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5

214 | 2022 | 01案例解读

文／唐丽娜　唐 建
　　Tang Lina　Tang Jian

作者简介

唐丽娜　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博 士
唐　建　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通讯作者）

城市建筑遗产是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能体现岁月变迁的历史发展轨迹，蕴含丰富的地域
文化，见证了经济、社会交替发展演变的过程，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文章以沈阳张氏大帅府为例，
剖析了大帅府建筑设计中历史文化价值传承与发展的现状，并提出了改善提高张氏帅府建筑遗产历史
文化价值的设计改造原则。

ABSTRACT

Urban architectural heritage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which can reflect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rack of time changes, contain rich regional culture, 
witness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and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s in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of Marshal Zhang's Mansion is analyzed in this paper, and the design 
and renovation principles is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he architectural heritage and historical cultural 
values of Marshal Zhang's Ma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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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遗产中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

城市建筑遗产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底蕴不仅是

城市曾经发展过程的直观体现，而且也随着政权、

朝代、文化的更迭一同经历着繁荣与昌盛、衰败与

没落。然而在对城市历史建筑遗产进行保护、开发、

利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对其所蕴含的历史背景

与文化价值认识得不够深入和全面，经常会造成对

许多极具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建筑遗产维护开发只停

留在外观形式化的仿古阶段，没能完全体现出城市

建筑遗产历史文化价值的传承作用 [1]。城市现存建

筑遗产数量的多少及历史文化价值的高低，不但反

映出一座城市曾经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交融背景，更

能体现出现今城市经济发展的好坏，城市宜居指数

的高低以及市民文化修养的底蕴 [2]。沈阳市现存的

“张氏帅府”具备独特的建筑风格，是多种中外建

筑文化及装饰风格的综合体现，同时兼具重要的历

史文化价值，这其中极具建筑文化融合风格的代表

性建筑有小青楼（图 1）和大青楼（图 2）。“张

氏帅府”建筑群多种建筑、装饰风格的并存不仅是

所处时代建筑、装饰技术发展融合的产物，更是当

时独特中西方历史文化背景交汇的产物，“张氏帅

府”建筑群是文化融合共生的经典代表。特有的历

史文化价值引起了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促进了对

沈阳大帅府的保护开发利用工作。多年来，针对“张

氏帅府”建筑群的修复开发利用计划不断被实施。

大帅府建筑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逐渐体现出来，

这种历史文化价值是古今中西融合、交汇、相互影

响和传承的，具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现今时代，

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建筑物历史文化价值的重要性。

在国家部委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沈阳市政府先后确

立并公布了多批历史建筑遗产名录，并且着力于对

历史建筑遗产的开发利用保护，致力于最大化传承

城市建筑遗产所蕴含历史文化价值，致力将现存建

筑遗产建成与周围环境及景观相适应的绿色环保生

态型特色景观。在开发传承建筑遗产历史文化价值

的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实例当属沈阳“张氏帅府”

建筑群。在沈阳市政府和国家相关部门的倡导下，

修复完成后的大帅府建筑风格保持了原有风貌，延

续了曾经的文化建筑气息，重现了其独特的、不可

复制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因而，建筑遗产的保护开

发发展离不开对其历史文化价值的重现。

历史文化价值是全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是

人类文明的浓缩与精华，是城市发展历史的重要记

录 [3]。这其中，建筑遗产是历史文化发展脉络的重

要表现和承载体之一。只有充分开发可以体现现有

城市历史建筑遗产的历史文化背景，才能重现可以

唤醒人们历史记忆和文化情感的历史建筑环境空间

往日的风采 [4]。

2 建筑遗产中历史文化价值传承与发展的必

要性

2.1 凸显城市历史地位——展现城市文化变

迁发展规律

城市建筑是各种文化和历史的积聚和载体，

遗存建筑作为一个城市地域文化身份的重要展现媒

介，记录了城市历史文化文明的变迁，既是城市

历史发展的实物化资产，又是城市未来发展所依赖

的文化基础。沈阳市多批次历史建筑名录共包含约

一百六十多处、三百余栋建筑，依据沈阳市历史建

筑遗产名录信息整理，对建筑遗产的时空布局分布

特点进行分析研究后发现，沈阳建筑遗产所体现的

文化背景变迁现象主要分为以下四个基本方面：

（1）抗战环境下的沈阳城市建筑行为；（2）受西

建筑遗产环境中历史文化价值的传承与发展
——以沈阳张氏帅府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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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传入”的建筑艺术理论影响的沈阳城市建筑行

为；（3）西为中用，学习吸收西方建筑理论成果

的阶段；（4）中西方文化与建筑理论相互共存与

互相融合的经典产物——“张氏帅府”建筑群。从

沈阳市现存建筑遗产的历史文化演变发展规律来分

析沈阳城市的近代历史地位和发展过程，可以发现

沈阳城市历史文化的变迁过程与其近代建筑遗产所

蕴含的历史文化背景变迁过程存在并存、同步、平

行发展的现象。沈阳城市近代早期建筑中并存着中

西方不同的建筑风格，之后其既遵从中国传统的修

建方案，并且以此为基本模式进行蜕变、继承、本

土化吸收，又进一步被外来域外文化所影响从而形

成特殊的移植、冲突、吸收最后融合的建筑发展现

象。直到 1912—1931 年奉系军阀崛起，将东北作

为大本营，这一时期整个东北经济昌盛、城市繁荣，

沈阳也随之成为东北地区的经济、政治中心，建筑

兴建活动十分频繁，是沈阳近代历史中建筑活动快

速发展与兴盛的时期。彼时出现了很多不同历史文

化背景下的建筑风格文化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

互渗透的特点，展现了历史文化变迁、发展、融合

对沈阳建筑活动发展历程的影响，即遵从“历史文

化发源 - 扩散影响传播 - 不同文化融合”最终达

到原生与共生并存的发展逻辑规律。

2.2 提升城市知名度美誉度——精神文明高度

发达的标志

建筑遗产中历史文化价值的传承与发展是衡

量人类社会文明与发展进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人类在满足自身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的基础上，

还会寻求一种精神上满足和回忆的情节 [5]。这种回

忆包含对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回忆。我们每

一个人都会有这种丢不掉的回忆，并且随着年龄的

增长，这种回忆的情节会越来越挥之不去。人的生

活永远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个世界组成的，而对历

史建筑遗迹历史文化情节的回忆则可以丰富人们的

精神世界。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环境下，这

种对古城、古街区、古建筑历史文化背景的回忆和

传承尤为重要和迫切 [6]。对历史文化的回忆和传承

是人类自身情感的需求，也是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

需求。个人、城市、民族、国家的发展脉络都是由

曾经、现在和未来组成的。彻底与历史和文化割

裂而独立存在的人是没有的，民族、国家亦是如

此 [7]。一个社会富足、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国家，

必定会投入大的力气对建筑遗产中历史文化价值

进行传承与发展 [8]。现代化的过程与历史文化价

值的传承与发展是不可分割的。《世界文化遗产公

约实施指南》中提出：“历史城市是人类最美好的

创造，具有独特的价值，必须把这些价值在制定城

市规划的一切程序中体现出来。”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获知，对建筑遗产历

史文化价值的传承与发展绝对不是简单的怀旧、退

步，也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障碍，而是弘扬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明、增强民族自豪感自信心的需要 [9]，

是发展第三产业、振兴内循环经济的需求，是现代

化都市多元精神生活的体现，是现代化都市建设理

念的新方向 [10]。一言以蔽之，对建筑遗产中历史

文化价值的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

一座城市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体现。

2.3 彰显城市文化共情——推动经济发展

当今社会工作生活节奏较快，人们普遍承

受着较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长此以往不但会

给个人健康造成极大的危害，也会给整个社会

带来不安定的突发情绪因素和社会医疗负担。

弘扬城市建筑遗产中历史文化价值的传承与发

展理念，可以凸显历史建筑遗产环境的典型特

色面貌，丰富人们的业务文化生活，给人们一

个自我情绪修复和疗伤的环境。市民在工作同

时能够与历史建筑遗产产生文化共情，沉浸式

感受历史文化价值的精髓，从精神层面丰富市

民及游客的文化体验。与此同时，这一过程可

以极大地促进内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大量的

相关工作岗位，汇集了一定的建筑遗产修缮经

费，进一步促进了建筑遗产中历史文化价值传

承与发展工作。所以说，对建筑遗产景观中历

史文化价值的传承与发展是一件一举多得的、

利国利民的事情。

3 建筑遗产中历史文化价值传承与发展的

途径

建筑遗产中历史文化价值传承与发展的基

础就是尽力维护建筑遗产，使其不受破坏。在

此基础之上，对建筑遗产进行活化利用，萌发

新的生命力，激发出新的内涵。本文以“张氏

帅府”为例，阐述建筑遗产中历史文化价值传

承与发展的再利用途径。

3.1 优化内外部空间环境，避免建筑遗产历

史文化价值的缺失

建筑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认同，首先需要

对建筑遗产的外部空间进行优化，防止老旧建

筑遗产衰落破败。对建筑遗产通过定期的走访

调查与维修保养也可以有效避免老旧建筑损坏。

除去人为破坏，历史建筑遗产被周围环境逐渐

侵蚀的缓慢破损是造成历史文化价值缺失的重

要原因之一。周围环境各种不同形态的水、化

学腐蚀、各种微生物及昆虫都会对建筑遗产造

成长期缓慢的腐蚀破坏。要保护老旧建筑遗产，

避免其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的缺失，此种自然

界周围环境的缓慢破坏、侵蚀现象必须予以阻

断。预防此类不明显缓慢破坏的有效手段主要

有控制建筑内部的温度、通风、光照程度，做

好预防雷电、明火、昆虫的工作，避免一些人

的偷盗和涂鸦行为的发生。建立完善的清洁维

护和整体保养维护管理系统，对重要部位进行

定期清理维护保养，制定合理保护措施和准则。

如有的地方不允许人为触碰，因此需要设置警

示栏杆，防止人为损坏。有的区域的壁画为了

保持历史原貌，重现历史文化价值，平时不允

许采用强光进行照射，如有特殊参观要求，经

过批准可以采用特殊光源进行短时期的观测。

图 1　文化融合之——小青楼（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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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建筑遗产的破损都是由于周围环境对其产

生缓慢破坏所引起的，现阶段这个问题还没有

引起足够的重视，人们关注的焦点主要只集中

在对建筑遗产的修复上，对老旧建筑周围内外

部环境优化的关注仍显不足，因此需要我们大

力关注老旧建筑遗产周围内外环境的优化问题，

不断定期完善维护老建筑周围的环境。

3.2 恢复部分建筑遗产的历史原貌，打造历

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坚实基础

历史上“张氏帅府”曾经遭到过两次比较

严重的损毁，建筑物损坏严重，并且被多方占

用使用。为了尽最大可能恢复建筑的历史原貌，

传承和发展建筑遗产中的历史文化价值，政府

确立了“分布回收，精细复原；一边回收，一

边复原，一边展示，一边发展”的政策。这其中，

恢复帅府中名人故居的风貌环境、藏品收集复

原展示是主要的有效手段，进而以求达到传承

和发展建筑遗产历史文化价值的目的。

建筑环境是名人故居展示的重要部分，在

保持名人故居原始风貌的情形下，利用打造周

围协调环境的方式，达到满足多感官立体、多

方位视听需求效果，利用环境的启发激起人们

对名人居所历史文化背景价值的求知欲望。在

恢复建筑遗产历史文化价值原貌的过程中，尽

最大可能按照“修旧如旧”的基本理念，依次

对帅府四合院、大小青楼、赵四小姐故居、边

业银行办公楼进行了多次严谨认真的维护和修

缮，让原本破旧不堪，满目创伤的大帅府焕发

新春，重现了往日的风采。

3.3 以单体建筑遗产为基础，发展历史文化

源区

我国目前现存的大多数古代建筑遗产都是

处于一种遗址展示状态，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

了“大遗址”的保护开发指导思想，对于近代

现代建筑遗产，也有打造历史文化主题街区的

方案。以此思路为主线，将“张氏帅府建筑群”

与周围街区改造相结合，建设民国历史文化源

主题街区，来实现保护历史建筑遗产和活跃地

方经济的目的。

历史文化源主题街区的建立就是要改变以

往那种走出建筑遗产大门就是高楼大厦、市井

闹市的现象，改变历史建筑遗产作为被现代化

文明围困的“文化孤舟”现象。当前，在市委

市政府相关部门的努力下，“张氏大帅府”西

侧和南侧的周边环境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观，

目前仍旧存在的问题区域就是北侧和东侧区域。

北侧可以对东北三省总督府邸进行保护性修缮，

之后可以把沈阳故宫建筑群、东北三省总督府

建筑群、大帅府建筑群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形

成一个大的文化源主题片区，达到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之势头。这对于建立“张氏大帅府”

文化源主题街区会起到极大的推动互助作用。

东边主要将散落的民居迁移，拆迁坐落于东南

角的居民楼，收回原有的伍叁楼建筑，与原有

的赵四小姐（赵一荻）故居及边业银行办公楼

旧址一起组成大帅府东侧历史文化街区格局。

“张氏帅府”建筑群外部区域可以陈列一些适

宜露天展示的历史文物，适量地增设一些艺术

特色的雕塑，使建筑群从内至外、由上到下无

一不呈现出“张氏大帅府”特有的历史文化气息。

结语

建筑遗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者，是人

类文化的瑰宝。城市建筑遗产承载着重要的历

史文化价值，能够体现一座城市岁月变迁的历

史发展轨迹，展现源远流长的地域文化发展的

精髓。对历史建筑遗产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

进行传承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以

沈阳“张氏大帅府”为例，剖析论述了大帅府

建筑遗产历史文化价值传承与发展的现状，并

提出了改善建筑遗产历史文化价值传承的具体

方案。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张氏大帅府”

历史文化源区将在建筑遗产历史文化价值的传

承和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成为沈阳历史文

化名城建设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图 2　文化融合之——大青楼（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