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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潮溪村，营造防御体系格局的古围墙与植物
防护带早已消失，古民居建筑也正面临不断的消亡，空
心村的现象日益严重。在中国新时代乡村振兴、传统村
落大力保护的背景之下，如何实现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
展，村落空间形态的维护与延续是重点，也是避免在保
护中大拆大建、千篇一律的重要保障。科学辩证地看待
传统村落形态的形成机制，并理解其意涵，是在未来保
护与振兴规划下尊重村落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

注释：
①相关数据由地理空间数据云官网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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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更替下城市闲置空间改造设计思考
 

□ 韦胜财    杨   辉

[摘   要] 通过对城市闲置空间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城市闲置空间存在的潜在价值，提出城市闲置空间的改造应该参照分类原则，并
根据个性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按照最优化的方式进行保护、改造和利用。这将有助于改善人们生活的环境，提升城市品质，激发城
市空间的活力，实现城市“新生”。以城市中某一闲置建筑空间改造设计为实例进行分析，通过为旧建筑植入新的功能，激发闲置
空间的活力，使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周边居民，并成为城市中一道美丽而独特的风景线，营造更多年轻人喜欢的城市公共空间。

[关键词] 城市设计；闲置空间；改造；建筑设计；公共空间

1  引言
随着我家社会和经济迅速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

加快，当下我们生活的城市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们对城市的改造从未止步，城市的新旧更替，不仅是
一次“死亡”，更是一种“新生”。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里，城市的改造往往是通过对房屋的拆迁来实现的。大
量拆迁破坏了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抹掉了人们的“乡
愁”，并驱赶了人和人之间自然亲切的社会交往。但人
们从未停止对可以发生偶遇和邂逅的空间场所的渴望，
期待着城市未来的发展，城市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加美
好。对城市闲置空间的改造和利用，有助于改善人们
生活的环境，提升城市品质。通过空间的挖掘，植入
新的功能，可以有效激发城市空间的活力，实现城市
“新生”。

2  城市闲置空间现状及影响
2.1  城市闲置空间概念
在许多文献资料中，城市闲置空间也常被称为城

市剩余空间，它是城市中没有被合理和有效利用的那部
分空间[1]。这些剩余的空间往往不如城市广场空间、街
道空间等容易引人注目，而是处于城市中的某个角落，
如城市巷道、街道转弯处、临街居民楼下、房屋山墙之
间，它们是具有一定消极性的城市空间类型[2]。

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随着城市建设活动空前繁
荣，城市也在不断发展和壮大，而人口增长的速度，跟
不上城市建设的速度。城市的快速扩张，使大量的土地
和空间没有被及时开发和利用，这是导致城市闲置空间
产生的主要原因[3]。城市结构布局不合理、资源分配不

均、社会贫富差距较大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助了
城市闲置空间的大量出现。

2.2  城市闲置空间的现状
当前城市闲置空间因为没有得到合理利用，长期

或暂时处于闲置状态。城市角落保留有许多破败的老房
子，因房地产开发的脚步逐渐减慢、动迁的成本不断增
高以及政策影响等种种原因，导致许多老房子没有人管
理。一些中小城市随着人口的外迁，老房子因年久失修
被遗弃；建筑外墙涂料已脱落、斑驳，变成危房。废旧
建筑空间与兴起的建筑空间及周边坏境显得格格不入，
被丢弃在悄无声息的城市角落。

2.3  城市闲置空间带来的问题
当前，城市中大多数的剩余空间都被闲置或低效利

用，形成消极空间，这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严峻挑战，老
城区问题尤为显著。越来越多的城市随着产业外迁、年
轻人逃离，老城区日趋“空心化”，主动或被动地面临
“衰败”，在一定程度上抹平城市间各具特色的文化印
记。城市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等将会被遗忘，人们再
也回不到记忆中的故乡。同时，城市闲置空间的存在，
浪费城市资源，占用城市的空间，破坏城市完整的景观
形象。如老房子长时间没有使用，导致建筑坍塌破坏、
院内杂草丛生、大量废弃物堆积等，严重破坏城市的景
观形象[4]。

3  城市闲置空间改造和利用的思考
3.1  城市闲置空间价值认识
城市闲置空间是城市的一部分，与人们的生活紧密

联系，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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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漂亮的老房子记录着一代人曾经的生活，是我们最
美好的回忆；在新旧更替下，城市闲置空间被较为完整
地保留下来，它见证了城市发展的历史变迁，具有重要
的历史价值；部分老房子保持了城市历史时期原有的建
筑风貌，展现了当时人们的审美倾向和价值取向，具有
一定的艺术价值；城市闲置空间因为未被合理有效利
用，处于闲置状态，有无限的潜力，具有一定的使用
价值[5]。

3.2  改造利用的策略
城市闲置空间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艺

术价值和使用价值，对城市闲置空间的改造和利用具有
重要的意义。它能为临近社区带来活力，也可以增强附
近居民的归属感，更能优化城市结构、缓解资源分配不
均等问题，为城市增添美感[6]。

城市闲置空间的改造和利用不能一概而论。一味
拆除只会使城市变成简单乏味、千篇一律。按照分类原
则并根据个性问题进行具体分析，遵循社会经济发展需
要，按照最优化方式进行保护、改造和利用，以有限的
费用和较短的时间，改善城市景观，聚集社区民众的向
心力，促进城市再生[7]。

对于保存完好且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又能体
现时代意义的空间或建筑，应该得到更好的保护。它
们是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过去时代
的产物，也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财富。历史是最好
的教科书，保护城市遗产是注释城市历史最好的“活      
字典”。

对于建筑质量一般但存在着一定的价值，且保留较
为完好的闲置空间或老建筑，改造应为首要考虑。随着
城市的兴起，保留下来的旧建筑空间已经寥寥无几。我
们可对其文化背景进行挖掘再利用，利用其原有的历史
文化，加入新型空间里，既能传承历史，又能增加城市
色彩。呈现新与旧元素的融合，为地方文化发展提供了
重要基础。

对于建筑质量较差且没有得到妥善保护而失去利用
价值的闲置空间，可选择拆除后重建。因为它已经不能
满足城市发展的需求，更多的是影响城市环境和形象，
给城市带来安全隐患。

4  闲置建筑空间的改造和设计实例
以福泉市北门街新华路原民用木结构建筑改造设计

为例。改造前该废旧建筑为一户周姓人家的家庭宅院，
由于主人家自身的原因，也受外在因素的影响，主人及
其一家人迁离了此处。通过调研了解，该住宅已有150

年的历史，建筑被遗弃也有十多年之久，主人家也没有
修复的意愿，从此建筑就被闲置于此，成为福泉市废弃
的建筑空间（见图1）。在此基础上，笔者对该废旧的建
筑空间进行分析，并提出改造设计方案。

图1  场地现状图

改造设计以城市空间有机更新为主导方向，对城市
旧的建筑空间进行历史及文化的挖掘，以保留历史性的
岁月沧桑，把记忆里的故乡味道留在人间，长存于现代
化城市发展之中，让童年的回忆闪现在人们脑海，以当
地建筑文化艺术体现在城市角落里。让每一个回乡的故
人回到这里能再体会到家乡的味道，找到家的感觉；
让每一个到这里居住的游客都能感受到老街道的古朴
简单。

设计以保留部分沿街面的建筑，由于空间利用上的
需要，通过新的建筑空间与原有的建筑空间相结合，改
造其立面布局空间结构，但是保留了民房结构较好的部
分，让新与旧结合在一起，组合成一个适合人们需要的建
筑新空间，以弥补城市的功能空间的不足（见图2）。

图2  正立面图

此次改造设计保留了木质干栏式建筑原有的框架，
在此基础上置入一个新的功能空间[8]。充分利用当地院
落布局形成前院后院，前院作为公共部分，后院则是工
作需要部分。保留的沿街部分建筑空间作为休闲餐厅，
与前院后院相互连接，使得整个空间相互依存。新建部
分作为客栈休闲体验住宿，把室内客房与屋顶休闲区作
呼应，使住客能够感受一个愉悦的夜晚。通过竖向长廊
步梯的穿插把餐饮休闲区域与住宿体验区结合成为一个
互相服务的两个新型空间（见图3）。

图3   改造后的平面图

为了能够更好地保留住宅原有的样子，保留改造
的部分在用材上全部采取它残留下的木板、土砖、小青
瓦等，让破旧的这一部分更加有历史的岁月感。而为了
能够实现城市发展空间上的利用，也能使其在现代社会
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价值，结合围环境，以新型的灰色墙
体、大玻璃墙、现代玻璃开窗等材料作为新建部分材料，
更能体现出新的建筑与旧的建筑鲜明的对比（见图4）。

图4  侧立面图

本次设计是对城市闲置建筑空间改造利用的一种尝
试，设计保留了建筑原来的布局、结构和建筑风貌，通
过为旧建筑植入新的功能，能够有效激发闲置空间的活
力，使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周边居民、服务于城市，并
成为城市中一道美丽而独特的风景线。将被遗忘的废旧
建筑空间变成一个让更多年轻人喜欢的城市公共空间。

5  结语
随着城市建设活动空前繁荣，城市也在不断发展

和壮大，慢慢的新城变老，而老城变新。新旧更替下的
城市闲置空间是城市中较为特殊的存在，它是城市文化
的重要载体，见证了城市发展的历史变迁，具有重要的
文化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使用价值，对城市闲
置空间的改造和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城市闲置空间
进行改造和利用，应该参照分类原则，并根据个性问题
进行具体分析，按照最优化的方式进行保护、改造和利
用，最终改善人们生活的环境，提升城市品质，激发城
市空间的活力，实现城市“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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