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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轴线南端西侧，大栅栏街

道的杨梅竹斜街，如今已是远近闻名

的旅游胜地。

为了让商铺规划和交通组织更

加合理，大栅栏地区街道责任规划

师、北京工业大学教授熊文及其团队

在杨梅竹斜街成立实验室，持续监测

近 10 年来这一区域的人流和交通数

据，并用大数据指导支持区域改造，

使往来客流与街道承载能力匹配。

北京正在探索一条古城与都城

共生的新路，纵观世界，却没有成功

经验可循。

“北京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源远

流长的伟大见证，要更加精心保护

好，凸显北京历史文化的整体价值，

强化‘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

貌’的城市特色。”习近平总书记的话

意蕴深长，为北京老城保护与城市发

展指明方向。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北京市举办北京文化论坛，深入

挖掘古都文化、京味文化；制定《北京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规划

（2023 年—2035 年）》，对古城与都城

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加强规划引导，保护传承好古都

空间格局；强化风貌管控，培育具有

文化特色的城市空间；推动艺术发

展，构建与历史底蕴相契合的人文环

境；让当代建筑呈现与历史格局秩序

和谐共生的时代风韵……《北京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规划（2023 年

—2035 年）》绘就了北京历史文化遗

产保护的“蓝图”。

“银锭观山”是“燕京小八景”之

一。20世纪 80年代末，附近建起一座

建筑最高点约 52米的医院大楼，遮挡

了景观视野。2020 年，“银锭观山”被

列为核心区 36 条战略级景观视廊之

一。次年，这栋医院大楼完成降层，

“银锭观山”风光得以重现。

“老城内的新建筑，在体量、高度、

造型等方面要尊重历史文脉，既保持城

市建筑群原有的文化风范，又富有时代

风貌。”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

限公司总建筑师、总规划师吴晨说。

民国才女凌叔华旧居变成史家胡

同博物馆，牛街附近的江宁郡馆旧址

改造为红色会客厅……北京 3000余年

建城史、800余年建都史凝聚在纵横交

错的胡同中，构筑古城与都城共生的

首都风貌；“博物馆之城”“演艺之都”

“书香京城”等活动，创造出传承中华

文明、丰富北京味道的活力空间。

“人心往之，城必兴焉”。1000余
条胡同“串珠成线”，让记忆得以新

生，文脉得以延续，在一点一滴中以

文化城，为世界古城与都城共生提供

中国样本。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1000余条胡同共护一份乡愁
新华社记者 董素玉 丁静 郭宇靖

北京有句老话：“有名的胡同三

千六，没名的胡同赛牛毛。”自元代以

来，纵横交织的胡同构成了北京最具

特色的城市肌理。

20世纪 90年代，江西人况晗到北

京做美术编辑，住在什刹海附近的胡

同里，成为一名“胡同画家”。

“那时候的烟袋斜街特别像我的

家乡。”况晗说，为了留住胡同记忆，

他为北京胡同拍摄了 3 万多张照片，

创作了 2000多幅画作。

然而，随着人口增加，一些胡同

变得破败杂乱。“落后”“拥堵”一度成

为北京胡同给人的印象。

2014 年 2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北京察看玉河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工

作展览和河堤遗址，沿河步行考察河

道恢复、四合院复建情况。总书记深

刻指出，“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

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传承

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

都的职责，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

民负责的精神，传承历史文脉”。

为此，北京市下大力气保护老

城，保留城市记忆、守护北京乡愁。

一方面，明确整体保护、应保尽保的

原则；同时，以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

带动老城整体保护与复兴，特别提出

保护 1000余条现存胡同及胡同名称。

“我们下了很多功夫摸清胡同和

四合院‘家底’，严格执行规划，确保

这本‘账’不再变，才算真正落实‘老

城不能再拆’的要求。”首都规划建设

委员会办公室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处处

长申玉彪说。

对胡同里的四合院，北京市采取

分级分类保护的办法。通过法律法

规、技术导则等规范修缮行为。

“合院式历史建筑的修缮讲求完

整性，我们会根据每一处的特点，将建

筑与院落、历史环境要素等一并考虑、

一同修缮。”北京市古代建筑设计研究

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张越说。

近年来，北京市陆续出台《北京

老城保护房屋修缮技术导则（2019

版）》和《北京市合院式历史建筑修缮

技术导则（试行）》等，邀请木作、瓦石

作、油饰彩画等专家、工匠，组成老城

保护房屋修缮修建技术专家委员会，

为老城恢复性修建、保护性修缮提供

技术支持。

胡同不再拆了，四合院修缮了，

老居民留下了，“老巷幽宅静树依”的

胡同风貌慢慢恢复，乡愁触手可及。

春日，64岁的况晗再次回到什刹

海写生。从黑白铅笔画到水彩画，况

晗笔下的胡同多了几分色彩、少了一

丝沉重。“胡同不再拆，我也不急了，

可以慢慢画，画的色彩也就丰富了。”

他笑着说。

留住“老巷幽宅静树依”的古都风韵

老城的历史文化传承，核心是留

住居民。如何解决胡同内拥挤杂乱、

设施落后等问题，让居民住得舒服、

过得舒心？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

2019 年临近春节，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北京前门东区，沿草厂四条胡同

步行察看街巷风貌，听取区域规划建

设、老城保护、疏解腾退、人居环境改

善等情况介绍。总书记强调：“要把

老城区改造提升同保护历史遗迹、保

存历史文脉统一起来，既要改善人居

环境，又要保护历史文化底蕴，让历

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

位于玉河旁的雨儿胡同，有很多

大杂院。近年来，北京市在雨儿胡同

等 27个区域开展申请式退租等工作，

“十四五”期间累计完成 8000 余户。

想离开的人搬进了新房，腾出的空间

用于改善胡同环境。违建拆除了，厕

所干净了，下水疏通了，公共空间增

加了，老胡同焕然一新。

“现在洗澡有热水，做饭有天然

气，再也不用烧煤球、去公共厕所

了。”雨儿胡同 20号院居民李长林说。

“我们将保护传承与更新发展相

结合，通过建立标准体系，夯实历史

建筑保护传承的基础；通过‘一院一

策’，有效改善老城人居环境。”北京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党组成员、

副主任马綮鸿说。

政府还聘请专业设计师，将具有

“老北京”特色的传统元素，通过规划

设计巧妙融入现代城市空间中，让新

老北京有机融合、交相呼应。

厂甸小区居民的 1200 多条意见

变成了 100 多条设计，把小区改造成

了“网红社区”；北竹杆胡同的老院落

改造成艺术人文空间“槐轩”，成为二

环里新晋艺术“打卡地”；开在“胡同

之根”砖塔胡同里的正阳书局，深受

年轻读者喜爱……

“北京是中国古代城市营建的集

大成者。”北京史研究专家李建平认

为，“北京城的建设应承古开新、彰显

时代风貌，给后世子孙留下更多的文

化财富。”

大气方正的老城中、纵横交错的

胡同里，原汁原味的北京声音、北京

味道、北京记忆，正借助城市发展的

新空间、新业态、新消费不断传承，融

入北京市民的生活中。

雕刻“新老北京相辉映”的时代风貌

彰显“古城与都城共生”的首都风范

“老北京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胡同，要注意保留胡同特色，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2019年，习近平
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深刻指出。

近年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北京市着力构建覆盖全市域约1.6万平方公里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体系，打造彰显文化自信与多元包容魅力的世界文化名城。

春日，记者走进胡同，感受“老巷幽宅静树依”的古都风韵，体会“新老北京相辉映”的时代风貌，探寻“古城与都城
共生”的首都风范，记录北京留住城市记忆、守护胡同乡愁的生动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