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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沿线古城街巷历史遗迹调查与文化空间营

造研究 

—以扬州古运河段为例 
蒋亚伦 

（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江苏扬州  225001） 

摘要：本文通过对大运河沿线扬州古运河段古城街巷历史遗迹进行调查，分析其文化空间分布关系，进一步梳理扬州古运河段传统

街巷文化相关的非遗文化、盐文化、园林文化、宗教文化、市井文化的空间营造，以此塑造扬州古城街巷保护与规划策略，从而为扬州历

史街巷的保护与传承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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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邗沟、筑邗城，历史文化名城扬

州的建城史便与中国大运河的开凿史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悠悠大运

河催生了河城共兴的历史繁华，奠定了水城一体的秀美形态，涵养

了水城相生的人文哲学。扬州古运河段积淀传承着运河名城的历史

基因，也孕育积蓄着城市发展的源源活力。 

古街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一条古街，承载着一座城的文化记

忆，折射着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对古街保护，习近平总书记始终

高度重视，强调要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探索新经验。保护与

传承有着两千五百多年历史的扬州古城街巷文化，是扬州“好地

方”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基础保障。 

一、扬州古城街巷历史遗迹空间分布及周边环境分析 

扬州素有“巷城”之誉，在历史上以小秦淮河为界，分为新旧

两城。在扬州老城区内街巷有592条，其中新中国建立前的老街巷

就有506条，这些街巷宽窄不一，宽的会有20米出头，窄的却只有2

米。他们有的笔直交叉，有的曲折蜿蜒，有的首尾相连，有的拐弯

抹角，给人一种神秘莫测之感。 

扬州小秦淮河及周边史迹空间分布在北至盐阜西路，南到古运

河，西起汶河北路、观风巷、院东街、迎春巷、史巷、粉妆巷，东

抵国庆路的1.06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历史遗迹沿主要街巷、地点进

行较集中式分布。从西南至东北方向依次为：粉妆巷区域、梗子街

区域、甘泉路区域额、新胜街街区等16个街区、河道、范围涵盖所

有的历史遗迹。 

扬州丁家湾历史街巷位于老城区的东南部，其范围包含东至徐

凝门路，南至南河下及花园巷一带，西至渡江路一带， 北至广陵

路；靠近古运河，周边有1912商业街区且交通便利[2]。该区域街巷

的主要功能是居住、旅游，保留了部分原 有的传统街巷风貌。其

中南河下历史文化街区原有街巷格局 与建筑风貌保留较为完好，

汇聚传统园林、盐商建筑群及会 馆类建筑，传统园林有小盘谷、

何园，盐商住宅及会馆有廖 可亭盐商住宅、张氏盐商住宅、沈氏

盐商住宅、汪氏盐商住 宅、湖南会馆等，街巷整体的商业气息并

不浓厚。湾子街历史街区与丁家湾历史街区相邻，位于其北侧。其

范围包含东至皮市街，南至广陵路，西至国庆路，北至文昌中路。 

东关街是扬州城里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条历史老街。它东至古运

河边，西至国庆路，全长1122米，沿街分布着大量的传统建筑。东

关街曾是运河沿线最为活跃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集聚地，保持和

沿袭了明清时代的传统风貌，是运河文化与盐商文化的发祥地和展

示窗口，见证了扬州城市发展演变。东关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保护

区范围为东关街两侧南至东圈门，北至盐阜路，西起国庆路，东至

控规中规划的城市交通次干道的不规则区域，个园、武当行宫、汪

氏小苑、街南书屋、李长乐故居、逸圃等一个个古建筑扑面而来。 

二、街巷文化空间营造策略 

1.街巷中的非遗文化空间营造 

街巷是一座城市的历史舞 台，城市历史在这里上演，具有

很强的社会价值。从古到今，传说故事与街巷建筑、建筑格局、

名称的缘起和更迭等的形 成和变化相辅相成、相互佐证，展现

了扬州古城的悠久历史。若把这些单个的故事整合为一个整体，

把几百条街巷所涉及的历史文化内涵汇总起来，就是扬州的一

部历史教科书，一座内涵丰富的历史文化博物馆。历史街巷中

的非遗文化空间，具有悠久的历史价值和优美的文化韵味，是

古城千年沧桑历史的再现。街巷传说生动描绘了发生在街巷中

的点滴事件，历史故事形式多样，内涵丰富，使得街巷文化更

加饱满。 

非遗空间营造主要围绕古城内街巷地名展开，这类非遗项

目既有一定的故事特性，又与具体街巷里百姓的生活方方面面

有很大程度上的联系性，普遍联系了桥梁、建筑、园林等诸方

面历史遗迹，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二者相互联

系。非遗文化空间的营造方面，主要以可视化的方式对其塑造。

通过对街巷空间界面的丰富，将街巷背后的文化故事以视觉化

的方式向大众展现，并加强街巷内导视系统的设置，以便能够

让旅客更加清晰地了解街巷所包含的文化内涵。 

2.街巷中的盐商文化空间营造 

明清时期扬州成为全国盐业集散地之一。这时大量盐商涌

入扬州城，带动了扬州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他们流寓于扬州，

在此居家营生，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建造园林、筑造各类建

筑、水工设施等，造就扬州形成地域性特色的盐商文化。据统

计，扬州盐商文化无论在历史发展的宏观层面，还是在扬州特

色民居、园林等的微观层面，都得到了印证。 

扬州应加强以盐商为核心的历史建筑景点建设，修缮维护

好园林、宅院、会馆等盐业历史建筑、园林类相关要素，还原

建筑园林类历史空间，腾退内部居民，改善内部空间形态，挖

掘文化内涵，奠定文旅资源的利用基础。在进行历史格局恢复

的同时，对盐商历史（历史钩沉）、盐业文化（盐引契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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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故事（商海事迹）等进行游憩性集中展示。 

联系其他历史遗迹，重点打造核心节点，如廖可亭盐商住

宅、周扶九盐商住宅、湖南会馆、四岸公所等建筑、园林要素， 

以恢复其完整性、真实性为前提，对破坏部分进行修缮维护，

修旧如旧并对外开放，成为历史街巷旅游链条的重要环节。 

3.街巷中的园林文化空间营造 

扬州是一座园林城市，具有园在城中的分布特点。扬州园

林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期。但其鼎盛时期还属明清，

这与盐商的到来及活动密不可分。扬州古城街巷园林的主人或

是建筑者多数是明清时期的盐商，能够与盐商文化相联系，凸

显地域性的文化特色，形成一条较为完整文脉线路。 

对隐藏于街巷中的园林空间加以保护，对于有据可依的园

林恢复其原貌，向大众进行开放。难以恢复的园林空间保留其

文化性，可在街巷内设置小型的展示空间，不定期地向大众展

示一些曾经在历史中存在过的园林空间，同时也向大众传播扬

州园林的艺术特点。 

4.街巷中的宗教文化空间营造 

宗教文化是扬州地域性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挖掘出

街巷中的宗教文化并对其进行修缮保护，还原其建筑原貌，增

添街巷文化特色。扬州长久以来都是一座包容的城市，这里不

仅有地道的本土佛教道教文化，也有如普哈丁等外来宗教文化

的融入。对于留存下来的建筑或建筑构件应加强保护。 

5.街巷中的市井文化空间营造 

街巷文化中最接地气的还属市井文化，它与街巷内的历代

居民生活息息相关，也是最能体现出扬州历史街巷文化特色的

重要一点。市井文化的形成与在此生活的居民们的衣食住行紧

密联系在一起，如生活必需品——水。扬州城内水系众多，人

们为了取水便利，在街巷内建造了许多水井，其中也分官用水

井和民用水井。这些古井绝大部分都建于清代，形态各异，有

些古井外形装饰具有鲜明的特色。它们都是街巷历史变迁的无

声见证者，其中有些古井至今仍在使用中，在挖掘蕴含的历史

背景的同时，应该加强居民的保护意识，对于废弃的古井应该

加以修缮和保护。此外，街巷中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特色历史建

筑构件和特色民居，也需要强化相应的保护，对于营造街巷特

色文化有很大的助力。 

对店铺的传统经营方式—前店后坊进行模拟还原，对特色

传统民居的原始风貌予以保存与恢复。对于街巷中依旧在使用

的古井做明确的标识，介绍其背后隐藏的文化知识，已经弃用

的古井，加以修缮保护，可借助街巷内的一些废弃空间打造古

城街巷的古井文化馆，融合街巷历史故事进行游憩性集中展示，

这也是对历史街巷的文脉的延续与完整呈现。 

三、街巷文化保护与规划策略 

1.历史街巷保护与更新策略 

历史街区内的街巷空间是汇集历史、人文、艺术等于一身

的综合价值体验空间。它们既有统一性也各自有其自身的特点，

我们在保护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到历史街巷的多样性，不仅是

简单的运用模板来进行保护与修缮工作，而是对具体的街巷进

行细致的分析得出其自身的特点，才能够更好的推动历史街巷

与街巷文化的保护。 

首先是对历史街区的空间与文化延续。保留传统街巷空间，

对原有的街巷结构的保留、空间界面的延续与焕新等方面来考

虑对历史街巷空间的延续。如对街巷的原始名称保留；街巷内

立面、地铺的保留，根据功能要求统一街巷内的传统立面和地

铺，避免出现色彩、材料杂乱无章的立面；根据实  际情况对

保街巷内的原始景观进行保留，以此来还原街巷内最真实的生

活性。传承地域文脉，挖掘街巷的特色也是传承地域文脉的一

种方式，丰富多样的街巷文化能够成为一个的城市的名片。 

其次是对历史街巷的更新，丰富空间界面景观，街巷中许

多建筑界面出现老化的现象，而且形式单一，可以在不破坏原

有街区风貌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微更新丰富景观界面[3]；增添多样

的公共空间，扬州传统街巷中缺乏多样的公共空间，许多的公

共空间出现被杂物占据的现象，相关部门应对杂物侵占街巷公

共空间的现象做出管理措施，减少此类的现象的出现。营造多

样的公共空间不仅能够丰富街巷内居民的日常生活，而且对于

传统街巷文化的营造有一定的帮助。 

最后是对历史街区的旅游开发，在对传统街巷进行文旅开

发时，注重各个街巷的特色文化，避免单一重复的旅游开发。

如湾子街传统民居、寺观等古建筑众多，市井文化浓厚是其街

巷特色，可以挖掘与其相关的市井文化，形成特色街巷文化。

但在进行旅游开发的同时我们始终需要对保护与开发两者做出

一定的平衡，历史街区最大的“优点”在于其历史沉淀后的文

化遗留，只有对这些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好保护

与修缮工作之后，才能够真正向游者展示并且让游者感受到历

史街区的文化魅力，才能不虚此行。我们要充分考虑到街巷的

环境承载力，不对街巷环境造成污染，进行可持续性的开发，

加强基础设施的承受力，如交通空间的扩充、服务设施的完善

等。 

扬州城的老城区虽不大，但却也孕育了大大小小五百多条

历史街巷，这些形态各异的传统街巷正是扬州城的名片，走入

到这些街巷中，才能真正感受到扬州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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