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７卷 第２期

２０２１年６月

金 陵 科 技 学 院 学 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ＮＬ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３７，Ｎｏ．２

Ｊｕｎｅ，２０２１

ＤＯＩ：１０．１６５１５／ｊ．ｃｎｋｉ．３２－１７２２／ｎ．２０２１．０２．０１１

城市历史风貌区景观更新保护研究
———以南京市西白菜园路为例

张启菊１，刘　松２

（１．金陵科技学院建筑工程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６９；２．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１４）

摘　要：南京市西白菜园路历史风貌区周边老旧街道的景观通过微更新的设计策略得到了改造。讨论了如何将

周边不同时代建造的建筑与历史街区风貌相协调；设计了街道空间与界面更新的具体方案。从而改善街道景观

环境，提升城市外部空间品质，以期为城市街道景观的改造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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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人们开始意识到在旧城更新中对历史文脉保护的重要性。
城市更新逐步摆脱规模扩张和“大拆大建”的粗放模式，转而注重对城市文脉的传承，通过存量更新来达到

提升发展内涵和环境品质的目的。尤其在历史风貌区，更应采用小规模的、精细化的更新手段来传承和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保存城市文化记忆［１］。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布的《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２０１０—２０２０）》中共有４１处历史地段，

其中历史文化街区有９处，历史风貌区有２２处，一般历史地段有１０处。南京市西白菜园作为南京重要的

近代建筑风貌区之一，曾经是民国时期名人的聚集地之一，集中保存了民国时期官商的独栋西式住宅、小

型私人房地产公司开发的联体住宅以及近代传统中式居民住宅。这些建筑虽形式各异，但风格相对统一，
反映了民国时期南京典型的中产阶级居住区的风貌，以及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南京住宅的建设情况。此外，西
白菜园还包括１０余 位 近 现 代 名 人 的 居 住 地，具 有 较 高 的 历 史 文 化 价 值 和 建 筑 艺 术 价 值（图１—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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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布西白菜园民国建筑风貌区的修建详规，拟把西白菜园打造成以文

化展览、老字号商业、文创休闲为一体的民国历史文化休闲街区。由于西白菜园处在深巷，交通可达性较

弱，再加上周边建筑形态混乱及违建情况严重，为历史街区风貌的重塑增加了一定的难度。西白菜园路街

道更新的原则为：１）在更新设计中最大限度地展现历史传统风貌；２）将周围不同年代建造的建筑与历史街

区的风貌相协调，进行整体风貌景观修复。

　　　　
图１　西白菜园的民国建筑鸟瞰

　　　　　　　
图２　西白菜园的民国建筑细节

１　研究区域现状

西白菜园街区的现状为：１）由于西白菜园地块内菜场和低端餐饮业的存在，道路地面、人行道等较为

脏乱，局部存在破损。２）周边建筑大都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老旧小区，其建筑造型和色彩较为杂乱，与西

白菜园的民国建筑风格不协调。３）建筑构件（如晾衣架、雨棚、空调机位及防盗窗等）凌乱不堪，多处存在

违章建筑。４）垃圾箱等生活必备设施样式不一，地块内缺少路灯等生活设施，非机动车停放随意。这些均

严重影响街区的形象（图３—图４），不能满足人们高品质的生活需求，因此西白菜园路的街道景观风貌急

需更新修复。

图３　西白菜园路北侧街景 图４　西白菜园路南侧街景

２　基于存量建设的历史文化街区微更新理念

微更新理论是西方摒弃大规模城市改造后，采取的以渐进式、小规模的更新实现城市复兴的策略，即

对城市局部进行工程量少、耗资少、针对性强的更新改造，尽可能“以修代拆”。在保持老城区整体城市肌

理与风貌的同时，微更新集中力量对局部微小的地方进行适当规模的更新，令老城区重新焕发活力，创造

出有影响力、归属感和地域特色的文化空间［２　３］，如法国里昂市的红十字坡历史文化街区实现了从大拆大

建到以修缮为主的更新转变，对古建筑及城市整体空间的形态进行了修复和保护［４　５］。

随着我国对文化价值的觉悟和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存量建设已成为我国城市建设的主要形式

之一，２０１０年以来微更新理念被逐步运用到我国的城市建设中，如我国上海市田子坊、成都宽窄巷子、南

京老门东等历史街区的更新都运用了微更新理念。自２０１３年起，微更新的思想逐步深入到上海、北京、广
州等大城市，并相继开展城市更新活动，如“广州创新微改造模式”“行走上海２０１６———社区空间微更新计

划”“深圳趣城计划”等，微更新的思想和实践迅速向全国各地传递和蔓延，许多城市展开了微更新活动，如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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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街边、街角空间的环境优化，社区内的环境改造和废弃建筑的更新改造等。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街道

更新方法，部分的、分阶段的、渐进的微更新为城市老旧社区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发展动力。
南京市西白菜园路的街道更新，采用微更新的设计策略重建街道空间风貌，使得街道空间满足人的需

求，符合人的尺度，提高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便利性。修复过去大拆建遗留下来的城市功能和历史文化缺失

问题，通过可识别的城市空间来修复碎片式的城市空间形态，弥补与历史建筑的隔阂，并把历史建筑元素

运用到建筑与环境中，从而有效地把西白菜园的历史文化背景充分融入西白菜园路的街道整体空间环境

中，提升了街道的环境品质。

３　西白菜园历史街区景观风貌的微更新策略

３．１　街道空间与居民生活的“活力场”微修复

街道是城市公共活动的线性场所，是城市重要的交通空间和公共活动空间。
一方面，需要解决历史街区的街道与外部的交通不畅问题。由于西白菜园地处深巷，交通可达性较

弱，且西白菜园路存在机动车、非机动车违停占用道路的情况，因此，设计应严格划分出机动车道与人行

道，并设置机动车临时停靠区和非机动车停靠点，通过后期的交通管制，避免了机动车随意停靠人行车道，
导致交通不畅情况的发生。

图５　街角公共活动空间示意图

另一方面，街道更新需要满足人们日常生活要求，应解决街道

外部公共空间和生活设施不足等问题。由于受建设背景和年代的

限制，周围老旧街区中的公共活动场地严重缺乏，居民开展休闲娱

乐活动只能在公园、城市道路、街角广场进行。西白菜园道路空间

相对狭窄，且周边缺 乏 公 园、广 场 等 公 共 场 所，因 此 设 计 应 对 道 路

周边环境进行空间梳理。西白菜园路与科巷交汇处的街角空间较

宽敞，但利用不充分，计 划 在 此 区 域 植 入 口 袋 公 园 模 块，充 分 利 用

街角闲置场地完成街区公共空间的织补。将西白菜园北段西侧的

人行道拓宽至７～１１ｍ，用地面铺装和植物分割出人行通道，并充

分利用空间设计出小型可驻足停留的场地，来扩充文化宣传、休闲

和交往的活动空间，在 此 空 间 内 增 添 活 动 设 施，满 足 居 民 的 生 活、
文化和娱乐需求（图５）。从世界范围来看，因城市过速发展，会导

致交通拥挤，居住环境变差。因此，很有必要在老街区建造小型的安静空间，既能为人们提供必需的活动

场地，又能营造出小尺度的人性化氛围。
街道更新应与历史街区的文化内涵紧密关联，让人们体验到生活情境中所含有的场所精神。场所精

神反映了特定时期人和场所间产生的方向感和认同感，其与物质遗存和传统社区的存续有着直接的关系，
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体验城市环境。西白菜园民国建筑的遗存及其历史文化背景为周围街道环境的更新提

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地下通道入口外立面的设计采用了民国店面牌坊和民国建筑弧形拱门的形式。此

外，西白菜园路与科 巷 交 接 处 设 置 了 通 向 西 白 菜 园 的 路 标，路 标 设 计 采 用 了 黄 铜 与 青 砖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图６），符合民国风情。在民国建筑群附近，禁止机动车违停，并清除了与环境不相容的设施，仅设置简洁

栏杆，避免视线阻碍，以保证人们能在西白菜园路最大限度地观赏民国建筑群（图７）。

图６　西白菜园路路标的设计
　　　

图７　 西白菜园路街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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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街道界面空间的微修补

３．２．１　建筑立面轮廓线修补

城市街道景观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在街道图景的建设中，外墙设计起着重要的作用。临街建筑墙

面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街道空间的面貌、性质与功能，所以对建筑墙面进行统一更新与改造，易形

成和谐融洽的城市格局与街道景观。
街道景观设计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理和心理需求，所以在巨构化的城市发展演变过程中，

要以经济、合理、科学的方式不断促进城市新旧街区空间的结合，从而创造出受大众喜爱的外部空间［６　７］。
此外，在建筑外墙的微更新过程中，应尊重城市的历史文化，保留原有街道的空间格局和建筑主体轮廓（即
“第一轮廓线”）［８］，对建筑外墙的凸出物和临时附加物（即“第二轮廓线”）进行微调，并拆除和改造杂乱与

不和谐的部分，将形态各异的防盗窗与晾晒架等置换成统一样式，固定空调机位置并统一利用百叶遮挡空

调，从而形成统一的街道景观。

３．２．２　建筑细节与材料色彩修复

街道景观设计应借鉴周边历史建筑的细部做法和色彩搭配等，以更好地融入周围历史街区中。在民

国建筑中，清水砖墙与水平线条是建筑材料与细节的主要造型要素，在周边建筑中的底层部位应增加清水

砖墙或柱，并提取建筑细节线条［９］。此外，在部分建筑的外墙面还应做凸出线条装饰，以增加建筑立面的

层次感。
建筑的本质意义是为人类创造舒适的居住环境，色彩是达到此目的的一种方法［１０］。统一的色彩能使

街道景观形成统一整体，如爱琴海希腊诸岛的街道采用白色石灰涂刷外墙，从而使得街道整齐统一。此

外，在大面积色彩统一的情况下，选用其他颜色对建筑的细部构造进行恰当的点缀，可以让建筑产生节奏

与韵律的变化，锦上添花，为生活增添多姿多彩的乐趣［１１］。
西白菜园路老旧小区建筑外立面的色彩较为庞杂、随意，与风貌区民国建筑的外立面色彩差别较大，

这对街道的整体感产生较大的干扰。因此，设计应依据周围民国建筑群的主要色彩（图８），将建筑立面进

行翻新粉刷，统一主体色彩为饱和度低的米黄色，使街道在色彩上保持和谐，具有视觉连续性。为了防止

整体色彩过于单调、沉闷，部分建筑细部应辅以青灰色、深咖色等传统民国建筑色彩，在统一中寻求变化

（图９）。

图８　西白菜园的民国建筑色彩效果
　

图９　西白菜园的建筑轮廓与色彩更新

３．２．３　街区道路与附属物修补

道路及地面铺装组成了街道的又一重要界面，也是街道设计中的重点之一。如在意大利古典建筑的

外部空间中设有室内地毯般美丽的图案，我国古典园林中设有形式丰富、寓意美好的铺地等。西白菜园路

主要利用沥青来铺装路面，现在此路面已较为脏乱，并存在局部破损；人行道铺装有混凝土砖、青砖和花岗

岩等不同材料，路面污染严重，并存在一定破损。所以本设计应对路面及人行道进行翻修和铣刨，统一采

用透水混凝土路面，并设有３００ｍｍ×３００ｍｍ浮雕纹样的盲道专用砖设，在统一中寻求细节变化。
街道中的围墙、井盖、路灯等小物件可以归类为道路附属物，它们与建筑相比虽然微小，但这类要素贯

穿整个街区，是街道和建筑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艺术性地修饰外部空间中的小物件是城市更新设计中

必不可少的内容。如本设计中的景观花池更新，可从民国建筑中提取拱、线条等元素，利用叠加的手法，设
计成具有民国韵味的花池。围墙部分的更新程序为：先保留可利用部分，实墙改为清水砖墙，并配置灰色

简易栏杆。此外，路段交叉口应设置分类垃圾箱，并且这些垃圾箱的设计应含有拱、线条等元素（表１）。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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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道路附属物的更新分析

道路附属物 存在问题 改进方法

围墙 无特色且档次感较低 保留可利用部分，实墙改为清水砖墙，配合与建

筑风格统一的铁艺栏杆

垃圾桶 大量放置于路段交叉口，不美观 设分类垃圾 箱，提 取 拱、线 条 等 民 国 建 筑 元 素，
用青砖砌筑集中垃圾站

景观花池 破损严重 提取 拱、线 条 等 民 国 建 筑 元 素，利 用 叠 加 的 手

法，设计具有民国韵味的青砖景观花池

路灯 灯杆外漆剥落严重 用专用黑色外漆重新喷涂路灯

井盖 简易，杂乱 统一井盖材料与颜色，设计系列纹样

配电箱 裸露于道路边 外壳统一涂装

非机动车隔离栏 杂乱，不美观 更换隔离栏

座椅 量少，破损 增设大理石座椅，并点缀黄铜人物雕像

车棚 违建，杂乱 拆除违建，设置透、漏钢框架自行车棚

４　结　语

当前城市发展已进入存量更新与品质提升的时代。城市历史风貌区一般地处老城区，外部环境破旧、
混乱，采用微更新的方式进行街道空间与界面的现代更新具有较强的可行性。从设计的视角看，微更新是

具体设计中应对错综复杂外部环境的策略与方法，是建筑师对待历史文化的一种立场与态度，能将周边不

同时代建造的建筑与历史街区风貌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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