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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城市历史街区保护更新研究与教学启示
——以巴黎贝西村和苏州平江路为例

Study of Updating Protection of Sin伊French Urban

Historic DistI．icts aIld Peda909ical Inspiration

——Bercy Village， Paris and Pin自iang Road， Suzhou

摘要：贝西村和平江路是中法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城市中心历史街区，通过案例介绍及比较其保护更新的相似

点，寻求历史街区再生的深层文化解码，并阐述其对建筑教学的影响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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舢stI嘣：Bercy访llage and Pin萄iang rOad are two urbaIl historic districts under the different SiI付french cultural con—

te)(t．Through compariSon of their si“1il撕ties in updating prOtection，se幽ng the deep cultLlral decoding of the regen—

eration of the 11ist耐c district，t“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iHlpact of the architecture pedagogy and inspimtion

K删ords：Hist谢c District，Updating Pmtection，Culture，mchitectural PedagOgy

历史街区是城市历史发展的见证，是文化传承的载

体。法国巴黎和中国苏州都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在

城市保护更新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本文从这两个

城市分别选取一个历史街区，研究其发展渊源及保护更

新策略与方法，并进行分析比较，从而阐述历史街区保

护再生的实质是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而建筑教育对文化

的继承与发扬起着重要和积极的作用，因此本文希望通

过对上述案例的研究，将广义的文化视角融入教学中，

并对建筑学学子及教学工作者带来一定的启示。

1历史街区发展渊源与现状

1．1巴黎贝西村

贝西村。是一个历史记忆丰富的街区，曾是著名的圣

艾米利安酒厂所在地，是巴黎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1860年以来，贝西成为巴黎一个独立的社区，因在城墙

外，不受巴黎警察的管辖，此地成为不喜欢受约束的自由

人约会的场所。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葡萄酒酒厂最

好的选址，葡萄酒通过塞纳河被运输到这里，然后在这里

保存和装瓶成型，因此这里成了全世界最出名的葡萄酒厂

基地，在1880年达到鼎盛，整个地区的地窖和仓库都被用

来储存葡萄酒。而对于贝西社区酒窖而言，这不是个公共

的区域，想进入这个街区的必须是种植者或经销商，在这

里的酒窖里包装着来自不同产地的葡萄酒。但20世纪60

年代开始的葡萄酒革命改变了贝西社区的命运，“在洒庄

里装瓶，让质量得以保证”得到大家的认可，于是经销商

这一角色慢慢消失，贝西酒窖关门，大片的贝西社区变成

了空城，成为巴黎东部一个待复兴的街区(图1)。

直到1979年P()PBo开幕揭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

。贝西村(BercyⅥllage)：位于巴黎12区。

o P()PB：l。e Palais()mnisports de PariS-Bercy，egalement

abr邑g∈sous le sigle P()PB， est une salIe polyvalente situ邑e boule—

vard de Ikrcy， dans 1e quartier de Bercy，dans Ie 12e arrondisse—

ment de Paris．POPB是巴黎贝西多功能体育馆的缩写，于1979年

建于12区贝西街区的贝西大道上，带动了整个街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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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第二，由规划专家对建筑物进行科学评级，采取保

留、改善、修缮、整治、拆除等方式应对不同时期不同

风貌的建筑。

第三，逐门逐户修缮，拆除违章建筑，加固维修桥

梁驳岸，补种绿化树木，从整体上保护与延续平江街区

的历史风貌。

第四，升级优化基础设施，管线下埋、雨污分流，

最大可能地完善居民继续在此生活的条件。

第五，功能置换，发展现代服务业。在历史街区保

护与更新的实施过程中，辩证地吸收传统街巷空间环境

的历史文脉，将其定位为集观光、购物和居住于一体，

充分体现苏州古城特色，并且具有浓郁历史传统风貌和

文化氛围的商业文化旅游中心。

第六，加强宣传，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强化全民保

护意识，增强居民参与性，把平江路上人们的生活原汁原

味地保留下来，成为一个“社会文化的活标本”(图5)。

2历史街区保护更新的分析比较

尽管两个历史街区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

境，但其保护更新的策略、思路以及成果却十分相似。

2．1曲折的历程

巴黎贝西村的历史从酿酒厂时期的鼎盛，到葡萄酒

业革命带来的低迷直至倒闭，再经过保护与更新，最终

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这个从发展一鼎盛一衰落一

保护更新一再生的发展印迹也正是苏州平江路街区同样

经历的。在城市发展进程中，两个街区都在衰退的边缘

幸运地被保护并获得重生。

2．2主观认识与技术保障

两个历史街区的保护都源自政府自上而下、有计划

和政策导向及资金支持的城市保护措施，这种保护源自

专业人士的及时呼吁以及行政部门对其历史价值及对城

图5

市文化延续与发展的积极响应，并由著名专家学者采用

科学的方法进行规划保护。

2．3功能升级置换

两者都对其改造后的物质形态注入新的功能，如今

的贝西村已经成为一个集购物、演出、庆典于一体的休

闲场所，而客栈、会馆、画廊、茶楼等项目则相继在平

江历史街区内产生。新功能的设置适应了时代的发展，

为街区提供了新的活力，同时将文化和商业有机结合的

成功运作也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回报。

2．4文化的传承

成功的历史街区保护更新案例，不仅反映在风貌上

的重塑以及运营上的成功，更应该体现在对城市历史的

传承与文化的发展上。贝西村通过协同地区周边规划的

方式，包括地铁线路站点的设置及周边地区功能的置换

为整个区域注入了最大化的活力，并有效地延续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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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繁荣的交往空间的特质。而平江路街区则将典型

的江南水乡静谧雅致的地域精神完好地保存并发扬。

3对建筑教育的启示

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使人们对历史街区的认知缺

乏科学评判和耐心，当人们曰益强烈地意识到历史应该

得到保护与尊重的时候，却茫然不知应该怎样保护，于

是两种极端的方式出现了——“保护”与“更新”。“保

护”就是将历史街区简单地当做文物对待，这种将原本

鲜活的历史变成毫无血肉的砖瓦墙柱的做法，失去了保

护的核心意义。另一种“更新”就是拆除重建，仿古一

条街也随处可见，而其经营的内容却五花八门，丝毫看

不出文化的印记。

历史文化的传承不是简单的物质形态的传承，更应

该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继承，一种文化血液的流淌。历史

街区的保护更新是科学的工作，首先应做好充分的基础

调研，其次要对保护对象进行等级评价，继而根据不同

的类别采用不同的策略，并协同各有关部门，积极应对

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历史街区的保护更新和文物保护不太一样，是复

杂、繁琐、细致的工作，其面临的问题绝不是简单的一

刀切能解决的。因此，作为建筑教育工作者，首先应该

积极宣扬历史街区保护的意义，在教学中努力引导学生

正确地认识历史街区保护更新的内涵，避免其被当下负

面的案例所误导。其次，历史街区表面上看是一个物质

形态的建筑群，但其实质却是城市记忆和文化的容器，

P

因此要将文化内涵提升到一个重要的高度，在教学布置

上安排适当的调研及案例研究，让学生深入生活、在亲

身体验中感受历史文化传递的信息，通过成功的案例研

究，建立正确和客观的保护更新概念与文化传承概念。

此外，还应强调创新，单纯保护不是目的，让历史街区

重新焕发活力才是根本，因此应鼓励学生大胆尝试创

新，历史文化不仅是继承，更是发扬，要适应今天的生

活，所以在保护更新中，需要融入现代生活的元素，在

保留和舍弃中求得平衡，在延续与发展中迸发灵感，为

功能城市向文化城市的转型奠定思想基础。

巴黎的贝西村和苏州的平江路在不同的历史及文化

背景下进行了保护更新，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尽管这两

个案例在历史上不存在交集，但在阮仪三教授的组织

下，法国REMPART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将于

2012年8月参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并将平江路

的一栋民居的保护和修复作为活动的首站，这无疑将推

进中法两国相关领域文化的交流。城市历史街区的保护

更新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而建筑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任

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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