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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山海关历史文化街区街巷空间的历史文化遗产
作为中小城市的山海关，拥有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国务院在1961年将山海关列入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7年将山海关在内的中国长城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
山海关古城的古城风貌、院落民居都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在2011
年，河北省政府将山海关东三条- 东八条、东头条- 东三条街
区批准为历史文化街区街巷。这两条街区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
都比较高，能够体现出古城深刻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展现了人们
的怀古幽情。两条街区的位置在东小二条胡同和通天沟以西，南
大街以东，东大街以南，整体位置在山海关古城的东南部[1]。山
海关古城的历史环境、地理条件都比较特殊，其中蕴含的民俗文
化、移民文化、本土文化也十分丰富、复杂。因此，在历史文化
街区的保护当中，对于文化风俗、建筑风貌、空间结构灯光都要
给予充分的重视。基于历史街区保护角度，要注重对历史地段的
保护，如存在文物古迹的历史街区和地段，还要延续古城原有的
特色及风貌，如空间结构、历史环境、建筑风貌等。此外，也要
注重保护历史传统文化，如民间传说、历史人物、历史文物古迹
等具有文化精髓的传统文化内容。

2  山海关历史文化街区街巷空间开发面临的困境
2.1古城开发重外表轻内在
在山海关古城的开发过程中，作为投资主体的政府部门进行

了多次规划，但都是将古城当做旅游城市进行规划，对商业利益
过于重视，但对于古城主体街区和民居则有所忽视。因此没能有
效改善街区居民的居住环境，卫生环境不良、市政设施老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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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缺乏等情况都没有得到处理你。街区生活垃圾堆放随意、
胡同狭窄难行、绿化景观稀缺，导致古城街区历史风貌受到了严
重的影响。在古城街区开发中，街区民居居住环境没有得到同步
的改善[2]。此外，在古城街区开发中，主要目的是构建旅游景
点，因此商业性开发较大，对居民公共空间造成了压缩，没有改
善居民硬性基础设施和软性居住环境。仅仅在仿古建筑、商业性
开发等方面给予重视，导致古城开发重外表、轻内在现象严重。

2. 2 古城街区成为“假古董”
山海关古城的历史气息十分浓厚，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遗

产。早在2003年，政府就开始了山海关古城保护开发工作，加固
并修缮了西门、南门的城台，同时修复了长城主体结构及望洋楼
部分。在2009年，古城保护开发工作投资20亿元，面积10万平
方米完工，并且将商业街区开放。但是，在开发过程中，为了形
成明清风貌氛围，建设了大量仿古建筑，打造了浓厚的明清文化
商业街仿古气息。但是代表了古城风貌及建筑特征的传统民居，
并未在规划中融入，导致古城受到剥离，居民区和游客区相互独
立，新修剪的仿古街区更是成为了一种“假古董”[3]。而在山海
关古城中，古城民居是街区中的重要部分，其中的民俗风情、建
筑风貌也十分重要。因此在开发中不能被单独分割，而是要在整
体规划中，将建筑空间、街区居民等全部纳入，形成具有真实历
史风情的景观空间。

2.3古城肌理空间结构破坏
由于古城街区的保护不合理，古城肌理空间结构受到破坏。

例如，在南门外打造的商业街区，就破坏了古城肌理结构。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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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在重新改造之后，商业化气息很重，挤压了街区居民原有
的公共休闲活动空间。为了与原有十字大街商业步行街属性相匹
配，扩充了旅店等店铺，拆除和破坏了大量拥有审美价值、文
化底蕴的民宅院落，降低了街区居民的认同感[4]。很多居民对
于不合理的街区保护措施持有不认同的态度，导致街区保护及城
市更新成为了一种形象工程，得不到居民的理解与支持。

2.4旅游发展规划观念落后
在山海关古城的旅游资源开发建设中，需要以保护对象研

究、历史价值评估为依据。在历史价值方面，包括了建筑装饰、空
间结构、四合院布局、清末建筑等历史古迹，从中能够体现出山
海关历史上作为军事要塞的固有特点。在古城传统空间布局方面，
主要是能够凝聚和体会古人智慧的动静互补、井井有条、经纬交
织的街巷布局[5]。山海关街巷主要在西接通天沟的古城南大街东
侧散布，街巷主要歌剧是东西巷道为主。在很多街巷中，原有的
石板路面仍然保存完好，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祖辈历史记忆。因此
在历史街区传统空间氛围的营造当中，要重视这些街巷的作用，
同时突出其历史文化价值载体的功能。此外，还包括了古树、古
门楼等历史环境要素。因此，在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及开发规划
中，不但要注重环境、空间、街巷、肌理、建筑等物质对象，也
要关注一些人文特色活动等非物质性的内容。但是在山海关古城
目前的旅游发展当中，面临着比较尴尬的局面，特别是在旅游规
划上整体意识不足，仅仅在古城十字大街方面给予了重点关注。
由于原汁原味历史要素的缺乏，导致存在趣味性不足、单调性明
显的问题。以往山海关古城曾经群众文化多彩、民风民俗丰富，各
种各样传统老字号店铺鳞次栉比，经营者丰富的手工艺品和地方
特色小吃。但是改造后的商业街往往千篇一律，各种小商品也全
国雷同，失去了山海关原有的特色。而当前旅游趋势更加趋向区
特色化，历史街区和民居街区相互剥离，也与非物质历史文化相
剥离。古城居民接待观念意识不足，旅游模式及开发理念也比较
落后。

3  山海关历史文化街区街巷空间开发的规划思路
3.1 保护空间格局，整治生活环境
山海关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军事重镇和商贸重镇，其院落、

夹道、胡同、街道都十分独特，体现了街区居民生活场所的基
本空间模式。而这种空间格局独特，也能体现出古城的审美价
值、历史文化。能够将清朝以来古城文化交融的延续、居住环
境的改变加以体现。这些在居民生活场所中，都是重要的构成
要素，在文化传承上也发挥了载体的作用。因此，要注重对古
城空间格局的保留，注意保护好古城人居环境、历史街区街巷
空间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另一方面，历史街区也是一种
公共空间，在城市更新发展中也非常重要，需要以面向城市为
视角。在关注游客旅游服务、城市居民休闲的过程中，对于街
区居民的实际需求也要充分重视，有效改善历史街区的软环境。
在历史街区街巷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发展之间，要找到合适的融
合点，在古城空间格局加以维护的过程中，也要同时改善古城
居民的生活环境，将古城建筑和古城居民生活习俗相融合，将
息息相关的公共空间意义赋予到院落及胡同等场所中。在改善了
公共空间的基础上，才能使街区的吸引力、活力得到增加，将
街区居民原有生活方式加以延续，从个人在古城空间格局维护的
同时，实现对古城人居环境的更新与提升。

3.2 吸引民众参与，社会协同运作
在历史街区街巷空间的保护与开发规划中，政府部门作为主

体，往往会将社会民众排除在外。这就导致了街区居民的主人
翁意识不足，同时也缺乏足够的安全感。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
能够得出，在历史保护进程中，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必须要
吸引当地民众的广泛参与。在街区保护过程中，应当吸引和鼓

励社会民众积极参与，共同构建社会协同运作的良好体系。在具
体实践当中，应当对历史文化名城的相关法规、政策等积极宣传推
广，提升街区民众在古城街区街巷保护中的重视与关注程度，激发
民众历史文化传承的自豪感。在历史街区规划及城市更新规划中，
应当对当地居民的需求、想法、意见等积极听取，充分激发居民对
的主人翁意识，调动其参与积极性，帮助其认识到对古城街区的保
护开发，就是对自己居住环境的改善和自己家园的保护。还可以采
取居民监督委员会的形式，负责对当地民众的想法、意见进行收
集，并向有关部门反馈。跟踪调查街区保护要素，对发现的问题及
时反馈，并对处理结果进行跟踪。同时要注意反馈切实解决居民居
住环境的问题，在对历史街区进行保护的同时，能够兼顾到对街区
居民居住软环境的改善。

3.3 融入城市空间，发展特色项目
山海关古城的历史文化价值十分丰富，尤其是在特色民居文

化、民俗文化、军事文化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代表性。山海关城
市空间的重要载体就是历史文化街区街巷空间，在对其历史风貌加
以保护的过程中，也需要使其价值提下你和功能定位在城市更新中
确定。所以，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创新规划中，要在城市空间中合
理融入，构建城市新生活，将街区保护与城市工薪加以整合，让街
区民众能够在城市空间中，对历史文化传承的自豪感加以体现。山
海关应把握好秦皇岛市全面开展旅游立市发展的契机，充分发挥历
史文化街区的主体作用，对旅游资源努力挖掘和开发，对古城特色
历史文化开发加以创新，以空间特色文化为立足点，设计和规划富
含文化创意的旅游项目，实现历史街区保护与文化旅游产品的良好
互动。例如，可以设计观赏古城民居、品尝传统美食为主题的活动，
弘扬和保护各种传统老字号的当地特色文化产品。同时可以探寻和
体验传统民间工艺，构建特色历史文化旅游项目，将旅游产业和文
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进而打造具有独特底蕴的历史文化街区街巷
空间。

4  结论
我国拥有很多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中小城市，在这些城

市历史文化街区街巷空间的规划发展中，要注重与当地实际情况
的有效结合，从而达到协调共赢的良好局面。山海关古城作为
京津冀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街区，在规划发展中更要注重
与古城传统居民和环境的融合，实现历史与现代的协调整合，
进而取得长期持续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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