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技术与管理·第 06卷·第 2期·2022 年 1月

61

10.12345/gcjsygl.v6i2.10183

Abstract

block.

Keywords

基于城市设计视角下的荆州三义街街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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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大学城市建设学院，中国·湖北荆州

摘 要

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提高，中国的城市化建设进入城市更新的阶段，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成为热门的研究话题。城市设
计逐渐在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从城市设计视角下对历史街区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荆州市
历史街区三义街的主要街道中的公共空间的实地调研以及对民居的测绘，分析三义街历史街区的现状，收集问题，运用城
市设计的方法去分析问题，为后续该街区的保护与更新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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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历史街区是指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较完整地体现

出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中国是

在 1985年首次提出的。1933年 8月国际现代建筑学会在雅

典通过的《雅典宪章》：“对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和街区，均

应妥为保存，不可加以破坏”。三义街在荆州古城是保存最

完好的历史街区，同时也是较为破旧的一个街区，街道两侧

的历史建筑多数已经是危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城中村”，

但这里有着活的生活场景，活的历史记忆，生活气息十分浓

厚，具有重要的保护意义和研究价值。

而城市设计是国际上新兴的一个学科领域。在以往的

城市规划和建筑学的结合上，总是存在着一些问题，城市的

整体风貌上往往呈现出混乱、不协调的现象。城市设计的出

现，弥补了建筑学与城市规划的不足。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

新，不能简单地以建筑学的思路和方法来解决，必须采用城

市设计的方法，才能获得比较好的结果 [1]。论文试图从三义

街的现状出发，运用城市设计的分析方法，探索城市设计这

个学科在该街区的保护与更新实践上的可能性。运用城市设

计的分析方法在三义街，论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①区位

分析；②道路与街道；③业态分析；④公共空间；⑥民居。

三义街现状

三义街被荆北路分为南北两段。南段入口仍有一个牌

坊，实地调研发现，因城市改造和交通变化，三义街南段逐

渐变成为机关事业单位，北段的传统民居依然成片联结存

在，历史风貌保存较为完好，一条传统青石板路，大部分为

一层的低矮带有天井的院落式民居，其建筑结构也无根本性

变化，大多居户依然延续传统的“前店后宅”形式，所以我

们现在通常所指的是北段。

区位分析

三义街位于荆州古城内的西北角，北砥内环北路直达

大北门，大北门古名为拱极门，是荆州城北的主要通道，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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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荆襄古道而达京师。古代仕官升迁调职离荆，官员们送行

常经此门折柳相送，故又称为柳门。南至荆州中路与文庙交

汇的东北北 50m处，中部有荆州北路横贯而过而分为南北

两段。它东接洗马池，西挨北湖，街南边东边有唐代千年古

庙铁女寺。附近有荆州博物馆开元观、文庙、九老仙都玄妙

观、三国公园等著名景点，周边的配套设施较为齐全，休闲

娱乐场所也较为丰富。是荆州古城内现在保存较为完好具有

历史风貌与浓厚生活气息的历史街区。

道路与街道

三义街主要的交通道路只有一条直通北门的宽 5m左右

的干道，建筑后方有两条宽仅 2~2.5m的小巷王家巷、观音

庵巷。青石板路宽 3m，街道宽 5m左右，建筑多为一至两层。

三义街的亲切的青石板路面，加上来往的行人，街道生活气

息十分浓郁。调研过程中发现，南端荆北路的入口处有一个

小的停车场，但由于管理的缺乏，街道的两端都会有车辆进

入，而仅宽 3m的青石板路显然是十分狭窄的，街道内还经

常有居民的小汽车停在房屋前，而这要将交通道路占掉一大

部分，极其容易出现交通拥堵的现象，也难以满足消防要求，

城市交通管理应将此处的车辆进行统一规范化管理，设置成

为单行道或者不允许车行。

三义街的业态分析

三义街在历史上曾是荆州城北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当

时街道上店铺颇多，主要经营粮食、木器家具、陶瓷、饭庄、

茶馆等，商品种类丰富，是农村土特产与城镇手工艺器具进

行交易的场所，曾经有过相当长的繁荣期。随着城市的发展，

三义街街区附近的经济地位下降，街区商业功能也逐渐衰

退，目前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房主自营的小商铺，以经

营日杂货为主，二是售卖农产品的个体摊位，中部的商铺较

少，主要集中在两端的街道口。

三义街的公共空间

从城市设计的角度来说，三义街北段的公共空间几乎

没有，除了一条主要的青石板路和路段的旁边的一些小巷这

些公共的道路之外，三义街的公共活动空间是十分缺乏的，

没有公共的活动场所。街道十分狭窄，常有车辆在此穿行，

日照主要依靠建筑内的天井院，外立面乱搭乱建，居民私自

改造对建筑风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导致街道面貌有些杂

乱，两侧宽不到 1m的人行道，并且人行道被私自占有的现

象十分普遍，人行道成为居民聚集的场所，行人穿行十分

不便。

三义街的民居

除了青石板路的情怀，三义街的历史氛围与这里的传

统民居也离不开，民居是这片历史街区的灵魂，研究三义街

的传统民居对于补充荆州传统民居这部分信息的缺少具有

重要意义。经过现场勘测，不难发现三义街的传统民居具有

典型的平面形制。除了前面所提到的三义街的传统民居“前

店后宅”这一特征之外，还具有三开间，一明两暗的特征，

并且是带有天井院式的民居（见表 1）。天井院式民居建筑

多为三开间或五开间，形制与北方四合院相似，规模较北方

四合院小，平面不一定是对称布局，轴线随地形布置相对自

由 [2]。最显著的特点是以天井院为基本单元，统一规整，既

相互联系，又互不干扰，层层进深的天井和沿轴线布置的房

屋体现出强烈的秩序感、层次感。天井院作为核心的合院空

间，作为生活起居或者作坊之用 [3]。

表 1 三义街民居平面图来源：作者自绘

例如，三义街 159#，由一个狭窄的通道进入建筑，除

了沿街的店面对着街道开门，其他内部各个房间均朝通道开

门，通道在建筑中处于核心位置，是整个建筑的公共活动空

间。平面近乎中轴对称，但通道上随处可见居民的加建改造

以及摆放的一些家具。建筑的另一个核心公共空间便是天井

院，左右两侧原来应是厢房，或被隔为两间，一间作为平时

会客吃饭的场所，一间作为卧室。而在厢房旁，均有加建厨

房和卫生间的现象，这反映出建筑内部使用空间的缺乏，厨

房和卫生间大多为公用，生活环境质量较差，人群混杂。穿

过天井院，通常会到达正房的位置，称为一进天井院，也有

建筑是穿过两个天井院再到达正房，称为两进天井院。“暗—

明—暗”的这种平面形制在三义街的民居中较为典型，同样

的特征在三义街 109#、161#和 68#建筑里也有所体现。

对于历史街区的更新不仅是在主要街道的层面，对于

街区的民居也应有较深的研究，三义街的公共空间已经从主

要的交通道路上延伸到了每一 户的民居。现场调研发现，

三义街民居出现较多出租的现象，房屋的主人将各个房间分

别租给不同的人，建筑中的走道以及天井院成为居民极其重

要的生活空间。建筑通过建筑中间的走道前后分别与主要街

道以及后面的小巷相连，可以随意从建筑中穿行，建筑中间

的走道已经街巷化，成为三义街中的公共街道的一部分。因

此，对于三义街的更新，民居中的微型公共空间也应被重视。

城市设计的方法在三义街的应用

城市设计复杂过程中在于以城市的实体安排与居民的



63

工程技术与管理·第 06 卷·第 2期·2022 年 1月

社会心理健康的相互关系为重点 [4]。通过利用城市设计的方

法，对于三义街的公共空间及民居的维护，促使整个历史街

区环境的提升，营造良好的社区氛围，并且能够促进整个城

市的发展。是极其复杂而困难的，但仍要采取适当的措施进

行保护与更新。在街区主要的公共空间保护与更新方面，通

过对街区整体空间结构的规划、交通系统的梳理、功能分区

的定位、公共空间、周边的绿化与景观的打造入手为院落的

保护与更新搭建完整的框架，在民居层面，可以从空间界面、

空间尺度、传统元素、建筑体量以及整体形态这几个方面入

手有效地协调的协调周边区域，传承传统院落文化以及满足

现代居住、商业等等诸多综合性功能与审美的要求，从而达

到历史街区院落保护与更新的目标 [5]。

结语

历史街区是过去的生活和经济的中心，对中国历史街

区和传统民居的保护，本质上来说是对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

保护。研究测绘调研了荆州历史街区三义街，运用城市设计

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三义街，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荆州三义

街的重要价值，街区所承载的记忆和民居的研究价值，虽然

在现代社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落后了，但采取合适的手段加

以保护，进行更新，必然将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对三义街

进行保护与更新，首先要保证街巷的尺度不能改变，严格控

制街道两侧建筑的高度，维护原有的街区风貌不变。对于重

点历史建筑，应以保护和复原为主。对于其他的民居，应从

街区的整体性出发，对其进行改造，许多危房应及时进行维

护，同时政府应处于主导地位，统一组织街区居民，三义街

街区的居民应格外重视，尊重其意见。局部小规模渐进式地

维护和整治，要在政府的主导下，社会广泛参与，实现良好

的社会效应，这对于荆州的旅游业发展也会是一个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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