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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消失历史遗迹的价值认识、甄别方法 

及苒利用思路探讨 

——以武汉为例 

罗巧灵 刘奇志 望开磊 丘永东1
 

【提 要】每一座城市在不同的时期都会形成特有的标记，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更替，许多有价值的历史遗迹将

可能逐渐消失。我国目前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中尚未涉及到已消失的历史遗迹，以武汉市江北片为例，对已消

失历史遗迹价值的认识、甄别及再利用思路进行了探讨，主要包括：①分析世界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趋势，探

讨已消失历史遗迹的保护意义；②根据“历史空间要素演化周期率”，界定该保护的已消失历史遗迹对象；③借鉴

考古学的“文化层”概念，提出基于分层思想对已消失历史遗迹的甄别思路，即以文化为线索、时间为序列、空间

为载体，通过对历史信息的分层解读，从点、线、面三个层面甄选有价值的已消失历史遗迹；④以汉阳近代工业片

为例，探讨基于分层思想对已消失历史遗迹甄别的具体方法；⑤结合武汉工作实践，探索提出已消失历史遗迹的再

利用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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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每一座城市在不同的时期都会形

成特有的信息，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更替，许多有价值的历史遗迹（以下简称：遗迹）将可能逐渐消失。已消失遗迹作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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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轨迹的重要标记，对城市空间形态、风貌及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我国目前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中尚

未涉及已消失遗迹。武汉是国家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从 1984年起，武汉市即开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实践，当前已基本完

成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传统风貌街区——文保单位、优秀历史建筑”三个层次的资

源普查及保护规划实践（刘奇志，等，2013);为与规划管理相衔接，2012年，建立了《武汉市历史文化资源信息库》，将市域范

围内 16片街区及 1054处文保单位、优秀历史建筑入库在此基础上，2015年，武汉市又将这 1054处遗迹上线，建立面向公众开

放的“城市记忆地图”公众信息平台。平台上线后公众反馈强烈，许多市民提出除现存的遗迹外，随着城市的时代更替及更新

改造，大量曾经承载过历史文化的遗迹虽然已经消失，但其在城市的发展中留下了深深的文化印记，需要被铭记。为进一步留

存城市记忆，2016 年，武汉市以江北片（即武汉三镇中位于长江北岸的汉口、汉阳）为例，开展了已消失遗迹的规划保护试点

工作。本文结合该工作，探讨对已消失遗迹的认识、甄别、保护及再利用的思路和方法。 

1 已消失遗迹的保护意义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作为现代遗产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 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在《雅典宪章》中提出保护“有历

史价值的建筑和地区”开始，在国际遗产保护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张松，镇学峰，2011)。这些关注及保护实践与联合国

科教文组织（UNES_CO)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制定的一系列宪章、公约、建议和纲领性文件密不可分。由这些国际

理论及规章可见（表 1)，随着人类对文化遗产价值认识的不断深入，从单体建筑、历史街区、历史地段到历史城市及周围环境，

从有形的物质空间环境到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文化景观，从现存历史遗存到所有的历史层积，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的范畴在不断扩大(董卫，2012;陈饶，董卫，2014;阳建强，2015)。我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国际发展趋势基本一致，从

1956年国务院着手组织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始，1982年国务院转批国家建委等部门《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的通

知》，到 2017年新出台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征求意见稿），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逐渐从文物建筑保护转向

整个历史城市及其历史环境和传统风貌的保护。 

纵观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趋势，城市遗产不仅体现在表层上有形的物质空间形态，也包括无形的城市内部结构系统的有

机生长和组织，以及其生活的环境与场所（阳建强，2015)，尤其是历史性城市景观（HUL)方法提出对城市空间应从时间连续性

的角度对空间连续性的价值进行甄别（Oers，周俭，2013)，探讨其背后的形成机制是历史城市保护的关键。可见，城市历史文

化遗产的保护并不是静态的保存物质形态，而应是动态的保护城市的生长过程（陈饶，董卫，2014)。在城市生长中，有些曾经

在城市发展演变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建、构筑物虽然已经消失，但它对传统历史环境和风貌形成起到关键作用，能够帮助我

们深入理解空间形态形成背后的原因和机制，同时也是记录城市发展轨迹的重要标记。如雄踞武昌蛇山之巅的黄鹤楼，最早建

成于三国时期，历来是名传四海的游览圣地，由于兵火频繁，黄鹤楼屡建屡废、屡废屡建，但其一直对武汉市延续至今“龟蛇

锁大江”的城市格局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当前国内外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中的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注重尚存实体的遗存，

并不包含那些曾经存在但目前已经消失的虚体物质遗存。因此，重新认识并保护已消失遗迹，由过去仅关注实体物质遗存向实

体与虚体物质遗存并重转变，将对进一步完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理解城市空间生成机制，充分认识并延续城市文脉，

具有重要意义。 

表 1世界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代表文件 

时间 发布组织 文件名称 有关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象 

1933年 国际现代建筑协会 《雅典宪章》 “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和地区” 

1964年 

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

师及技师国际会 

议 

《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

宪章》，简称《威尼斯宪 

章》 

“单体建筑”和“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

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 

1972年 UNESCO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 

约》 
“建筑单体”，“建筑群”，“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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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 UNESCO 
《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

用的建议》 

保护“历史地区及其周围环境”，包括人类活动、建筑物、

空间结构及周围环境，但侧重物质空间环境保护 

1987年 ICOMOS 
《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简称

《华盛顿宪章》 

保护对象拓展为“历史城区”，包括城市、城镇、历史中心

区或居住区及其自然与人工环境，以及这些地区的传统的

城市文化价值 

2003年 UNESCO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与传统思想、民间工艺、地方

习俗相关的文化遗产纳人国际文化遗产的保护范畴 

2005年 ICOMOS 

《关于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

区周边环境保护的宣 

言》，简称《西安宣言》 

将“遗产及其环境”由“物质空间”范畴拓展到“非物质

文化环境”范畴，认为遗产的保护与其周边环境关系密切，

二者构成一个地方性文化整体。 

2011年 ICOMOS 
《保护和管理历史城市、城镇和城

市历史地段的瓦莱塔准则》 

进一步拓展了“历史城镇与城市地区”概念，认为历史城

镇和城市地区是由有形和无形要素共同构成。有形的物质

要素:城镇内部与周边的城市结构、建筑元素、景观、全景、

天际线、实现廊道和标志性场所;无形的非物质要素：由活

动、象征性与历史性功能、文化实践、传统、记忆和文化

参照物等构成其历史价值的物质 

2011年 UNESCO 《关于历史性城市景观的建议书》 

一种遗产管理方法，将城市地区作为具有文化价值和自然

价值的历史层积来理解，超越了“历史中心区”和“建筑

群”范畴，包含更广阔的城市背景及它的地理环境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2 已消失遗迹对象的选择方法 

历史上已消失的建、构筑物千千万万，其中哪些是需要保护和再利用的遗迹？笔者认为，保护对象应是已消失遗迹中那些

在整个城市历史空间演进过程中发挥过关键作用的历史空间要素，包括自然、人工及人文环境。董卫教授在南京、苏州、杭州

等城市的保护规划实践中提出历史空间要素演化周期率概念(图 1)，认为不同空间要素自有其内在的演化频率，周期较长的要素

构成历史空间格局的结构体系，较短的要素则更多地反映出城市历史的时代特色。在城市历史空间演进中，自然山水格局最为

稳固，奠定了城市的结构体系，如武汉市两江交汇、龟（山）蛇（山）锁大江的格局延续了上千年；其次为城市街巷系统，如

一些古老的街道，虽然它的地层标高一直在涨，但是街道的走向及格局很长时间、甚至几千年都不变；再次为城市地标及重要

公共建筑；变化最快的是分布最为广泛的居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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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于历史空间要素演化周期率，自然山水格局相对稳固、居住建筑变化过快，笔者认为应考虑的已消失遗迹是： 

其一，历史街巷及网络体系。包括：①城市或区片的范围界限，如城墙、护城河、汉口租界等特色历史地区等；②城市的

发展轴线，如汉阳旧城的西大街、显正街；③反映城市肌理的街巷，如汉正街“鱼骨状”街巷；④代表性的线状要素，如武汉

第一条铁路“京汉铁路”，张之洞为治理水患、确保汉口安全所建的“张公堤”等。 

其二，地标及重要的公共建、构筑物。国际上对“文化遗产”的界定标准为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建构筑物。

已消失遗迹界定也应遵循这一标准，即历史上曾经存在，并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建、构筑物，包括：①在相应时期内

具有稀缺性、唯一性，具备鲜明的时代特色或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如汉阳旧城的晴川书院、国际友好传道士兴办的圣高隆庞

医院和教堂等；②当时在全国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如汉口老码头、汉正街的八大商会等；③有一定的时间跨度且在历史上形成

完整的空间体系，能够从时间、空间上进行完整的解读，如汉口租界区的代表建、构筑物；④“最”字头，当时在全国同行业

内具有代表性或先进性，如产量最多、质量最高、品牌影响最大、工艺最先进的工业遗迹。 

3 已消失遗迹的甄别思路 

甄别并对已消失遗迹进行相对准确的定位，是关键，也是难点。已消失遗迹由于无实物可循，传统的实地踏勘、现场走访

等普查方法已难以适用。尤其经过漫长的时间演变，同一地域空间承载了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多个事件，各种历史信息相互交

错、前后叠加浑成一团，给后人理解历史的本来面目造成困难（刘奔腾，董卫，2008)。因此，如何将浩瀚繁杂无序的历史信息，

按照一定的关系，抽象成具体的空间实体要素，并对应到当前的城市空间上，是城市已消失遗迹甄别及保护首先需要理清的关

系。 

城市是具有文化价值和自然价值的历史层积（historic layering) (张松，镇学峰，2011)，考古学中有一术语——“文化

层”，即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痕迹、遗物和有机物所形成的堆积层。“文化层”其实包含有文化时间概念，每一层代表一

定的时期，可通过不同阶段文化层的比较，看出一个群体文化模式发展和演变的时间序列。与“文化层”概念类似，东南大学

董卫教授团队在明孝陵神道南段保护规划中提出以分层思想为指导的历史地段保护方法，即通过对历史信息进行分层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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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历史信息与物质空间对应的整合措施。借鉴“文化层”及“分层思想”，本文提出已消失遗迹的甄别思路是：以文化为线

索、时间为序列、空间为载体，通过对历史信息的分层解读，梳理文化特征，找出影响和代表城市发展阶段的关键节点，还原

到空间载体，从中找到时空的对应关系。该思路综合传统历史研究“文化-时间”、“文化-空间”的二维研究路径，将“文化-

时间-空间”进行三维一体化研究。具体讲： 

其一，文化为线索：对浩瀚的历史信息进行解读，提取城市发展历程中不同阶段典型的文化特征，将其划分成若干个历史

文化层，每一层的划分都有区别于其他层次的文化特征。 

其二，时间为序列：按照时间顺序，根据每个历史文化层的“包含物”展现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事件，使得历史文化层与

各个时期的历史信息一一对应，变繁杂的空间为有序的空间。 

其三，空间为载体：将不同时间段的文化要素固化到相应空间，整合为历史空间要素，使得文化、时间、空间一一对应。 

要真正做到三维一体化研究，仅从技术方面入手还不够，由于我国近代制图落后于西方，大量老地图只反映各信息点的相

对空间关系，这对从“读图”来进行已消失遗迹的定位会产生一定困难，只能通过老地图识别关键要素，需再通过考察、走访

的方式进行位置界定，并借助“城市记忆地图”等线上公众参与的方式，对空间定位起一定的校核。 

4 已消失遗迹的甄别方法 

要甄别已消失遗迹，应重点从四个方面入手：首先通过阅读历史文献、历史地图，对城市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其次，要根

据所收集及整理的资料，凝练普查的范围；然后，再对历史信息进行分层，梳理各地块的典型文化特征，找到文化一时间一空

间的对应关系；最后将代表性遗迹落实到当今的城市空间上(图 2)。本节以武汉为例，具体阐述已消失遗迹的甄别方法。 

 

4.1资料收集与信息转译 

线上线下资料收集：线下主要收集武汉市历史文献、地图、书籍等资料及武汉市各层面 20余项历史保护规划，并现场实地

调研、访谈。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传统资料收集方式面临变革。此次已消失遗迹普查在传统线下收集的基础上，又引入线上收

集方式，借助已上线的“城市记忆地图'让公众在公共信息平台上传历史老照片、历史故事、历史评述，点出已消失遗迹大致位



 

6 

置及名称，这也有助于促进众筹武汉记忆。 

信息转译：通过阅读相关文史资料，将古代城市地图中看似繁杂无序的信息，抽象成具体的空间实体要素，用规划的思维

将信息对应到当前的空间中(刘奔腾，董卫，2008;李建，董卫，2008)。如张之洞督鄂时期在汉阳大办工业，在汉江南岸形成十

里工业长廊，但具体有哪些工业企业、空间范围如何、如何发展、演变？在现代的地图上并未有明确的记载，转译则是对这些

历史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再将已消失的工业遗迹在现代城市空间上一一落位。 

4.2普查范围界定 

凝练普查范围的前提是理清武汉市发展历程及空间分布。项目组对武汉市各时期历史文献、地图、书籍、相关规划等资料

进行了全面收集及系统梳理，概括的结果是在武汉市江北片，有四个代表性阶段及事件对城市空间格局形成具有重要影响：①

汉阳、武昌双镇并举：从东汉末年到明洪武时期的 1400 多年，均只有汉阳、武昌两城，虽几经兴废，但一直呈现双城并举的局

面；②三镇鼎立：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汉口由此而生，“汉正街”名扬天下，汉阳、武昌、汉口三镇鼎立格局由此形成；

③汉口开埠：自 1861年，紧邻汉口老城，沿长江向北，英、法、俄、德、日五国租界相继形成，武汉近代史真正开始，码头繁

荣，汉口逐渐成为“东方芝加哥”；④近代工业：自 1889 年张之洞督鄂开始，在洋务运动浪潮的推动下，在汉江南岸大办工业，

形成“十里工业长廊”，促使武汉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发祥地之一。根据以上四大重要事件，对照各时期武汉历史地图，确定普

查范围如图 3 所示，并将其分为汉口租界片、汉正街片、汉阳近代工业片及汉阳旧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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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基于文化线索和时间序列的历史信息分层 

由于四片的发展脉络及文化特征各不相同，下文以汉阳近代工业片为例，阐述信息分层及还原到空间载体的方法。 

汉阳近代工业片是张之洞督鄂时，在洋务运动推动下，在武汉兴办的工业基地。近代工业文化是该区域的主导文化，以工

业的兴衰为线索，基于时间序列，可将其分为四个层次（表 2)，具体如下： 

表 2汉阳近代工业片历史信息分层一览表 

 分层一 分层二 分层三 分层四 

文化线索 近代工业文化 近代工业文化战争文化 近代工业文化战争文化 现代工业文化现代文化产业 

时间序列 1889-1911年 1912-1924年 1925-1949年 1949年之后 

典型事件 

1889年，张之洞督鄂，大办

工业； 

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

矿、萍乡煤矿组成汉冶萍煤

铁厂矿有限公司，是亚洲规

模最大的近代钢铁联合企

业； 

1911年，打响辛亥首义的第

一枪，由湖北枪炮厂生产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 

1914年正式改为汉阳兵工厂； 

1917年汉阳钢药厂并入汉阳兵工

厂； 

1917年，上海制造局 138台机器

全部拨交 

汉阳兵工厂 

1925年，汉阳铁厂停产； 

1937 年，汉阳铁厂设备迁至重

庆；1938 年，汉阳兵工厂迁至

湖南；1946 年，汉阳兵工厂撤

销 

1958年汉阳钢厂成立； 

2007 年，琴台大剧院建成，

汉阳钢厂迁出、原址建张之洞

博物馆； 

2009 年，琴台音乐厅落成，

“汉阳造”文化创意产业园开

园 

空间布局 
沿汉江南岸形成“十里工业

长廊” 

在清末基础上向南扩展;增建长

江沿岸码头，汉江长江共同运输;

内部增加铁路 

战争导致工业区内几乎成为一

片空地。厂内铁路毁坏，内部

交通几近瘫痪 

形成近代工业文化、月湖文

化、龟山红色文化三大片区 

代表性 

遗迹 

湖北枪炮厂、汉阳铁厂、湖

北官砖厂、周恒顺机器厂 

汉阳铁厂生铁厂、熟铁厂、打铁

厂、铁厂码头等;汉阳兵工厂洋匠

房、锅炉厂、枪弹厂等 

汉阳铁厂化铁炉旧址、汉阳铁

厂打铁厂旧址、汉阳兵工厂锅

炉厂旧址、汉阳兵工厂竣货厂

旧址 

武汉鹦鹉磁带厂、武汉钢铁

厂、张之洞博物馆、琴台音乐

厅、琴台大剧院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4.3.1清末汉阳近代工业片的建成(1889—1911年） 

1889 年，清末“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督鄂，在武汉大办实业，先后在汉阳汉江南岸创办了汉阳铁厂和湖北枪炮厂（后

改名为汉阳兵工厂）等一系列工业企业，数十家工业厂房沿汉江南岸一字排开，形成“十里工业长廊”，蔚为壮观。汉阳铁厂

是亚洲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新式钢铁联合企业。湖北枪炮厂为中国第一家规模最大的近代转业兵工厂，以国内军火工厂中最

先进的设备生产的步枪称为“汉阳造”。在铁厂和枪炮厂建设期间，配套兴建了砖厂、无烟火药局等，以及生产民用产品为主

的湖北针钉厂等。官办工业的发展带动民营工业的兴起，其中周恒顺机器厂是湖北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民营机械厂。清末，

汉阳已形成冶金、兵器、机械、建材、农产品加工五大制造业基地。工业区内部，主干道顺汉江东西向布局，建筑与厂房南北

向设置，对外交通运输走水路，沿汉江布置码头。张之洞督办的近代工业区垫定了汉江南岸的基本格局，武汉现代工业由此发

端。结合该时期历史地图，整理典型历史空间要素如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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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民国前期汉阳近代工业片的快速发展（1912—1924年）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1912 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自此，中国进入军阀混战时期，与战争密切相关的钢铁

与兵工产业顺势蓬勃起来，汉阳近代工业片进入了短暂的“黄金时代”。在清末原有格局基础上，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等几

大工厂均有扩建。汉阳铁厂生产的铁和钢 1894 年至 1911 年均为全国总产量的 100%，到 1924 年停产前的 31 年中，共产铁 250

万 t、钢 55万 t。1912年，北洋政府拨款修整在辛亥革命中损坏的汉阳兵工厂厂房，10月全面复工；1917年，上海制造局停造

步枪，138台机器全部拨交汉阳兵工厂，其步枪生产能力增至日产 100 支。民营企业方面，原来以人力、畜力为动力的手工作坊

纷纷采用机器生产，并以蒸汽机、柴油机、煤气机为动力，实现从手工作坊向近代工厂的过渡。当时，汉阳民营工业形成机器

制造、砖瓦建材、粮油加工等三大行业。在工业区内部，修建铁路，道路系统更为完善；在工业区外部，沿长江建设码头，突

破了原有汉江码头的限制，对外交通更为便利。结合该时期历史地图，整理典型历史空间要素如图 5。 

 

4.3.3民国中后期一代雄厂的易址与衰落（1925—1949年） 

1925 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经历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系列战争后，工业区内工厂几经沉浮，发展几乎停

滞。1925 年，汉阳铁厂全部停产；在工厂纷纷内迁的浪潮中，1937 年 11 月汉阳铁厂迁往重庆大渡口。1926 年 9 月，国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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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攻克汉阳，结束了北洋军阀对汉阳兵工厂的控制，改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辖；1932 年枪弹厂迁往河南省巩县兵工厂，但

因厂房问题无法解决，后又迁回原厂；1938 年，汉阳兵工厂迁至湖南；1943 年 10 月，利用生产“汉阳造”的机器，批量生产

中正式步枪，直至 1944年完全停产；1946 年，汉阳兵工厂奉令撤销。至此，一代雄厂不复存在。到解放初期，汉阳兵工厂与汉

阳铁厂仅剩几栋厂房，厂内铁路毁坏。结合该时期历史地图，整理典型历史空间要素如图 6。 

 

4.3.4解放后汉阳近代工业片的功能更替（1949—至今） 

解放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汉阳近代工业片也布局了部分企业。1958 年成立汉阳钢厂，1961 年，番号“824”的原军

工企业武汉鹦鹉磁带厂迁入，在原汉阳兵工厂处建厂。之后，汉阳近代工业片发展沉寂。随着旧城改造及城市更新，2007 年，

武钢集团将汉阳钢厂迁至阳逻开发区，原址建成为张之洞近代工业博物馆。2007 年，武汉市政府在月湖之畔、江汉之滨建成武

汉最大规模的文化设施——琴台大剧院，2009 年琴台音乐厅又在其旁落成，原武汉鹦鹉磁带厂改造为“汉阳造”文化创意产业

园。至此，除改造后的“汉阳造”还见证着曾经工业的印记，传统工业区的辉煌已一去不复返，汉阳近代工业片形成近代工业

文化、月湖文化、龟山文化三大片区®。结合该时期地图，整理典型历史空间要素如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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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还原到空间载体 

根据历史信息分层，将不同分层的代表性遗迹整合叠加，固化到相应空间上，会出现一些现存遗迹与已消失遗迹相重叠，

笔者以本文确定的已消失遗迹保护对象，对叠加后重叠部分按照该遗迹在整个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为依据，甄别优选出

武汉市汉阳近代工业片已消失遗迹。具体包括： 

其一，面：梳理出了最具代表性的 12处工厂的具体范围，包括：①张之洞时期“十里工业长廊”中的代表性企业，如无烟

药局、钢药厂、汉阳针钉厂、汉阳兵工厂、汉阳铁厂等；②最突出的民营企业，如周本顺机械厂、永昌原油厂等；③“一五”

时期布局的汉阳钢厂。 

其二，线：汉阳近代工业片缺乏特色的线要素，故未列入； 

其三，点：本次共甄别汉阳近代工业片消失遗迹 59 处，类型涉及工厂厂房、码头等。其中汉阳兵工厂 14 处，包括汉阳兵

工厂的码头、洋匠房、炮药厂、炮厂、煤气厂、铸弹厂、枪弹厂、堆煤处、打铁厂等；汉阳铁厂 26处，包括民国汉阳铁厂的码

头、打铁厂、办事公房，清末汉阳铁厂的码头、钩钉厂、修理厂等。其他消失遗迹 5 处，包括当时最大的民营企业周恒顺机器

厂、大庆轮船公司、清末武圣厂码头、清末武圣厂旧址、“二五”时期的鹤鹉磁带厂。 

5 已消失遗迹的再利用思路探索 

基于以上方法，此次武汉市江北片已消失遗迹普查，共甄别出特色区域 21个、已消失遗迹 147处。我们将汉口五大租界的

范围、汉正街演进的范围、汉阳旧城城墙的范围、汉口的护城河、汉口堡城墙、曾经辉煌的京汉铁路线、汉阳旧城的县署、衙

署、贡院、汉正街历史上享有盛誉的八大商会、八大会馆等要素都在空间上一一落位，从而形成了解读武汉发展历程的脉络。 

甄别已消失遗迹是基础，甄别之后如何展示及再利用则是关键。我们结合工作实践及思考，进行了以下探索： 

其一，纳入法定规划体系，作为城市规划管理与审批的参考。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控规）是规划管理的直接依据，

武汉市控规分法定文件和指导文件两个部分，法定文件包括“五线”及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等内容，“五线”中的“紫线”即

为历史保护法定线，对现存遗迹的本体线、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均采用“实线”方式进行强制性保护；其他有关历史保

护的内容则列入引导性文件。针对已消失遗迹的保护及再利用，我们建议与控规图则在规划范围、管制方式上完全对接，一方

面将已消失遗迹的点、线、面三要素纳入紫线管理范畴，当然是以“虚线”控制的方式，列为非强制性内容，作为方案审批的

参照；另一方面在控规引导性文件中，增加已消失遗迹信息，包括区位、年代、历史特征等，鼓励规划管理及设计人员积极参

与历史文脉保护，并通过历史和空间的梳理，创造出新的有历史文化背景的城市空间。此外，进一步扩充《武汉市历史文化资

源信息库》，将已消失遗迹信息入库，与规划管理一张图无缝衔接。 

其二，强化“城市记忆地图”公众信息平台，通过实时查询、反馈、更新等方式为公众参与历史保护提供便利的渠道。城

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少数专业工作者的责任，更应是所有公众共同的义务。由于缺乏相应的渠道，有关城市历史演变和

城市历史价值的信息难以有效地传递给设计人员、开发商、政府管理人员及市民，使得文脉的延续以及规划设计的思路均大打

折扣。充分利用好“城市记忆地图”公众信息平台，则可弥补这一不足：对本地民众，可汇聚武汉市民的历史记忆，提升大众

历史保护的意识；对外来人员，通过系统展示城市的历史文化，可提升城市魅力，增添旅游新风尚；对相关研究或兴趣人员，

可提供空间分析、实物考证、设计参考的信息平台；对专业设计及管理人员，可在其城市规划、城市设计与景观设计中，融人

城市区域发展脉络与城市记忆，创造更具历史文化意义和场所感的城市空间。 

其三，探索多样化展示及利用方式，再现城市记忆。主要是：①原地复原：对形成城市格局具有标识作用的已消失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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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取原地复原的方式，且修复和补缺的部分必须与现存部分形成整体，保持景观的和谐，如武汉地标“黄鹤楼”在 1985年根

据历史文献原址复建；②原地标识：对孤立的、已消失但有历史意义的遗迹点，可进行原地设立标识，以保护和增强历史记忆；

③博物馆模式：对已消失遗迹，可结合有关主题将相关历史资料放入博物馆进行展览；④城市记忆线路模式：针对部分有完整

历史脉络的区域，可整合已消失遗迹与现存遗迹，打造独具特色的城市记忆线路。如可与武汉旅游 APP 合作，加入武汉城市遗

产及记忆板块，针对不同的城市风貌区域，策划不同主题线路，如汉阳古城体验、武汉近代工业、民国风情体验、近代租界等，

保护和延续城市文脉。 

6 结语 

已消失遗迹的甄别、展示与再利用是一项探索性的工作，我们在充分认识到已消失遗迹也具有价值的基础上，进行了已消

失遗迹的对象界定；然后借鉴考古学的“文化层”概念，提出了已消失遗迹的甄别思路，主要是根据历史空间要素演化周期，

以文化为线索、时间为序列、空间为载体，通过对历史信息的分层解读，找出影响城市发展的关键要素，找到文化、时间、空

间三维的对应关系，进而甄别已消失遗迹；并尝试性地结合规划管理及系统建设、社会认识和宣传、以及多样化展示及利用等

方式提出已消失遗迹的后续展示及再利用思路，希望能有助于完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理论与实践体系。 

注 释 

① 现状信息有：区位、建造年代、建筑风格、建造时间、现名称、公布日期、保护类别、保护级别等。规划信息有：历

史文化资源的保护范围、控制地带、紫线范围、保护要求、保护措施。 

② 2008 年 9 月 4 日，董卫教授应邀赴武汉市国土规划局讲座，题为《历史环境中的城市设计方法研究》。在该讲座中，

董卫教授在介绍南京历史保护案例时提到“历史空间要素演化周期率”概念，笔者据此进行改绘。讲座链接如下：

http://gt-ghj.wuhan.gov.cn/pc-260-18039.html 

③ 近代工业文化区，龟山以北、鸚鹉大道以东、汉江以南，以原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现“汉阳造”为代表的区域；

月湖文化区：鹦鹉大道以西，琴台大道以北，汉江以南，环月湖以现琴台大剧院、琴台音乐厅为代表的区域；龟山文化区：龟

山是武汉市“龟（山）蛇(山）锁大江”城市意向的代表元素，龟山上遗留有三国时期的鲁肃墓、关(羽）王庙、洗马洞、磨刀

石、磨崖石刻，辛亥革命领袖黄兴铜像，抗日战争时期的向警予烈士陵园和红色战士公墓等几十处文化遗迹，形成龟山文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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