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5

1 漳州古城介绍

漳州古城始建于唐垂拱二年，是首批“中国历

史文化街区”，紧邻繁华的市中心，较完整地保留着

唐宋以来“九街十三巷”的街道格局。古城内的居

民沿袭着闽南地区的民间习俗和信仰，在街巷庙宇

中进行各种祭典活动，芗剧、歌仔戏也在平日里鸣

锣开场。

2 公共空间和原真性保护 

 2.1 公共空间概念

公共空间是城市面向公众开放使用并进行休

憩、交往等活动的空间，是所有公众可达和共享的，

是居民日常生活的容器和社会交往的场所，本文定

义为历史街区中具有公共属性的外部空间，包括公

共建筑庭院、街巷空间等公共外部场所。

2.2 原真性保护概念

“原真性”释义为“原本而非复制的”，在 60
年代被引入遗产保护领域，提倡整旧如故，通过保

持物质形态上的历史原真性，展现历史街区的真实

形态，以此保护街区的历史价值。这种保护不仅指

历史建筑的修缮，更要保护原住民的生活和市井民

俗等，使历史街区的复兴融合居民生活、游客观光、

民俗传承等多重功能，真正富有活力地延续下去。

2011 年住建部将“原真性保护”作为名城保护工作

检查的重要指标。

3 漳州古城公共空间的营造与更新保护

3.1 古城公共空间分类

根据空间形态，古城公共空间分为以下三种形

式： （1）独立的空间，通常以一标志性景观为中心，

是小型集聚交往的场所。（2）以历史建筑为中心的

空间，常举办闽南民俗活动，开放性强。（3）无中

心的街巷空间，或因商业活动而产生，或依附亭、

廊的存在，开放性较低，主要服务周边居民。

古城内还有一类具有闽南风格的公共空间——

骑楼走廊，不少居民会聚集在骑楼走廊内饮茶闲聊，

舒适而惬意。

大挑战。

3.3.3保护历史街区内原住民的活动

原住民是古城的主体，是街区活力的象征，古

城的保护应该是以“活态博物馆”的理念进行更新，

以居民为本，将居民集体记忆和空间元素作为主要

元素，儿童嬉戏、成人交流都应得到认真的对待，

切忌因商业利益破坏这些作为活态博物馆存在的公

共空间。

4 结语

公共空间是历史街区活力的象征，其保护和营

造都以激活活力为主要目的，巧妙利用环境、构筑物

等要素的构筑可以营造出富有生命力的交往空间。但

无论是新空间的产生或是旧空间的更新，都需要做到

尊重历史、以人为本，在满足现代生活需求的同时最

大程度地保留历史街区的“原真”，保留历史文化的

沉积，不让古城保护让位于经济利益的追求。

3.2 公共空间营造要素

3.2.1古树、水体等环境要素

古树的树荫下是众人纳凉的交往场所，能充分

汇集人气，目前古城的规划建设者正积极地以古树

为中心营造交往空间。历史河道和文庙泮池则是城

市重要的历史与发展脉络，但已难见踪影。目前泮

池已经重建，人们在亲水空间产生更多的交往活动，

滨水空间的社会文化价值将得以突显，而护城河则

需加快速度积极整治和修复，滨水空间的构造和交

往空间的营造尤为迫切。

3.2.2亭廊等构筑要素

在历史街区中，人们休憩场所的营造往往以亭、

廊等仿古构筑物的形式呈现。 “亭”一般作为节点

空间设置在视线的交汇处，“廊”是传统建筑中用的

最多的链接式空间，规划者在民宅之间构筑多处亭

廊，增强了日常交往的舒适性。

3.3 原真性更新保护

漳州古城的公共空间经历多轮更新保护，其风

貌呈现了巨大变化，总体保护以尊重历史脉络的“原

真性保护”为主，最新一轮规划 [ 《漳州市唐宋子城

（台湾路—香港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2015-

2030 年）》] 更是强调了街巷格局等人工环境要素和

民间风俗等人文环境要素在古城保护中的重要性。

3.3.1尊重历史建筑和民俗交往活动的关系

公共历史建筑是街区的中心，而民俗活动则在

建筑内或周边开展，古城内文庙和东桥亭等寺庙都

是民俗文化繁盛的场所。东桥亭古时为供人休息所

建，香火历来兴盛，庙外有一古树，居民常常在树

下讲古 [ 即说书，是讲古艺人用闽南语泉州话对小

说或民间故事进行再创作和讲演的一种传统语言表

演艺术形式。] 、纳凉、饮茶、休息。为保护此类原

生活动，东桥亭前新辟了数十平米的开敞空间，同

时承担了东桥亭内祭拜、交往活动的疏解功能。

3.3.2衔接日常生活与旅游活动的空间功能置换

芳华横路是门面道路，在旅游旺季吸引了不少

游客驻足摄影。而在非旅游期间，每天早上都呈现

出一派热闹的菜市景象。旅游与生活交往功能的灵

活转换使得古城生活的原真不被破坏。但这种方式

在旅游热度尚低时能够得以实现，如果未来古城成

为旅游热点，传统集市生活的原真性保护将受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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