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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levation Improvement of Ancient Buildings with Archaizing Style

古建筑立面仿古风貌改造探析
——以重庆市安居古镇大南街为例
□   张志超  曹思玮 _ zhang zhichao  Cao Siwei

[摘  要] 中国传统古建筑具有优美的形态和精巧的结

构，具有很高历史文化价值和欣赏价值。但随着城市

建设和城市化的进程，现代城市建设与古建筑之间的

矛盾愈发凸显。许多古建筑正在逐渐消失，抑或夹杂

于现代城市建筑之中，由此对古建筑的改造和保护便

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重庆市安居古镇大南街立面改

造工程为例，对古建筑立面仿古风貌改造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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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传统风格的仿古建筑属于中国近现代建筑的重要组成部

分，而如何在继承和保护传统建筑的风貌格局和其所体现的历史文

化内涵的同时，处理好其与现代建筑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值得关注的问

题。建筑可以说是具有生长、发展、演变的有机生命体，中国传统建

筑的生长发展依附于外部空间环境，从而形成了具有丰富景观变化的

逆向空间[1] ，而现代建筑的大规模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建筑原有

的生长序列，在建筑风貌上形成时代的“脱节”。对古建筑仿古立面

改造可将拆除历史街区变为保留修缮历史街区，将分散保护变为整体

区域的保护，发展当地旅游业，拉动GDP增长，但是不恰当的改造

亦可对传统建筑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如何对古建筑进行立面风貌改

造，以求得对历史的保护和与时代的衔接成为值得反思的问题。下面

以重庆市安居古镇大南街为例进行探讨。

1  安居古镇概况
安居古镇位于重庆市铜梁县县域北部，合川、潼南、铜梁三县

交界处，背倚群山，北邻涪江、琼江，具有极其优美的山水聚居环

境。安居古镇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春秋战国时先为

巴国垫江（今合川）属地，张仪灭巴后属秦。据《安居县志》载，隋

唐时期安居已成为涪江下游的重要场镇，场镇形成距今已有1400多

年的历史[2]。安居古镇民居建筑可分为六个组成部分，其分别为西街

民居带、万寿宫片区民居群、会龙街—火神庙街—大南街民居带、小

南街片区民居群、东岳庙片区民居群和南华宫片区民居群。公共建筑

具有会馆建筑、寺庙建筑、宗祠建筑等类型，分布在民居建筑群落之

中，其中公共建筑多分布于西街民居带、南华宫片区民居群和东岳庙

片区民居群中（图1）。

2  安居镇大南街风貌概况

大南街片区主要以民居建筑为主，建筑风格

统一且富有变化，建筑普遍具有深出檐且坡度较大

的坡屋顶；较高且多为石砌的台基，建筑多为木结

构房屋，采用小青瓦、木板门、石砌勒脚等建筑形

式。建筑整体风貌与功能的形成与其地处西南地区

受江水影响且湿度较大有关，同时也是古建筑营造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体现。

民居建筑顺应地形地貌在空间上错落排布，形

成具有起伏和开合变化的街道空间。街道与建筑立

面在空间层次上产生了具有蜿蜒转折的引导关系。

建筑与街道的高宽比接近1︰1，空间尺度宜人且具

有围合感。民居建筑具有深出檐的特点，在空间上

形成了具有强烈纵深感的递进效果。

传统民居建筑在大南街片区分布多而集中，但

其中仍夹杂有较为突兀的现代建筑。现代砖混建筑

多为3层，一定程度地破坏了原有木结构建筑所形

成的天际线，在街道空间中对视线进行遮挡，阻碍

了街道转折空间视线的引导性，使得视线通透性降

低，原有具有纵深递进的视廊被阻隔。同时，建筑

立面上较大体量的现代建筑与原有木结构建筑形成强

烈反差，破坏了原有建筑立面和谐统一的艺术效果。

现代化城镇建设进程中，安居古镇的街道和

建筑上留下许多裸露的给排水管线和架空的电线，

建筑风貌由此大受影响。裸露混杂的电线破坏了建

筑立面的完整统一性，在时空序列上形成强烈的反

差；地面上凸起的排水管线与青石板路面同样构成

了古镇中的不和谐因素（图2）。

3  建筑立面特征分析

建筑造型是古镇建筑在千百年历史演变中，人

的生活需求与外界环境结合后的一种功能反映和外

形风格[2]。大南街片区建筑类型多样，存在有不同时

期的建筑，其建筑立面造型特点也具有较大差别，

根据建筑立面实测图我们可对建筑立面构造形式、

艺术特点、功能结构进行分析梳理。

3.1  灵活多变的建筑形式

建筑立面能够反映建筑与自然、造型与功能之

间微妙的关系。古镇传统建筑多以木构架为主要承

重方式，巴渝地域的传统建筑主要形式有抬梁式、

穿斗式和抬梁与穿斗相结合的混合式，根据建筑基

地特点而产生灵活多变的建筑形式。建筑材料较为

丰富，有砖、石、竹、木等，大多就地取材。建筑

的构造形式反映在建筑立面上便形成了古镇独特的

风格与特点。

3.2  具有历史沿革的建筑立面

根据大南街128号、129号民居实测图可知，其

建筑木构架采用穿斗式建造形式，墙体填充具有砖

墙、水泥墙、竹编夹泥墙等建筑材料，门窗既有保

留较好的木板门、木板窗，又有较为现代的带有防

图1  安居古镇构成图

图2  大南街现状风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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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栏的门窗。墙体填充材料以及门窗的不同展示了

建筑经历的不同历史时期，真实地反映出建筑在不

同历史时期所产生的变化，但是水泥墙体与金属门

窗等现代元素与古朴素雅的古建筑元素又形成强烈

反差（图3）。

3.3  因地势起伏的立面效果

大南街民居充分体现了山地建筑的构筑特点，

具有较大坡度的道路和因地而建的建筑形成在三维

空间上具有丰富变化的空间组合形式，使得在街道

的不同位置所能看到的建筑立面景观效果有所不

同。建筑与起伏多变的道路之间相互遮挡衬托，从

而形成丰富多变的景观序列。

3.4  对比强烈的新旧建筑

沿街民居反映出新建建筑与原有古建筑之间的

强烈对比，穿斗结构、六合门、小青瓦、斗拱这些

古建筑元素与现代建筑的瓷砖贴面、带护栏的门窗

等显得格格不入，无论在质感上还是体量上两者风

格差异甚远。

4  仿古风貌改造分析对比

对大南街建筑立面的仿古风貌改造主旨是在不

破坏其原有风貌格局的基础上对原有古建筑进行修

补和完善，对处于古建筑中的现代建筑进行立面仿

古改造。考虑大南街街区的建筑风貌特色以及周边

环境影响，从而在街区中形成具有景观序列丰富变

化的空间景观效果。

如对大南街125、126、127号民居的改造，改

造中对原有建筑中的柱、枋、柱础石等原有结构性

构件进行保留，在建筑骨架中延续原有特色；对原

有建筑中的部分夹泥墙、木板门等围合构件做了适

当的保留，在风貌外观上保留具有真实历史传承的

元素。而对于现代门窗则利用仿古门窗对其进行替

换，使其与所改造的房屋相匹配。对于水泥墙、部

分现代砖墙则利用木板将其遮掩或对其进行开门开

窗的改造。屋顶大多保留其原有的风貌形式，但对

于过于平淡的屋顶样式采用挑出、架高等手法以使

得建筑立面轮廓线优美自然，同时在整个街区形成

富有变化的天际线（图4）。 

在大南街125—129号民居形成的整体建筑立面

中可看出，过于统一的门窗样式虽然对建筑原有风

貌进行了改观，使得建筑焕然一新，但整体却缺少

重点，过于平淡统一，没有节奏的转折变化。但在

屋顶上，部分架高的屋顶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建筑一定

的节奏感，打破了建筑轮廓线的单一呆板（图5）。

5  古建筑立面仿古风貌改造反思

对古建筑立面的仿古风貌改造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对古建筑起到保护、延续的作用，同时也可以拉

动地方经济的增长。但立面工程需注重与中国古建

筑美学相协调，注重城市文脉在建筑中的延续和发

图4  125-127号民居改造前后对比图

图5  125-129号民居改造前后对比图图3  128、129号民居立面测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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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尽量减少立面改造对古建筑的伤害。

古建筑立面仿古风貌改造需要展现其原真性。

整旧如故与历史累积是不完全一致的。如果将一切

推倒重来或者说用假的东西来代替真的东西它就失

去其历史传承性，就会把千百年的历史故事一朝毁

灭[3]。立面仿古改造所展现的并不只是还原历史建

筑，更重要的是还原历史文化，延续历史传承。

中国古代建筑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其独特的

精神内涵。建筑与建筑之间、建筑与自然之间、建

筑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首先被考虑的，这也是与中

国古建筑美学相吻合的。古建筑的美体现于其与外

部要素和谐统一的关系，体现的是天地人和谐发展

的精神内涵。同时，建筑应该是适应某种特定文脉

的产品和过程。但是，今天我们很难确定说出上下

五千年哪一个特定的朝代代表着中国建筑的传统。

城市的特色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不同之

处，是其文化的标志。今天，人们对“千城一面”

的厌倦，对城市文化品位的追求，对地域民族特色

的喜爱，进而要求我们的城市应具有个性特色和可

识别性[4]。而建筑体现出的特色和可识别性又体现于

其原有的空间布局和独特的风貌特征，因此在对其

进行改造时应避免千篇一律，应遵从建筑的本源，

避免对文物古迹和原有良好空间的破坏。

然而在还原建筑风貌的同时，还需要完善街区

的基础设施，开展历史建筑的保护修缮，加固建筑

结构，完善建筑内部取水、排水、照明、供暖、燃

气等设施。在保持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基础上，对

街区的道路、给排水、电力电信、供热燃气、消防

设施等方面进行改造建设[5]，使得建筑能够处于外围

环境良好的街区中。

6  结语

建筑立面仿古风貌改造工程不应仅仅停留在对

建筑的美化之中，而应从深层次挖掘建筑所体现的

历史文化底蕴，通过建筑立面对之进行表达。在设

计中应从宏观的景观空间进行考虑，将建筑融入其

周围的环境空间，从而提升建筑的表现力。在城市

建设中，越来越多的具有历史性的建筑会夹存于现

代建筑之中，如何处理古建筑与现代建筑之间的关

系成为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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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esign for Shear-wall Structure of an Ultra High-rise Building

浅谈某超限高层剪力墙结构的设计
□   孙  昌   庞少华   蒙文流  _ Sun Chang  Pang Shaohua  Meng wenliu

[摘  要] 以某超高层剪力墙结构为例，根据结构超限

类型及程度，对结构进行性能化抗震设计，并采取相

应的抗震加强措施，最后采用satwe、Midas Building

两个有限元软件对结构进行小震、中震、大震分析。

结果表明，结构不规则程度和结构整体性能等均符合

要求，结构设计能满足设计规范的要求，可以为类似

工程参考借鉴。

[关键词] 超高层结构；剪力墙；超限分析；抗震性能；静力

弹塑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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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简介

南宁某住宅小区位于青秀路与民族大道交汇处，总建筑面积约

36万m2，包括9栋超高层住宅、2层地下车库及附属配套设施。典型

户型标准层平面见图1。结构首层层高9.0m，标准层层高3.5m，总层

数为45层，结构高171.05m，略超《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以下简称“高规”）第4.2.1条B级高度钢筋混凝土高层建筑170m

最大适用高度的要求，需进行性能化设计。

 

2  结构设计

2.1  结构设计主要参数

建筑结构安全等级为二级；结构形式为剪力墙结构；结构设计

使用年限：50年；基本风压：结构构件承载力计算时按100年一遇

风荷载W0＝0.40kN/m2取值，位移计算时按50年一遇风荷载W0＝

0.35kN/m2取值；地面粗糙度：C类；抗震设防类别：标准设防类

（丙类）；抗震设防烈度：6度；小震地震作用按安评报告的反应谱

计算，中震、大震地震作用按高规的反应谱计算；设计地震分组：

第一组；场地土类别：Ⅱ类；剪力墙结构周期折减系数：0.95；剪

力墙连梁刚度折减系数：0.9（小震计算）、0.7（中震计算）、0.3

（大震计算）；结构构件抗震等级：剪力墙为二级；地基基础设计等

级：甲级；建筑桩基设计等级：甲级；人防地下室等级：核6级、常

6级。

2.2  基础设计

场地土层分布均匀，以粉砂质泥岩与粉砂岩互层为主，依风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