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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6_98_86_E

6_98_8E_E5_9F_8E_E5_c57_645010.htm 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

化和传统空间肌理的城市中，不仅在历史街区的保护中需严

格保全现有的空间结构和城市肌理，在大量性的旧城改造中

，也应研究传统城市肌理的基本特征以及拓扑关系在现代城

市功能背景之下的转化和再应用，从而使城市肌理在发展中

得到本质的延续。下面，试就历史文化名城昆明为例，做一

些粗浅的分析及思考，以期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沿革与街

区特色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春城昆明位于云

南省中部，滇池北岸。城区三面依山、一面临水，湖山秀丽

、古迹众多，已有2000余年的建城历史。 据可考证的历史旧

志记载，昆明正式建城始于唐代，史称拓东城。在700多年前

的元代，昆明已“系一壮丽大城”。以后，在明代（约1382

年）建起了砖城，建造了城楼，修建了比元代更多的衙门、

宅院和牌坊，确立了基本的城市格局；加之，清代至近代不

断重修，使昆明成为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至辛亥革命

后，昆明“列市纵横、极为繁盛”。街巷两侧的“一颗印”

及其它样式的院落空间依托着城厢内外的150余条街道，400

多条大小巷道形成了具有昆明特色的院、巷、街、市的城市

空间体系，并为后人留下极富韵味的城市肌理与空间形态。 

昆明旧城（或称府城）内的街巷道路空间体系、城市肌理的

形成和演化与历史变革、制度更叠、社会生活、文化观念等

有着密切的关系，分析和梳理城市发展的脉络，可以看出几

个方面的特征： 1.明、清时代，昆明在云南境内的政治、经



济、交通、文化中心的地位已被确定。出于各种需要，朝政

对城市进行多次整体或局部的规划与建设。城市格局既体现

了对中原“礼制”城市的沿袭，有着相对严谨的城门及主要

街道系统；但又出于对地理环境、商业民俗等因素的照应而

在街巷走向上表现更多的灵活和自如。尤其是官府衙署、会

馆庙宇、商铺市井之间穿梭往来的社会联系和公共活动，使

街巷道路纵横交错、密如织网、曲折幽深。 2.随着封建制度

的解体，在20世纪初的民国时期，城市精神气质发生了根本

性的变化。府城中百姓生活逐渐取代了府衙活动，商业贸易

逐渐替代了政治生活，世俗化的生活氛围逐渐弥漫和荡漾。

这里，除政府对城市继续进行统一的建设整治外，院落式的

民宅大量建造并充斥于大街小巷之中，它们与明清的街巷格

局有机融合以适应内向的家庭生活和外向的城市商业活动。

院落内为家庭起居，临街面则成铺面；由此构成了院落空间

与巷、街、市井空间相结合的结构体系。本文来源:百考试题

网 3.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昆明城的人口也多为征战戍

边及流放而客居它乡的内地兵将及朝臣的后裔；所以，昆明

历来就有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互相碰撞、吸收、融合的传统

。自清以后，随着滇越铁路的开通和商埠的开放，西方文化

意识观念随其资本进入云南并与云南本土文化互相交融而渗

入到城市文化与生活中。同时，商贸的进一步发达、平民世

俗化生活的更加浓郁；再加上民国期间，政府对昆明的很多

街道进行了整修（如：长春路、武成路、三市等），对部分

街道两侧的商铺建筑的形态及风格做了必要的控制。所以，

形成了一些形式风格多样而统一、有连续完整界面，极具典

型特色的街道空间与建筑形态： 以武成路、长春路为代表的



商住结合的二层木构架合院式建筑形态。前为商店铺面、后

为居住内院，出檐硕大、上下两层界面对齐。整个街道建筑

的高度、檐口、挑梁、穿枋、木窗、封火山墙做法大至相同

，但却不管细微之处的精巧处理与变化。百考试题论坛 以金

碧路为代表的，在二至三层的传统院落式民居的临街面上附

加一层带有西洋券柱风格的“皮”的建筑形态及沿街连继界

面。这些具有殖民化色彩的建筑立面构成，所依托的仍然是

传统木构架系统的院落空间。一个个相对完整、规则的院落

空间有机生长，沿街面由一个个柱与券的组合单元有序排列

而成；同时，拱石结构技术与木构技术在处理方式上彼此交

汇、融合，整体街道形式风格既完整统一而又清晰肯定，并

富有多重表意的变化。 以同仁街为代表的二层骑楼式建筑。

与上述类型的建筑相似，它同样依托了内向性的合院空间，

只是二层向临街面自然延伸并下设支撑柱，从而形成连续界

面的骑楼式商业街。 相关推荐：智能大厦弱电系统配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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