰老街的城市格

局。时至今日，“九街三市”的提法历经三十余年的传衔，

已十分深入人心。据史料记载，“九街”长均三里许，街宽

三四丈，大小商号千余家，可查证的有名有姓的百余家，可

见当时赤峰城繁华景象。（图 1）

2.2“九街三市”片区现状及价值分析

进入 21 世纪，赤峰的发展陡然提速，如今的赤峰，是

蒙东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但发展的同时也牺牲了一部分

老赤峰人的城市记忆，原九街三市格局中，九街尚存七条街

道，但三市已经全部消亡，历史建筑破坏严重，非物质文化

遗产濒临消亡。现存文化历史资源仅剩鲁班庙、清真北大寺、

天主教堂、老北大桥；老火车站已拆改为赤峰南站；钟楼保

存完好，但缺乏相关的保护利用措施；历史民居基本已成为

危房。

“九街三市”片区内建筑多为 1-2 层，局部老建筑、

街巷脉络保留完好，遗存的建筑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

价值，是赤峰的记忆，赤峰人的乡愁。遗存建筑是不可多得

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对延伸赤峰老城区的历史纵深

感，提升红山区的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图 2）

2.3 保护与活化利用应对策略

（1）定位

承载赤峰人民记忆的旧的“九街三市”已不够完整，

但作为移民城市，赤峰仍有很多文化值得我们去整理挖掘和

展现，因此如何探寻历史建筑的保护和活化利用变得尤为重

要。“九街三市”片区历史建筑活化利用围绕“留住赤峰记

忆”展开，目标通过构建新的“九街三市”把历史文化积淀

发掘出来、保护起来、展示出来，把古建筑、老场景充分融

入到现代化城市的脉络之中，打造一个具有时代记忆的核心

图 1 赤峰县城区九街三市历史分期开拓界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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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既解决了日益破败的建筑风貌的问题，又能满足当下

商业复兴的需求，成为赤峰历史片区建筑活化利用的一个典

范。（图 3）

图 2 老赤峰俯瞰图从高空中俯拍，九街三市历历在目

图 3 赤峰市“九街三市”片区区位图

（2）挖掘文化基因

“九街三市”片区是赤峰城市的发源地，从红山文化

到多民族文化再到宗教文化，包罗万象，最后逐渐形成了独

特的地域文化。“九街三市”片区的建筑不仅体现了当地传

统的建筑风格，也蕴含了殖民时期以及多民族风俗等文化基

因。挖掘提炼“九街三市”片区文化基因使之融入到活化利

用的新功能空间，能充分阐释北方小城镇地方文化。

（3）文化元素提取

色彩

赤峰城市的地域文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丰富多

彩的民俗文化、宏伟瑰丽的红山文化以及特色鲜明的近代建

筑，这些具有时代印记的文化遗产对赤峰城市的色彩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赤峰属于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城市自然

地理环境特色鲜明，在蓝天、白云、草原的大背景下，环境

色彩明度较高。为体现赤峰城市特征，根据城市地域文化和

自然特色，结合空间发展整体框架以及片区功能分区，提取

片区内建筑色彩主导色以灰、暗砖红色为主。

地域文化符号

要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色

的赤峰，提炼赤峰的文化符号，打造提示城市记忆的景观必

不可少。比如最具红山文化特色的玉龙、兴隆洼文化的玉玦、

富河文化的花纹等。将凸显沉淀民族特色的地域文化符号融

入到建筑修缮设计中，作为建筑语言文化，可以体现城市的

差异性，而这个差异性恰好是一个城市的魅力所在。（图 4）

 

图 4 地域文化符号融入建筑

（4）构建策略

划定历史建筑保护区

根据对“九街三市”遗留历史建筑的分布情况划定保

护区，范围为二道街以北、兴隆街以西、赤峰三中以东、英

金河以南地区，占地约 20 公顷，其中历史建筑核心保护区

约占 11 公顷。（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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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划定历史建筑保护区范围

发展模式

一轴：打造历史文化景观轴，北起旧北大桥，南至二

道街，串联了此区域中主要的历史文化建筑。

两街：通过提出构建新“九街三市”的理念，引出复

兴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而引爆城市活力，商业必不可少，

保护区内商业街巷以兴隆街和头道街为依托，保留特色历史

建筑，复兴营造特色（民间工艺、老赤蜂生活等）商业街。

多巷：通过对街巷现有条件的梳理，利用现状，如邢

家胡同、李俊百年老店等历史文化资源，打造具有赤峰文化

特色、又具有集商业服务、文化展示、娱乐休闲等功能为一

体的街巷。（图 6）

图 6 一轴两街多巷发展模式

活化利用建议

1“博物馆化”

大夫第民居位于红山区永巨街道二东街居委会中医院

北门约 20 米路北，民居保持了清朝后期的传统风格。大夫第，

是清朝时按官阶、名望赠与文职官员的荣誉性衔头，以“大

夫第”命名的宅院绝非平民百姓的草庐，目前已破旧不堪，

濒临危房。历史建筑本身就是最大、最真实、最美丽的展品，

将其“苏醒”复兴为博物馆，可以使历史建筑“活”起来。

2 营造小镇市集

邢家胡同现已年久破旧失修，无人居住，周围卫生条件

较差，但街巷格局完好，可以因地制宜多元利用，以用促保，

增加活力区的烟火气。邢家胡同西侧还有多条无名胡同，可以

统一修缮利用，建立小镇市集，丰富本地居民生活，同时通过

各个阶段建筑的叠加，叠加的越丰厚这个城市越有趣，城市的

品质反而越好。所谓“活化利用”即是为历史建筑寻找新的生命、

新的用途，强调以创新的方法予以善用，使之成为独一无二

的文化地标。历史建筑活化，诚然，建筑实体的修缮与保护

很重要，其中有对于建筑历史价值的判断与取舍，但建筑的

活化保育远不止于此。通过活化利用手段，是历史建筑得以

可持续生存发展、留住记忆、再焕新生的重要一环。

3. 结语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重在“保护”而非“保存”，但将

其一封了之、与世隔绝也不可行。历史是现实的根源，“历

史的链条是不能断裂的”，而现实终将成为历史，两者是一

脉相承的整体。以连续、动态的眼光看待历史文化遗产，将

之与现实社会有效连接起来，不断赋予其新的生命力，才能

让历史文脉真正得到延续。如果只专注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

本体的保护，忽视其内在价值的挖掘和弘扬，忽略其承载的

社会关系和所处的空间环境，反倒可能沦为碎片化、孤立式

的保护。在城市更新背景下，历史街区更新应在“尊重历史、

保持格局”的思路下，从若干有代表性的建筑单体的更新入

手，进而带动与之相邻的街道及整个街区获得新生。而这些

有代表性的建筑单体往往是带有历史记忆的历史建筑，其每

一处更新都应是量身定制的“微更新”，注入的新功能也须

与其历史一脉相承。赤峰市“九街三市”片区案例中的“由

点及线，街区新生”即一种可行的策略。

图片来源：图 1、2 来源于网络，其他图片均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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