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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文化传承研究 

——以苏州市葑门橫街为例 

房艳茹 魏丽红 王芹 

历史文化街区经过漫长的时间发展，是城市中精神文化记忆与传承的重要载体。近年来，我国愈加重视历史文

化街区的保护，制定了一系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规章制度，并对核定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做出规划。截至目前，国

务院公布了 13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划定历史文化街区 875片。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历史文化街区所

面临的问题日益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文化遗产的破坏、街区文脉的断裂和历史氛围的消失。葑门横街是苏州

市多条名为横街的街巷中唯一保存较为完整的一条，也是为数不多的保留原真市井文化的老街区，被苏州市文物局

颁发“苏州古街巷标志牌”，具有重要的保护和研究价值。 

一、葑门横街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况 

（一）葑门横街与市井文化 

苏州葑门横街位于葑门塘北岸，西起徐公桥，东至敌楼口，与石炮头相接。因其东西走向呈横向，故称横街，是自然形成

的葑门附郭集镇式商业中心。葑门横街自清末开始沿用至今，街上绝大部分建筑仍保留着明末清初枕河人家的风格，前街后河，

河街并行。 

如果说，东关街是扬州市井文化的“镜子”，那么葑门横街就是苏州市井文化的缩影。“市井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文

化，却在酒楼茶肆、书场戏园中贴近市民的真实生活，活跃且极具生命力。广州市城市规划协会潘安曾说：“市井文化代表着

一种很包容的，很务实的文化。它是自下而上的，是根子里的包容，这种包容是属于全社会的。”此外，蔚门横街的居住市井

空间与外部商业空间形成鲜明的对比，鼎沸的表层商业市井内部呈现出静谧的居住市井，给人以别有洞天的感受。面对历史文

化名城“千城一面”、历史街区大量改造成商业街的现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发展应以延续文

脉为终极目标。保护并传承“市井文化”对于展现城市风貌、促进城市发展、弘扬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葑门横街保护与文化传承的意义 

在苏州，葑门横街不仅是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街巷之一，还是彰显市井风情又雅俗共赏的特色街区，最主要的是这种原真

市井文化在当今繁华的城市里并不多见，具有重要的保护价值。这不仅是对横街市井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也是对历史文化街区

复兴的有益探索。 

首先，葑门横街历史街区的保护有力地保护和传承了市井文化，是打造城市名片的重要底牌，同时也能够带动横街商业的

发展；其次，葑门横街的传统建筑修复和历史遗迹发掘，是对明末清初建筑风格的保存和历史文化的传承;再次，横街文化的传

承能够起到示范作用，使政府意识到保护特色文化的重要性，从而加大对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力度。更重要的是，葑门横街是

历史的、民俗的、百姓的，留下这条具有市井风情特色的百年老街是民心所向。珍视、发掘和抢救横街的历史文化遗存，有助

于其与区域内其他特色老街一起，成为古今传承、助推区域经济文化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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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葑门横街的开发与保护现状 

为保护葑门横街在岁月变迁中沉淀的历史记忆与市井情怀，2018 年 4 月，苏州市对横街进行了改造升级，经过改造后的横

街，面貌焕然一新，笔者通过实地走访考察发现，作为历史文化街区的横街现状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概括。 

（一）横街之物 

说起横街的商品，可谓是应有尽有，如时令果蔬、鲜肉水产、特色糕团、日用百货等，“百物兼陈，琳琅郭外无双市；八

乡来会，络绎葑东第一街”说的就是葑门横街。除了种类齐全，横街的商品价格也便宜，食材新鲜更是众所周知。在实地走访

时，笔者对 356名横街消费者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横街特色小吃、时令果蔬、水产肉类感兴趣的消费者分别占比 70.22%、

58.43%、42.13%,可见横街商品受欢迎程度较高。 

此外，葑门横街的建筑秉承了一贯的江南水乡特色，改造后仍然保留了原来的建筑格局和街巷肌理，如主街道依旧呈东西

走向，并对路宽进行了调整，更加便于行走；街道放置了供游客休息的座椅，并进行了适当的绿化；路面也重新进行了修整，

采用了一些天然石材，通过石块大小和颜色的变化丰富了道路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历史街区的样貌。但是，横街在历经

多次改造后也逐渐丧失了一些特有的文化元素，商铺的招牌趋向统一，失去了多元性，整个街区的文化氛围不够浓厚。 

在调研过程中，笔者还发现一些体现横街人文特征的历史遗迹，如：红板桥、天宁寺、基督教堂等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破坏，

原本的文化遗迹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并逐渐沦为街道％陪衬。这些问题集中反映出街道#理者和经营者对街区历史文化价值的

重视程度不够高，对街区的保护只停留在静态层面，而忽视了历史文化的挖掘。 

（二）横街之人 

市井生活离不开人烟，正是因为居民、商户、消费者的来来往往，横街才有了烟火气息。目前，横街上的居民以老人为主，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亲眼见证了横街的沧桑变化，迫切希望能够留住这种亲切感。据笔者调查结果显示，横街消费者的

年龄段较为分散，有青年、中年还有老年，50 岁以上的消费者占比 25.29%，50 岁以下的占比 74.71%。从年龄结构分析，可以

看出横街的物质与文化，吸引了广大群众去感受、去探寻。此外，在横街（现包括石炮头段）300多户商铺中，经营者既有老人，

也有年轻人，他们大多仍然脚踏实地、诚信经营，为人所称赞，如吴家豆腐、昆艺糕团和葑门油坊就是典范代表。 

（三）横街文化 

横街商户来自五湖四海，构成了横街的多元文化。这里不仅有源自安徽酱行的酱菜和产自浙江的鸡头米，也有传承自昆山

老手艺人的木桶糕、苏州东西山的水果、阳澄湖太湖的水产……不同地域的文化在此交流、融合，更加丰富了横街文化。这种

文化，不仅隐藏于百姓的曰常生活，也曾和仁医许伯安、“诗坛耆硕”沈德潜、军事家韩雍有着密切的关联。多元交融，古今

汇集，给这条老街增添了无限魅力。 

三、葑门横街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困境 

（一）基础设施建设尚需完善 

目前，葑门横街在基础设施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卫生状况整治不彻底，尤其在石炮头路段的垃圾回收处，经常有垃圾

散落在垃圾桶周围，影响街道整洁；车辆乱停乱放现象突出，不仅影响了交通，也存在安全隐患；危房没有得到及时修缮，存

在潜在危险；葑溪河水质受到严重污染，河水生态不断恶化；菜场规划不合理，空间较小；部分店铺没有明确的地址或门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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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缺乏统一管理。 

（二）整改不当，传统风貌受到磷坏 

经过统一规划后，店铺的招牌千篇一律，没有自己的特色。过于强调改造后的商业效益，致使历史街区原有的生活特征与

人文精神逐渐丧失，传统风貌成为一种外在的形式，街区失去了原有的历史韵味。历史的真实性、风貌的完整性和生活的延续

性是历史街区保护的基本原则，对原有生活和社会网络的保护是历史街区保护的重要组成，具有前瞻性的保护工作应把保护的

层次提到保护生活方式与内涵文化的高度上来。 

（三）历史文化重视程度不够，文脉难以延续 

虽然葑门横街具有百年历史，但由于其原本处于城乡交界地带，曾经的历史古迹及建筑被当时政府所忽视，没有得到很好

的保护，以至于今天无迹可寻，只能从老人的记忆或书中的只言片语中想象。同时，关于横街的历史记录不够完整，人们缺乏

档案意识，对于横街重要的历史记录，没有形成系统的档案，可查的资料也比较零散。尽管后人对横街历史文化记录进行了一

些整理与编纂，如苏州市沧浪区政协文史委编写的《葑溪横街：光景与流年》和横街居民卢根元的回忆录〈〈葑水晚照》，但这

些记录尚不全面，不能展现出横街的全部历史风貌。除此之外，横街的文化宣传力度不够，大多数人只知道横街的物美价廉，

却不知道横街深厚的历史文化。 

（四）文化传承出现断层，年轻人对本地文化感到陌生 

现代化导致上百年的传统生活方式（如传统食品制作、制鞋修鞋、缝纫、磨剪刀、制秤、节庆等）逐步消失，茶楼、书场、

酱园、糖果店……满载老苏州人记忆的场所难觅踪迹，老年人逐渐失去熟悉的生活场景而感到孤独。而在信息技术熏陶下的年

轻一代，对历史文化街区的认知只停留在美景美食，对于其中所蕴含的历史故事与人文情怀也只会感到陌生。 

四、葑门横街保护与文化传承的对策思考 

笔者以为，葑门横街保护与文化传承可以时间为脉络，既基于历史，又立足现实，更面向未来，进行科学又合理的保护传

承。 

（一）基于历史：原汁原味，修旧如旧 

“历史建筑等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一旦破坏，其损失是不可逆的，即使可以重建，历史信息也荡然无存。”中国

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张广汉这样解释原汁原味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性。保护历史文化要活化利用而不是呆板死守，“原汁

原味”不是将古迹封存放在玻璃橱窗里。横街的古建筑不多，天宁寺、基督教堂早已拆除，难以恢复，只能进行“抢救性”保

护。一方面，为古建筑建立档案，通过多方搜集资料，进行详细描述，并在古迹原有地址上设立地标牌，广而告之，让大众有

所了解。另一方面，可以采用数字技术，如三维动画漫游、基于三维建模的 VR 技术、720 全景摄影等实现古迹画面的重现，再

现空间意象。 

（二）立足现实：提升街区功能，营造宜人的空间环境 

首先，整治街貌，优化环境。街道卫生、河道防污、车辆停放、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需要进一步提升，政府可以拨款或集资

对本地建筑的内外环境进行历史风貌改造，有效系统地展开保护和开发工作。其次，围绕街区定位，规划采用以主题文化活动

为特色，以民俗文化活动为主线，以传统居住为支撑的生活传承策略，塑造多元的街区生活，恢复街区功能多样性和街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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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进行多元开发，比如开设网上销售平台，打造品牌文化，恢复茶楼书场，建造横街文化展览室、民宿等，丰富特色项目。

对于历史街区保护规划，公众参与是重要环节，因此在改善民生、满足居民现代生活需求之外，也要让横街居民成为自觉保护

历史文化街区的主体。最后，要以市井文化为依托。现有的历史街区多以商业街为主，依靠外来资本和流量发展，导致原居民

文化逐渐消失，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也使城市文化曰趋雷同。但横街历经变迁后依然保留了较原始的历史文化和生活气息，

具有独特的文化优势，使其在苏州古街中脱颖而出。因此，保护重点应以市井文化为主，使横街成为以特色市井文化为主的文

化区与商业区。 

（三）面向未来：挖掘文化要素，建立横街档案 

1.系统收集、整理、展示历史文化，加大宣传力度 

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人都认为横街资料不全，难以查阅。因此，相关部门应重视对横街文化要素的挖掘，包括历史文化

要素的提炼和市井文化要素的识别，对横街历史文化记录进行系统归纳，便于市民查阅。对于横街宣传度不够的问题，横街商

会可以助力原街道老字号的回归和定期开展节庆活动吸引游客，展示苏州特色市井文化，不仅可以创收还能促进当地文化的进

一步传播发展。 

2.长期、多维度、全视角地传承历史文化 

数字技术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提供了全新的理念和技术。可将所搜集到的资料进行数字化，通过信息资源库的建设，分

类、系统地整理史料，让人们通过网络平台快速、全面、系统地了解历史，也可以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便利。同时，借助网络平

台，可以广泛征集横街旧照与往事，通过公众提供的信息，丰富横街信息资源，不断更新横街档案。 

寓教于乐，促进传承。结合历史文化街区的名人轶事、历史古迹，开发一些互动小游戏。如把街区的几十个巷道名字与名

人故居都在地图上打乱，让人们拼图复原'等，吸引公众参与，特别是会对孩童有很强的吸引力，进而促进历史文化传承。 

结语 

总体来看，葑门横街经过岁月的洗礼，已经积淀了其独特的文化，未来对横街的保护和发展，不仅要结合现代发展模式，

更要从横街的历史背景出发，在注重横街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同时，促进其现代化发展。具体来说，不仅要尊重和维护横街

原有的历史文化，还要依托现代新兴媒体，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横街的文化影响力。同时，也要注重横街自身的保护与开发，

不仅要加大整治力度，优化生活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还要对其进行多元开发，打造城市文化品牌，提升横街整体的文化

品味。更重要的是，要健全和完善横街档案，丰富横街的历史记忆，推动其历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以葑门横街为例，笔者以为，历史街区的保护规划必须循序渐进，以可持续性发展的观念，更自由、更有创造性地看待旧

建筑。将保护方式从静态、僵硬、单一的模式转变为整体综合、柔软保护、利用和更新的模式，实现历史与现代、社会与自然

的“共生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