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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脉与工业遗产
——洛阳工人居住区2号街坊改造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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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南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河南洛阳　471000；

2.韩国启明大学校建筑学科　大邱　42601

摘　要：洛阳涧西区老工业基地建于1955年，国家“156项目”有6个项目在此建造，至今为止已有六十年的历史，2011年

4月，洛阳涧西工业遗产被评选为“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与工业区相配套的工人居住区独具特色，如何处理好作为工业

遗产中工人居住街区的保护与更新，特别是当今房地产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下的关系，是一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很难处理的难

题。通过对整个涧西老工业区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进行了相应的工业遗产社区改造模式探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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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urban development history, the protection and reuse of industrial heritage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all walks of life. Luoyang Industrial Zon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dustrial zones in China during the fi rst fi ve year 
plan period. It has great cultural value and historical signifi cance in laying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industry in China.Based on the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uoyang Industrial Heritag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its historical value and 
social value, and discusses the specifi c protection mode of industrial heritage in operation in the form of continuous urban develop-
ment and industrial rene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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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发展中，洛阳地处中原

历代建都作为重要的政治、经济、交通和文化中心，是中

国建都最早、朝代最多、历时最长的城市，建都时间长达

1500年，至今为止有十三个朝代在此建都，享有“十三朝

古都”的美誉。新中国建立以后，1953-1957年我国实施

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时期在苏联的帮助下，在中国建

设了“156项”工业项目，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化

的初步基础。在国家的156项目中有6个项目落户在洛阳，

均建设于涧西区，整个工业区向西排列气势雄伟，工厂和

工人的居住区仍然还留存至今，成为正在使用之中活态的

工业遗产。近年来，国家对有价值的工业遗产的保护越来

越重视，洛阳涧西工业区大量的工业遗产建筑被保护了下

来，特别是建筑风格独特、特色鲜明的苏式住宅区极具特

色。2011年4月，涧西区2、10、11号街坊、洛铜、中铝、

一拖等企业的厂房被列入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在入选的30

条街道中唯一作为工业遗产街入选[1]。现有的工业遗产区

经过多年的运行带动了周边的经济发展，涧西区工业区

已成为商业黄金地带，如果用于房地产开发将会有较高的

收益，在当今经济飞速发展的形势下地产业迅猛发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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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地对工业区特别是工人居住区进行蚕食，所以，涧西工

业遗产的保护和当今地产业开发建设的矛盾日显突出。同

时，文化产业在国内越来越受到重视，如北京“798“、上

海“新天地”、“田子坊”，其经济效益也越发可观。如

果将文化产业和工业遗产结合，打造符合当地特色的文化

产业园，可以赋予工业遗产的新的生命，不失为再利用的

提供新的思路，为改造探索有效策略，为涧西区工业遗产

的转型提供了有力依据，特别是工人居住区的活化与更新

开拓了更好的思路。

2　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

2.1　基本概念

工业遗产具体指：“凡为工业活动所造建筑与结构、此

类建筑与结构中所含工艺和工具以及这类建筑与结构所处

城镇与景观、以及其所有其他非物质和物质表现，这些类

型均具有重要的意义。《下塔吉尔宪章》中阐述的工业遗

产定义：工业遗产包括具有历史、技术、社会、建筑或科

学价值的工业文化遗迹，包括建筑和机械，厂房，生产作

坊和工厂矿场以及加工提炼遗址，仓库货栈，生产、转换

和使用的场所，交通运输及其基础设施以及用于住所、宗

教崇拜或教育等和工业相关的社会活动场所[1]”。工业遗产

既具有文化遗产的特性又具有自身的特点，作为文化遗产

一种新的类别。

2.2　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

本次研究的对象为洛阳涧西区“一五”时期陆续建成

的工人住宅区，1954年4月，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制定了

抛开老城建新城的著名的洛阳规划模式，涧西区是一个全

新的工业区，南接秦岭防洪渠、北邻涧河、西起谷水镇、

东达七里河村，自西向东依次排布了柴油机厂、矿山机器

图1 洛阳涧西工业区区域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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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拖拉机厂、轴承厂、铜加工厂，洛阳热电厂单独位于

北边，规划采用“南宅北厂”的模式（见图1）[2]。“一

五”时期一共建立了36个街坊含有425栋楼房，其中含有

建造时档次比较高的居民楼如10号街坊、也有普通的居民

楼如1、2、34、36号街坊、同时还有为职工公寓、宿舍如5

号、6号街坊等，本次主要是从工业遗产的住宅街坊群体和

住宅单体的更新活化分别进行探讨。通过对现存的工业遗

产的住宅街坊群体的普查和研究，为当今城市遗产保护提

供一些思路，引起公众对洛阳工业遗产的关注。

2.3　研究意义与研究目的

  洛阳涧西工业遗产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划建

设而成的，具有非常的鲜明的时代印记，是新中国计划经

济体制下，中国内地工业发展的辉煌篇章。是中苏友好的

见证，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洛阳

涧西工业区在规划时避让了洛阳大量的历史文物遗存，以

抛开老城建新城独特的“洛阳规划模式”建立的新的工业

区，利用带型城市的生态优势，合理分布工作、生活、学

习、休闲的功能关系，国家前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先生对洛

阳的工业遗产高度重视，他认为洛阳的工业遗产是20世纪

非常重要的工业遗产，指出“洛阳工业遗产应该成为新中

国工业遗产的典范”。同时以中国铝业、洛阳铜加工厂、

中国第一拖拉机厂等企业的厂房以及涧西区11号街坊、10

号街坊、2号街坊等为代表的工业区遗存被列为中国历史文

化名街。这是30条入选的街道中唯一条工业遗产街[3]，洛阳

工业遗产在新中国工业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作为工

人的住宅区—街坊，是洛阳工业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3　研究意义与研究目的

3.1　研究意义

洛阳涧西工业遗产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划建

设而成的，具有非常的鲜明的时代印记，是新中国计划经

济体制下，中国内地工业发展的辉煌篇章。是中苏友好的

见证，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洛阳

涧西工业区在规划时避让了洛阳大量的历史文物遗存，以

抛开老城建新城独特的“洛阳规划模式”建立的新的工业

区，利用带型城市的生态优势，合理分布工作、生活、学

习、休闲的功能关系，国家前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先生对洛

阳的工业遗产高度重视，他认为洛阳的工业遗产是20世纪

非常重要的工业遗产，指出“洛阳工业遗产应该成为新中

国工业遗产的典范”。同时以中国铝业、洛阳铜加工厂、

中国第一拖拉机厂等企业的厂房以及涧西区11号街坊、10

号街坊、2号街坊等为代表的工业区遗存被列为中国历史文

化名街。这是30条入选的街道中唯一条工业遗产街[3]，洛阳

工业遗产在新中国工业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作为工

人的住宅区—街坊，是洛阳工业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3.2　研究目的

建筑遗产保护的最好办法是使用，人们很难把这些遗产

冷冻到某个固定的历史时刻静态的保护它，这样只会增加

保护工作的难度和保护的成本，因为静态的遗产自身也会

不断地消耗，所以，应该充分挖掘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积

累的深厚价值和当今社会发展进行接轨，与文化产业相结

合，使遗产自身的价值不断提升，实现自我良性运转[4]，课

题关注的焦点就是探索一条工业遗产再利用和保护之路。

本研究的目的是以工业遗产的本体深入调查研究为基础，

探索工业遗产保护为目的，结合当今城市发展的方向，研

究正确的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方法。

4　洛阳涧西老工业居住区存在问题与研究步骤

4.1　存在问题

洛阳涧西区工人居住区是一个正在运行中的大型的工

业区，厂区基本都在正常生产之中，是一个活态的工业遗

产，本研究仅限于工人居住区工业遗产的更新活化，对于

运行中的工业遗产的保护国内成功的案例较少，笔者希望

进一步与相关的专业的专家、学者一起进行探讨，对该区

域加大关注力度，进一步探讨更新与活化的策略。

4.2　研究步骤

本次研究是以洛阳涧西区工人居住区工业遗产调研为

依托，第一步：进行扎实的实地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第

二步：对可能的更新活化方式进行实际的设计探讨研究。

5　洛阳涧西老工业居住区保护与更新实施探讨

5.1　加强城市文脉显性要素的传承

城市文脉的传承在当今社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它

承担了城市的文化记忆功能，特别是在物质环境方面，历

史的脉络越清晰，就要求城市的显性要素保存得越完整，

越完整传承的可能性就会越大，欧洲的一些城市在这一点

做的非常好比如意大利罗马、法国巴黎，我国由于过去的

相当长时间里不注意历史建筑的保护，很多有价值的东西

都被毁掉了，提出保护也是近年来的事情，例如北京的798

、西安的1935等。所以，如今的城市已不是像我们想象那

么完整，城市在不断地发展，旧的城市功能和现代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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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已经不能适应，所以，要对城市文脉的显要性进行优

化处理，通过历史空间在城市中的有计划地显现，实现城

市显现要素的传承。

关于城市的功能整合不一定要把以前的建筑全部推倒重

建，如果是建筑本身质量良好，可以进行功能置换旧的建

筑可以融入新的内容，成为新的社会文化的载体，实现其

新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4]，如果建筑本身质量达不到更新

的条件，我们可以保留局部的建筑物或构筑物来反映其特

定的历史片段相应的历史文化价值。通过整合历史文脉之

间的关系，把以前分散的要素形成一个新的系统关系，从

而强化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

5.2　现有住宅进一步更新活化

洛阳涧西老工业居住区，至今为止有很多居住建筑还在

使用中，外部独特的苏式风格，为城市发展的历史和文脉

的延续增添了独特的历史沉淀，但是，经过多年的使用内

部的管道、电线老化严重，内部功能已不能满足当今居住

的要求，以前苏联专家设计时最高标准每户达到80m2，后来

建成后厂部感觉标准较高，而且，厂区人口也不断增加，

把每户分成两到三户公用厨房和卫生间，很多住户一直居

住了几十年，拥挤不堪，邻里矛盾较多，要求更新改造的

呼声也很高，现在很多小区都把以前的建筑彻底拆除建成

新的住宅小区，这种方法暂时在一定程度上看似能够解决

一些实际矛盾，但是不能达到“可持续性”的城市文脉要

求，所以，如果对现有的建筑内部空间进行必要的改造，

既能满足人们的使用功能又能让愿意在此居住的居民满足

他们怀旧的情怀，同时又有利于城市文脉的传承。

根据调查显示居住的人群中一类是租房客（原有的比较

年轻的居民，由于不愿意在该区域居住，把现有的房屋转

租给别人自己去别处居住，租房者多数为在此附近工作的

人群），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对该住区有特殊感情愿意在此

居住的人群，以中老年人居多。政府可以对现有的住宅整

体规划，对住宅内部空间进行进一步的改造，形成符合现

代生活方式的居住空间，我们对重要街坊的2、10、11号街

坊苏式进行了实地测绘，对现有的户型探讨了符合现代生

活的模式，通过对内部设施和户型的改造，提高住户的居

住质量，实现对现有留存不多的老工业区苏式住宅更新活

化的目的，见图2。

a）改造前居住区户型平面图      b）改造后居住区户型平面图

图2  住宅户型改造平面图

5.3　植入创意产业及新功能

整个街坊区位于洛阳涧西区重要的商业中心区-----上

海市场，为了进一步提升该区域的活力，引入一些创意产

业或新的功能形式，从设计的角度在重点街坊进行更新改

造和探索。

5.4　2号街坊更新改造探索

对工业区改造的方式有很多，许多都是进行整体结构

的全面改造。活态的工业遗产改造研究的成功案例较少，

对于2号街坊来说，怎么样把原始功能进行保留同时引入新

功能提升整个业态的人气和活力，这个课题就显得更加重

图3  改造前、后功能布局  图片来源：裴振江制

a）改造后功能布局 b）改造前功能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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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主要原因包括：

这片区域部分居民依旧居住在此，仍然继续着它的使

用功能；对工业遗产居住区的历史保护的最好方式，是继

续使用它，保存它的生活氛围；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低密

度的生活环境，已经成为了一道令人向往的、独特的风景

线。环境保护方面具有前瞻性的价值。而我们改造的真正

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带有长远经济价值的新的复合型和谐

低碳社区，见图3。

（1）重点保护部分

a.建筑外立面及建筑造型

2号街坊的建筑外立面及造型是一个时代最明显的记

忆，也是人们对那个时代最直观的感受。

b.街坊整体规划

2号街坊住宅建筑规划都是周边内行列式，形成若干大

小不同的绿化院落，这也是典型的苏式建筑模式，需要完

整保护。

C.2号街坊内部居住功能

2号街坊是工厂职工的生活区，其使用功能一直延续至

今，而且居住状况保存完好，除了局部沿街改造成商业店

铺。在改造和活化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最好的办法是恢

复“一五”期间的时代风貌，而且，更好的保护2号街坊就

是延续其居住功能。

改造后2号街坊总体分为南侧商业公共区域和北侧环境幽

静的住宅区域。2号街坊将会成为该片区的公共休闲中心。

改造前南侧区域使用率较低且整体环境较为混乱，改造

后将菜市场放到地下，地上部分打造成为苏式风情街，打

破2号街坊原来较为封闭的界面。中央公共休闲广场的合理

的组织了风情街、博物馆、酒店的流线。形成了一个社区

公共开放空间，见图4。

（2）保护途径及手段

a.保持原貌。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改变，在现代建造技

术的条件下，进行合理的改造设计，不影响其基地整体视

觉效果和建筑外观。

b.适当加建。由于局部功能的变化，动静分区的形成，

对内及对外的人流的引导和对居住功能条件的提升，加建

是不可避免的，但要尽可能的少而不影响全局。见图5。

c.为了最大程度保留2-1单身宿舍原有的建筑立面和

空间结构，保留了其作为宿舍的空间布局，改造为特色酒

店，见图6。

a）改造前2-1#状况及平面图 

a）改造前平面布局及功能

b）改造后平面布局及功能

图5 南侧公共区域改造前后功能对比 图片来源：裴振江制

图4 改造后总平面图     图片来源：裴振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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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改造前、后2-1#效果示意  图片来源：裴振江制

（3）改造后成果

a.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修复和改造，使其更适应当代人

的生活。例如：原来的建造的住宅档次较高、施工标准质

量较好，单户面积在80m2左右，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住宅

至今还在被不合理使用当中，每户住宅同时两三户人家使

用。建议统一管理，还原原设计使用和标准，一户一家使

用，人员合理分流，对老化的管道、线路重新改造，外立

面檐口、抹灰、墙面脱落处进行按原样修复。

b.改变原有的功能，植入新的创意产业，加入新的功

能，提升该区域的综合活力，带动整体的人气，使其成为

特色地区。例如：2号街坊中的2-1单身宿舍，现在利用率

不高，其位于商业中心区，建议改造成苏式特色酒店，2-4

住宅可以置换成城区 艺术家工作室，2-6住宅50年代国家领

导人习仲勋、纪登奎、模范共产党员焦裕禄等同志也曾在

此居住，建议设立小型博物馆提高文化品味和教育意义。

c.以改善邻里关系及家庭关系为主线，建筑外部环境

的改造及建筑内部公共空间的设计呼应此次改造的主题，

现有人口的的适当疏散，提升住户的整体素质，外部环境

进行适当的整治，使整个街区的风貌和当今环境要求相匹

配，见图7。

图7　改造后南侧公共区域效果示意 图片来源：裴振江制

6　总结

本文通过对洛阳涧西工业遗产普查工作做基础准备与理

论方法的探讨。探索了洛阳涧西老工业居住区，在经济高

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新的形势下，工业遗产的存留

问题。从促进城市的社会、文化、经济的角度，与城市文

化产业相结合，侧重于工业遗产苏式建筑的活化和更新利

用的初步研究，洛阳的工业遗产研究处于开始阶段，后面

还有很多工作需要不断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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