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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Conservation and Renewal Planning of Shanghai Old North Station Area
陈  飞   周  俭   CHEN Fei, ZHOU Jian                  

老北站地处华洋交界地带，是上海的“陆上门户”，近代海派建筑荟萃，名人故居和历史遗迹众多，是上海近代百年发展历

史的重要缩影，具有极为重要的保护价值。为落实2017年上海市政府对旧改地块中的历史建筑从“拆、改、留”到“留、改、

拆”转变的要求，《老北站地区风貌保护研究及城市设计》秉承成片保护和分级分类保护的原则，从保护历史风貌出发，

构建了由历史建筑、历史街巷、地块肌理等历史风貌要素为主体的保护体系。由于北站区域内涉及大量的旧改地块，规划

从保护出发，探讨了容积率的局部转移、住宅建筑的高度面宽的突破、统筹地面地下交通组织等技术方法，为保护规划的

有效落地做了积极的探索。

The Shanghai old North Station Area is the gateway of Shanghai, located on the Concession border. There are numerous modern 

style buildings, celebrities' former residences and historical sites. It bears witness to the Shanghai's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century 

and has great value of protection. In 2017, Shanghai government introduced 'protection priority principle' when dealing with 

historical buildings.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historical landscape，'the Old North Station Area Conservation 

Planning and Urban Design' sets a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protection which jointly takes historic buildings, streets and block texture 

as main elements. Also,the planning made a positive exploration of development right transfer,residential construction exceptions and 

ground and underground traffic coordination. Therefore, this planning ensures this area, which involves multiple plots that need to be 

renewed, to be implemented.

0　引言

老北站位于上海市天目东路宝山路口，又

称上海北火车站，俗称老北站，1950年至1987

年间曾称上海站，1987年上海火车站（新客站）

建成后停用。老北站于1908年4月开始建造，次

年7月竣工，取名沪宁车站。这个车站是一幢集

办公、候车、售票于一体的4层英式洋房，1937

年抗战爆发被日军炸毁，目前在原址上按原来的

建筑式样依原比例80%建造了上海铁路博物馆

（图1）。

一直以来老北站地区的历史风貌价值并没

有得到足够重视，在2016年8月之前都是作为上

上海老北站地区的历史风貌保护与规划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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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的旧改基地为人所知。在2003年上海市划

定中心城12片历史文化风貌区时并未被纳入其

中，虽在2016年有3个街坊被划入风貌扩区名

单，但也没有编制过专门的保护规划。之前的控

规基本上延续了常规的旧改思路，除了个别历

史建筑被要求保护保留外，其他区域都可以推

平重建，新建容积率居住地块2.5，商办地块4.0。

在2015年编制的苏河湾城市设计中，老北站区

域只是苏河湾的边缘地段，但由于地处浙江路

绿地的中心轴线位置，在海宁路浙江北路口，

规划要布置两座300 m超高层地标建筑作为空

间轴线的收头。可想而知，这样的规划条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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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老北站地区的历史肌理和空间形态带来多

大的冲击。

2016年8月，老北站的命运走向发生了历

史性的转变，这起源于同济大学阮仪三教授写

给时任市委书记韩正的一封信。信中，阮教授对

均益里个别建筑被拆一事痛心疾首，他向书记

恳切地阐述了“老北站”地区的历史文化价

值，指出“老北站”是对上海有特殊意义的历

史空间，不仅是上海的乡愁载体，更是城市历史

文脉的重要标志。韩正书记迅速做了批复，要求

必须保护“老北站”的历史风貌，“千万不存留

遗憾”！ 2017年春节期间，韩书记亲自视察老

北站范围内最大的旧改项目“安康苑”，提出了

要保护历史街道和成片保护历史街坊的要求；

2017年5月，韩书记又提出对待旧改地块中的

历史建筑，要从“拆、改、留”转变为“留、改、

拆”；很快，市规土局风貌处通过快速甄别，出台

了《外环内旧改项目所在街坊保护要求》，将旧

改街坊划分为“成片保护”、“局部保护”、“零星

保护”和“无保护要求”4个控制等级，老北站

区域内14个街坊中，被划定了8块成片保护、1

块局部保护和4块零星保护。这些街坊被要求暂

停原控规的执行，从风貌保护要求出发，重新制

定设计方案和实施计划，重新明确控制和建设

要求，同时开展相关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工作。

老北站地区终于等来了保护的春风。

本次老北站地区历史风貌保护研究，重点

围绕老北站站场核心区周边500 m左右范围历

史风貌尚存的街坊，占地约55 hm2（图2）。在这

个范围内涉及的地块几乎全是旧改地块，其中

安康苑、华兴新城已经是开发商手中的毛地，新

建量已经有出让合同约定难以更改；北站新城

是区里“十三五”重点旧改推进地块，2018年

前必须要完成居民动迁工作，更新成本基本锁

定；宝丰苑也是旧改地块，但尚未纳入近期实施

计划，尚有调剂的余地。老北站地区虽然历史风

貌尚存，但是物质环境破败，居住人员混杂，当

地居民积攒了近20年的改造愿望十分强烈，这

些客观存在的情况使得该地区面临着必须短期

内改善民生和平衡动迁成本的巨大压力，这也

给保护规划的落地带来极大的挑战。

1　上海的“陆上门户”——老北站的

     保护价值

老北站是中国铁路兴起的标志，淞沪

（1898）、沪宁（1908）、沪杭铁路（1916）的建

成通车，见证了中国铁路从无到有、从艰难起步

到繁荣发展的历史。由铁路带来的客流、物流和

信息流在此汇聚，北站作为上海 “陆上门户”，不

仅将上海和长三角，更是和全国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开站初期，每天有10对旅客列车出发和到

达，1 000多名旅客在此上下车，20车货物到

达，棉纱、蚕茧、火柴、肥皂、时髦的服装、当天出

版的报纸都通过铁路昼夜传递。

北站建成后，最直接的影响是带动周边地

区的开发建设。由于交通设施的便利，同时地处

华洋交界地带，老北站地区借助人流物流的集

聚在短时期内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街

道四通八达，里坊弄巷密布，商业、文化、会馆、

居住、学校、工业等城市功能日益完善。目前老

北站地区仍保留了大量完整的历史风貌：安庆

路、康乐路、浙江北路、山西北路等道路保留着

较为完整的历史尺度和原貌；均益里、华安坊、

来安里等里弄规模大，格局完整；还有大量的包

括吴昌硕、虞洽卿、李经方（李鸿章之子）、杭樨

英等名人故居，见证了当年大批华界文化和民

族工商业精英在此集聚和创业奋起的历史，因

而老北站地区对于上海城市发展而言具有极为

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保护价值。

1.1　历史文化价值

老北站地区是上海近代城市百年发展历史

的缩影。老北站地区兴衰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

5个阶段：1898—1909年铁路发展，城市建设开

始兴起；1909—1932后北站落成，房地产业快

速发展；1932—1949年战争爆发，地处租界得

以留存；1949—1987年改革开放，地区商业繁

荣昌盛；1987—2017年客站西迁，人流转移导

致衰败。从清末时期的传统村落，到民国初期租

界扩张与华界自治的抗争，再到工人运动革命、

两次抗战和解放战争，各个时期都能在老北站

地区找到城市发展的见证。

同时，老北站地区作为上海近代华界奋起

的肇始地，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历史见证，如

北站大楼和铁路管理局大楼见证了中国的铁路

发展，商务印书馆和五卅运动总工会旧址见证

了上海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华兴坊的《热血

日报》报社旧址和专门印刷党中央文件刊物的

协盛印刷厂见证了当年的红色革命运动，不给

日本人画画的杭樨英画室等也见证了当年民族

文化和工商业精英奋起抗争的历史。

1.2　空间形态价值

老北站地区也是典型的由交通设施带动发

展的城市地区的历史样本。北站建设前，该区域

是一片芦苇丛生的荒地；北站建成后，通达北站

图1　北站大楼的变迁
资料来源：网络。

图2　规划范围与旧改项目分布图
资料来源：《老北站地区风貌保护研究及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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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目东路—宝山路一带很快发展为华界最繁

华的商业中心之一。从功能分布上看，北站地区

呈现出极为典型的交通枢纽区域的功能特点，

沿街店铺密布，通向北站的南北向街道两侧餐

饮类居多，街坊内还有不少旅社、仓库等功能，

明显是为交通枢纽的人流、货流的集散服务；又

如北站地区现存大量的同乡会馆旧址也反映了

当时外来人口的集散极为频繁。从空间格局看，

北站地区也展现了它的独特性，街坊内部的主

弄几乎都是南北向的，这也便于人们以最便捷

的路径联通北站。

另外，老北站地区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城

市生长扩张过程。从历史地图上看，华界与租界

的道路几乎是无缝对接，路网格局和尺度都较

好地延续了租界的特点，集中反映了当时华界

较高的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图3）。

1.3　建筑风貌价值

老北站地区是近代海派建筑荟萃地，更是石

库门里弄建筑的博物馆。老北站地区历史建筑以

石库门里弄建筑为主，集中建设于民国至抗战前

期，历史风貌总体保存状况较好，基本功能也得以

延续，不同时期的石库门里弄都能在此找到，如早

期的石库门里弄来安里、余庆里，中期的福荫里、

吉庆里，晚期的同发里、颐福里等，还有广式里弄

（钱江新村）；有新式里弄（宝生里）等（图4）。

另外，老北站地区建筑类型丰富，尤其住宅

建筑风格多样：有西班牙风格的联排别墅（均

益里），有殖民地外廊式公寓（虞洽卿寓所），有

中西合璧式花园洋房（梁氏民宅），有江南水乡

传统四合院（钱氏民宅），还有折中主义风格的

山西大剧院。这些丰富多样的近代历史建筑反

映了中西文化的有机结合，体现了上海海派建

筑海纳百川的特色魅力（图5）。

2　规划理念——历史保护与风貌保护

     的结合

通常我们所说的历史保护是保护有历史价

值的空间和物质载体，如某个建筑的年代久远，

反映了当时的建造水准和设计思潮，或者曾经

住过某位名人，又或者发生过著名的事件等，为

后人研究当时的历史提供依据和见证，因而具

有历史保护价值，也可依据其价值的不同特点

图3　老北站历史地图
资料来源：《岁月印痕——穿越百年闸北》。

图4　里弄建筑类型汇总图
资料来源：《老北站地区风貌保护研究及城市设计》。

图5　历史建筑类型汇总图
资料来源：《老北站地区风貌保护研究及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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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细分为人文、科学、建筑或艺术价值等，再根

据其价值的珍贵程度确定不同的保护等级和要

求。“原真性”是历史价值的核心，一幢历史建

筑若被拆除，哪怕复建得一模一样，历史价值也

不存在了，因为“原真性”没有了，已经成了“假

古董”，因此历史保护措施的主旨是保护这些有

价值的历史信息的“原真性”。

然而城市历史地区的风貌保护却不仅仅

是历史价值的保护，还包含历史风貌景观保护

的内容。历史风貌是指某个城市区域保存着某

个历史时期的建筑、空间和景观特征的总和，

而“风貌”的价值更多地基于其“可读性”。“可

读性”是人类理解环境和认可文化的前提。“人

类精神基本上通过使用认知的分类学、类别和

图式，试图赋予世界以意义来起作用，而建成的

环境是这些图式的有形的表现、有形的要素，不

仅造成可见的、稳定的文化类别，同时还含有意

义，那就是如果当它们与人们的图式相适合时，

它们的含义也可被译解。”[1]人们通过将看到的

形象与头脑中的“图式”①（译码）相对照，来

理解环境，并决定对环境的认可程度。还是以复

建建筑为例，虽然“假古董”丧失了历史价值，

但是其呈现的历史建筑的原有样式已经成为人

们认知历史地区的一种“图式”，仍然具备风貌

价值。

人们认识环境的过程是心中的信码图式与

建成环境中得到的线索相对照来对建成环境进

行判断，而这样的线索要足够清晰和完整才能

帮助人们作判断。也许某一地区会有一两处特

别的历史建筑成为整个空间系统中的标志物，

但是若除了这些标志性的建筑外，其他都是新

的风格的建筑、新的尺度的空间，人们得到的历

史信息是零碎的，不会感觉到是在一个历史地

区内活动，也就无法有效地感知当地的历史和

文化。历史地区建筑保护的争论一般都主要集

中于大量的一般历史建筑，到底该不该留？留

多少？怎样留？而这些大量的、历史价值和风

貌价值并不突出的一般历史建筑往往既是历

史风貌基础信息的提供者，同时又是质量较差

迫切需要更新改造的对象。一般历史建筑由于

历史价值和风貌价值并不突出，采取复建或特

色要素保护或是较为现实的选择。虽然复建和

特色要素保护的建筑严格来讲并不再具备历

史价值，但其展示的风貌特征还是有助于将原

本零散的历史要素信息串连成一个连续历史

语境，增强历史风貌的完整性和可读性。因而，

就历史地区而言，历史保护和风貌保护是同样

重要的（图6）。

3　保护构架——分类分级

历史街区的历史风貌价值主要依附于建

筑、空间和肌理之上，对这3类承载历史风貌信

息的载体进行合理有效的保护与控制，是构建

保护体系的基础。

3.1　历史建筑的保护

老北站将历史建筑按保护措施分为4类：

第一类是有保护身份的历史建筑，包括各级文

保点和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按照文保和优秀

历史建筑的保护要求予以保护保留；第二类是

历史价值和风貌价值都较高的历史建筑，以保

留修缮为主，保留或恢复建筑原有外立面特征

或室内特色装饰，室内可依据功能需要进行调

整；第三类主要针对历史价值一般、风貌价值

尚可的建筑，可进行落架复建，但需保持建筑

原有外立面风貌特色，室内可依据功能需要进

行改造；第四类为历史价值和风貌价值都一般图6　保留特色构建建筑处置效果图
资料来源：《老北站地区风貌保护研究及城市设计》。

图7　建筑保护更新措施图
资料来源：《老北站地区风貌保护研究及城市设计》。

图8　风貌道路街巷保护措施图
资料来源：《老北站地区风貌保护研究及城市设计》。

图9　原控规道路红线调整图
资料来源：《老北站地区风貌保护研究及城市设计》。

①“图式”是特定的社会群体通过共同的社会生活产生的一种共识，是被社会群体共同认可的抽象化的形象，而且这些抽象化的形象都含有特定的含义，因而可以

起到“译码”的作用，所以不同的环境形象会按照群体认同的各种形式产生意义从而被人理解。“图式”是物质环境、社会生活、历史文化等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因

而可以使人产生相应的联想。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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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筑，保留建筑特色要素构件，其他部分允

许依据功能需要进行改变。虽然第三、四类建

筑已经不属于历史保护的范畴，但是对历史地

区的风貌完整性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

义的（图7）。

3.2　历史空间的保护

人们对历史地区的风貌体验不可能局限在

某一固定的点上，而是通过散步、逛街、购物、观

光等活动在一个连续的空间移动中获得切身的

感受，在这一个动态的连续的过程中，不仅是历

史建筑会传递直观的信息，空间尺度、界面特征

等也会让人感受到不一样的风貌特色，因而历

史路径已不仅仅是交通功能，其本身便具备风

貌价值。在老北站地区，历史空间的主要载体是

道路和弄巷。

对历史空间的保护，首先是格局的保护，主

要是保护原有的道路弄巷的布局和走向，为此

对原控规局部道路红线进行局部调整，缩减规

划道路红线宽度和转弯半径，如保留现有安庆

路、康乐路、山西北路和东新民路的道路线型和

宽度不变，延续原有空间尺度；保留街坊内南北

向的主弄和规模较大的里弄单元的鱼骨状的支

弄格局（图8-图9）。

作为历史风貌信息感知的主要路径，历史

信息线索的连续性就显得十分重要，因而也就

不难理解同样风貌和质量品质的历史建筑，分

布在路径两侧的要比分布在地块内的风貌价值

更高。在老北站地区，尽可能地保留沿街历史建

筑，部分历史建筑由于质量问题必须更新，也要

求原拆原建，即按照原来的位置、高度、式样重

新建设，以保留原有的沿街建筑的立面特征；哪

图10　安庆路街道空间保护与整治效果图
资料来源：《老北站地区风貌保护研究及城市设计》。

图11　吉庆里主弄空间保护与整治效果图
资料来源：《老北站地区风貌保护研究及城市设计》。

图12　肌理保护措施图
资料来源：《老北站地区风貌保护研究及城市设计》。

怕是新建的沿街建筑，也要保持原有的退界、高

度，这样才能让人们行走于这些街道时仍能感

受原有的历史风貌特征（图10-图11）。

3.3　历史肌理的保护

城市中的历史地区都在漫长时间内以其

特有的“内在规则”逐渐建设和演变形成，肌

理就是这些“内在规则”的主要表现。肌理通

常由地块界线和地块内的建筑组合关系构成，

地块界线反映的是空间规模，建筑组合关系反

映的是空间秩序。然而这种“内在规则”在现

代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模式下被彻底改变了，典

型的表现就是地块单元的合并与空间尺度的放

大，虽然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联系，但在

大多数情形下，因为追求经济的规模和发展的

速度等方面的考虑而放弃了城市原有地块单元

的界线，从而为空间尺度的放大提供了更大的

可能性和余地。空间尺度以及相应的建筑尺度

的放大，建筑数量的减少，组合关系变得松散及

单调，使城市空间类型的多样性减少，肌理质感

随之趋于平淡。历史肌理的保护价值，一方面是

一些典型的肌理本身就具有空间类型学的价

值，另一方面是在规划中通过对地块界线和建

筑组合方式的管控，可以缓解新建建筑在空间

体量上与历史环境的冲突和差异，使新建筑能

有机融入历史环境中。

在老北站的风貌评估中，将历史肌理的保

护归为3类（图12）。Ａ类肌理通常是指地块规

模较大、建筑布局有序、格局完整或具有一定典

型性的地块。这类肌理要求整体保留，即地块范

围不变，建筑布局不变。B类肌理地块规模较小，

肌理格局较为零碎，保护措施为局部调整，即建

筑布局结构不变，地块边界形状和个别建筑位

置可结合方案进行微调，如增加小型开敞空间

或绿地，优化高密度的生活环境；又如其内的建

筑若需新建，则也要保持原有的布局关系。C

类是允许肌理更新的地块，即地块可合并，布局

可调整。从北站地区的方案来看，A、B类肌理

基本占据大半壁江山，较好地保持了整体的历

史特征和风貌意向。对肌理的保护，实质上是通

过将隐含的“历史规则”明晰化来指导新建筑

与历史环境达成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

既是认识城市、指导城市建设的观念和尺度，也

是规划设计的方法[2]。

4　规划落地——突破与创新

虽然划定保护对象、制定保护框架是保护

规划的核心内容，但是保护规划要想落地，确实

要有效地协调保护与更新的关系，如平衡更新

成本、解决交通集散等现实问题才是保护规划

可落地的关键。

如北站新城地块被划定为成片保护街坊，

虽然尚未出让，但由于是区里近期旧改的重点

推进地块，巨大的动迁成本成为成片保护目标

落地的客观阻碍。规划采用开发容量在区域内

转移的手段，将73号街坊和宝丰苑街坊纳入方

案整体统筹，将北站新城地块的部分容量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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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北站新城地块原控规方案与本轮方案对比图
资料来源：《老北站地区风貌保护研究及城市设计》。

图14　老北站地区整体规划方案效果图
资料来源：《老北站地区风貌保护研究及城市设计》。

转移至上述两块街坊，从而保证了北站新城地

块旧改推进的经济可行性（图13）。

而华兴新城和安康苑属于毛地地块，扩大

成片保护的区域的同时又要维持地块新建总量

不变，只有将高层建设范围压缩到尽可能小的

区域。规划一方面将开发量在各自地块内进行

转移和集中，另一方面在规划技术管理方面进

行大胆的突破创新，如在保证安全和日照条件

的前提下，允许住宅高度突破100 m、面宽突破

60 m等，经过多轮方案推演，最后才在保护和

开发之间找到平衡点，使得成片保护的历史肌

理接近用地范围的60%，尤其是22和25号街坊

完全不设高层建筑，基本实现成片保护的目标

（图14）。

解决交通问题也是为了使对历史风貌街道

的保护具有可行性。依据保护优先原则，以供定

需，以缩减道路红线宽度、提升路网密度、减小

转弯半径为主要手段，对原控规局部道路红线

进行局部调整。在保持现有道路宽度的前提下，

要使现有的街道空间支撑超过2倍于现有建筑

量的高强度开发和日常运转，交通组织的解决

方案也成为保护规划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规划

通过贯穿华兴新城和安康苑整体设置的一条地

下通道，单向2车道，重点服务两大地块内建筑

的到发性需求，将车行交通主要集中在地下一

层解决，结合地面路网布局，康乐路南、北两侧

设置进口，进入地下后向东西两侧分流，并在公

共通道、山西北路设置出口（图15）。地面主要

用于临时通达，维持较好的步行环境；充分利用

地下空间建设多层通车库，同时结合周边地铁

站点，设计以公交为主导、以供定需的交通模式

来全方位解决交通问题。

 

5　结语——关于保护的理想

20世纪70年代，博洛尼亚在世界上第一

次提出了“把人和房子一起保护”的口号，随

着1974年欧洲议会上对这一思想的肯定，“整

体性保护”已经成为城市历史地区保护与发

展的“唯一有效的准则”[2]和全世界历史保护

工作者的共同理想。可以说“把人和房子一起

保护”这句话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

说明使用者和建筑对历史保护来说是同样重

要的；其次，历史地区是一个复杂的人类实践

的混合体，特定场所中的实践活动形成的大众

化的用途和功能也应得到保护和延续，不然保

护规划将有巨大的局限性并且要冒失败的风

险[2]。博洛尼亚的保护规划反映了人们对历史

城市发展方向的思考，明确了“为什么要保

护”和“为谁而保护”。

近几年上海在保护领域的一大突破就是实

现了“留房不留人”，曾经的“动拆迁”的政策

（即居民被动迁，房屋也要被拆除）导致许多不

具备法律保护身份的一般历史建筑（即非文保

和非优秀历史建筑）难以保留，直到近期出台

了“保护性征收”政策，才填补了这困扰上海

保护多年的漏洞。“留房不留人”的政策虽然使

我们可以在保护历史建筑方面实现应保尽保，

但“整体性保护”并不只是保护历史建筑，还

要保护历史街区的生活。而在现有的旧改政策

和更新模式下，我们用尽了规划的手段，也只是

留住了历史街区的躯壳，却丢失了她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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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地下通道交通组织图及早高峰饱和度分析图示意图
资料来源：《老北站地区风貌保护研究及城市设计》。

一方面，动拆迁的经济成本决定了街区中新建

的住宅售价预期都将不少于20万/m2，这只看不

见的“手”直接野蛮粗暴地将原有的社会结构

横扫一净，除了极少数富豪，原有的居民根本没

有再回来居住的机会。另一方面，被保留下来的

老房子由于房型、地段的稀缺，若修缮后作为整

栋的住宅销售，必然是天价中的天价，相较于原

有居民得到的动迁款而言，巨大的落差难免造

成被动迁居民的不满。为了防范不能预见的社

会事件，管理部门与开发商约定，保留下来的历

史建筑产权只能持有，不能作为住宅销售，只能

作为酒店、办公、文化、零售或餐饮，对标的是新

天地和田子坊，由此带来的荒谬后果是作为居

住建筑的里弄却再也不能作为住宅使用了。更

为要命的是，居民整体动迁后再集中建设的模

式，抽光历史街区的人气和活力，在新的楼盘销

售和商铺招商前，整片街区宛若死城，每每站在

旧改基地里，看着废墟上残存的历史建筑风雨

飘摇，看着曾经生气勃勃的弄堂人去楼空，看着

曾经车水马龙的街道冷冷清清，不禁恍惚那片

我们费心竭力要保护的历史街区到底是“活着”

还是“死了”。

可以说目前我们对于里弄也好，对于历史

街区也好，大量的保护工作还只是停留在物质

空间层面，距离真正的“整体式保护”还很远。

而上海已经从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可

以预见未来几年城市更新将成为发展的主旋律

之一，历史街区面临的挑战将越发严峻，老北站

地区通过这轮历史风貌评估新增约13万的保护

保留历史建筑，在未来的城市更新中，这批大量

的历史建筑不可能也不应该全部作为“新天地”

或“田子坊”。如何能让历史街区即保持历史风

貌，又提升物质环境品质，还能延续活力，避免

断裂式的功能和社会结构更迭，如何改变目前

这种“脱胎换骨”式的“保护”实施方式，是

下一步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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