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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老街文化建设的研究分析
王欣平

（广东海洋大学，广东 湛江 524000）

摘要：历史文化街区是指能够代表一定历史阶段的传统风貌、

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及地方特色的街区。老街作为一种

活态历史文化遗产，不间断地为人们提供着生产生活所必需的场

所、物质以及精神食粮。新时代背景下，开展老街文化建设，可

以更好展示城市的历史底蕴和城市风貌，具有重大的文化价值。

因此，本文结合笔者的实践经验，以湛江为例，对新时代背景下

老街文化建设进行如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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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视觉角度而言，老街是各式历史建筑的物态呈现，是蕴含

丰富地方传统文化元素的“凝固的诗”。从更广阔的视域而言，

老街是一个整体性人文环境，融合了地域个性的文化元素与街区

独特格调，作为见证街区发展的“活化石”向人们展示当地特有

的自然与人文景观。老街文化建设要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存利用

与保存，使著名街道的变迁历程、名人典故、历史遗址等地方文

化的物质载体成为特有的人文文化元素。

一、老街的文化意象

文化是老街的最具个性、最关键、最核心的“资本”，是一

种可以带来变现的艺术。老街所蕴涵的文化元素，包括了特色饮

食、民间传说、名人典故、地方特色民俗、区域历史沿革等多个

方面，随着时移世易而得以逐渐丰富。老街“个性鲜明且辨识度

高”的文化特质历久弥新，并通过人际关系、生活方式、社会结构、

建筑外观及其风格体现出来。这些老街所特有的人文风情、地质

风貌带给人们特有的审美感受，促使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展开想象。

与此同时，老街的文化意象也可以作为人头脑中的主观环境，被

人们所感知。道路、遗留建筑、空间布局、街区肌理等老街物态

实体，是人们感知其文化意象的重要物质基础，可以激发人们的

地方场所感、文化认同感。

二、湛江老街丰富的文化元素

（一）“白城红土”的爱国热血

湛江曾被冠以“白瓦特城”，人们提到“白城红土”中的“白城”

即是白瓦特城。这些蕴含法国风情的马路和街边建筑，蕴含着视

觉上的形式美，折射着文化上抗争美。“白城”作为一种文化意象，

将战争的丑与美、建筑的视觉美糅合到一起，见证了一段客观史实，

鞭策着人们为维护和平、领土完整而不断努力。

在湛江，“红土”一语双关，既是指赤坎土色红赤，也是指

其所蕴含的红色革命文化。自从 1899 年沦为法国殖民地开始，无

数的革命者为保卫祖国而奋斗，直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才被改名

为“湛江”，“湛江”是救国图存的历史缩影。“红土”文化中

蕴含着湛江人民捍卫领土完整的决心和爱国精神。战争给人类社

会带来了深切的灾难，给我国带来了惨痛的教训。纪念性雕塑是“红

土”人文文化的物质载体之一，从艺术的角度反映了人们对战争

的反思。它是对革命者的歌颂，也是对战争胜利的纪念，在新时

代以特有反衬托手法赞美着和平。

（二）“邻里一井牵”人文文化

在中国封建社会，“井”是维系小农经济发展的“根”，巷

井空间随着历史的变迁成为了区民居空间发展的产物，见证了地

方发展史。在赤坎，井井有条而又错综复杂的巷井传承着古商埠

文化，是老街建设不可忽视的传统文化元素。丼多出现在民居聚

落中，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物。除了居民，一些商号为了

方便人们的生活以及自己的发展，开始出现在巷井中。随着这股

在巷井发展的商号的商业之风不断壮大，商号与民居合围的局面

逐渐形成，这种分布形式极具特色的巷井文化。随着历史的前进，

巷井的存在空间与物质形态逐渐发生变化，巷井文化的生命根基

却不能被轻易撼动。在赤坎老街上，邻里街坊对古井有着特殊的

情感。如果说见证古商埠发展的古井形成了湛江老街可以触摸的

“象”，那么人们对其所倾注的情感就形成了湛江老街可以被感

知的“意”，在历史的车轮上时刻上演着“意”与“象”的交融，

最终形成了“邻里一井牵”的独特巷井文化。这种文化是地方发

展的成果之一，折射出湛江老街特有的生活方式与过程。“井”

和“巷”作为一种物质载体，为人们的学习、买卖、交往等活动

提供场域，同时这些人类活动又赋予“巷井”丰富的文化内涵，

二者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一种文化氛围、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

三、新时代背景下老街文化建设路径

（一）协调时间与空间，复兴老街文化建设

老街不是对历史的复制，而是历史的不断沉淀，在不断的发

展中融入了时代特色，其文化内涵是古今文化的融合、新旧事物

的博弈的特殊产物，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在老街文化建设中要注

重协调时间与空间。

比如，赤坎古商埠老街上所分布的名人故居、历史建筑，是

反映古商埠文化的集中反应，可以通过老街文化建设构成蕴含特

殊文人文化的旅游版图。可以通过文人逸事、历史故事，将这些

建筑连片串起，以故事为主线、以实体建筑为依托为游人献上一

份可观可感文化大餐，让老街的文化建设可观可感。老街的饮食

文化、古井文化、水仙庙等老街文化遗产，可以作为“活态博物馆”

向人们展示赤坎古商埠老街历史文化，通过空间元素、社区民众、

居民集体记忆等文化元素组合形成一份特殊历史见证，对老街文

化加以延续。“老街文化中心”可以作为老街文化传播的物质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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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校和社区的力量形成广州湾历史文化的咨询场所，为社区

或者游人观光服务。当地老人作为老街文化见证者，可以以口述

历史的方式对老街文化进行补充与传承。此外，成立广州湾古商

埠研学社可以专门负责向前来观光的游人介绍老街的发展史以及

人文文化。赤坎古商埠老街里的历史建筑包含着丰富的传统审美

元素以及历史的信息，本身就是一种固态艺术，可以作为文化资

源融入到老街建设中。建设老街时，要适当保留“广州湾”时期

所建造的水泥杆、青石砖古码头阶梯、青石路面，通过对这些传

统建筑元素的合理运用与创新应用，赋予现代商业街、现代建筑

厚重的历史文化，引领人们作为观者与历史建筑元素开展一场跨

域时空的对话，促使历史痕迹在现代街区构造中焕发新的活力。

（二）兼顾繁华与失落，复兴老街文化建设

在老街文化建设中要关注硬质空间，兼顾繁华与失落，是它

们保持一种和谐与平衡。在发展进程中许多空间都逐渐老化，变

得不适合城市发展，老街文化建设中对其加以整治，通过硬件设

施的不断更新、文化内涵的创新，使老街硬质空间得到重新规划，

重新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历史是地域文化的依托，老街文

化建设中要展现地方历史风貌，在原有建筑基础上完成改造工作。

如此老街文化建设既尊重了原来的审美，又照顾了现代人的生活

习惯与需求。老街可以以文化属性为基础，形成历史延续，为现

代人的生活提供便利，新时代的人们展现独特传统艺术、民俗风采，

继而使老街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独特空间，成为地区文化的载

体与延续。失落的空间随着社会发展而没落，老街文化建设要通

过各种手段使其风采再现，让老街发挥其历史价值、散发其集体

记忆的魅力，成为新时代的一道风景。具体老街文化建设工作中，

要把老街原有的精华保留下来，并合理地融入新的时代元素，促

使它们经过协调与整合形成形成独特风貌，赋予老街新的精神元

素和历史的厚重感，作为区域标志向人们展示传统文化的风采，

现代街区文化的风貌。

（三）展现地方个性，推动老街文化建设

老街文化建设要重视地方性和特殊性体现，以及场所感的营

造，从而让老街文化建设更加富有时代意义。老街文化建设可以

运用后现代主义理论指导实践工作，从其历史沿革着手，发掘其

真正文化价值，借助历史记忆的激活，获得人们的认同感，为人

们保留一份记忆遗产，赋予老街空间特色的文化内涵。老街文化

建设要成为历史与文化延续的载体，实现传统文化与整个现代社

会的融合，让地方文化特色得以彰显。社会的发展、技术的革新，

促使人们交流广泛，城市扩张呈现出一定的趋同性，很多城市千

篇一律，逐渐失去了原有特色，让人们置身其中产生“连盲”感，

甚至视觉疲劳。比如，将青石砖古码头阶梯、青石路面等传统元

素与现代科技进行组合，形成展现地方个性的老街文化建设成果，

使城市富有历史的厚重感，与现代社会的时尚感，从而带给人们

视觉享受与个性化的文化体验。因此，老街文化建设要实现“自

然与自我的辩证统一”，在体现当代社会发展共性的同时，保留

地方的传统文化特色，对街区建设的同质化进行“稀释”，对地

方文化进行有效的彰显。

（四）建构地方文化认同，赋予老街文化建设生命力

在赤坎古商埠老街中，相当多的街道是由古码头经填海造陆

而来。作为湛江市赤坎区最古老的商业街之一，大通街见证了古

商埠历史变迁，人们爱用“化石”来形容历史文化价值。在宽约

2 米、长不到 200 米的街道上，铺着青石路面、砌着青石砖古码

头阶梯，建有清未民初的商铺，竖着法国风情的电灯柱和水泥杆，

是一部交叉、浓缩的地方发展史画卷，人们走在其中依稀可见老

街当年的繁荣兴盛。同时，作为辛亥革命在“广州湾”的根据地，

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集中营”、各类物质的转折地，老街

散发着历史的厚重感，它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建国之后，

商业中心为了适应新的发展需求而迁移，古老的大通街逐渐成为

住宅区，形成新的生活文化。老街文化建设中可以对这些元素进

行创新利用，构建地方文化。客体材料是城市记忆的来源，开展

老街文化建设时，要提炼其精华，并通过新内容的融入而使老街

文化获得新的生命力，继而成为地域文化的基础。

四、结语

综上所述，老街因其独特的文化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是在地

方发展与历史传承中积淀下来的精华，老街文化建设要保留其独

具一格的美学意蕴。在富有文化意蕴的老街上，人们可以领略古

迹的风采，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捷，通过建筑所形成的独特场

域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当现代人走入街区，就能品读时代变迁，

感受到历史名城所特有的古老生活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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