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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叙事理论下城市物质文化遗产
价值评估与保护策略
——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苏州段)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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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 苏州段 )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存在问题，以 12 处试点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
以空间叙事理论的在地性应用为目标导向，在构建城市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分级评估指标体系对遗产价值进行分级评估的基础
上，从时空维度对遗产进行主题挖掘、主体适配和场景串联，进而从叙事场景体系的整体架构及总体风貌控制两个层级探讨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 苏州段 ) 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策略，以期为同类型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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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Assessment and Protection Strategy of Urban Physical Cultural Heritage with Space Narrative 
Theory: The Case of 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Suzhou Section)/XU Wen, LIU Hanxin, LIU Ning, 
ZHAO Yinan
[Abstract]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and problems of physical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of 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Suzhou section), 12 pilot sites of physical cultural heritage are taken as examples for the local application of space 
narrative theory. A hierarchical assessment system for urban physical cultural heritage is established to assess the heritage values, 
then the heritage sites are explored with themes, adapted by subjects, and connected by scenarios. The preservation strategies  
of 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Suzhou section) are studied from two levels of general narrative scenario structure and 
overall landscape control, and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physical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of the same 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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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2023年，自然资源部发布的
《国土空间规划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技术指南(征求意见
稿)》体现出多个维度的递进和拓展，关注城市格局及
传统风貌的保持与延续，从而实现永续传承。《长城、
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的通过又为大
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保护利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在

0　引　言

当前，国家要求建立全国—省—市县三级各有侧重
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的意见》，提出建立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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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背景下，苏州市委、市政府明确了“三
区三城”的城市发展定位，提出把苏州
建设成为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的城
市，系统梳理大运河(苏州段 )沿线地区
的各类文化遗产资源，重点做好“保护、
传承、利用”，并将12处试点物质文化
遗产建筑建设成为展示苏州传统文明的文
化精品，以及城市文化遗产创新利用的先
导示范，向上与国家、省级历史文化保护
传承体系衔接，向下传导上位规划、细化
规划要求。

1　空间叙事理论在城市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应用中的适用性

1972年UNSCO在巴黎通过的《保
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遗产进
行了分类，并提出“文化遗产”的概念。
意大利工程师乔瓦诺尼在20世纪初主导
了许多历史建筑的修复工程，他在1913
年出版的《城市规划与古城》《城镇规
划与古城》中提到了“城市遗产”。城
市遗产可以被认为是城市内一切具有建
筑、美学、历史、考古学、经济、社会
甚至是政治价值并且具有“情感与场所
精神”的历史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和历
史文化名城本身，同时也包含未得到指
定但能体现城市风貌特色的传统建筑、
旧住区、产业区，除了包含城市的人工
建成环境，如构筑物、建筑物、传统活
动场所、历史园林，还包含自然形成环
境，如古树、历史水体、特殊的城市格局、
地形，甚至扩大到涉及城市区域和群体
的文化线路、遗产运河、遗产廊道等。
从叙事理论的发展历程来看，国外

最早将“叙事”引入建筑领域的先驱是
伯纳德·屈米和奈杰尔·科茨；简·塞特斯
怀特于1904年首次将叙事理论与设计专
业结合；加布里尔·佐伦于1984年构建
了空间理论模型；马修·波提格和杰米·
普林顿于1998年进一步搭建了叙事学与

景观领域的关系。在国内，2007年，陆
邵明 [1] 提出可以将历史文脉、集体记忆
等作为重要要素植入到空间中，并探讨
了叙事性故事情节如何影响空间归属感
的塑造；2009年，刘乃芳等 [2] 对叙事空
间设计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探讨；2014年，
龙迪勇 [3] 对空间叙事进行了研究，为后
期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上述研
究对城市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叙事性研究
具有借鉴意义。
从叙事理论的方法内容来看，龙迪

勇 [3] 提出了空间叙事的“主题——并置
叙事”概念，注重空间主题与时间主题
两者兼顾的对应关系，强调提炼主题这
一关键核心步骤；刘乃芳等 [4] 提出城市
空间设计中的叙事研究内容主要通过叙
事策略、叙事路径及叙事规律来表现，
这3个方面聚焦于人对于空间和感知场
所的亲身体验。同时，指出故事要素的
重要性，可以物理空间为载体进行要素
串联，借此联系各精神空间，活化历史
文化街区；陆邵明等 [5] 指出在空间叙事
中的所有故事情节都是围绕一个确定的
主题背景展开的，这些情节联系在一起
共同说明一个大主题，主题设定与概括
是空间叙事路径的第一步骤。
从大运河来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

园(苏州段)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为空间
叙事理论的在地性应用提供了丰富的主
题叙事内涵，但关键问题是准确评估和
厘清相关遗产资源的历史价值与文脉信
息，为相应叙事主题和叙事场景的生成
提供内容支撑。

2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苏州段)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问题

2.1　遗产数量众多，状态良莠不齐
苏州水系完整而稳定，大运河国家

文化公园(苏州段)有关的物质文化遗产
众多、类型丰富，在遗产构成中，既有

桥梁、河道、水闸、驿亭，也有衙署、
寺庙、古塔、民居、园林、祠堂、会馆
等 [6]。现有国家登记保护的物质文化遗
产共690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34处，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138处，
另外在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发现的与大运
河密切相关的遗产点有60项 [6]。
通过现状调研发现，大运河国家文

化公园(苏州段)物质文化遗产状态良莠
不齐，遗产价值缺乏系统性评估，导致
具体保护措施落地实施缺乏有序指导。
由于历史原因，目前古城仍有一批市民
散居于各类文物保护、控制保护性建筑
中，一些古建老宅长期被作为直管公房
提供给市民使用，人为拆分、违章搭建
等过度使用行为不可避免地对建筑造成
破坏，并带来一定安全隐患，这既不利于
遗产建筑的保护，也不利于居住条件的改
善。同时，社区开发也对古建老宅周围的
文化氛围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
需要进行针对性的文化遗产价值评估，
明确遗产价值等级，完善价值保护体系。

2.2　空间格局分散，场景串联不足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苏州段)物质

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呈大分散、小聚集
的特征。遗产散落分布于古城区及周边，
以城市商业中心为核心，沿大运河“生长”
出阊门—枫桥、阊门—虎丘(即山塘河)、
阊门—胥门等3条伸展轴 [7]。同时，古城
内的遗产在平江大儒巷、平江钮家巷、
山塘街街区、天赐庄、养育巷等形成小聚
集的特点。大运河是苏州城市精神文明的
缩影，是最能让人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的
场所，由于现有保护策略缺乏对大运河
国家文化公园(苏州段)在城市形态上的
宏观把握，且从表现形式上看物质文化遗
产多为单体，相互之间失去联系，这就在
很大程度上造成文化遗产点与其所依托的
环境域面之间存在割裂，也给如何恰如其
分地将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周边环境，以及



85空间叙事理论下城市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与保护策略——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 苏州段 ) 为例　许　雯，刘韩昕，刘　宁，赵屹男

产的科学价值主要体现在城市规划布局
中对保持原有布局的作用、建筑技术价
值等方面；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建筑结
构完整程度、建筑细部以及对形成环境
及景观所起的作用等方面；空间布局价
值主要映射在空间布局的合理性、特殊
性、完整性，以及群体的规模等方面；
使用价值主要体现在建筑质量、建筑相
容性、建筑适应性等方面；完整性主要
体现在建筑位置场所有无变动、是否保
持原貌等方面。
(3)外部因素。影响遗产价值的外部

因素主要包括环境协调性和情感价值。
环境协调性主要体现在相对位置的重要
性，与周围构筑物的协调性，山、石、花、
木的配置，以及建筑使用的合理性等方
面；情感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化传承的合
理性、象征作用、美学体验、新奇感等
方面。
综上，可选取历史文脉、建筑本体

价值和外部因素等3类因素，在借鉴奥
罗拉文化遗产资源评价体系等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结合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苏
州段)的现状及特色，将定性指标与定量
权重相结合，最终构建城市物质文化遗
产价值分级评估指标体系(表1)。

3.2　引入空间叙事理论，探索
“主题挖掘—主体适配—场景串联”
的叙事场景体系
通过梳理空间叙事学在建筑与规划

领域的理论发展，可以发现其重点步骤

如何整体性、连贯性地保护利用线性文化
遗产(即场景串联)带来了难度。

2.3　遗产保护主题定位模糊，主体
适配不明
目前，在苏州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尚不能很好地梳理大运河的变迁与
沿线城市形态的关系，并且对于其特色
价值及功能定位的认识不足。由于历史
遗留的原因，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苏州
段)沿线的物质文化遗产以历史老宅、工
业遗址为主，其中有高历史价值的遗存
被忽略，有的历史建筑被改造成现代建
筑，有的历史文化街区内建起了一幢幢
“假古董”，等等，缺乏具有现代城市
功能导向尤其是公共性服务功能的有效
激活与赋能，造成物质文化遗产功能适
配对象不明，物质文化遗产的再生实用
价值被严重削减，进而使人们对真实的
大运河越来越陌生，最终导致物质文化
遗产本体与城市生活主体未能形成有效
连接，遗产保护不能匹配城市空间的新
兴功能需求，遗产本体与使用主体未能
有效适配。

3　空间叙事理论下大运河国家
文化公园 (苏州段 )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策略

通过上述问题梳理发现，大运河国
家文化公园(苏州段)物质文化遗产现状
核心问题体现在历史文脉信息缺失和遗
产空间主题不明这两个维度。为解决上
述核心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系统
论证：一方面，通过精细化的遗产价值
分级评估，为空间叙事生成提供具有历
史依据的文脉信息基础；另一方面，通
过叙事场景设定强化文化遗产与城市的
时空连接，从而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苏州段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出针对性
的保护策略(图1)。

3.1　构建城市物质文化遗产价值
分级评估指标体系
戴维·思罗斯比 [8] 指出通过将遗产的

文化价值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以厘清文
化价值概念的方法；澳大利亚的《巴拉
宪章》(The Burra Charter)指出，对美学、
历史、科学和社会价值的分类是理解文
化意义概念的一个途径；兰德尔·梅森 [9]

提出社会文化价值包含历史价值、文化/
象征价值、社会价值、精神/宗教价值、
审美价值；贝纳德·费尔登 [10] 将历史建
筑的价值划分为3大类型，即情感价值、
文化价值和使用价值。
本文综合多层级的价值评估内容，

在传统文化遗产价值保护的基础上，筛
选出能够反映城市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类
型的评估因子，分别从历史文脉、建筑
本体价值、外部因素等3个维度归纳物
质文化遗产价值分级评估指标。
(1)历史文脉。历史文脉代表了一个

地域的风格和文化风貌，是理解过去、
指导现在和塑造未来的重要基础，具有
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其中：历史价值
主要体现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苏州
段 )年代的久远程度以及历史、考古资
源等方面；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相关历
史名人与历史事件、典故案例，设计者/
建造者的知名度，以及反映地方文化特
色与历史背景的程度等方面。
(2)建筑本体价值。建筑本体价值主

要包括科学价值、艺术价值、空间布局
价值、使用价值和完整性。物质文化遗

图1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 苏州段 )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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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大量史实文献、梳理具体历史文化空间
的故事背景，并总结街区主题，可以为更
新设计的方向限定框架。同时，大运河国
家文化公园(苏州段)建筑空间的场所感
缺失，更新改造的功能主题模糊，可以通
过主题挖掘明确功能改造方向，展现遗
产建筑的显性价值，激活历史文脉，最
终修补历史文脉界面与重塑建筑焦点空
间，传承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苏州段 )

的第一步骤。
主题挖掘聚焦历史价值和人文价值

两方面，通过深入研究历史建筑的历史
文脉，探索历史文化精髓。历史主题指
隐性的历史文化要素，也是地方历史文
脉的传承界面，即需要被挖掘的要素。
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苏州段)的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利用中，遗产要素
分布零散，历史文脉主题不明确，通过查

总是涵盖主题、人、空间或场景等关键点，
因此本文将构建“主题挖掘—主体适配—
场景串联”的叙事场景体系。
3.2.1　主题挖掘
通过主题挖掘，可以确保在空间叙

事中将所有故事情节都围绕一个确定的
主题背景展开，挖掘这些情节的关联性，
从而共同说明一个大主题，这是生成包
括主题设定与内容概括的空间叙事路径

因素 权重 具体指标 指标分解 评价等级

历史
文脉

0.25 历史价值 年代的久远程度 明代及明代以前 清代 20世纪 30—70年代 20世纪 80年代后
历史、考古资源 突出 较多 一般 较少

文化价值 相关历史名人与历史
事件、典故案例

全国著名的人物与
事件

地方知名人物与事
件

一般人物与事件 无

设计者 /建造者的知
名度

全国著名设计师或
建造者

地方知名设计师或
建造者

普通设计师或建造者 无

反映地方文化特色与
历史背景的程度

突出 较多 一般 较少记载

建筑
本体
价值

0.50 科学价值 城市规划布局中对保
持原有布局的作用

对保持原有布局有
突出作用

对保持原有布局有
一定作用

对保持原有布局作用
很小

破坏了原有布局

建筑技术价值 价值很高 有一定价值 价值低 无技术价值
艺术价值 建筑结构完整程度 很完整 大部分完整 仅剩主体建筑 仅剩部分特征

建筑细部 价值很高 有一定价值 价值低 无细部
对形成环境及景观所
起的作用

作用很大 有一定作用 作用很小 破坏了环境与景观

空间布局
价值

空间布局的合理性 合理 较合理 一般 不合理
空间布局的特殊性 极特殊 较特殊 一般 无
空间布局的完整性 完整 较完整 主体空间仍在 仅剩少量特征
群体的规模 很大 较大 一般 小

使用价值 建筑质量 完好 基本完好 一般 危房
建筑相容性 能对建筑毫不破坏 基本对建筑不破坏 对建筑稍有改动 对建筑造成破坏
建筑适应性 仍适宜当前的用途 需要适当改造 需要较大改造 不能继续使用

完整性 位置场所有无变动 仍为原址 基本保持 略有改动 位置有变迁
是否保持原貌 很好保持 基本保持 较少保持 无

外部
因素

0.25 环境协调
性

相对位置的重要性 很重要 重要 一般 不重要
与周围构筑物的协调
性

协调 较协调 一般 起破坏作用

山、石、花、木的配置 好 较好 一般 不合理
建筑使用的合理性 合理 较合理 一般 不合理

情感价值 文化传承的合理性 合理 较合理 一般 不合理
象征作用 突出 较大 一般 无
美学体验 很强 较强 一般 无
新奇感 很强 较强 一般 无

表 1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 苏州段 ) 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分级评估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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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记忆。
3.2.2　主体适配
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适配旨在通过

植入新的功能，促进遗产本体的功能转
型，实现场景更新。功能更新与主体适
配主要有3种模式：面向大众的文化休
闲模式、以商业和旅游为主要功能的多
主体混合模式、以公共文化传播为主要
功能的博物馆街区模式。其中：面向大
众的文化休闲模式因较好的经济效益而
得到城市决策者的推行；以商业和旅游
为主要功能的多主体混合模式由于同时
具有商业和旅游功能，是现如今大运河
沿线可以推行的主要模式；以公共文化
传播为主要功能的博物馆街区模式对大
运河历史环境、建筑表皮和景观标志物
进行“仿真性”修复，得到文物工作者
及专家学者的推崇，但这种模式如何更好
地激发场所活力，需要进一步思考。因此，
在功能更新上要结合现有模式的可取之
处，新增与文化传播功能、商业功能及
居住功能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使多种模式在同一空间内有机结合。
3.2.3　场景串联
场景是文化遗产空间的精髓，场景

串联是对场景节点的梳理与整合。空间
叙事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以空间为叙事载
体，通过对空间主题进行编排与设计，
使其达到叙事的作用，补充或参与展陈
叙事，使展陈主题更为完整。在空间叙
事的表达中，一般在确定叙事主题后，
需要确定叙事结构编排与空间顺序、叙
事语法转换与空间组织、叙事修辞与空
间序列等方面，以此来进行空间的叙事要
素配置，即通过场景串联这一步骤，实现
通畅的叙事效果，展示完整的故事脉络。
场景串联的关键在于充分挖掘和利

用焦点文化遗产。焦点文化遗产通常是
指具有标志性的建筑单体或群体，其功
能形态、空间布局有特色或高度突出，
是值得停留、驻足欣赏的界面要素，即

需要控制保护的区域。利用焦点文化遗
产即是利用具有重大或鲜明主题性的文
化场景，依托场景区位的相近性与空间
区位的连续性形成功能多元的焦点组团，
产生连点成线、以线带面的组图效应，
从而实现聚集文化展示与增强传播效果，
放大场景激活作用。

3.3　以叙事结构图为基础，进行
总体风貌控制与引导
基于空间叙事理论搭建的叙事场景

体系不仅明确了各建筑的空间主题与价
值内涵，还揭示了建筑遗产间的相互关
联性。分级评估结果下的具体风貌引导
为最大化利用遗产价值提供了更为客观
的更新方向。同时，遗产更新保护的视
野在分级评估的指导下由建筑个体拓展
到片区整体。在提炼各个片区功能场景
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片区进行风貌引导。
风貌引导与空间叙事场景体系以此为契
机进行适配组合，实际上是将客观的评
估结果与叙事性的更新步骤进行相互验
证补充，最终形成叙事结构图，并以此
图为基础提出总体风貌控制的具体策略，
从而使得从单体建筑到整体组团都有了
准确的更新指导，有助于激活城市物质
文化遗产的延续价值。

4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苏州段)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内容

由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苏州段 )
的物质文化遗产众多，为了验证上述策
略的适用性，选取潘世恩宅、博习医院
等12处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试点。这12
处试点物质文化遗产均为文物保护和控
制保护性单位，从历史进程来看，它们
承载着区域的历史演进及人文积淀，集
聚具有地区历史文化风貌特色的重要元
素；从遗产自身来看，它们具有典型的
苏州特色，是具有传统空间院落、街巷

形态的场所；从环境风貌来看，它们地
处核心区位，周边存有不少古建遗迹，
能够促进区域形成一个联动的空间。

4.1　遗产价值分级评估
依据上述城市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分

级评估指标体系，对这12处试点物质文
化遗产进行深入调研，并得出相应的评
估得分(表2)。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苏
州段 )的物质文化遗产等级按照每20分
一个等级进行划分，可初步划分为一级
(80～ 100分 )、二级 (60～ 79分 )、三
级 (40～ 59分 )、四级 (39分及以下 )4
个等级，保护措施将严格根据各遗产的
保护等级来具体设定。以潘世恩宅为例，
在历史文脉方面，潘世恩作为四朝元老，
位高权重，其家族中出过1名状元、8名
进士、16名举人，这些历史人物的突出
成就能够反映苏州的地方文化和历史背
景，因此在这一项上获得了23分；在建
筑本体价值方面，潘世恩宅建筑主体的
完整度高，群体规模大，是典型的江南
古宅院，对保持原有布局具有突出作用，
这一项获得了44分；在外部因素方面，
潘世恩宅位于古城中心的钮家巷，周围
街巷建筑形态完整，与大运河环境协调
性高，因此这一项获得了22分。综合以
上各项得分，潘世恩宅评估得分为89分，
属于一级保护等级。以此类推，对其他
11处试点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一对一有针
对性的打分及等级划分。

4.2　基于分级评估的叙事场景生成
引入空间叙事理论，在分级评估的

基础上进行场景生成推导，具体通过主
题挖掘、主体适配、场景串联等3个递
进式步骤，构建基于12处试点物质文化
遗产的整体叙事空间架构。
(1)主题挖掘。通过对遗产评估各项

分值反映的历史文脉信息、建筑本体价
值信息及外部因素信息进行提炼(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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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节点 历史文脉信息 建筑本体价值信息 外部因素信息

1 潘世恩
宅

潘家为苏州望族，潘世恩宅又称“状
元府第”“太傅第”

坐北朝南，临水而筑，河巷并行，是典型的江南古宅
院，同时也是苏式住宅传统空间布局的典型代表

相对位置靠近大运河，位于钮
家巷，且与王宅相邻

2 博习医
院

由柏乐文与蓝华德创办，是苏州近代
中西交流、学习西方的产物

既承袭了苏州老城水巷的建筑布局，又拥有中西合璧
的西洋建筑、古桥、民居

位于天赐庄，东临大运河支流，
融合了中西环境美学元素，呈
现出高度的体验性

3 德邻堂
吴宅

清代状元吴廷琛及后裔居住的地方，
门楼上雕刻的各式花纹多有典故

由于历史变迁，原有的格局已难以辨识，但幸运的是，
现存朝南的六进建筑仍保留至今，其中砖雕门楼、须
弥座等细节部分尤为精美

相对位置靠近大运河，处于大
儒巷，东毗平江路，紧邻大儒
巷丁宅

4 端善堂
潘宅

由潘师随 (官至太常寺博士 )居住，
也是黄河治理专家潘镒芬的出生和终
老之地

坐北朝南，布局为五路七进，是一座典型的清代大宅
院，其中东路房屋已改建，现需进行修复以恢复其原
有风貌

相对位置靠近大运河，处于大
儒巷，毗邻大儒巷丁宅新址，
与潘祖荫故居相对

5 大儒巷
丁宅

丁春之是苏州最早一批民族资本家代
表，主张实业救国

保留了明代的建筑风格，属于典型的苏州古民居，其
本体位置经过整体搬迁得到了妥善保护

新址北抵大儒巷，周边多古宅，
近德邻堂吴宅、潘镒芬故居

6 潘祖荫
故居

潘祖荫的祖父是状元宰相潘世恩，其
家族是苏州著名的科举与仕宦家族

三路五进走马楼式布局，中路各进为二层楼房，两侧
为堂楼与厢房，是南北融合的建筑典范

相对位置靠近大运河，位于大
儒巷，与端善堂潘宅相对，毗
邻安徽会馆旧址

7 王宅 历史名人王鸿翥堂秉着“医乃仁术药
乃仁源”的信条，施诊不择贫富，不
断造福苏州百姓

本属凤池园中部，大部分保持完整，且群体规模宏大，
现存朝南方向的建筑有三路五进，但部分破损，急需
进行修复

相对位置靠近大运河，位于钮
家巷，西邻潘世恩故居

8 富郎中
巷吴宅

最初的购置者无从考证，但民国时期
的开业医生居此者甚多

建于清代，是三路五进大宅，由于1994年干将路拓
建的需要，第五进被拆除，现在仅保留了三路四进的
部分，尽管有所损失，但仍然保留了清代建筑的独特
风貌和历史价值

位于富郎中巷，相对位置离大
运河较近

9 大石头
巷秦宅

主人现已无从考证，但樊浩霖的《五百
梅花草堂图卷》中勾勒出其环境风貌

也称“五百梅花草堂”，现存一路五进建筑布局 位于古坊之一——大石头巷，
相对位置离大运河较近

10 顾廷龙
故居

顾廷龙是全国杰出的图书馆专家，从
事图书馆工作近 70年，为文献资料
的保存和整理做出了重大贡献

坐北朝南，整体布局包含东西三路，其中中路现存三
进院落，在备弄深处的东侧设有石库门，是苏州古民
居的典型代表

东临大运河支流，位于天赐庄
组团，该路段有圣约翰教堂、
博习医院等一批西式建筑群

11 岭南会
馆

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是苏州最早设置
的会馆之一，也是全国最早设置的商
人会馆之一

空间宽敞，内部布局为三进院落，现存清代重建的门
头共计3间；在建筑风格方面，既有江南民居特色，
又有岭南建筑元素

大运河支线沿岸，周边还有陕
西会馆、东齐会馆等多处会馆

12 东齐会
馆

为清初顺治年间鲁商创建，位于明清
两代经济最发达、最繁荣的城市之一

内有关帝殿、天后殿、大士殿，现仅存门楼及两侧山
墙，瓦檐下装饰着大量的斗拱，其间点缀着精美的花
卉纹垫拱板，雕刻工艺极为精细

大运河支线沿岸，附近有观音
阁、贝家祠堂、节孝牌坊、贝
聿铭的祖祠等

序号     建筑名称           地点 占地面积 / 建筑面积 /m2 历史文脉得分 / 分 建筑本体价值
得分 / 分 外部因素得分 / 分 评估得分 / 分 保护等级

1 潘世恩宅 钮家巷 2 535/1 825 23 44 22 89 一级
2 博习医院 十梓街 4 000/6 000 22 45 24 91 一级
3 德邻堂吴宅 大儒巷 1 880/2 010 18 30 19 67 二级
4 端善堂潘宅 大儒巷 3 900/3 590 20 40 21 81 一级
5 大儒巷丁宅 大儒巷 2 230/2 420 21 37 20 78 二级
6 潘祖荫故居 南石子街 3 960/4 570 23 43 21 87 一级
7 王宅 钮家巷 5 465/6 375 19 38 21 78 二级
8 富郎中巷吴宅 富郎中巷 2 280/2 750 13 30 15 58 三级
9 大石头巷秦宅 大石头巷 820/1 220 12 27 14 53 三级
10 顾廷龙故居 十梓 1 380/3 100 20 39 19 78 二级
11 岭南会馆 山塘街 6 750/5 660 23 38 22 83 一级
12 东齐会馆 山塘街 20 000/15 000 21 38 22 81 一级

表 3　12 处试点物质文化遗产多元信息提炼

表 2　12 处试点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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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这些信息重塑城市物质文化遗产的
适配主体并制定空间再生策略，促进城
市物质文化遗产再生空间成为文化精神
的载体。
(2)主体适配。将主题挖掘所得到的

信息提炼为明确的叙事主题，在确定叙
事主题后，以人的需求为出发点，对12
处试点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深入分析。在
这一过程中，需考虑不同主体的功能需
求，并结合价值评估结果，依照遗产的
级别来确定各自的功能更新方向(表4)。
通过主体适配，使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苏州段 )的物质文化遗产能够真正融入
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其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以潘世恩宅为例，其以其独
特的科举名家风貌著称，属于一级保护
建筑，周边人流密集，文化气息浓厚，
应以状元文化博物馆或国学文化博物馆
为方向进行功能更新，创造新的建筑意
义，并提高遗产的社会、文化、经济效益。
(3)场景串联。鉴于12处试点物质

文化遗产在地理位置、风貌保存、完好
程度及功能定位上各有特色，在保护和
利用过程中将结合各处建筑主体的特点，
根据场景组合的趋同性进行场景串联。
例如：潘祖荫故居、端善堂潘宅、大儒
巷丁宅、德邻堂吴宅因均位于古城风貌
完好的片区，且为居民生活的开放社区，

汇聚了各式名人故居和名门世家居住区，
展现了苏式悠然生活和群英荟萃的场景，
故归为一大组团；岭南会馆与东齐会馆为
古山塘市井繁华之地、商贸鎏金之所，体
现了苏州商业闹市的繁荣场景，故对这两
个处遗产进行有机串联；博习医院与顾廷
龙故居是苏州西式教育引入之地，对这两
处遗产进行串联以再现文化交流、教育发
展的场景。按照这样的逻辑，将这12处
试点物质文化遗产建筑适配为特色鲜明的
5大组团，即平江大儒巷组团、平江钮家
巷组团、山塘组团、沧浪天赐庄组团及沧
浪养育巷组团，并进一步明确文化坐标与
文化定位，从而形成特色鲜明、融会贯通
的利用方案，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
融合对接，以此准备新一轮的文化创新。
在5大组团的基础上，为增强其聚

合效应，避免功能的零散化，依据这12
处试点物质文化遗产在空间分布上区位
的相近性，划分3大空间片区，即平江
片区(包括平江钮家巷组团与平江大儒巷
组团)、沧浪片区(包括沧浪天赐庄组团
和沧浪养育巷组团)和山塘片区(山塘组
团)，以利于统筹规划，为下一步城市更
新指引方向，并为相应政策的制定和实
施提供依据。例如：平江片区邻近临顿
路和观前街，客流丰富，作为名门文化
博物馆及艺术创意街区，应考虑加强建
筑文化遗产间的紧密联系；沧浪片区停
留的不同人群较多，可适当扩宽步行道
路，为两地交汇处的人群流动与业态集
聚提供充足的空间；山塘片区可利用商
帮文化增加商业空间并建设旅游综合体，
以弥补苏州城市旅游产品的不足。
通过上述步骤，重塑了城市物质文

化遗产的完整肌理与连续骨架，沿外城
河肌理串联空间，形成可感知、结构清
晰的叙事空间结构，通过不同的主题空
间讲述着不同的苏州故事，3大空间片区
在不同建筑组团与场景的影响下展现着
不同的文化风貌。

序号 节点 叙事主题特征 功能主体适配

1 潘世恩
宅

包含凤池园西部，宅院的主人曾是四朝
元老，身居高位，心系国民，忧国忧民

状元文化、国学文化和官德教育
博物馆，恢复凤池园景观

2 博习医
院

近代苏州中西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同
时倡导现代卫生观念与现代生活方式

近代中西文化展示馆，近代医学
史料馆，并设有中西文化交流中
心、文化沙龙、咖啡馆等业态

3 德邻堂
吴宅

清代状元吴廷琛及后裔居住的地方，体
恤民情，书香门第，诗礼传家

清代建筑范本的自由创意会所、
设计师之家

4 端善堂
潘宅

治理黄河，经世济民，忠心爱国，诗礼
继世，耕读传家

苏州民间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5 大儒巷
丁宅

丁春之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开拓者之
一，与时俱进，探寻发展道路

以苏州“海归”生活为主题的文
化科技体验馆

6 潘祖荫
故居

探花府第，书香四溢，潘祖荫的祖父是
状元宰相潘世恩，其家族为科举与仕宦
家族

以收藏文化为主题、组合国学休
闲的精品主题文化体验馆

7 王宅 本属凤池园中部，后有医者永求良药医
百病，不断造福苏州百姓

恢复凤池园景观，苏式传统优雅
生活方式体验地，设有康体药膳
养生业态

8 富郎中
巷吴宅

民国时期开业医生居此者甚多，积善济
世，造福苏州百姓

对公众开放的文化展示馆

9 大石头
巷秦宅

《五百梅花草堂图卷》勾勒出大石头巷
秦宅诗礼继世、耕读传家的环境风貌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公益服务中
心、苏式特色点心文化的集合体，
可增设文化青年客栈

10 顾廷龙
故居

顾廷龙一生奔波尽为书香，倾力编纂书
籍惠泽后人，为文献资料的保存和整理
做出了重大贡献

以书香为主题，引入年轻文学家
工作室、文化交流场所

11 岭南会
馆

地域文化荟萃的宝地，岭南文化展示的
平台，区域经济联系的纽带

商业气息浓郁，建设具有苏州传
统特色和外来商帮文化的商业休
闲区域、特色名店

12 东齐会
馆

姑苏汇百商，会馆忆峥嵘，鲁商风骨今
夕犹存，往日苏州昌盛的缔造者之一

环境相对宁静，建设商业配套服
务综合体、企业公馆及文化酒店

表 4　12 处试点物质文化遗产功能主体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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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基于叙事场景体系的总体风貌
控制
通过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分级评估，

结合空间叙事理论确定文脉主题，适配
焦点文化遗产主体，串联多元功能场景，
形成组团与片区，针对不同的组团或片
区制定特色突出且灵活的风貌控制标准，
以协调大运河沿岸叙事结构图。根据叙
事场景组团，可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苏州段 )划分为4大风貌段落：文化休
闲风貌空间是依托优秀的历史文化节点
串联而成的；公共文化传播风貌空间是
基于文化交流、开敞性的活力街区拓展
而成的；商业与商务风貌空间是围绕商
业商务功能片区功能建设而成的；社区
文化居住主题风貌空间是在开放型、公
益型社区的基础上打造而成的。同时，

为4大风貌段落制定不同的背景空间界
面形式，主要从空间形式、空间色彩、
背景建筑高度等3个方面进行风貌控制
(表5)。

5　结束语

空间叙事理论的应用为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在大
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苏州段)的保护与更
新中，本文将遗产价值评估与叙事理论
相结合，通过主题挖掘确定了空间更新
改造的方向，并进行了主体适配，整合
了从点到线的空间叙事路径，理清了遗
产空间，将空间叙事场景进行串联，强
调了持续建构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性，最
终形成叙事场景体系并生成了相应的保

护策略。这些保护策略对于场景定位有
直接的指导作用，可以在后续不同地区
应用推广，尤其对下一步空间形态层面
即空间规划设计、场景主题服务的落位
有明确的指导意义。基于空间叙事理论
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苏州段)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为日后同类线性文化遗产保
护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模式。需要说明
的是，本文的应用范围仅限于12处试点
物质文化遗产，后续有待纳入更多的物
质文化遗产要素，进一步拓展空间叙事
理论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更大范围的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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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定位 空间形式 空间色彩 背景建筑高度

文化休闲风貌
空间 (平江大
儒巷组团、平
江钮家巷组
团 )

建筑形式以风貌段历史建
( 构 ) 筑物形式为基础，以
苏式建筑风格为主；对于新
建建筑，建议通过装饰性构
筑、色彩控制、高度控制等
方式，维护片区建筑风貌的
协调统一

建筑高度原则上控
制在18 m以内，特
殊控制的区域按照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的要求进行控制

公共文化传播
风貌空间 (沧
浪天赐庄组
团 )

片区以中低层西式、现代街
区建筑为主，需注意与原有
遗产的协调；局部可采用工
业风格改造的创意产业园形
式，色彩可兼顾冷色与暖色，
通过街区尺度保障空间活
力；建筑可以少量、零散的
点状低层建筑为主，建筑密
度低、开发强度低，建筑材
料建议选用自然材质

建筑高度整体控制
在18 m以内，局部
需要可以突破建筑
高度控制

商业与商务风
貌空间 (山塘
组团 )

以现代、简约的建筑为主，
可采用点式高层建筑；建筑
立面材料可使用玻璃幕墙等
材质，颜色以饱和度较低的
冷色调为主

小而密的活力商业
与商务风貌空间建
筑高度建议控制在
50 m以内，局部地
块高层建筑可控制
在80 m以内

社区文化居住
主题风貌空间
(沧浪养育巷
组团 )

除临近历史文化保护建筑段
落外，以现代简约风格为主

住宅建筑高度控制
在80 m以内

表 5　风貌段落背景空间界面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