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4 | 风貌保护

Coordinating Preservation of Urban Heritages and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Urban Cultural Spaces Based on Multi-scale Value Linking

基于多尺度价值链接的城市遗产统筹保护与文化
空间系统组构*

肖  竞   张芮珠   刘环宁   张晴晴   曹  珂    X IAO Ji ng, ZHANG Ruizhu, LIU Huanning, ZHANG Qingqing, CAO Ke

基于人本价值视角，将遗产对象视为历史文化传承的场域空间，从城市与城区、片区与地段、建筑与场所三重空间尺度，

提出城市遗产统筹保护与文化空间系统组构方法。以孤岛文化空间历史价值链接、历史文化空间当代价值链接、小微文

化空间价值媒介链接3种价值链接机制为底层逻辑，建立城区遗产同源要素统筹、地段遗产文化生境统筹、建筑遗产价

值媒介统筹3种要素统筹模式，以及城市文化空间网络建构、地段文化空间功能组织、建筑文化空间场景营造3种空间组

构方案，以期突破传统遗产保护理论在遗产价值认知、价值链接和要素统筹方面的瓶颈，为我国城市遗产保护活化和价

值传承实践提供参考。

The article views heritage objects as history culturing space fields from the people-oriented perspective, and proposes a method 
of coordinating preservation of urban heritages and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urban cultural spaces from the three spatial 
scales of urban areas, functional districts, buildings and places. This method takes the triple value linkage mechanism which 
are historical value linkage of homologous cultural space,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value linkage of whole cultural space, 
and representation and connotation linkage of micro value media as the basic logic, includes three elements' coordination 
modes of urban heritage element coordination, site heritage cultural habitat coordination, and architectural heritage value media 
coordination, and puts up three space composition schemes of urban cultural space network construction, section cultural space 
function organization and architectural cultural space scenes creation. Overall, the study aims to break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bottlenecks of tradition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in value identification, value linkage, and element coordination,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urban heritage preservation, revitalization, and value inheritance practic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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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sce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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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城市文明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发展

和从快速城市化时期向后城市化时期转型的

过程中，城乡遗产保护的核心矛盾逐渐从扩张

性建设冲击导致的历史建成环境“空间孤岛

化”问题转变为全球化文化传播与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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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引生的本土文化异化和“价值孤岛化”

问题。其保护行动逻辑也相应地从防范扩张建

设冲击的物质空间登录、保存、修复转向抵御

外来文化挤替的历史文化价值识别、活化、传

承[1]。在此背景下，将保护和发展置于对立关

系的“历史遗产”对象范畴和桎梏于冻结保

存目标的“物质保控”范式方法逐渐难以适

应当代城乡遗产资源活化与价值传承的现实

需求。

与此同时，伴随全国遗产资源普查工作

的持续推进和地方遗产保护台账的全面建

立，当前我国遗产保护实践已进入“资源渐

控，价值未彰”的新阶段。其工作重点在于通

过建立各类城乡历史文化空间与当代城市功

能空间及人本经验主体的“价值链接”，促进

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与城乡发展建设的协

同和与公众日常生活的融合。围绕上述目标，

学界开展了广泛的城乡遗产价值传承研究探

索[2-6]，但多局限于“历史遗产”的概念桎梏

和对单类遗产对象的本体分析，缺乏对不同

尺度、不同类型城乡遗产空间价值链接路径

及其历史价值与当代价值链接机理的系统研

究。为此，本文以面向发展、人本化导向的“文

化空间”概念切入信息时代与后城市化时期

城市遗产的价值认知和保护传承研究，以期

为我国城市遗产的保护、活化和价值传承实

践提供参考。

1  理论辨析：城乡遗产的“文化空间”

属性与“价值链接”需求

城乡遗产的对象认知与保护逻辑受时代

背景和发展观影响，在不同文明时期和不同城

市化阶段，城乡遗产保护的价值观与方法论不

尽相同。本节拟通过对世界遗产保护思想衍化

历程的理论辨析，明确当前我国城乡遗产保护

的实践方向。

1.1 对象认知：从“历史遗产”到“文化空间”

在世界遗产保护的百年历史进程中，学

界对于城乡遗产的对象认知与概念界定经历

了不断拓展、深入的辩证发展：在人文与自然

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文化、自然遗产泾渭分明

体系架构到“人化自然”（文化—自然复合遗

产）登录标准确立的范畴拓展；在文化遗产类

型方面，经历了从古迹单体到建筑群体、历史

园林，再到历史地段、历史城区的要素与规模

拓展；在遗产价值载体方面，经历了从物质遗

产到非物质遗产的维度扩展；在对象时间界域

方面，经历了从“源点锚定”的历史遗产（强

调对特定历史时期原真信息的证据价值）到

“线性发展”的文化景观、城市历史景观（强

调对人化自然和城市发展过程的见证、记录价

值）的概念衍化[7-10]。

综上，人类社会对于遗产对象的概念界

定受到“当代”视角与人本视角的影响。而在

人类文明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迈进和城市

建设从快速城市化时期向后城市化时期转型

的新阶段，将城乡遗产理解为记录、传承历史

文化信息的文化空间场域，是一种符合当代人

本价值观的认知方式[11]。与桎梏于过去、将保

护与发展置于对立关系的“历史遗产”概念

相比，“文化空间”的对象范畴面向未来且更

加包容，其可通过赋予遗产对象当代价值和

发展属性的方式消解其保护与发展的二元矛

盾，使城市历史空间与城市居住、商务、产业、

交通等其他功能空间一样具备现实意义，契

合“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和“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融为一体”的指

导思想[12]。

1.2 实践逻辑：从“物质保控”到“价值链接”

实践方面，经过30余年探索总结，我国已

建立起一套基于空间调查评估和类型学、形

态学分析的遗产分级分类保护管控制度范式

和风貌修复设计规程，对各类城乡遗产保护

实践起到关键指导作用[13]。但上述方法体系

主要针对物质空间的保控修复，是快速城市

化时期应对扩张性建设冲击的产物，在遗产

价值识别、价值挖掘和价值链接方面缺乏有

效手段[14-16]。

在全球化、信息化和后城市化时期，随着

空间生产的动力衰减和遗产资源的全面登录，

以及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挤替、异化，城乡

遗产保护工作的核心矛盾与行动逻辑逐渐转

变，从历史建成环境“空间孤岛化”问题及其

物质保控逻辑转变为地域遗产资源“价值孤

岛化”问题及其价值传承逻辑[17]。而实现价值

传承的关键在于建立“价值链接”，即建立城

市历史文化空间与其自身系统要素、其他城市

功能空间和各类价值媒介的多元链接，并最终

建立城乡遗产客体与人本经验主体的“价值

链接”（见图1）。

2  方法建构：城市历史文化空间多尺度

价值链接与统筹保护路径

本文以城市地区为研究范围，探索其历

史文化空间多尺度价值链接路径与系统组构

方法，以此实现对城市遗产的统筹保护。

2.1   城市历史文化空间多尺度价值链接路径

价值链接即从价值维度建立事物之间的

联系。城市历史文化空间的“价值链接”即建

立历史文化空间与自身系统要素、城市其他功

能空间以及各类价值媒介之间的多元价值关

联。作为在城市持续发展进程中不断层叠累积

的空间对象，城市历史文化空间具有多重维度

的价值属性；同时，在不同空间尺度下，其价值

载体与价值呈现方式亦不尽相同，进而决定其

价值链接的对象与路径差异。为此，本文从城

市与城区、片区与地段、建筑与场所三重空间

尺度进行梳理和讨论。

2.1.1    城市与城区尺度：孤岛文化空间历史

价值链接

城市与城区尺度即城市全域和集中建设

区的宏观空间尺度。其中，历史文化名城有对

应的历史城区范围[18]。在该尺度下，城市遗产

以历史文化空间要素与结构的形式存在，作

用于主体对城市历史文脉的抽象结构认知，

无法触发人本主体的具体空间经验。为此，该

尺度下的历史文化空间价值链接的重点在于

梳理各空间遗产要素的文脉关联，建立孤岛

文化空间的历史价值链接，以文化价值脉络

统领遗产空间结构，建立散点遗产对象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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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城市文化空间价值链接与遗产统筹保护实践逻辑框架
Fig.1  The practice logical framework of urban cultural space value linking and heritage coordinating 
preserv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体保护逻辑[19-20]。

在此方面，既有的分类分级保控体系在

处理遗产空间与价值关系的问题上采取了分

而治之的操作逻辑。即根据遗产对象的空间特

征定义保护类型，再根据其价值重要性划分保

护等级。上述保控思路可有效指导遗产保护实

践中的空间差异化管控和对象优先级决策问

题，但不利于历史文化空间的价值链接，进而

影响城市历史文化传承和人本主体的文化信

息感知。为此，本文提出城建历史脉络考据、建

成环境“层积剥离”①[21]、同源文化空间识别

的分析方法，以指导城市历史文化空间自身要

素系统的价值链接。具体通过历史文献、舆图、

影像考据划分城市历史营建周期；以不同年代

周期为时间截面，剥离城市既存建成环境，识

别层积各类遗产资源在不同历史周期中的空

间价值与关联关系；根据“层积剥离”结果，

将相同历史周期中存在价值关联的遗产空间

作为“同源文化空间”，在层积建成环境中识

别其空间—时间关联。

2.1.2    片区与地段尺度：历史文化空间当代

价值链接

片区与地段尺度即城市中局部功能片区/

地段的中观空间尺度。其包含遗产资源分布集

中的历史文化街区、传统风貌地段等保护对

象。该尺度下的城市遗产以功能空间和文化场

域的形式存在，作用于城市民众的日常生活，

与人本主体发生经验关联[22]112。因此，该尺度

下的城市历史文化空间价值链接的重点在于

建立其与邻近城市当代空间的功能价值关联，

进而整体促进片区、地段遗产资源价值活化和

文化活力提升。

在此方面，早期保护理论对于遗产对象

的价值认知偏重于历史纪念、科学艺术和事

件证据价值，忽略了遗产作为实存物质空间

所兼具的功能价值和实用价值，导致其被冻

结保存，陷入“价值孤岛”衰退陷阱，不利于

其融入城市的整体发展和自身功能与品质提

升[23-24]。为此，本文提出遗产空间兼容性探查、

当代功能需求预测、地段供需关系链接的分

析方法，以指导城市历史文化空间与邻近当

代空间的功能价值链接[25]141-142。首先，通过对

片区内各遗产资源要素的交通区位、空间尺

度、保存情况、价值主题、价值重要性的系统

分析，梳理其历史与当代价值的兼容与活化

方向②。其次，结合片区与地段人口规模、土地

价格、功能关系综合调查，预测其整体发展导

向与功能业态需求。最后，基于对片区、地段

的历史文化空间兼容性与功能供需关系的判

别，建立历史与当代空间的价值链接，明确其

活化更新功能定位。

2.1.3    建筑与场所尺度：小微文化空间价值

媒介链接

建筑与场所尺度即建筑遗产与历史文

化场所的微观空间尺度。在该尺度下，城市遗

产以具体的文化空间媒介形式存在，直接作

用于主体文化感知经验的过程。其价值链接

重点在于建立历史文化空间与实物、文献、影

像、布景、活动等其他文化媒介要素价值表征

与价值内涵的链接，使不同媒介要素在历史

文化信息的阐释、解说上相得益彰，以促进人

本主体对文化信息的感知和接收。

在此方面，传统保护理论将遗产对象的

价值呈显媒介锁定于物质空间，关注其物质

形态特征的保控延续。建立了以形态学、类型

学为理论基础的遗产空间形态、风貌保控修

复范式[26]。相关方法虽有效促进了各类遗产

空间形态表征的保存延续，但在文化信息呈

显和价值传播方面却缺少有效手段，难以将

遗产对象的文化内涵切实转化为公众主体的

文化认知[27-29]。为此，本文提出价值内涵识别、

价值载体梳理、价值媒介关联的分析方法，以

指导城市小微文化空间多元价值媒介的要素

链接。具体通过历史学、文化学分析，考据、识

别各小微文化空间的文化价值内涵。继而从

空间形态、陈设布景、文献影像、历史实物、

行为活动等方面梳理相应价值信息的媒介载

体。最后，以文化价值主题为线索，建立相关

媒介载体的要素链接。

① 受空间“层积规律”影响，城市建成环境会不断演变、拓展，进而导致城市遗产的当代区位和现状环境逐渐与其营建、发展各历史周期中的区位条件和环境特征相

异。因此，需通过“层积剥离”方式梳理、识别城市遗产空间在不同历史周期中的区位与建设条件的变化，以辅助厘清其历史意义和文脉价值。

② 在现实中，遗产对象的价值重要性与活化兼容方向是动态变化的，其会随遗产周边建成环境的改变、同类型遗产数量的增减（新登录或损毁）和遗产自身保存状

态的改变而变化，故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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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城市遗产统筹保护与文化空间组构方法

“统筹保护”即对遗产保护相关对象、事

务的通盘组织和整体筹划。其与“孤立保护”

概念相对，以促进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和

公共文化质效提升为统筹目标，以不同空间

尺度、类型城市遗产资源和当代文化资源为

统筹要素，以城市遗产保护、活化、展示等不

同工作事务为统筹内容，涉及多目标、多要

素、多维度的统筹工作[30]。在具体操作中，以

多尺度的历史文化空间价值链接、组构为实

施路径。

2.2.1    城市与城区尺度：遗产同源要素统筹

与文化空间网络建构

城市与城区尺度下，统筹零散分布的遗

产资源要素，建立城市历史价值脉络的整体

阐释逻辑和与之适配的文化空间叙事结构。

在城市建成环境不断重构演替的发展进程

中，具有价值同源性的遗产对象会逐渐失去

其与原生空间的关联，以碎片化、散点化的方

式分布于现代城市空间，沦为“孤岛遗产”[31]，

进而导致城市历史文脉整体价值逻辑在文化

空间结构表征层面的线索模糊、不易阅读。因

此，可借鉴区域遗产廊道保护模式，通过文化

廊道/线路对具有价值同源性的遗产要素进行

统筹组织，建构易于主体阅读的历史文化空

间网络结构（见图2a）。

具体以点状（历史地标、历史场所）、线

性（历史街巷、文化轴线）、面域（历史街区、

历史地段）3种空间形态的历史文化空间为

结构要素，通过要素等级判别、文化线路串

联、节点标识强化的步骤统筹建构。首先，梳

理各类遗产要素的价值关联性、价值重要性，

确立城市文化空间网络的价值脉络和要素等

图2 基于多尺度价值链接的城市遗产统筹保护与文化空间系统组构策略
Fig.2  Strategy for coordinating preservation of urban heritages and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urban cultural spaces based on multi-scale value linking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城市同源文化空间历史价值链接                                   b  地段历史文化空间当代价值链接                                     c  小微文化空间价值媒介要素链接

图3 重庆市近代城建脉络考据与历史建成环境层积剥离分析
Fig.3  Construction context research and historical built environment "layer separation" analysis of Chongqing Municipality in early modern times

资料来源：笔者在参考历史地图[33]的基础上自绘。

a  阶段1                                                                               b  阶段2                                                                               c  阶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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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重庆市近代同源文化空间链接与主题文化线路建构
Fig.4  Value homologous cultural spaces linking and cultural lines connection of Chongqing Municipality in early modern tim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b  同源文化空间链接与主题文化线路建构

a  遗产资源梳理与价值同源要素识别

级（主次轴线/廊道、一级/二级节点等）。其

次，根据各类遗产要素的空间分布，结合现

代城市交通路网，将具有价值同源性的历史

文化空间链接为具有集群展示度的主题文化

线路，形成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展示的网络

结构③。最后，根据各文化空间轴线、节点的

价值属性和价值等级，配设相应文化标识、

解说和公共交通设施，以提升文化节点空间

的价值关联性和空间可达性，为居民、游客

提供城市文脉认知的系统性空间结构与阅读

路径。

2.2.2    片区与地段尺度：遗产文化生境统筹

与文化空间功能组织

片区与地段尺度下，统筹遗产对象所在

区段的文化生境，组构历史价值与当代价值

融合的城市文化空间。伴随邻近片区、地段的

功能重构，冻结保控的历史文化空间与周边

现代城市空间在环境品质和活力质效方面的

差距日益显著，进而引生功能、效用边缘化

问题，不利于其空间活化与价值传承[25]140。因

此，需加强历史文化空间与当代功能空间的

要素统筹，组构融历史文化传承与日常生活

服务于一体的城市公共文化生境，以提升片

区、地段的整体空间活力和公共文化质效（见

图2b）。

具体以历史文化空间、当代功能空间和

公共游憩空间3类空间对象为统筹要素，通过

③ 具体操作中，对承载城市多个时期历史信息的“层积型”遗产对象，可根据其各时段特征价值印迹的典型程度并入一处或多处文化线路。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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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衔接、功能协同、设施共享的方式统筹组

织。首先，结合3类空间要素的价值联系与位

置分布，以点、轴连接方式，建立片区文化空

间慢行系统，提升片区文化空间步行环境品

质。其次，建立历史文化空间与当代功能空间

的功能链接，提升其在城市公共生活中的触

媒价值。最后，增强片区空间新质公共服务设

施配设，以共享设施驱动各类空间单元在日

常生活服务与公共文化组织方面的关联性。

2.2.3    建筑与场所尺度：遗产价值媒介统筹

与文化空间场景营造

建筑与场所尺度下，统筹历史建筑、场所

中各类价值媒介要素，营建易于历史文化传

承和主体经验感知的文化空间场景。建筑遗

产的历史信息潜藏于其多元文化空间的多维

场景特征中[22]117，单一的物质空间表征制约

了主体感知接收历史信息的质效，不利于历

史文化传承。因此，需加强对各类价值媒介要

素的统筹，营造利于主体感知的小微文化场

景，提升公众文化体验品质和信息接收质效

（见图2c）。

具体以空间陈设、文献影像、历史实物、

行为活动为媒介要素，通过历史场景再现、

生活场景植入、数字场景拓展3种方式统筹

营造。（1）历史场景再现即对场所空间中曾

经发生的历史事件、传统仪俗和历史人物行

为场景的演绎呈现。基于文献考据，其可通过

历史布景复原、历史实物陈列、历史影像比

照、历史雕塑点睛等综合手段建立现实空间

与历史场景的时空关联，使参观者产生“历

史在场”经验。（2）生活场景植入即通过遗

产功能活化、公共活动组织等方式，将当代日

常行为植入历史文化空间。其通过实用职能

延续、公共化更新方式促进历史文化空间使

用频度提升，增强城市当代生活的文化沉浸

感，使公众在日常状态中濡染城市文化和传

承审美意趣。（3）数字场景拓展即通过数字

化手段拓展遗产空间价值传导的场景媒介。

其通过全息投影与增强现实技术在实体空间

中叠加虚拟场景、通过历史档案数字化转译

与数字孪生技术在虚拟空间中传播历史文化

信息，更加契合当代信息传播途径和主体认

知习惯，利于拓展遗产对象的文化传播广度

和影响深度[32]。

3  重庆市近代遗产多尺度统筹保护与

文化空间组构

3.1   案例概况：重庆市中心城区近代建设

情况

本文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重庆为例，其

近代发展以1891—1949年为起讫时间，先后

经历开埠通商（1891—1920年）、设市建设

（1921—1936年），以及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

（1937—1949年）3段历史时期。

图5 重庆市典型历史片区公共资源整合与文化生境组织
Fig.5  Public resources integration and cultural habitat organization of typical historic areas in Chongqing Municipal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c  南岸区滨江开埠历史纪念与文旅游憩生境系统                                                            d  沙坪坝区歌乐山红岩精神纪念与文教科创生境系统

a  北碚历史城区三峡乡建纪念与旧城人居生境系统                                                        b  渝中区中山四路抗战文化展示与行政文博生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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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重庆市近代遗产多维价值呈显与文化空间场景营造
Fig.6  The multi-dimensional value presentation and the cultural space scenes creation of early modern heritage 
in Chongqing Municipal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和自摄。

c  数字场景拓展

b  生活场景植入

a  历史场景再现

开埠通商时期，重庆成为长江上游的全

球市场，城市建设围绕商埠、租界和富商宅园

营造等线索展开，于渝中、江北、南岸、巴南

等地建造海关、商会、洋行和富商园林。设市

建设时期，重庆城市建设以明清府城更新和

新市区拓展为重点，完成了现代道路、轮船码

头、市政工程建设，并在李子坝、上清寺、枇杷

山、七星岗等地修建了大量公馆。同时期，爱

国实业家卢作孚在北碚兴建公园、图书馆、体

育馆、医院、学校等现代公共建筑。抗日战争

时期，国民政府带动工商企业、机关团体、文

教组织内迁，促进了重庆渝中、沙坪坝、北碚

等区的城市建设，于上清寺、李子坝、歌乐山

等地建造了行政及军事机构，于黄山、山洞、

南泉、鹅岭等地建造了一批政要宅园和外交

领馆建筑，于渝中、南岸、沙坪坝、九龙坡等区

构筑了200余处防空工事。与此同时，1938—

1946年间，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

办事处分别在红岩村、曾家岩、中山三路和民

生路等地设立办事机构，开展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和革命斗争工作，留下了大量历史见证

（见图3）。

3.2   孤岛遗产要素串联与城市文化空间网

络建构

城市与城区尺度下，对各时期城建遗产

资源进行梳理串联。考虑开埠与设市时期遗

产资源数量较少，且在空间、功能与文化方面

具有一定关联，故将两阶段资源要素整合，

梳理出开埠、设市期区段遗产6处、建筑遗产

124处、景观遗产9处和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

时期区段遗产5处、建筑遗产301处、景观遗

产30处（见图4a）[34]。结合上述历史遗存的

保存、分布情况，在资源集中的渝中、南岸、北

碚、沙坪坝四区内，分别梳理出以开埠通商历

史见证、市政建设历史见证、中西文化交流纪

念、民族实业家及名人纪念为价值线索的开

埠设市文化线路4条；以革命先烈斗争纪念、

抗战机构职能见证、抗战历史事件纪念、抗战

历史人物纪念为价值线索的革命、抗战文化

线路8条（见图4b），系统建构重庆市近代历

史文化空间网络[35]17-21。

3.3   公共文化资源整合与片区文化空间功

能组织

片区与地段尺度下，结合城市各行政辖

区内历史文化空间和其他公共文化空间分布，

梳理组织片区/地段公共文化生境系统。在渝

中区，统筹张治中公馆和重庆谈判旧址等历史

文化空间，重庆市委办公楼、三峡博物馆、人民

广场等当代功能空间，形成中山四路抗战文化

展示与行政办公生境系统；在南岸区，统筹卜

内门洋行、意大利使馆旧址等历史文化空间，

南滨路文化产业园、开埠遗址公园等当代文娱

空间，形成滨江开埠历史纪念与文旅游憩生境

系统；在北碚区，统筹惠宇楼、复旦大学校史纪

念馆等历史文化空间，北碚体育场、北滨文创

街区等当代公共空间，形成三峡乡建纪念与旧

城人居生境系统；在沙坪坝区，统筹“中美合

作所”集中营旧址、孔祥熙公馆等历史文化空

间，四川外国语大学、康明斯文创园等文教科

创空间，形成红岩精神纪念与文教科创生境系

统[35]41-48（见图5）。

3.4   多维价值媒介呈显与小微文化空间场

景营造

建筑与场所尺度下，通过多元遗产媒介

要素统筹与文化空间场景营造实现各区近代

遗产历史文化信息的多维呈显。其中，《新华日

报》与八路军办事处旧址、渣滓洞监狱、蒋介

石黄山官邸等历史建筑转作文博建筑对公众

开放，并通过前述多元场景营造手段全面复现

了重要的历史场景。川康银行、美丰银行、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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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图书馆、法国水师兵营、安达森洋行仓库等

建筑则采取实用职能延续和公共化更新方式，

为相应历史空间植入公共生活场景。宋庆龄旧

居、《新华日报》办事处旧址、三峡博物馆、重

庆市规划展览馆、重庆时空大数据展示中心等

通过全息投影、增强现实、历史档案数字化集

成、历史空间数字孪生等技术拓展了重庆市近

代历史文化空间的数字化展示场景（见图6）。

4  结语

本文基于信息时代与后城市化时期城乡

遗产保护矛盾从“空间孤岛化”向“价值孤

岛化”转变的现实背景，以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与当代城市发展协同为目标，提出基于多尺度

价值链接的城市遗产统筹保护与文化空间系

统组构方法，主要创新与贡献如下：

（1）基于人本价值视角，系统地辨析了

城乡遗产保护从“历史遗存”到“文化空间”

的对象范畴转变和从“物质保控”到“价值

链接”的实践逻辑转变。

（2）系统界定了城市遗产“统筹保护”

概念，厘清其统筹目标、统筹要素、统筹内容和

统筹尺度；提出城区遗产同源要素统筹、地段

遗产文化生境统筹、建筑遗产价值媒介统筹三

重空间尺度的城市遗产统筹保护模式。

（3）提出以孤岛文化空间历史价值链接、

历史文化空间当代价值链接和小微文化空间

价值媒介链接3种价值链接机制为组构逻辑

的城市文化空间系统组构方法，包括：①通过

对点状、线性、面域3种历史文化空间要素的

等级判别、资源串联和节点强化，建构城市文

化空间网络。②以交通优化、功能协同、设施共

享为统筹手段，结合旧城人居、行政办公、文旅

游憩、文教科创4类当代功能，组织地段空间

文化生境。③通过历史场景再现、生活场景植

入、数字场景拓展3种场景营建路径，营造小

微空间文化场景。

上述内容和方法可在遗产价值认知、价

值链接和价值传承方面丰富既有保护理论，以

期为我国城市遗产保护活化和价值传承工作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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