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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中国东部平原上创造

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1 江南古运河是大运河的南段，

主要包括江苏及浙江区域的运河段。运河的出现，带动

了江南区域的经济发展，许多江南城市如扬州、德州，

因运河而兴。在 2014 年的第 38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

江苏省职业教育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

带头人：龚进华、史波；苏教办师函〔2022〕4号；江苏

省传统营造工程技术中心（苏建人【2021】69号）

大运河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然而随着现代交通运

输的兴起与发展，大运河的航运重要性地位已日渐衰落。

我国对大运河的保护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初见成效，但

如何让运河文化带中的城市建筑空间注入运河文化，焕

发新的生机，是目前面临的新问题。

一、江南古运河与传统建筑

江南古运河，是大运河在长江南侧的一段，主要流

经江苏省镇江、扬州、常州、无锡、苏州及浙江嘉兴、

桐乡、杭州等地，全长约 337 公里，是自古以来大运河

江南古运河文化背景下的城市建筑空间活化利用
——以常州市传统建筑为例

魏　琼　史　波　肖炳科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江苏常州　213000

摘　要：本文主要研究江南古运河文化带中的中国传统建筑的活化利用情况，重点研究常州段运河文化带内传统建

筑的分布及现状，针对分散的片区式分布的传统建筑分别进行分析研究，从建筑本体的修缮维护、周边环境的保护、

内外部空间的开放使用等多个纬度分析其利用现状，针对活化利用探索阶段存在的普遍问题，提出体验感为中心的

建筑空间利用建议。对传统建筑的活化利用，仍然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在研究中寻找出路，并根据实践成效不断地

修正活化利用的方式，以促进这些传统建筑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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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 utilization of urban building spa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Jiangnan ancient Canal culture 
-- Take traditional buildings in Changzhou as an example

Qiong Wei, Bo Shi, Bingke Xiao

Jiangsu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Vocational College, Changzhou, Jiangsu, 213000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jiangnan ancient canal culture with the activation util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e, key research within changzhou section of canal culture with distribution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raditional 

buildings, in view of the dispersion area type distribution are studied respectively, and th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from 

architecture body repair maintenance, the protection of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internal and external space open using 

multiple latitude, analyze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use of Aiming at the commo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exploration stage 

of activation utiliz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utilization of architectural space centered on the 

sense of experience. The activated utilization of traditional buildings is still in the initial stage, so it is necessary to find a way 

out in the research, and constantly revise the activated utilization method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al results, so as to promote 

the rebirth of these traditional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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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最繁忙的河道。大运河共计包括 65 个遗产点和 31

段河段入选了世界遗产，其中包括江苏 25 个遗产点和浙

江 14 个遗产点，也包含了江苏的镇江、常州、无锡城

区运河故道，浙江的杭州中河 - 龙山河、钱塘东段等多

个河段。由此可见，江南古运河是大运河极其重要的组

成部分。沿运河主要分布着房屋建筑（民居、寺庙、商

铺等）、水利建筑（码头、桥梁、驳岸等）和园林绿化

（廊、亭、植被等），这些要素与运河共同构成了运河带

风貌。

传统建筑，本文主要指中国的古建筑，主要是先秦

时期到 19 世纪中叶以来的建筑。我国传统建筑以木材、

砖、瓦为主要建筑材料，留存至今的，清代建筑存量最

多，其次是明代，其它时期的实物遗存建筑数量稀少。

我国传统建筑的布局，特点为以多个单体组合成院落式

或天井式，受当时的社会制度的影响，等级鲜明，尊别

有序。

运河对传统建筑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首先，运河

影响了建筑朝向。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建筑朝向自古以来

多为南北朝向，能够获得较为优良的采光通风条件。然

而运河边的建筑，其主立面朝向河流，建筑朝向随运河

航道的走势而不断变化。其次，临运河多建造楼阁式的

临水建筑，多为二层。建筑群落的布局，是由河道向外，

依次是房屋建筑、街巷，形成了房屋分隔街巷和河道的

布局形式。再次，建筑用材的选择受运河环境的影响。

传统建筑多为木结构形式，运河环境使得房屋构件长期

暴露在潮湿的环境中，甚至一些部位浸泡于水中，对建

筑用材的耐水性、耐腐蚀性与耐久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例如在苏州地区，浸水构件常用石材，潮湿空气中木构

件涂耐水性优良的广漆。运河从多个方面影响周边的建

筑及当地人的生活方式。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运河的

运输地位受到冲击，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变，如

何活化江南古运河带传统建筑的空间，使之在保有传统

建筑价值的同时，适应当下的生产生活方式，需要进一

步的探索研究。

二、常州大运河文化带中传统建筑的分布

常州段运河是中国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

45.8 公里，其中世界遗产段西起连江桥东至东方大桥，

全长 23.4 公里。常州大运河文化带分布着集镇老街、工

业遗存、地方村庄、文保建筑、历史建筑等一批富有地

方主题特色的城市建筑空间，对这些特色城市空间进行

研究，可以深度挖掘常州市大运河文化，传承与保护这

些精神财富。同时对江南古运河沿线的传统建筑空间活

化利用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常州段运河经过多次疏浚及改造，由原有的 25m

左 右 扩 宽 到 50m 宽 河 面， 最 低 通 航 水 深 2.5 米， 在

1984 ～ 1987 年间的京杭运河苏南常州市河段整治工程

中，拆除房屋 16.57 万立方米，拆除 4 座桥梁，复建 3 座

桥梁，保留 3 座桥梁，改建篦箕巷仿古建筑步行街，较

大规模的拆除工作，对运河文脉有所破坏。常州段运河

带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有常州唐氏民宅、张太雷故居，

省级文保单位有天宁禅寺、恒源畅厂旧址、唐顺之故居、

盛宣怀故居、恽鸿仪宅等，市级文保单位有三锡堂、刘

家巷刘氏宗祠遗址、邹浩祠、夏家大院等。除文保单位，

另有许多保留完好的传统建筑如晋陵白氏宗祠、西直街

426 号蒋宅等。

运河边建筑，因运河而生，原为带状布局，因对传

统建筑的保护重要性认识不足，历经多次拆除改造后，

连贯完整的沿河传统建筑带被打破，形成了一座座“孤

岛”，演变为当下的分散式多片区组团的平面布局。缺点

是多片区内的传统建筑修缮保护力度差异性大，较为孤

立，联系不紧密，加大了管理难度和管理成本，难以形

成规模打造成长线文化带。目前，规模较大，传统建筑

较为集中的片区有：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三堡街 - 西

直街历史地段、天宁寺 - 舣舟亭历史地段、同济桥南侧

片区、南河沿历史地段等。规模较小的片区有民元里一

号文物保护区、东坡公园片区等。

三、常州大运河文化带传统建筑利用现状

常州市历来重视大运河及传统建筑的保护与利用，

先 后 出 台 了《常 州 大 运 河 遗 产 保 护 办 法 》（2013 年 11

月）、《常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2017 年 6 月）、

《常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法》（2018 年 1 月）等，

通过地方立法确立相关制度，为运河文化带中传统建筑

的活化利用提供了政策保障。在城市规划层面，常州市

规划局完成了《常州市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的普查

报告》，同时通过一系列的运河地带规划文件，为运河带

城市空间的活化利用指明了方向。目前，常州市在运河

带传统建筑的保护利用上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是常州市 4 个历史文化街区中

保存最为完好、最负盛名的古街巷。改造前，这里充斥

着大量的违章改建建筑，建筑外立面上挂满了空调，空

中密密麻麻拉满了电线，随处可见乱停乱放的车辆，破

败之象的民居房屋，严重的破坏了江南水乡的古街巷风

韵。启动修缮之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改善人居环境，

青果巷渐渐重新焕发出它本来的韵味。目前，价值性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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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名人故居等作为图书馆、展示馆使用，其它沿青果

巷两侧的建筑大部分作为商铺在使用，主要为餐厅、服

装店、特产店等，商业氛围很浓厚。有很多传统建筑修

缮后，大门紧锁，没有开放使用。青果巷的修缮，还在

进行中，未来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三堡街 - 西直街历史地段曾盛极一时，古时集中了

豆、木、钱、典四大行业，常州第一家机械厂也于附近

建立。旧时的繁华漕运已不见，现存为市井气息浓厚的

小卖部、棋牌室、旧书店、梳篦店，生活气息浓厚，但

部分建筑已经呈现破败之状。西直街的优势在于依然保

持着江南特色的建筑风貌，是现代城市主城区内少见的

原生态栖息地。目前西直街的传统建筑主要有：夏家大

院、邹宅、许宅、唐宅、蒋宅、陈宅等。其中夏家大院

是常州实业家夏秉钧所建的前后六进大宅院，于 2021 年

初完成了建筑本体的修缮。夏家大院作为西直街名片，

是常州实业人家的文化高地，带动常州老西门片区文化

旅游业的发展。篦箕巷是西直街内最为有名的巷弄，有

着“常州梳篦甲天下”美誉，整条街巷，制作梳篦的店

铺林立，有着浓厚的传统手工艺氛围。

南河沿历史地段中传统建筑主要集中在北岸，传统

建筑类型主要为民居，另有薛氏宗祠和沈氏宗祠等。南

河沿地带也是经过了多次的改在，在建筑风貌、地面硬

化等方面的整治改造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里最富特色

的一点在于，集聚了常州特色非遗的博物馆，有常州市

乱针绣博物馆、白氏留青竹刻博物馆和常州梳篦厂梳篦

博物馆，在传统文化的继承与保护方面，有突出的作用。

非遗文化的积聚性，是南沿河地段的记忆点，但是宣传

力度不够，吸引性不强，不仅游客，本地人也较少光临。

民元里一号文物保护区不是大规模的历史文化街区

或历史地段，其特点为小而精，闹中取静面积仅为 3000

平方米，周围现代高楼林立。这里集聚了志王府、邹浩

祠、民元里民宅、庄氏济美堂等文保单位，现状功能，

除了常规的开放参观展示，引入了文化、商业、办公业

态，有自助图书馆、书斋、书房、非遗馆、茶馆、文创

展示中心等，是文艺青年喜爱的地点，未来将被打造成

“常州书香门第大宅门”。此处的规划原则为“文商共

存”，即注重文物保护的同时，开发商业。这里传统建筑

的修缮保护遵照的是历史，同时又融入了时尚和科技的

元素，将宁静致远的书香文化与鲜活生动的现代生活交

织在一处。

总览常州市运河带传统建筑的保护利用现状，发现

如何平衡传统文化与现代需求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青果

巷商业氛围过浓，而西直街又显得过于冷清。传统建筑

的利用方面过于格式化，著名的古建筑利用为博物馆、

展示馆、图书馆，访客走马观花，打卡拍照，体验感不

理想。其它传统建筑的出路一般两种，其一为开放性建

筑，是商业性经营场所，内部装饰环境与丽江、苏州的

古镇趋同性较强，难以呈现常州市特有的文化气息；其

二为封闭性建筑，只能路过是欣赏一下建筑的门头，价

值没有充分挖掘。常州市传统建筑分布模式为分散式的

片区，如何将这些片区串联起来，在联动中寻求体现运

河文化的活化利用新模式，是进一步的研究课题。

四、大运河文化带中的传统建筑活化利用策略

1. 打造线上连动平台

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带来新的发展模式，对于大

运河文化带中的传统建筑活化利用，最重要的是注重体

验感。传统展览馆、博物馆式的展示模式，已经不能够

有效地吸引人群。目前众多国内景点均已建立了各自的

公众号，或专门的应用小程序，包含景点预约、游览路

线、景点介绍、配套服务设施定位等一系列功能，但是

大运河文化带的传统建筑线上平台，不是针对某一个建

筑，而是打造建筑群的集合式线上平台，将大运河文化

带中的分散的片区式传统建筑串联到一处，形成规模性

效应。此线上平台，可以通过 VR 技术，全方位、立体

式的展示大运河及传统建筑，提供鸟瞰与人视的双重视

角，访客自主选择虚拟游览的路线并切换室内外场景，

生成可下载的游览动图，更加有置身其中的真实感。此

外，线上开发传统建筑与大运河文化的答题、竞赛、征

集、投票等趣味性互动活动，提高线上平台用户的活跃

度，以此方式来宣传，扩大影响。

2. 特色文化的融入与沉浸式体验

文化的融入，必须是润物细无声的，而非强制性的

灌输。大运河文化，常州地方文化的宣传展示绝非是挂

几幅展示牌能就能达到目标的。在此可以借鉴当下流行

的沉浸式体验。所谓沉浸式体验，在空间设计中属于叙

事性空间。时间、行为模式、文化符号的空间表达，营

造出富有沉浸式及共鸣感的空间与环境。例如，常州的

地方戏曲是锡剧（别称：滩簧戏），若是仅在某个传统建

筑中设舞台来演出，则稍显平淡。转换思路，先设计一

个剧本，让观众身着汉服等特色服饰，以大运河游船作

为交通方式，演员及观众不断地转换场景，在不同的建

筑或室外景观中铺陈开故事，则更富有趣味性。

3. 引入新产业、新业态

在保留传统建筑文化特色的前提下，把新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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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态和城市功能装进来。传统建筑常见的功能引入包括

零售商店、餐饮店等，常在传统建筑集中的片区打造商

业街，比如丽江古城、平遥古城等地。这种经营模式

缺乏新意。对于交通便利、可开放性高的传统建筑，多

引入体验式产业，如常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金坛刻纸、梳

篦、乱针绣、留青竹刻展示与体验、汉服制作与租赁、

锡剧教学馆等，打造独属于常州的传统建筑商区。对于

分散式中较为偏僻的传统建筑，考虑优秀企业办公业态

的入驻，赋予老宅子以新功能，实现长久性的活化。新

产业、新业态的引入，必须建立在不损坏传统建筑价值

的前提下。

4. 开发周边文创产品

这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要求。当下我国的文创

领域，最成功的当属故宫博物院，开发制造了种类繁多、

用心有趣的产品。值得注意的是，文创产品，是文化、

创意与产品的结合体，它不是藏品或其它物品的简单复

制，而是要挖掘其内涵，找到与今天社会的连接点，用

文化来影响当下的生活。针对江南古运河文化带中的常

州市传统建筑，文创产品有别于旅游纪念品，首先要明

确文化定位，文创产品设计紧扣常州市传统建筑，突出

江南古运河地域建筑特色；其次产品要与时俱进，将文

化特色注入现代生活的常用物品中；再次必须依托互联

网，开展线上和线下的同步延伸。

五、结束语

目前常州段运河遗产的保护利用、常州市传统建筑

的修缮保护都在积极稳步的推进中，社会各方人士均认

识到运河遗产与传统建筑保护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但是

运河边传统建筑与运河文化的结合不紧密、修缮后的传

统建筑闲置、运河文化与现代商业性氛围的冲突等一系

列问题还亟待解决。因此，后续的研究，重点在即保护

运河及运河带中的传统建筑，又要在保有文化特色的同

时，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是一项较为长期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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