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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背景下历史街区景观现代元素融合设计
——以平江路历史街区为例

戴允泽　黄　顺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8）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更新事业有序推进。城市更新背景下，历史街区景观中的现代

化元素融合设计面临着诸多挑战。文章以平江路历史街区的规划设计为研究案例，阐述了城市更新背景下历史街区景观现代元素融合设

计的相关内容、价值，指出了在融合设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同质化严重、忽略地方特色、缺乏文化内涵等。结合实际，基于城市

更新背景，对历史街区景观现代元素融合设计思路及创新策略进行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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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城市更新背景下，历史街区景观的打造兼具着产业发展、

历史文化传承等方面的意义。苏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其

古城区保存着众多具有丰富历史和文化价值的街区。作为苏州古

城中保存最完整且规模最大的历史街区，平江历史街区是一片历

史与文化的宝库。这片街区保留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

格局，以及小桥流水、粉墙黛瓦的独特风貌，向人们展示了苏州

古城的精髓。但是在城市更新的背景下，平江历史街区也面临着

保护、传承与发展的挑战。为了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历

史街区景观需要融入现代元素的设计思路，有必要结合实际，对

历史街区景观设计中现代元素的融合方式与创新策略进行更进一

步探究。

二、城市更新及历史街区景观现代元素融合设计概述

（一）城市更新

城市更新是指出于提升城市的质量、可持续发展和居民生活

品质的目的，对城市空间、建筑和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和改善的过程。

在城市更新事业的推进下，其重点在于通过优化空间布局、更新

建筑设施、改善环境质量等手段，使城市更加宜居、宜业和宜游，

促进城市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

（二）历史街区景观现代元素融合设计

历史街区景观现代元素融合设计是指在保护和传承历史街区

的文化和历史价值的基础上，将现代的设计理念、技术和元素引

入其中，实现历史街区景观与现代需求的和谐统一。这种设计方

法旨在保留历史街区的传统韵味与独特风貌的同时，提升其功能

性、可持续性和适应性，使其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居民

的需求。在现代城市更新背景下，历史街区景观现代元素融合设

计的基本原则如下：

1. 尊重历史价值与传统特色

历史街区作为城市的重要文化遗产，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和

文化价值。在融合现代元素的设计过程中，需要尊重历史建筑、

街道布局和环境特色，充分保护和传承历史的痕迹与文化精髓。

2. 平衡功能性和可持续性

传统的历史街区往往面临功能性的挑战，如交通流动、设施

配套等方面的不足。现代元素的融入设计可以通过改善交通网络、

提供便利设施等手段，平衡传统与现代的功能需求，并以可持续

的方式推动历史街区的发展。

3. 创新与传统的结合

现代元素融入设计需要注重创新与传统的结合，通过合理的

设计手法和材料选择，实现对历史街区的更新与改造。这种创新

应遵循历史街区的整体风格和特征，将现代元素融入其中，创造

出富有时代感和现代氛围的空间。

4. 人文关怀和社区参与

历史街区是居民生活和社区文化的重要场所。在融合现代元

素的设计过程中，需要倾听居民的意见和需求，强调人文关怀，

注重社区参与，使设计成果更贴近居民的实际需求和利益。

三、城市更新背景下历史街区景观现代元素融合设计中存在

的问题

（一）同质化的现象比较突出

如今，在城市更新背景下的历史街区景观现代元素融合设计

中，出现了相似或一致的设计风格、建筑形式和空间布局，导致

街区之间缺乏独特性和个性化，且对城市的多样性、文化特色和

历史遗产的保护带来了不良影响。首先，同质化的设计风格和建

筑形式会削弱历史街区的独特魅力和文化特色。如果每个历史街

区都采用相似的设计理念和建筑样式，那么街区之间的差异性将

变得模糊，难以体现每个街区的独特韵味和历史背景。其次，同

质化的设计可能破坏原有城市的记忆和居民的文化认同。历史街

区作为城市的历史遗产，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如果所

有的更新设计都趋向同质化，那么会丧失对历史街区独特的文化

认同感，导致居民对自己城市的认同感下降。另外，同质化的设

计风格会限制城市的创新和多样化发展。城市是一个多元的空间，

不同的街区应该呈现出各自的风格和特征。若所有的街区都以同

样的设计风格出现，将缺乏创新和多样性，限制了城市空间的发

展潜力。最后，同质化的设计往往缺乏对历史街区可持续发展的

考虑。每个历史街区都有其独特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条件，需要

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如果所有的更新设计都忽视

了这些因素，可能导致历史街区的发展不可持续，无法适应变化

的社会需求。

（二）忽略地方特色

目前部分地区在城市更新和设计中忽视了地方独特的文化、

历史和环境特征，导致生成的街区失去了与城市的本土特色相契

合的独特魅力。每个城市都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这

些因素赋予了城市和街区独特的身份认同和文化价值。当城市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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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忽视了地方特色时，街区就会丧失原本作为本土文化标识的价

值。同时，地方特色能够为城市和历史街区带来多样性和丰富的

景观。然而，如果更新和设计只使用了通用的设计理念和元素，

将忽视了本地的景观、植被、地貌、材料等方面的特点。这导致

街区之间的景观变得单调和缺乏差异性，喧宾夺主的商业品牌和

建筑元素覆盖了地方特色。然后，地方特色和地方文化是城市与

众不同的重要资源，对经济发展和旅游业具有重要意义。然而，

如果城市更新和设计忽略了地方特色，可能导致经济发展机会的

丧失。独特的地方特色可以吸引游客、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当地

经济的繁荣。

（三）缺乏文化内涵

在城市更新背景下的部分历史街区开发项目的设计中，设计

团队忽视了街区的历史、艺术和文化内涵，导致生成的空间缺乏

独特的文化韵味和深度。城市的历史街区是城市文化遗产的重要

组成部分，代表了城市的历史沿革和文化传承。但是，部分单位

在规划设计过程中缺乏对历史遗产的保护和重视时，导致历史街

区的历史价值流失。并且，历史街区作为城市的文化载体，对居

民和游客来说具有重要的文化认同意义。当城市更新和设计缺乏

文化内涵时，街区失去了原有的独特魅力和文化意义，导致居民

和游客对街区的文化认同感弱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历史街区

作为具有文化内涵的空间，为艺术家和创意人才提供了创作的灵

感和平台。若城市更新和设计过程中缺乏对文化内涵的关注，将

限制艺术创意的发展和创新的空间。

四、城市更新背景下历史街区景观现代元素融合设计策略——

以平江路历史街区为例

（一）凸显特点，兼顾保护与修复

在平江路历史街区的景观现代元素融合设计中，设计团队非

常重视对同质化现象的避免，以确保该街道的独特性和历史韵味

被保留。具体来讲，平江路历史街区有许多历史建筑，代表了苏

州传统的园林和建筑风格。在更新和修复过程中，设计及规划部

门对这些历史建筑进行保护，并恢复其原始的外观和特色。同时，

在设计中，设计师非常注重街区的历史特点和地方文化的研究。

通过将苏州园林风格的传统建筑形式融入现代设计中，创造富有

独特性和地方韵味的建筑和景观。除此之外，在平江路历史街区

的规划设计中，可以看到一些在一定设计基调的基础上展现的多

样化设计风格。设计团队在保留历史街区特点的同时，引入一些

现代元素和创新设计。例如，在部分具有商业性质的街区加入了

一些仿古风格的灯光，用灯光和古朴建筑结合，创造出对比鲜明

的街景。

（二）深挖与突出地方特色

在城市更新背景下的历史街区规划设计中，通过深入挖掘和

凸显地方特色，可以保护和传承城市的独特文化、历史和环境，

同时增加城市的魅力和可持续发展。例如，在平江路历史街区的

打造中，设计团队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调研，了解所在地区的历

史、文化和环境特点，包括研究当地的建筑风格、传统工艺品、

艺术表达形式、民俗习惯等，从根本上为设计过程奠定基础。同

时，规划设计团队与当地社区及相关机构进行紧密合作，并深入

群众了解他们对地方特色的理解和体验，进而深入挖掘地方特色，

并确保设计过程能够反映当地人的期望。除此之外，规划设计团

队还在平江路历史街区特定区域内打造文化创意空间，包括苏州

园林艺术展览馆、文化市集等，吸引文化创意人才和游客，同时

唤起街区独特的艺术氛围。

（三）展现文化内涵

在历史街区的规划设计中，通过充分展现文化内涵，可以突

出城市的独特性和魅力，保护和传承历史遗产，同时丰富居民和

游客的文化体验。为此，平江路历史街区的规划设计团队在景观

设计中引入具有特色的文化符号和艺术装置，这些符号和装置包

括具有象征意义的雕塑、壁画、景观雕刻等，它们在设计中扮演

着承载文化记忆和传递文化信息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传统工

艺和技艺是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和传承这些工艺和技

艺能够展示出文化的独特魅力。在景观设计中，可以考虑利用当

地的传统工艺和技艺，比如陶瓷、木工、刺绣等，来装饰建筑、

雕塑或景观元素。例如，在平江路历史街区项目的打造中，设计

团队将苏州园林建筑与苏州颇具代表性的戏曲、城墙等结合起来，

打造了视觉、听觉等感官融合的景观，同时又融合了现代国潮风

格中的一些图案、音乐，形成了颇有吸引力且不是内涵的景观。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如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市更新进程加快的

背景下，历史街区作为城市更新过程中具有社会、经济、文化等

多种属性的项目，在其设计中的现代化元素融合备受关注。考虑

到传统设计理念下历史街区项目景观存在着同质化、缺乏地方特

色、文化内涵缺失等问题，相关规划设计团队应当 S 做好历史街

区项目当地的环境及文化背景考察，结合实际，将传统文化、历

史建筑、地方特色艺术元素与现代设计理念相融合，打造富有吸

引力但同时又不失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的景观，进而满足现代城

市更新事业的发展需求，推动产业升级，兼顾文化传承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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