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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中的近代建筑保护再利用 
— — 以哈尔滨市为例 

赵 莹 

(重庆大学 建筑城规学院，重庆 44]0045) 

摘要：历史建筑保护方法需要引起人们思考。在总结哈尔滨市对历史建筑保护的一些具 

体做 法之后 ，提 出对 近代 历 史建筑保 护 的见解 ，井 强调 历 史建 筑保 护立 岳I作 的 重要 rj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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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长期保持一种风格和情调的城市是迷人的，像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中国的丽江和平遥古 

城。然而中外历史上大多数城市的情况远没有那么理想。城市发展的速度越来越r陕，城市的结构 

与功能与历史上相比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城市传统风格和历史建筑进行保 

护，使之成为日新月异的城市环境中的有机部分，已成为人们要考虑的主要问题。在著名的历史文 

化名城哈尔滨，这同样是一个亟待人们深人讨论和解决的问题。 

哈尔滨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新兴现代城市，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达到城市 

建设较高的近代化水平，形成哈尔滨建筑的美丽风格和独特文脉，当时的哈尔滨堪称一座汇展人类 

建筑文化的博物馆。研究和保护哈尔滨的近代历史建筑，对于建筑与城市史学研究均有重要意义 

与学术价值。但事实上在不断的”自我更新”过程中，城市的传统风貌特色已逐渐消退。一些质量 

较好，建筑艺术价值较高的历史建筑 因被认为已不适应城市规划和人们工作、生产、生活的需要 

而不断被进行不台时宜的改建甚至拆除，这些做法将造成城市历史的断层，也不利于城市新旧交融 

整体美的创造。现在，随着经济发展，历史建筑的保护再利用问题已经受到人们的重视。如何在城 

市建设中吸收各历史名城的成功经验，实现对历史建筑的有效保护，我有以下几点粗浅的认识。 

l 建立历史建筑的评价标准 

对历史建筑的保护要求灵活处理，分门别类，采取不同办法，因此对历史建筑建立适当的评价 

标准是必要的。我们在开展对历史建筑保护工作之前，应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对其传统的东西分 

不同情况进行保留，将其中具有纪念意义或对城市风貌有重要影响的历史建筑实行整体完全保护， 

进行必要的维修；有些建筑携带某些代表某种历史内涵的象形符号，对它们可 保护历史风貌，进 

行局部更新改造。这样通过对历史建筑的相对价值的判断，将其进行有效的分类和研究，并建立一 

套完整的评价标准。对历史建筑作出正确的评价和保护定位，是实现历史建筑保护的前提 

2 历史建筑再利用效益分析 

哈尔滨的城市建设历史不长，但近代建筑遗产丰富，需要保护的建筑数量很多，而政府财力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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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保护工作不能获得稳定的保障。维奥莱·勒·迪克早就指出，保护历史建筑最好是给它找一个 

合适的用途。历史建筑除了像其他文物一样具有历史的、文化的、情感的和象征性的价值外，同时 

大多数还具有物质使用的价值。对于大多数历史建筑，我们应该探索开发其潜在功能的可行性，使 

其价值产生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 ，从而调动社会对保护工作的积极性。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分析 
一 下寓保护于利用的好处：从社会方面讲，这易于使城市和城市居民与历史建筑之间保持一种和谐 

一 致的关系，恢复城市活力；其次，经济问题是个关键环节。现在城市建设中的市场导向日益明显。 

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也需逐步适应由政策驱动型向效益驱动型的转变。利用现有建筑的基本设 

施，可免除拆迁、新建、公共设施再投资和土地征收等大量费用；从生态环境的保护方面来讲，如将 

历史建筑拆除，旧材料难以得到合理的再利用，势必污染环境，同时新建建筑又要消耗大量能源：比 

以上任何一点都更重要的是历史建筑的文化意义，它对于人们的潜移默化作用无可估量。 

当然，对于历史建筑再利用，最理想的情况还是继续原有历史建筑的用途和功能．这样可以保 

证历史建筑最小程度被改造；另外历史建筑本身悠长的历史总能使它们比新建的同类建筑对人们 

产生更大的吸引力 。在哈尔滨市 ，这样的实例有很多，像道里区中央大街马迭尔旅馆(1913年 

建)，现为马迭尔宾馆；圣阿列克谢耶夫教堂(砖构，1935年建)，现为士课街天主教堂【 。 

3 历史建筑的改造思路 

提起历史建筑，人们往往关注的是如何保护和复原。像南禅寺，应县木塔等，现已不再是延续 

过去使用功能的场所了，对此类建筑的保护，我们执行的是严格地不折不扣地保持原样。然而哈尔 

滨的历史建筑多为近代建筑，对其进行开发利用则是在保护基础之上更新层次的提高。哈尔滨的 

历史建筑是城市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见证，在人们心中留下深深的历史印记，对城市的历史价值 

和影响远非新建筑所能代替。我们应该将其纳人现代生括的轨道，实现其价值的推陈出新。当然 ， 

在改造再利用之前我们首先要保证历史建筑所携带的历史信息不被破坏和篡改，并对其周边环境 

加以控制。哈尔滨的历史建筑遗存类型多样，在保护基础上开发利用就显得纷繁复杂，各不相同， 

但也为城市开发手段的创新提供 r可能。哈尔滨对历史建筑的改造实践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1)利用历史建筑作为各种博物馆，向人们传播城市历史文化。例如： 
·莫斯科商场(1906年建)，1922年改为东省特区博物馆，现为黑龙江省博物馆 

·圣·索菲亚大教堂(1932年建)，现为哈尔滨市建筑艺术馆 

2)利用历史建筑作为各种文化、行政机构和使馆使用。这种方式很受青睐，因为它代表了一 

种身份和地位。例如： 
·原 日驻哈总领事官邸(1920年建)，现为黑龙江省外事办，对外友好协会 

·苏联领事馆(1924年建)，现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 

3)对民居这一建筑类型允许进行更多的更新改造，以保证它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继续生存 

下去并保持足够的活力。改造的重点是室内的设备更新。通过改造，将使一些一直在使用中的公 

寓和住宅更适应现代生活需要，同时也挽救了一批已经弃置或濒临弃置的民房。例如： 

·某苏侨住宅(1920年建)，现为汉兴街 20号住宅，保存较好 
· 中东铁路职工住宅(建造时间不详)，现为西大直街 142号住宅 

4)对那些产生于特定历史背景下而出现严重功能性衰退的历史建筑，本着尊重社区和市民的 

要求而改造利用，以适应新的时代需要。例如： 
。圣阿列克谢耶夫教堂(木构，1912年建)，现为哈尔滨市第四服装厂 
‘

哈尔滨万国储蓄会(1925年建)，现为哈尔滨市老年人大学 

5)还有一些历史建筑从外观到内部结构都很有特点，城市可以尝试利用建筑本身作为参观游 

览对象，直接向游人开放。必要时进行原貌恢复和修补，逐步引导人们更加系统地了解建筑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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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身置其中，加强参与意识 开放所得的旅游收入可作为建筑 自身的日常维修费用。下面我想 

就哈尔滨圣·索菲亚教堂的改造利用实例来简要分析一下历史建筑改造再利用的可行性。 

圣-索菲亚教堂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透笼街 64号，因其处于城市重要地段以及雄伟壮观的空 

间轮廓，对点染哈尔滨的文化特色和景观风貌都起到显著作用。作为啥尔滨市 I类保护建筑，政府 

于 1997年开始对其及周边环境进行修复和综合整治 

历史上教堂曾被改作它用，改造前的教堂周围建筑密度高达 65％，危险使用给教堂带来严重 

的火灾隐患。在修缮教堂主体时，一方面尊重人们的记忆，严格地把它的全部历史信息传递下去； 

另一方面，为了使保护历史环境与现代生活相统一，对修缮整治后的教堂赋予 _『新的功能，改作哈 

尔滨建筑艺术馆，向人们传播哈尔滨的建筑文化 』。如今教堂以及教堂前广场既丰富了城市的社 

会生活和人文景观，同肘也带动了周围商业经济的活跃与繁荣。教堂及其周边环境的修复整治不 

仅没有伤害这一历史建筑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而且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 

益。它启发我们：进一步挖掘历史建筑潜力，突出特色，以更新的方式展示城市历史文化将成为历 

史建筑保护开发的趋势。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应更重视将历史建筑与现代生活结台起来，赋予历史建筑新的功用和目 

的，注重历史建筑与城市环境之间的协调配台，在视听感觉上以及心理上给人留下深刻记忆。 

4 立法工作与公众参与的重要性 

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需要来 自各方面的真正的爱护。保护问题有时并不纯粹是技术上的问 

题，很大程度上要与现行有关法规相衔接。哈尔滨市在大规模城市建设过程中同许多其他城市一 

样，也出现了一些为了刻意追求经济利益、广告效应而破坏历史建筑的现象，而这些做法都有悖于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因此当前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历史建筑保护法规，把历史建筑 

的保护从基本观念、原则到普查、鉴定、评价、登记、确定保护名单、划定保护范围，直至确定保护的 

具体技术措施一一贯彻下去 j。当然、规章甚至法律的形式由非正式到明确下来的过程，还需要结 

合哈尔滨的实践经验进行不断探索和检验。 

历史建筑保护工作除了需要政府的资金支持外，设立历史建筑保护的专项基金也是必要的 

另外还必须开展广泛的宣传，提供详尽信息，使公众共同参与，继承城市文化的精华，对此社会各阶 

层均有不同的职责与义务。只有全社会形成共识，才有可能把问题解决好。如果方针政策不合适， 

保护历史建筑和创建一个有历史感的精神家园的梦想将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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