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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端详就能发现，岁月在这些
建筑上留下了层层印记。

红楼影院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西
安门大街与西四南大街的交叉路口。
2021年底，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
规划学院丁奇教授主持完成了西安门
大街街区改造提升项目。红楼影院有
着近90年的历史，是街区历史建筑的
代表，外墙上曾层叠着不同时期的街
道装饰效果。“你看，原来这里有举办
奥运会期间刷上的灰色墙漆，它又覆
盖了之前的红色涂料；原来这儿还能
看到近几年贴的灰色墙面砖……以前
的保护思路偏重装饰效果，反而遮住
了历史建筑本来的面貌，掩盖了它的
历史信息。”站在整修完毕的大街上，
丁奇叙说着这条古街的前世今生。

“我们现在用了新的办法，从资
金投入到效果评估，都有新思路。”
丁奇说。

根据对史料的梳理和现场勘查，
丁奇认为西安门大街的位置和空间格
局从元代至今没有太大的改变。虽然
元代西安门大街两侧供皇子、嫔妃居
住的宫殿已无踪迹，但这条街道还是
遗留下了从明、清、民国时期一直到
现在的“生长”痕迹。明代皇城墙上
的残砖瓦砾，至今还零星散落于街道
两旁的院落中。那些清末的民居、教
堂，民国时期的电影院以及大批当代
建筑，交织并立在青砖灰瓦的四合院
建筑群中。带着不同时代烙下的印记，
这条街道可称是古城“活的血脉”。

为解决交通拥堵、生活设施老
旧、城市传统文化风貌缺失等现实问
题，2021年4月，西安门大街街区改
造提升项目启动，至 2021 年 11 月
底，项目竣工验收。

在西安门大街 83 个整治提升点
位中，有自红楼影院演变而来的红楼
公共藏书楼、位于西安门大街141号
的清代风格砖券门、巴洛克建筑风格
的“1901”咖啡馆以及西安门值班班
房旧址。这些必须进行保护性修缮的
历史建筑本身即在诉说着街道的历
史。设计团队对沿街建筑立面按照保
留、改善、整饬的分类，尽可能地保
留历史痕迹。

“这是一条‘活着的’街道，我
们要保持建筑本来的样子，还要留住
街道生长的痕迹，而不是把它修成某
一个时代的标本。”丁奇反复强调这
样的规划理念。

全新的西安门大街，仍是那条熟
识的老街。

沿着西四南大街拐进西安门大
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街道两旁的红
砖建筑。站在这里，最能直观感受设
计师付出的心血和智慧成果。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打磨，曾经
被刷成灰墙的红楼影院外墙去掉了灰
浆旧装，400多平方米的立面露出了
本体初始带有的红砖墙。大街对面，
新建的华乐颂音乐主题酒店是一座当
代建筑，酒店前身曾聚集了乐器行、
快捷酒店等 13 家小门店，建筑格局
杂乱。借改造提升机会，门店进行了
整合转型，整体建筑风格也与“红
楼”相互协调统一，特意采用了红砖
外墙，以现代的砖砌手法向街上的历
史建筑致敬。

位于西安门大街 101号的“1901”
咖啡馆小有名气。这里由西什库教堂

的配楼改造而成，带有巴洛克建筑风
格，这在北京现存民国建筑中并不多
见。改造前，顶部阳台上还有违章搭
建，破坏了原有风貌。改造中将违建
拆除，建筑师又花精力寻觅到建筑老
照片，依据历史信息恢复了原有立
面；同时，也对周边原有的杂乱现代
仿古建筑风格进行墙体和门窗整修，
使街区整体风格更加协调。

西安门大街141号，是一处晚清
风格的小院，经过修缮，这里露出了
曾经的券门。人们经过这里，还可以
看到这座砖雕门楼上由民国书法家沈
尹默当年书写的匾额。

丁奇的科研方向，是城市更新与
公共空间设计、城乡社区规划与治
理。除西安门大街外，他还主持了北
京城区旧鼓楼大街的环境品质提升等
多个首都核心区街道更新设计工作。
通过将沿街景观进行保护提升、整治
交通环境、重塑公共空间秩序、规划
绿地景观等，实现了在改善街道功能
的同时，对历史文化的传承。

这些街区的提升改造中最为显
著的特点，是使用了“微修缮、微改
善、微更新”方法。这需要经过大量
的综合判断和衡量，才能找到准确具
体的“微”路径。

“我们非常重视‘可持续地’对
历史街区进行保护。”丁奇说，“北京
是第一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至今
已有 40 年的历史；北京老城的保
护，也是一个持续进行、经历过许多
阶段、不断摸索尝试的过程。这一
点，我们在西安门大街和旧鼓楼大街
的更新实施过程中就可以看到，其中
掺杂有许多不同理念下的改造痕迹。
所以我们这次更新就格外小心翼翼。”

在西安门大街、旧鼓楼大街的更
新过程中，建筑师们经常要在现场进
行反复讨论，评估眼前具体遇到的一
片建筑装饰“是拆？是改？还是留着
不动”；如果去掉，又会不会影响建
筑 安 全 ， 会 不 会 影 响 建 筑 本 来 质
感？最终的方案常常是：只需花很少
的费用进行清洗，恢复了墙面本来的
面貌，就达到了提升的标准。

“我觉得花大手笔打造一个假古
董街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丁奇
这样认为。

西安门大街进行改造提升的直接
动因，始于逐步加剧的通行压力。设
计团队通过实地调查和问卷调研发
现，这条街道上有多家医院，停车难
是加剧道路堵塞和出现安全隐患的主
要原因。由于路旁停车挤占了非机动
车道，流量很大的自行车通行就被迫
与机动车混杂在一起。这样存在很大
的安全隐患，更降低了通行效率。

西安门大街面临的城市难题，在
世界范围内具有共性。

在这些街区改造提升过程中，设
计团队借鉴了“健康街道”的理念，
全面评价街道环境与公共空间对人们
健康的影响程度。该方法强调街道的
公共空间主体责任，要求街道及公共
空间的设计要关注整体环境中任意位
置对所有人的影响与体验感受，包含
安全通行、骑行、观光、清洁等多个
方面。

“以前，街道被认为是汽车的天
下。调查数据发现，街道上80%的空
间常被车里不到20%的人所占据。现
在大家普遍认识到，街道应该是所有
人共享的，无论这个参与者是在步行
还是骑行。”丁奇说。

根据“分段引导，针对改造”的
原则，西安门大街对道路交通进行了
引导，优化动线，疏解停车。两侧便

道上重新梳理出了183个挡车桩，以
栏杆划分出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界限
并明显地标识出共享单车电子围栏。

西安门大街和旧鼓楼大街都位于
历史文化街区内。除了承载交通功
能，它们还构成了游览线路，为行人
提供慢行系统。这有助于人们认知所
在的城市，提升社会交往程度。2021
年初，北京市西城区启动了旧鼓楼大
街环境品质提升项目。大街毗邻鼓楼
西大街和中轴线的北延长线，这里也
是北京老城保护和有机更新的重要节
点。同样用“微修缮、微改善、微更
新”的方式，丁奇团队对整条大街
60 个点位的建筑风貌进行了提升。
整条大街由北向南设计了6处景观节
点，增加绿地面积 1000 余平方米，
新增休闲场地约300平方米，新增坐
凳40余处，维修现状廊架3处，并鼓
励居民认养绿植，实现“共建、共
管、共享”，提升街区公共空间和绿
色景观。

这样，原来封闭的绿地和狭窄的
通道，就成为一条花园式的漫步道。

“我们更关注街道上的人，尽可
能增加人行道的有效使用宽度，尽可
能增加休憩停留的公共空间，把街道
变成阅读建筑遗产、体验古都文化的
长廊。”丁奇说。

丁奇曾主持撰写了《北京西城街
区整理城市设计导则》。在具体实践
过程中，他这样的本土设计师，更善
于将导则具体落实到“一户一策”

“一楼一策”，更注重与居民形成良好
的交流互动。走在这些街区中，丁奇
能如数家珍地指点出那些让设计师付
出心血的得意之处，也能充满感情地
回忆起那些和居民反复交流的情节和
故事。

当改造提升项目实施过半时，设
计师的工作重心，就由盯着街道风貌
效果转向深入街道两侧小巷、院落，
进行同步整改。

“这是从城市的‘面子’到‘里
子’的关注过程。我们设计师过去更
多地琢磨街道外在的面貌，其实街道
内部以及生活其中的居民也是重要的

‘风景’。”丁奇说。这个“活儿”比
画图要难多了。涉及民居的改造方案
需要逐门逐院一户户地和居民商量，
细致到更换外立面门窗样式时，设计
师要能提供数种方案图样让居民挑
选；同时还要倾听居民的生活需求，
在城市更新的公共设计范围中，尽可
能帮助解决长期存在的难题，比如将
居民院落的大门台阶改造为无障碍坡
道，现场设计下水道走向以解决常年
存在的胡同口积水问题等。

让居民多从中获益，提升改造才
更具有意义。“我想，作为设计师，
以后可以做得更多。”丁奇说。

从北京西安门大街、旧鼓楼大街
的提升改造过程中，可以梳理出哪些
趋势？

北京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和800
余年建都史。中国传统营造理念形成
了北京老城的中轴线、棋盘格式道路
网基本格局以及胡同加四合院的空间
肌理。多年来，北京老城区逐渐演化
出功能复合、各种空间杂糅的街区。
在世界范围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城
市更新面临的问题也表现得更为独
特、复杂。

“中国城市更新的复杂性，与近
几 十 年 快 速 的 城 镇 化 进 程 密 切 相
关。”丁奇这样比对分析，“在许多其

他国家城市中，各种要解决的问题常
是串联式的，可在相对长的发展进程
中一步步去解决。而我们中国进行城
市更新时，则需要同时面临许多并联
问题和需求。哪怕是一条短短的街
道，都有可能涉及文化遗产保护、城
市功能完善、老城区设施保障、社会
治理、公众参与以及各个部门管理交
叠等诸多问题。”

从西安门大街和旧鼓楼大街的改
造更新过程就可以发现，设计师同时
考虑了历史风貌保护、街道功能完
善、补齐民生设施短板和街区社会治
理等多项工作内容。丁奇认为：“中
国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更新方式，
至今在世界上仍是独一无二的。要创
造性地去解决这么多复杂、扎堆出现
的问题，就对设计师的理念和能力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当代，文化遗产保护的真实
性、完整性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粗糙
的、涂脂抹粉式的装饰保护方法，拆
平重建式的“大手笔”都已逐步被摒
弃。“有的街道项目采用了拆除重建
的方式来进行所谓的保护，既违背原
真性要求，又花费大量资金。它修得
再美观好看，也会因虚假和耗资过大
而无法持续——我们的理念是采用可
持续的精细设计。”丁奇说。

“可持续的精细”是什么样的？
“好的保护，不是多花钱就行，

而是要进行恰到好处的设计。要像绣
花一样精细到对每一个建筑部件的设
计，这样才能够有效保护历史信息，
同时也能够做到少花钱多办事。这种
精细的设计，意味着设计可以控制工
程投入，也意味着能够节省大量的资
金，同时也会节省时间，减少施工过
程中对居民生活的影响……这就是一
种可持续的态度。”

丁奇认为，西安门大街、旧鼓楼
大街的改造提升过程做到了“用更少
的 钱 和 更 短 时 间 ， 保 证 了 更 新 效
果”。改造过程中，设计团队对建筑遗
产的改动“慎之又慎”；精细化的“微修
缮、微改善、微更新”方法实际上体现
了对资源的合理利用和节约。

“勤俭节约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
传统，这也应该体现在当代城市更新
的每一个细节里。”丁奇说。

2022 年 11 月 25 日，北京市第十
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
五次会议通过了《北京市城市更新条
例》。这部将于 2023 年 3 月 1 日施行
的法规明确，在对北京市建成区内城
市空间形态和城市功能进行持续完善
和优化调整时，实行“留改拆”并举
的方法，以保留利用提升为主，严控
大规模拆除增建。

“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历史名城
保护，将要求设计师更善于精细地解
决复杂的问题，要有我们自己的中国
理念和中国方法。”这是丁奇的判断。

世界遗产
责编：齐 欣 邮箱：lairuismile@126.com

2023年1月2日 星期一

链 接

开展城市更新活动，
遵循以下基本要求：

（一） 坚持先治理、后
更新，与“疏解整治促提
升”工作相衔接，与各类
城市开发建设方式、城乡
接合部建设改造相协调；

（二） 完善区域功能，
优先补齐市政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公共安全
设施短板；

（三） 落实既有建筑所
有权人安全主体责任，消
除各类安全隐患；

（四） 落实城市风貌管
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要
求，严格控制大规模拆除、
增建，优化城市设计，延续
历史文脉，凸显首都城市特
色；

（五） 落实绿色发展要
求，开展既有建筑节能绿
色改造，提升建筑能效水
平，发挥绿色建筑集约发
展效应，打造绿色生态城
市；

（六） 统筹地上地下空
间一体化、集约化提升改
造，提高城市空间资源利
用效率；

（七） 落实海绵城市、
韧性城市建设要求，提高
城市防涝、防洪、防疫、
防灾等能力；

（八） 推广先进建筑技
术、材料以及设备，推动
数 字 技 术 创 新 与 集 成 应
用，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北京市城市更
新条例》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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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近40年快速发展后，中国的
城市更新模式正从“增量建设”逐渐转向

“存量提质”。
2022年11月25日，北京市第十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通过
了《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强调优化城市
功能和空间布局，改善人居环境，加强历史
文化保护传承，激发城市活力，促进城市高
质量发展，“坚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
畏生态”。

在此背景下，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发
展进入新阶段。

在西安门大街在西安门大街，，各各
个时期的典型建筑风格个时期的典型建筑风格
及信息都被设计师仔细及信息都被设计师仔细
保留下来保留下来

未来的历史名城未来的历史名城

保护保护，，要求设计师更要求设计师更
善于精细地解决复杂善于精细地解决复杂
问题问题

怎样才能让大街上怎样才能让大街上
所有的人都从中受益所有的人都从中受益

““这是一条这是一条‘‘活着活着

的的’’街道街道，，我们要保持我们要保持
建筑本来的样子建筑本来的样子，，还要还要
留住街道生长的痕迹留住街道生长的痕迹””

西安门大街建筑的变迁

延伸阅读

坐落在北京西城区西安门大街西端的这座三层红砖小楼，
始建于 20世纪 30年代，始称“红楼球社”，1945年改为“红楼
影院”。20世纪80年代，它是北京市第一家宽荧幕立体影院和第
一家“无障碍影院”。这座地标建筑还曾汇集了如“造寸”服装
店这样的老字号商铺。

因地处北京商业繁华地段，红楼影院经过了多次装饰、改
建。外墙上布满灰色的涂料，还嵌入许多亮闪闪的不锈钢窗户
和装饰，已经完全看不出红砖砌筑的本来面目了。

近期完工的“西安门大街街区改造提升项目”，拆掉冗余的
装饰并对墙面进行精细打磨，露出红楼本来的面目；红砖砖面
上具有历史时代感的标语字样等历史信息也同样保留下来。

现在的红楼影院已是一座公共藏书楼，成为人们阅读西安
门历史的文化场所。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在原西安门周边尚保存有许多历史古
迹，如北京水准原点旧址、西什库教堂、礼王
府等。2022年，西安门大街入选第一批 《首都
功能核心区传统地名保护名录》。

西安门大街西段串联了许多著名的历史街
巷，如砖塔胡同 （元代）、羊肉胡同 （明代）、
西四南大街 （民国） 等。

▶旧鼓楼大街入选第一批《首都功能核心
区传统地名保护名录》，全长 888 米。通过“旧
鼓楼大街环境品质提升项目”和中轴线沿线限
高降层等一系列工程，人们行走在旧鼓楼大街
上，已可以清晰、完整地观赏中轴线重要的
钟、鼓楼景观。

西安门大街历史悠久，
是展示北京核心区古都风貌
的重要街道。西安门始建于
明永乐十五年 （公元 1417
年），其址为元大都萧墙的
红门。清代基本延续了明代
皇城规制，西安门门内、外
路分称西安门大街、西安门
外大街。直至1965年，西安
门内外两条大街合并，定名
西安门大街。

西安门毁于火灾，地上
建筑已经不存；明清时期，
西安门及西安门大街是北京
皇城西侧的唯一通道。如今
的西安门大街东起府右街，
西至西四南大街，这条长约
800 米的街道曾是皇城和市
井社会的过渡地带。

延伸阅读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