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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修补理念下传统产业街区的更新和保护
———以邯郸市彭城镇磁州窑坊更新为例

汝军红１ꎬ曾浩然１ꎬ陈　 瑶２

(１. 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ꎻ２. 沈阳城市建设学院建筑与规划系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７)

摘　 要:以城市修补理念的解读为切入点ꎬ针对彭城镇磁州窑坊的现状及发展困

境ꎬ从城市设计层面对传统产业街区进行了剖析ꎬ并对传统产业街区更新和保护所

涉及的人居环境、产业文化、街区风貌等进行了梳理ꎬ分析了产业街区现存的问题ꎬ
厘清了更新与保护的要点ꎬ提出了传统产业街区更新和保护设计方法ꎬ以期为传统

产业街区的保护与建设提供参考ꎮ

关键词:产业街区ꎻ更新保护ꎻ城市修补ꎻ设计方法

中图分类号:ＴＵ２０１　 　 　 文献标志码:Ａ

　 　 城市的更新离不开产业的发展ꎬ当前城

市的建设已经不再着眼于建筑数量的增加ꎬ
更关注的是对存量建筑的更新ꎮ 传统产业街

区作为老旧城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承载着

城市的文化记忆ꎬ在城市快速发展的新时期ꎬ
传统产业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ꎮ 在工业

化、市场化、城市化的进程中ꎬ传统产业街区

功能结构如何发展、产业街区核心价值如何

体现是城市更新的重要课题ꎮ 笔者从城市修

补理念的解读入手ꎬ对传统产业街区的空间

肌理、功能组成、文化风貌、公共空间等进行

分析ꎬ探究传统产业街区保护与更新的设计

策略和操作路径ꎮ

一、城市修补的解读

１.城市修补概念的提出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经济对城市建设

的推动作用不断增强ꎬ随之而来的城市功能

配套及环境问题逐渐显现ꎬ在此背景下ꎬ城市

建设的特点从以往快速粗放扩张式发展逐步

转向绿色集约化发展ꎮ 大力开展城市生态修

复ꎬ再现绿水青山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市

化ꎬ成为城市设计相关工作的重点[１]ꎮ 城市

修补是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的新概

念ꎬ通过对城市的微更新解决城市病ꎬ缓解资

源紧缺状况ꎬ近年来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

应用ꎮ
２.城市修补的内涵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场所ꎬ建筑建

造的原点就是满足人的需求[２]ꎮ 城市修补

就是通过对已有城市建筑、街道、文脉的自然

修补实现对城市历史、文化、地域的尊重[３]ꎮ
城市修补体现的是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ꎬ其
意义在于在满足因地制宜和与所在城市经济

发展相适应的基础上ꎬ充分挖掘已有城区的

潜力ꎬ实现人居环境的提升ꎬ延续城市肌理ꎬ
保留城市记忆ꎮ 总体来说ꎬ城市修补的研究

重心在于老旧城区ꎬ城市修补可以有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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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年代久远的产业街区的更新和保护ꎮ

二、彭城镇磁州窑坊现状及更新理念

１.彭城镇磁州窑历史沿革

彭城镇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见
图 １)ꎬ至今已有 ２４００ 年的历史ꎬ北齐时期文

宣帝就在此修建了南北响堂石窟ꎮ 金、元至

宋朝期间ꎬ彭城出产的磁州窑成为北方最大

的民窑ꎬ故有“南有景德ꎬ北有彭城 ”的美誉ꎮ
明代和清代时期ꎬ彭城镇蓬勃发展的贸易市

场为其赢得“千里彭城ꎬ日进斗金 ”之称[４]ꎮ
改革开放初期ꎬ是磁州窑产业兴盛时期ꎬ陶瓷

学校、瓷研究所、陶瓷厂在彭城镇得到了充分

的发展ꎬ彭城镇也入选全国八大瓷区ꎮ ２０１１
年ꎬ彭城镇获得了“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
称号ꎮ

图 １　 彭城镇区位

２.磁州窑坊现状

(１)建筑功能混乱ꎬ街区业态不清晰ꎮ
土地利用能直观地反映出街区的功能问题ꎮ
磁州窑产业街区包含 ４ 个组成区域ꎬ北侧的

邯郸陶瓷七厂片区现已为停产状态ꎬ西侧的

传统民居片区有大量破旧的院房ꎬ东西两侧

由一条步行街分隔ꎬ东侧为古窑厂片区ꎮ 作

为以制造加工为主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模

式ꎬ在传统产业衰落的背景下磁州窑产业现

状同样并不理想ꎮ 陶瓷七厂已经倒闭ꎬ院内

成为停车场ꎬ厂区门口则是步行街ꎬ因街道的

步行体系并不成熟ꎬ时常会有摊贩临时在此

摆摊ꎮ 步行街区功能复杂ꎬ既有售卖陶瓷工

艺制品的商家ꎬ也有家政婚配服务的中介公

司ꎬ并不完善的街区功能和碎片化的土地利

用使得街区空间利用低效ꎮ
(２)设施配套匮乏ꎬ宜居性较差ꎮ 设施

需求方面ꎬ由于产业的衰落导致街区人口结

构的急剧变化ꎬ街区人口呈现老龄化ꎬ而现有

的基础设施无法满足居民的日常需求ꎬ老年

人日常生活单调ꎬ缺少公共空间来促进和满

足人际交往ꎮ 居住环境方面ꎬ年久失修的垛

口和破败空置的院落显现出环境的衰败ꎬ墙
上老旧的装饰物则暗藏着磁州窑产地过往的

辉煌ꎮ
(３)道路系统无序ꎬ人文景观弱化ꎮ 街

区道路由于建设无序ꎬ多处于“边发展、边建

设”的状态ꎬ很多尽端路和回头路出现在居

民区内部ꎬ一些道路无法连通ꎬ道路质量参差

不齐ꎬ地表由较多碎石和夯土组成ꎮ 另一方

面ꎬ作为城市发展中的边缘区ꎬ产业街区规划

布局不够合理ꎬ传统建筑年久失修ꎬ新建店面

形式缺少当地特色ꎬ导致街区肌理的缺失和

文化感知的弱化ꎮ
３.城市修补理念对磁州窑坊的意义

由于缺乏规划引导和有效控制ꎬ彭城镇

磁州窑坊粗放发展ꎬ设施配套欠缺ꎬ交通体系

不完善ꎬ使街区出现功能混乱、文化缺失等一

系列问题ꎬ成为影响街区品质的症结所在ꎮ
作为传统产业街区ꎬ磁州窑的产业文化需要

传承ꎬ原有的街区功能需要更新ꎬ传统街区与

建筑形态需要保护ꎬ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需要

完善ꎬ所以对传统产业街区的更新应该是以

留、改、拆的形式进行ꎬ这与以更新和保护为

前提的城市修补理念相契合ꎮ 由此可见ꎬ利
用“城市修补”理念修补产业街区ꎬ对改善人

居环境ꎬ提高生活品质ꎬ保护特色街区具有重

要意义[５]ꎮ
４.产业街区更新和保护策略

(１)产业街区功能系统修复ꎮ 产业街区

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功能空间的相互交融或相

互侵蚀ꎬ因此ꎬ产业街区的功能网络系统修复

需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ꎬ全面认识产业街区

的价值ꎬ明确街区的功能定位ꎬ甄别街区的保

护与更新区域ꎻ其次ꎬ将街区新的功能与原有

功能更新相结合ꎬ符合产业街区的发展定位ꎻ
再次ꎬ构建街区区域中心ꎬ将碎片化功能联结

成面ꎬ带动区域的系统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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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产业建筑更新与街区空间形态重

构ꎮ 人们对城市的印象ꎬ是通过对物质空间

的感受而产生的ꎬ传统产业建筑具有的时代

特性和场所精神ꎬ更容易激发人们对城市记

忆的共鸣ꎮ 对产业建筑的更新既是产业建筑

功能的新生ꎬ也是街区记忆的延续ꎮ 产业街

区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地域特色ꎬ然而多

年来的无序发展使得产业街区的特有基因丧

失殆尽ꎬ对街区空间的形态重构就是延续传

统产业街区肌理ꎬ恢复产业街区风貌ꎮ
(３)产业文化传承与人文景观保护ꎮ 文

化是城市发展的灵魂ꎬ是城市形象提升和特

色创造的基础[６]ꎮ 彭城镇作为瓷窑名城ꎬ具
有深厚的产业文化ꎬ根据区位条件注入文化

内涵ꎬ实现产业文化与当代艺术的兼容并蓄ꎬ
是街区复兴与活力再现的重要一步ꎮ 人文景

观是磁州窑产业文化的载体ꎬ对人文景观的

文化价值进行保护与利用ꎬ就是对产业文化

的延续和拓展ꎮ

三、磁州窑产业街区更新和保护设计

１.街区功能网络修补

街区的形成是居民生活、自然环境、风土

人情、生产活动和民间禁忌等多种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ꎮ 彭城镇磁州窑产业街区的发展

具有时空梯度的联系ꎬ重新梳理街区的功能

网络ꎬ甄别更新与保护范畴ꎬ有助于传承街区

的历史文脉和街巷记忆ꎮ 传统民居区域作为

居住部分ꎬ应保护其现有街道肌理和尺度ꎬ对
建筑单体进行更新ꎬ对古窑原貌进行保护ꎬ陶
瓷七厂和商业步行街可以在现有的情况下对

其功能和空间进行适宜的改造ꎮ
在对街巷活动强度进行调研后得知ꎬ街

区南部的磁州窑博物馆为人流聚集量最多的

场所ꎬ其次是街区西南角的入口空间ꎬ街巷人

流量的差异主要来自于节假日与日常出行量

的多少ꎮ 在确认街区活动强度后ꎬ根据受众

差异明确商业空间、社区空间和休闲旅游空

间边界ꎬ商业步行街作为街区的主轴线起到

引导人流和分隔作用ꎬ南北向的支线则将民

居区域与陶瓷七厂进行区分ꎬ同时也是商业

步行街的延伸ꎬ一轴线一支线一节点三组团

的空间结构ꎬ将整个街区拼贴成旅游、商业、
居住 ３ 个副中心ꎬ形成完整的功能结构网络

(见图 ２)ꎮ

图 ２　 街区功能分布

　 　 (１)商业步行街重构:在对街区的更新

和保护中确立街区整体空间的组织关系后ꎬ
街区功能的植入与更新便成为街区修补的重

要一步ꎮ 街区的空间格局在整体层面上既需

要传承原有的历史特征ꎬ也需要体现产业发

展的时代风貌ꎮ 步行街始于西南侧的入口广

场ꎬ终于东北侧的二层门楼ꎬ从靠近广场的建

筑开始ꎬ每个临街建筑依次向北侧偏移ꎬ步行

街空间由此围合成从西南至东北的斜线型ꎮ
步行街两侧现有建筑功能繁杂ꎬ既有经济小

吃、房屋中介、瓷艺商店等商业建筑ꎬ也有大

门紧闭的住宅建筑ꎮ 步行街中段的门洞和戏

台组成了步行街的公共节点ꎬ门洞位于步行

街与通往陶瓷七厂的支路交叉口ꎬ在门洞的

正对面则是戏台ꎮ 此处原本就是街区的中心

和最重要的公共节点ꎬ在对步行街建筑功能

进行归纳分类后ꎬ更要进一步突出此处节点

的聚会功能ꎮ 具体来说ꎬ就是对步行街的交

通节点门洞与对面的戏台进行修复ꎬ为商业

步行街中的民俗活动提供宽敞的平台(见

图 ３)ꎮ
对商业街两侧的建筑ꎬ要统一进行功能

的植入与置换ꎬ对原有的居住生活等功能进

行置换ꎬ赋予临街建筑商业功能ꎮ 将商业步

行街多维度、多层次的商业功能需求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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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商业步行街戏台

产业层级叠合ꎬ既能发挥传统产业特色ꎬ又能

满足当地居民的文化活动需求ꎮ
(２)民居空间整修:整体空间的有序性

源于作为形态基底的大量民居建筑和带有标

志性的公共建筑ꎬ在街区的更新中ꎬ街坊、院
落空间的复兴是传统街区人居环境提升的重

要组成部分ꎮ 彭城镇民居以院落为单元ꎬ注
重功能性和实用性ꎬ民居外形多为矩形ꎬ院落

的空间大小不等ꎬ正房和厢房在高度开间和

进深上都有一定的区别ꎮ 民居一般坐北朝

南ꎬ平整规则ꎮ 民居建筑组织的形态肌理可

分为串联、并联、并列ꎬ民居多是一层坡屋顶ꎬ
少部分有二层楼房ꎬ楼梯露天设置在正房一

侧ꎮ 针对传统建筑区域ꎬ应在保持原有的民

居形制基础上进行内部的更新ꎬ主要是将服

务空间纳入民居院落以增强院落功能的完整

性ꎬ在不改变民居院落传统格局的前提下ꎬ对
院落内部功能进行提升ꎬ将模块化的空间单

元植入具有传统尺度的开间内ꎬ将空置院落

改造成为适合游客休憩的民宿(见图 ４)ꎮ 居

住区作为原有居民与新进游客居住的场所ꎬ

图 ４　 民居内部空间改造

以传统民居为商业行为载体ꎬ将老旧的院落

修复后投入商业用途ꎬ通过自持经营实现经

济收益ꎬ对解决当地居民外出务工带来的人

口老龄化和留守儿童问题能起到积极作用ꎮ
(３)产业建筑改造再利用:传统产业建

筑代表着一个地区的文脉ꎬ是城市民俗文化

的外部体现ꎮ 对传统产业建筑的更新改造和

利用将有利于城市的文化塑造ꎬ给旅游发展

带来契机ꎮ 利用好具有历史价值的产业建筑

是对旧建筑的动态保护ꎬ陶瓷七厂的改造就

是将产业建筑从工厂化向生活化的改造ꎮ 陶

瓷七厂原为占地面积大、封闭式的工业建筑ꎬ
随着陶瓷厂结束生产功能ꎬ该场地作为磁州

窑产业的建筑代表ꎬ在结合现有功能空间和

居民需求后对场地进行重新规划ꎬ将原有封

闭的场地打开ꎬ通过确立两条场地轴线联结

场地中分散的小广场(见图 ５)ꎬ对建筑现有

功能空白区进行填充ꎬ对建筑进行局部的空

间改造ꎬ形成展览空间和面对本地居民的公

共休闲场所ꎮ 将文化、商业、公共服务功能植

入原有的厂房ꎬ原有的空间形态特质与新的

设计要求结合起来ꎬ使之符合使用需求的同

时促进产业文化的发展[７]ꎮ

图 ５　 陶瓷七厂改建方案

２.街区交通网络修补

磁州窑街区主要道路多为步行街道路的

延伸ꎬ外围主要道路体系结构相对完整ꎬ但街

区内部道路相互独立且缺乏联系ꎮ 对产业街

区交通网络的梳理就是以现状道路为基础ꎬ
明确各条道路的功能关系ꎬ 确定道路等

级[８]ꎬ在保留原有院落建筑尺度的基础上对

宅间巷道宽度、街坊尺度、步行街尺度进行改

造ꎮ 同时ꎬ为居民区创造更多公共空间ꎬ逐步

完成对街区交通网络的织补ꎬ形成一个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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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通网络体系(见图 ６)ꎮ

图 ６　 居民区交通梳理

３.街区风貌重塑

美国城市学家林奇通过对何种空间能产

生强烈城市意象进行调查ꎬ提出了城市设计

的 ５ 种关键形态要素:边界、区域、道路、节
点、标志物ꎮ 街区风貌的塑造是城市场所记

忆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代表着一个城市的文化

底蕴ꎬ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ꎬ具
有传统产业风貌的街区更能体现其文化存在

和创造性价值ꎮ
磁州窑原有街区风貌由于生活空间与产

业空间的相互交融与侵蚀ꎬ导致界面构成杂

乱ꎬ对街区内产业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可表达

性与可感知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ꎮ 对街区风

貌的整治ꎬ先要确立连续而明确的界面ꎬ对建

筑材料进行统一ꎬ将街区现有的青砖材料作

为街区建筑的主要材料ꎬ在色彩提取上注重

当地文化特色和地域特色ꎬ采用中国传统的

红色灯笼对步行街进行装饰ꎬ门洞城楼建筑

形制恢复明清古貌ꎬ水平界面道路的铺装与

建筑色彩呼应ꎬ对商铺广告牌匾的位置、尺
寸、材质、色彩、风格、灯光、字体等作出具体

的设置指引[９]ꎬ在更新的过程中强调街区原

有的建筑样式、材料及文化符号ꎬ营造传统产

业街区的精神气韵ꎬ强化城镇的地域属性

(见图 ７)ꎮ
４.产业文化景观修复

产业文化包含物质、行为、精神、制度等ꎬ
是蕴含于行业产品和服务中有形的物质文化

和反映出来的精神文化的总合ꎮ 磁州窑产业

文化包含了中国各个领域的文化要素ꎬ法政、

图 ７　 改造后街区风貌

经济、宗教、文体、军事、风俗等要素均有体

现ꎮ 应对磁州窑文化内涵进行提取ꎬ通过景

观小品的形式展现古镇的文脉价值ꎮ
人文景观分为两部分:物质层面的人文

景观(传统的建筑物、构筑物、风貌街等)和

非物质层面的(当地语言、民俗、文化、宗教、
庆典、文学、艺术等)景观[１０]ꎮ 就物质层面而

言ꎬ磁州窑产业街区路边的戏台、节点处的城

墙和元代古窑都印证着这里的地域文化ꎮ 当

地外墙材料笼盔也称“匣钵”ꎬ是陶瓷生产中

所用的一种窑具ꎬ用耐火材料制成ꎬ由于经过

窑火的千锤百炼ꎬ笼盔的质地变得特别硬实ꎬ
笼盔内部通常填充的是黄泥和杂石ꎮ

在建筑立面的修缮中ꎬ笼盔元素的应用

是对传统产业的呼应与传承ꎬ由笼盔组成的

构筑物及文化墙呼应了磁州窑产业文化(见
图 ８)ꎬ体现出街区时间厚度和空间深度的融

合ꎮ 彭城镇传统产业街区围绕磁州窑文化举

办的磁州窑创意市集、瓷窑文化节、磁州窑文

化艺术展等活动都能吸引游客ꎬ泥像现场制

作、陶瓷艺术品鉴赏既具有科普性质ꎬ也具有

很强的文化体验感ꎮ 同时ꎬ这些活动的举办

也发扬和传承了地域文化ꎬ其活动与传统产

图 ８　 笼盔墙



第 １ 期 汝军红等:城市修补理念下传统产业街区的更新和保护 １３　　　

业街区独有的气质相吻合ꎬ避免了众多街区

的同质性ꎮ

四、结　 语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及城市

规划理念的不断完善ꎬ传统产业街区的转型

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ꎮ 彭城镇磁州窑产业

街区的保护与更新除去建筑与规划层面的设

计外还需要政府的引导ꎬ政府举办的相关科普

活动和文化艺术节活动ꎬ可以让市民和游客有

更多机会了解瓷窑产业文化ꎬ线上媒介的利用

同样也是实现产业街区复兴的重要手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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