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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更新及活化利用策略研究
——以柳州市为例

 

□ 胡祚敏    梁晓慧    温红婵    吴思婵    刘宁生

[摘   要] 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历史簿”与“会客厅”，具有重要的存留价值与宣传意义，亟待加强
保护利用及更新活化。本文以柳州市两个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为研究对象，以保护更新为导向，梳理柳州市街区文化及历史背
景，评析现状及存在问题，明确更新及活化利用的原则，以具体街区和建筑为例，提出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更新及活化利用的
具体策略，以实现柳州文化特色的传承与发展，为后续城市建设及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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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柳州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保护背景
柳州市地处广西中北部，其东北与桂林市接壤，西

南与来宾市交接，是一座历史悠久、环境优美的城市。
2000多年的历史孕育了具有丰富人文历史景观的柳
州，1994年1月4日柳州被评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建筑和历史文化街区是历史文化名城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它们展现着历史文化名城的底蕴，同时也是帮助
人们了解和恢复历史的性质、反映历史和文化发展的重
要载体[1]。

1986年至2021年，历史文化街区概念被提出后，
其中一些街区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与保护，然而也有许多
的街区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逐渐消失，或者由于缺乏保护
变成空壳，城市失去文化根脉。半个世纪以来，柳州的
工业发展日臻完善，成为广西的工业重镇，但在城市发
展过程中许多历史建筑、特色建筑却被破坏。在柳州加
速发展的今天，如何保持城市建设与历史建筑被保护利
用之间的平衡关系，成为人们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目
前，建筑以及街区作为历史与文化的载体，其活力不复
从前，主要功能弱化。人们对历史文化建筑以及历史文
化街区的活化利用，成为目前保护城市文化内核以及传
承历史文脉的研究重点。

到目前为止，柳州已经划定了两个历史文化街区

（东门历史文化街区、曙光西路历史文化街区），历史
建筑更是不计其数。事实上，大部分历史建筑都没有按
照规定的保护规划以及保护要求得到完善的规划和妥善
的保护，重建、不当使用甚至拆除的情况并不罕见。以
传承历史文脉为目的，加强对相应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历
史建筑的更新成为保护规划工作的重点。

2016年以来，柳州市为了更好地开展历史文化街
区以及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工作，先后下发了《关于征
求柳州市曙光西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公众意见的通
告》《关于征求柳州市历史建筑保护和利用试点工作实
施方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等文件，进一步评
估挖掘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历史建筑价值，明确各级历
史建筑未来保护与更新的方向以及具体的策略。

2  柳州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的保护现状与分析
2.1  历史文化街区现状分析
东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面积20.28hm2，核心保护

区面积4.67hm2，其范围东达东门城楼，南邻柳江，西
至镇南门古城墙，北连中山东路。年代久远的东门历
史文化街区，自唐朝起就是柳州的城址所在地，具有较
大规模的历史建筑和风貌相对完整的生活区，街道格局
与空间尺度基本延续了明代的样式，并保留了民国时期
的城墙，其历史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东门塔、部分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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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存和一些近代历史建筑。东门历史文化街区的重建遵
循“修旧如旧”的原则，除必须按原貌拆除重建的危房
外，其他历史建筑将按原貌修复。目前，大部分历史建
筑已进行保护和修复，并作为展览空间和公共活动空间
向公众开放，与曙光西路历史文化街区相比，东门历
史文化街区的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的数量更多，
见图1（b）。

曙光西路历史文化街区是一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和价值的古街道，有大量的历史文物和历史遗迹，这条
街古时为柳州古城南段城墙内侧路，曾是一条极为兴盛
的官商要道。曙光西路历史文化街区自明代以来形成了
青云路、小南路、小南路后街、中山西路、南一巷、南
二巷、曙光西路等街道，迄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据
历史记载，洪水和战争曾经摧毁了这个街区的大部分房
屋，1928年的大火又几乎烧毁了大部分居民楼，直至
20世纪80年代，街区的街道和巷道才逐步得到改建和重
建。目前街道的肌理和格局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其中最

具地方特色的鱼骨状街道格局将传统民居以片状排布，
使传统的生活方式与居民的日常生活得到了较好的延
续和传承，这些体现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历史空间
是曙光西路历史文化街区最具有价值的所在之处，见
图1（a）。

2.2  历史建筑现状分析
在历史建筑方面，柳州在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

后，政府加大了对历史建筑的发掘和保护工作，陆续公
布了五批柳州市历史建筑名录，包括民居、祠堂、公共
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并建立了对应的历史建筑档案，
配置历史建筑标识牌，分析历史建筑存在的问题，划定
历史建筑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区，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
维修利用建议，有条不紊地开展历史建筑保护规划编制
工作（见表1、表2）。

2.3  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面临的主要问题
柳州市政府在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整体保护、

更新及活化利用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主要包括在主入口

           （a）曙光西路历史文化街区                                  （b）东门历史文化街区

图1  历史文化街区现状与分析图

表1  柳州市历史街区统计表（公布时间：2018年）

名称 地址 建成时间 历史背景 现状 保护范围

东 门 历 史
文化街区

中 山 西 路 、 红 光
桥、柳江及小南路
围合的区域

唐代至明代
形成格局

明朝政府在城中区南半部到柳
江北岸坡上范围之内扩建柳州
城垣，如今形成东门街区

改造范围主要为立新路、曙光东路两侧建
筑，屋面、外墙、门窗等改造总面积约
5.6万m2，下地迁移架空通信线路354m

建 筑 本 身
及其街区

曙 光 西 路
历 史 文 化
街区

中 山 西 路 、 红 光
桥、柳江及小南路
围合的区域

宋代
古时侯，曙光西路为柳州古城
南段城墙内侧路，是一条兴盛
的官商要道

1944年曙光西路街区被日本飞机轰炸，部
分建筑损毁，后来又有一部分建筑被拆除

建 筑 本 身
及其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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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柳州首批历史建筑统计表（公布时间：2013年）

名称 地址 建成时间 历史背景 现状 现使用单位 遗址类别 保护范围

柳州铁桥
市中心西南侧，
东起柳北区，西
至柳南区

1940年11月 为了应抗战急需，政府
兴建湘桂铁路桂柳段 至今还在使用 — 市政基础设

施类建筑 建筑本身

钟宅 罗池路东一巷8号 1912年
民初，钟其元归侨，从
粤东请巧匠于祖宅基建
造此屋

现存建筑为砖木结构，
建筑临街立面保存有浓
厚的西欧风格，东侧墙
壁残留有日机轰炸扫射
的机枪眼

市民居住 民居类建筑 建筑本身

中山西路
骑楼群

柳州市城中区中
山西路 1927年

受岭南文化的影响，20
世纪初中山西路出现大
量骑楼群

现存建筑共有单体骑楼
14间，均为砖木结构，
二层多为木板楼

— 民居类建筑 建筑本身及
其院落

曙光西路
民居建筑

城中区中山西路，
东接樵家巷，西临
曙光西路

1927年
受岭南文化的影响，曙
光西路出现了大量仿造
沿 海 城 镇 建 造 的 粤 式  
骑楼

建筑呈现灰白两色，原
有建筑外立面和外门窗
已更换，整条街道地面
已铺设仿古青石板

— 民居类建筑 建筑本身及
其院落

柳江大桥
柳 州 市 中 心 城
区，北起城中区
龙城路，南接鱼
峰区鱼峰路

1968年
柳州市区内的第一座跨
江公路大桥，将柳江两
岸紧密连接在一起

至今还在使用 — 市政基础设
施类建筑 建筑本身

柳州电灯公司
旧址

城中区斜阳路和
景行路交叉口 1916年 柳州商人陈敬堂创办柳

州电灯公司

现存一栋二层砖木结构
楼房，建筑保持完好，
是柳州市目前留存最早
的工业设施遗址

广西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工业建筑 建筑本身

中共桂柳区工
委驻地旧址 曙光西路223号 1948年春

1 947年10月，中共桂柳
区工委机关由桂林迁至
柳州，工委书记陈枫租
曙光东路159号以开商
店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

现存留一栋二层砖结构
楼房，为灰砖坡屋顶 — 公共建筑 建筑本身

小南路后街
建筑群 小南路后街 1940年

受岭南文化的影响，清
末至民国小南路后街的
传统民居建筑群多数为
骑楼建筑

老宅墙体严重剥落，民
宅内部木质结构的木头
受 潮 腐 蚀 ， 柱 头 出 现  
裂痕

— 民居类建筑 建筑本身及
其院落

柳铁中心医院
旧楼

柳州市飞鹅路利
民区14号，柳铁
中心医院院内

1946年 1946年医院名为湘桂黔
铁路工程局柳州医院

中2栋、中3栋、中4栋
三 栋 旧 楼 保 留 原 有 外
观，经修缮后作为病房
供患者使用

柳铁中心
医院 公共建筑 建筑本身及

其院落

柳铁工人文
化宫

柳州市柳南区飞
鹅路264号 1958年

文化宫由柳州铁路局投
资建成，当时成为铁路
职工开会、学习、娱乐
活动的综合性文娱场所

建筑为以灰白为主的苏
式风格，历经几次立面
改造，目前仍在使用

柳州铁路局
工会 公共建筑 建筑本身

鸡喇碉堡群 柳州市鱼峰区白
莲街道办鸡喇社区 1941年

柳机等军工企业为了保
护抗战时期鸡喇一带居
民而建的碉堡

因修建防洪堤，大部分
遭 受 破 坏 ， 目 前 仅 存  
三个

— 公共建筑 构筑物本身

柳州市工人
疗养院旧址

柳州市鱼峰区大
龙潭公园内 1963年

最初为柳州市工人疗养
院 ， 后 改 为 柳 州 市 委  
党校

正常使用
大 龙潭公园
管理处办公楼
和职工宿舍

公共建筑 建筑本身及
其院落

蟠龙山工业
供水设施

柳州市鱼峰区蟠
龙山公园内 1946年 1946年国民政府资源委

员会在柳州所建的设施 正常使用

东北部分属
柳州市冶炼
厂，西北部
分属柳州市
印染厂

工业建筑 建筑和设施
本身

广西林校
旧建筑群

柳州市柳北区沙
塘镇广西生态职
业技术学院内

1956年2月 广西第一所林业专科
学校

该建筑群对研究林校建
校史有较高的价值

广西生态职
业技术学院 公共建筑 建筑本身及

其院落

柳州畜牧兽医
学校老校舍

柳州市柳北区沙
塘镇柳州畜牧兽
医学校内

1947年 二幢老建筑、教学楼和
大礼堂各一座

该建筑群对研究学校发
展史有重要的价值

柳州畜牧兽
医学校 公共建筑 建筑本身及

其院落

修建门楼牌坊、整修街区的基础设施、装修沿街道路门
店等。但客观来说，个别局部区域的保护还存在一些问
题：第一，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面积过小，目前只对沿
街建筑修整了外立面，街区内部部分建筑破败不堪，居
民生活还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对街区的老旧建筑完
全的保护与利用还没有真正地实现。第二，建筑改造要
求过低，出现一些与街区不协调的建筑，对街区整体风
貌产生较大的影响，这是因为历史文化街区在整修中未
对原有的建筑材料做出保留利用，建筑翻新程度过高，
失去了街区本身所具有的历史特色。第三，两个历史文
化街区的旅游业务发展不够理想，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
商铺较少，而且商铺经营内容混乱，特色产品没有得到
推销，街区深厚的历史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总体而
言，街区改造需要向人们展示独特的城市历史文脉，让
民众了解柳州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建筑特色，融入
民族文化，这有利于弘扬柳州历史文化，使人们了解
柳州文化的根源，增强对柳州城市的热爱，从而实现
自然、艺术与人文景观的高度融合，更有效地传承地
域文化。

历史建筑在保护方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目前，
柳州历史建筑保护模式基本上属于静态保护模式，主要
体现在历史建筑周界附近建立一定的保护区和建设控制
地带修复旧建筑，以“修旧如旧”作为基本原则，在
不改变原有风貌的提前下，对建筑物进行必要的修缮和
加固，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建筑物的周边。这种保护方
法重点考虑保护外层空间物体的完整性，对历史建筑物

的真实文化核心还缺乏保护，对生活在其中的民众情感
需求考虑较少。同时，保护主要是基于自上而下的单向
管理，即专家呼吁、规划人员研究论证和政府批准的过
程，缺乏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和文化传播的平台，造成民
众保护意识欠缺、保护方法单一，无法充分体现历史建
筑的文化核心和历史内涵（见图2）。

3  柳州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更新及活化利用的
原则

3.1  整体性原则
从历史的角度看，一方面，东门历史文化街区与曙

光西路历史文化街区作为一个整体，可将传统街巷、道
路等与古城墙、城门遗址遗迹等有机串联并整体展示其
街区肌理、民居建筑风貌和骑楼建筑风格。另一方面，
在满足整体的条件下，这两个街区各自又是单独的个
体，各自活化需要考虑整体的效应，而不是单独对某方
面采取更新活化。

3.2  原真性原则 
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原真性的关键在于保持街区的社

会特征，包括街区社区环境和生活状态的保留，而不仅
仅是街区建筑外部结构的留存。更新活化可以通过人的
视觉体验感受街区在设计、建筑材料、工艺以及周边环
境4个方面的改造效果，直观还原街区历史场景，方便
游客了解街区历史文化。

3.3  适度原则 
在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的活化过程中，方法越

多并不代表活化结果越好，活化需要一个“临界点”，

图2   柳州市历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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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界点”里进行适度的改造。适度原则要求在活化
过程中，活化量应保持在街区能适应的范围内，同时，
还需要根据街区的文化承载力来判断活化的度，相应适
度调整基础设施和游客的数量，小规模渐进式改造以取
得效果。

3.4  现代性原则
历史文化街区以及历史建筑的保护不应是将历史

凝固、静止的保护，而是在保护整体风貌的同时，融入
现代的元素，即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对时代的延
续，为街区与建筑未来的发展提供无限的可能。

4  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更新及活化利用的具体
策略

4.1  曙光西路历史文化街区更新及活化利用的方向
和策略

柳州曙光西路历史文化街区中的小南路后巷民居群
为现代建筑式风格，街区建筑外立面比较统一，人流量
大、建筑现存情况良好。综上所述，小南路后巷的现状
具有本街区中民居群的普遍性以及代表性，因此以小南
路后巷为例，将其整体建筑界面改造作为整个曙光西路
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意象表达。

4.1.1  塑造单体建筑轮廓

（1）抽象关联式。因小南路后巷民居群中穿插着现

代建筑，所以建筑界面形式可偏现代风格，不做过多改
造，与周围环境相融合，使当地居民有亲切感。又因民
居建筑群外立面要素过多，风格不够统一，因此可以用
抽象关联式将民居群建筑界面的主要元素提取出来，重
新关联到建筑街区界面，使街区既和谐统一，又不至于
千篇一律。

（2）再现式。小南路后巷原民居群建筑主要为阳
台栏杆，窗户窗格及通气口、入户空间等为外轮廓表现
形式，结构样式丰富、建筑形式多样，建筑改造可保留
原墙壁轮廓，采用新的建筑材料与施工方法，将原有元
素提取融入街区改造方向。例如屋顶采用斜坡屋顶和菱
形栏板栏杆，墙身采用多孔多形状的透气隔窗及青砖墙
面混凝土墙裙，阳台栏板、木格窗、木构门形式采用多
样化风格等，以迎合且延续传统民居群的风貌，使色彩
与街道立面和谐统一。原民居群的入户空间多为中西结
合、形式丰富，应予以保留，但有些建筑因闲置时间较
长，出现了入户空间堆积杂物的现象，由室外到室内的
过渡空间变得不通透，可加以环境整治。

综上所述，原小南路后巷民居群建筑装饰样式如下
显示（见表3）。

4.1.2  协调建筑界面

小南路后巷原先因建筑本身无预留檐下空间，导

表3  小南路后巷民居群建筑装饰样式统计表

构造
部位

样式名称

阳台
栏杆

格形半通透栏杆 花草形半通栏杆 羊形半通透栏杆 组合栏杆 条形全透栏杆

窗格

六边形气头窗 三角形气头窗 米字型窗格 八边形气头窗 兰花型气头窗

入户
空间
形式

台阶式 檐下过渡空间式 檐下过渡空间式 直接式 入户花园过渡式

致住户需自己安装挡雨棚，由于挡雨棚的造价不同而出
现各种式样、尺寸与规格不一的挡雨棚，使街道乱且拥
挤；街区办事处没有统一规划，造成2块公共空地闲置，
公共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街道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现
象严重，给商户的经营活动以及消费者造成影响；原街
道建筑表面的小广告随处可见，致使街道显得脏乱差。

针对以上情况，整个街道安装相同式样、相同外伸
长度的挡雨棚，统一整体建筑界面，满足功能的使用；
一块公共空地进深8m，面宽6m，面积48m2，空间容
纳量可观，将此处规划为街道停车亭，使街道的电动车
有处可停，街道面貌更整齐，街道的空间更宽敞（见图
3）；另一块公共空地进深2m，面宽4m，面积8m2，属
于沿着街道蔓延的长条空间且面积较小，位置在牌坊附
近且靠近小南路后巷的主出入口，人流量大，适合用作
宣传，因此将此处设计为街道告示处，用于张贴街道通
知以及广告宣传，减少甚至避免民居群被张贴小广告而
影响整体街道面貌的乱象。

图3中，蓝色区域为预装的挡雨棚，桃红色区域为
规划的街道停车亭，红色区域为街区的办事公告区域，
以颜色划分区域，方便小区有序治理、群众了解街区办
事进度，促进街区规划。

（a）改造前  

（b）改造后

图3  小南路后巷牌坊附近现状与改良后效果图

4.1.3  统一街道整体空间 

街道存在垃圾成堆堆放且散发异味的情况，但却乱
中有序，据实地调查得知，小南路后巷有清洁工按时清
理收集垃圾。虽然居民有垃圾管理意识，但由于街区基
础设施跟不上，且垃圾桶数量不足，导致垃圾堆放，影响
街道空间的整体氛围营造。此外，还存在电线槽缺失的情
况，由于无电线槽将电线整体整理在槽内，使电线外露。
电线暴露不仅会加剧电线老化，存在漏电等潜在危险，
还使街道空间被电线切割，整体美观度降低（见图4）。

（a）改造前（黄色标识处为乱搭乱接的电线）  

（b） 改造后

图4  小南路后巷14号民居附近现状与改良后效果图

街道更新拟增设贴合街区空间氛围的灰色垃圾桶，
使整体街道空间宽敞明亮，环境卫生、无异味；街道增
设符合街区空间氛围的灰色电线槽，使空间更具整体性
及统一性，解决了原街道上方空间被切割的问题。

 4.1.4  改善公共配套设施

曙光西路街区内非机动车数量较多且缺少停放场
地，道路狭窄且店铺随意占用道路现象较普遍，电动车
充电位缺乏，以上问题需要妥善解决。街区里的住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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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为中老年人，平时的活动主要是跳广场舞、举行夕阳
红联谊活动，实施这些活动的场所相当匮乏。因此，需
要在人流密集的区域预留车辆停放场地和充电车位，
严禁街区商铺占道经营。在老龄人口密集的区域应合
理安排人性化的活动空间，为老年人提供良好舒适的
互动环境[2]。

街区现有公共卫生间基本可以满足游客和居民的需
求，但缺少母婴关怀设施和无障碍设施，在硬件配套提
升过程中需增设相应设施，以更好地便利民众以体现人
文关怀[2]。

4.1.5  营造文体活动场所

从清代开始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曙光西路
街区水运码头由兴盛到衰落，通过对滨江码头景观带以
及码头文化广场的建设，重新唤醒居民以及游客的文化
记忆。同时在红光大桥旁边增加桥头景观广场，建设连
续的滨江休闲绿带（见图5），以柳江堤岸作为附近的
居民的休闲娱乐健身场所。 

图5  公共空间改造策略图

4.1.6  提升文化体验氛围

曙光西路街区中的青云路代表古时科考“平步青
云”，是柳州书院文化的发源地，为传承发展传统文
化，使游客更充分体验其文化氛围，青云路的改造策略
应打造书院文化轴，组织开展书院文化展，建设文化广
场。曙光西路街区作为柳州市井文化代表地，自明代起

一直到清末，沿江一直为旅舍、码头、商业交易的核心
地带，形成浓厚独特的市井文化围并延续至今，改造将
曙光西路街区市井文化轴加以保留，对其进行整治和优
化（见图5）。

4.2  东门历史文化街区更新及活化利用的方向及策略
4.2.1  提升街区文化内涵

东门历史文化街区现有的建筑立面色调风格杂乱不
一，无法体现街区的文化底蕴；现有的广告招牌色调风
格、尺寸、材质等均不同，显得街道杂乱无章，破坏街
道空间氛围的营造；各商户门前的地面铺装材料及厚度
不一，使得街区路面高低不平，影响行人通行；部分商
户无营造街区整体氛围的意识，占用公共通道摆放物
品，破坏街道空间的整洁与氛围的营造；路灯、监控
设备等公共设施缺少文化符号，无法体现街区的文化
内涵。

本街区街道的改造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建筑外立
面由原来的白色腻子涂层改成柳州传统建筑的色调，同
时保留青砖的原貌，整体色调和谐统一，且更突出建筑
的原貌；拆除店铺原有的广告招牌，规整门头广告招牌
大小和色彩；拆除店铺门前的地面铺装，若存在高差则
采用斜坡布置，地面材料改铺青石板；清理占用公共空
间的物品，并且对街区两侧景观灯、绿化小品、休闲座
椅等进行整改，以提升街区整体氛围；街道原有基础设
施（如水管、电线等）由白色涂装改为灰色涂装，与街
道立面整体相匹配；路灯、监控设备等公共设施改为体
现街区文化元素的城楼样式，营造街道空间氛围感。

4.2.2  凸显建筑风格

东门街区历史风貌保持相当完好，比如东门城楼、
街区骑楼等建筑特色突出，立面雕刻精美，可在其基础
上适当增加骑楼地面、骑楼吊顶、景观灯等设施，塑造
民国时期的南洋骑楼和本土民居建筑风貌。

4.2.3  以角色来划分公共空间

在历史文化街区中，居民和游客是两类有较明显区
分的人群角色，街区的改造活化应该以角色来划分公共
空间。在街区的保护与发展进程中，游客能够为街区带
来经济效益，为持续保护与发展带来流动资金[2]，同时
游客通过社交平台进行自发宣传，在寻找历史文化街区
认同感的同时又能带来新的游客资源。而居民尤其是原
住民则是历史文化街区的主人，是历史文化街区不可或
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规划和改造设计中，需要
从全开放空间、过渡空间和私人空间3个角度，合理划
分游客与居民的空间界限。

（1）主干道与广场是游客与居民共享和交融的主
要场所，但东门历史文化街区的主干道狭窄且脏乱，没
有充分发挥其作用，可以通过修缮主干道以及在保留古
城街巷格局完整性的前提下对不同空间进行利用，比如
将沿街建筑改造为口袋公园，增强街道的丰富性与有趣
性，在这部分区域的设计中，还需要考虑交流与融合，
使游客与居民得到充分的互动[2]。

（2）小巷子以及庭院是居民和游客的过渡空间，
体现了居民的个性爱好与情调。在这个空间当中，游客
可以寻找到志趣相投的居民，以花草鱼鸟为话题，进行
“玩家式”的交流。住宅内部属于私人空间，需要层次过
渡和递进之后，游客取得房主的足够信任才能进入[2]。

4.2.4  功能置入整治环境及景观

在街区的民居旁边，存在不少没有其他布景的零碎
空间，显得较为空旷，这些零碎区域主要集中在民居周
边散水、街区入口和出口的地方，针对这些地段的改造
将采取提以下措施。

（1）用作非机动车停放。建筑外墙周边的“散水”
构造高出地面约10cm，宽度约70cm～80cm，通过将这
一构造改造成供非机动车停放的双向小斜坡，以解决大
部分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占用公共道路的问题。从环境风
貌上考虑，改造应利用原有的石材，仅对局部高度和坡
度进行改动，这样既不会破坏街巷原有的风貌，也不会
影响原有的“界限”功能[2]。

（2）用作游客休息与景观场所。零碎空间也适用于
放置石凳等建筑小品作为供居民、游客休息的空间，散
水70cm的宽度恰好能满足一个人侧坐的尺度需求，这个
坐姿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来往车辆、行人的交通空间，

保证两个不同需求的人群在同一空间内不会造成互相干
预与影响。

东门历史文化街区中各街巷绿化程度较低，缺少趣
味性和一定的观赏性。零碎空间可以满足绿化、种植等
功能需求，放置树、花池等小品；还可用于景区和社区
的宣传，或是作为广告展示面，提高宣传力度，增加运
营收入，为持续性的保护提供一定的经济来源。

5  结语
我国在探索街区和建筑的保护与改造再利用方面还

处于不断完善的阶段，存在对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
更新及活化利用重视不足、设计方案不合理等现象，导
致对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的价值发掘及开发力度还
有所欠缺。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历
史簿”与“会客厅”，具有重要的存留与宣传意义，亟
待加强保护利用及更新活化。随着柳州市经济的快速发
展，历史文化街区以及历史建筑的更新活化越来越引人
关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章以柳州市历史文化街
区及历史建筑为研究对象，梳理柳州市街区文化背景，
结合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评析更新保护现状，
提出柳州市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更新及活化利用的
方向策略，以致力于实现柳州市文化特色的传承与发
展，为后续城市建设及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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