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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态传承视角下的石家庄传统风貌建筑保护与利用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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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石家庄作为一座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其建筑承载着独特的地域特点与城市记忆。然而，在快速发展的进程

中，传统建筑面临着被忽视，乃至拆除的风险。本篇文章基于“活态传承”的视角，探讨了石家庄传统风貌建筑保护与利用

的策略，以实现在现代城市发展中的可持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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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ity with ric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Shijiazhuang's architecture carries uniqu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urban memories.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development,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faces the risk of being overlooked or even 
demolished. This article explores strategie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styles in Shijiazhua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 inheritance", in order to achieve sustainable application in modern urba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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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石家庄市位于中国河北省中南部，是京津冀城市群的

重要组成部分，地理位置优越。身为华北平原上的一座历

史文化名城，自往昔起便为交通要道，且于民国时期由铁

路建设快速兴起，逐而发展成现今的省会城市。此城市拥

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资源，涵盖元氏县城遗址、赵州桥、苍

岩山、隆兴寺等古迹。另外，亦是晋冀鲁豫抗日革命根据

地的关键中心之一，故积淀了深厚的革命文化底蕴。 

石家庄的传统风貌建筑类别丰富多样，涵盖古代的宗

教建筑、民居至近现代建筑遗址等，皆承载着不同历史时

期的城市记忆与文化内涵。然因欠缺科学且持续的管控策

略，于城市改造更新建设中，传统风貌建筑未能得以充分

活化利用，从而致使文脉受损，故而传统建筑的保护与发

展乃亟待解决的问题。 

1 活态传承视角下的传统建筑保护与利用的理

论基础及应用意义 

1.1 活态传承的概念 

活态传承，是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成发展的环境当

中进行保护和传承，在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过程当中进行传

承与发展的传承方式。 

那么，于传统建筑保护之中，活态传承即把传统建筑

的保护同日常运用、社区生活以及现代需求予以结合，以

保证这些建筑不单是静态的历史遗迹或展示物件，而是持

续发挥其功能且能够融入当代生活。这样的方式可让传统

建筑于保护进程中维持“活着”之状态，再加上实际使用

以及和社区的互动，延续其文化与社会价值。 

1.2 建筑保护与利用的应用意义 

建筑保护与利用的应用意义在于实现文化传承与社

会发展的平衡，不仅保护了历史遗产和传统文化，还通过

合理利用使其焕发新的生命力，为当代社会创造经济、和

文化价值。这种理念和实践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以上海

田子坊为例：田子坊原为上海一片历史悠久的石库门建筑

街区，随着城市现代化发展，一度面临拆除的风险。田子

坊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再开发模式，其由居民及众多产业个

体一起参与。按照市场导向自发调整使用功能，逐步演替

扩展进而实现再生。整个改造不涉及土地开发和居民拆迁，

无需政府投入大量资本。依靠市场化力量使得街区更新、

居民生活改善。但也采取了不少保护措施。通过维护石库

门建筑的原貌，将部分空间改造成艺术家工作室、咖啡馆、

画廊等。同时，吸引艺术家、手工艺人入驻，将田子坊打

造为创意与文化融合的地标。让田子坊完成了从废弃到艺

术化的转变。纵观其蜕变的意义，通过对石库门建筑的原

始结构和街巷肌理的保留，和赋予其现代文化创意的功能，

实现了文化的活态传承。 

2 石家庄传统建筑的概况 

2.1 石家庄传统建筑的历史文化背景 

石家庄市是一座兼具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与现代化进

程的城市。作为一个新中国成立后的重要工业城市和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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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的省会，它的历史与文化具有较为独特的交融性。这种

背景造就了其传统建筑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既涵盖了古代

的传统民居、宗教建筑，也涵盖了近现代因铁路交通发展

带来的洋式建筑和革命时期的建筑风貌。 

早期建筑：汉魏古迹与宗教建筑的根基 

石家庄拥有悠久的建筑历史，赵州桥是隋朝石拱桥建

筑的典范，展现了古代建筑技艺，成为中国桥梁建筑的重

要文化遗产。该地区宗教文化同样丰富，隆兴寺古迹保存

了唐宋时期的建筑和雕塑，体现了古代宗教建筑的特色。

苍岩山的寺庙也与自然环境和谐相融，为石家庄传统文化

增添了独特魅力。 

近代发展：铁路与工业兴起带来的建筑风格转变 

在近代历史进程中，石家庄因京汉铁路与正太铁路的

修筑而得以迅猛发展，并慢慢成为北方至关重要的交通枢

纽。此阶段，石家庄自原本的传统农业区逐步朝着现代化

工业城市过渡。铁路的兴建以及工业的崛起吸引了众多外

来人口与技术人员，有力地推动了石家庄建筑风格走向多

样化。近代铁路和工业的发展，出现了洋式建筑及西方风

格的。譬如，正太饭店能目睹上世纪初期砖木结构的洋楼，

此类建筑留存了西式建筑的装饰细节、窗户形态以及屋顶

设计等，与传统民居形成了显著的反差。这种洋式风格的

建筑见证了石家庄近代发展的历程，亦是工业化与现代化

进程中不容小觑的建筑遗产。 

革命时期：红色文化与革命纪念建筑 

石家庄作为晋冀鲁豫抗日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中心，积

淀了丰富的革命文化。解放战争时期，成为解放军的一个

重要指挥中心，留下了许多与革命历史相关的重要场所和

红色建筑。包括烈士陵园、解放纪念碑等建筑，是这一时

期历史的见证。 

2.2 石家庄传统建筑的结构特征 

以正太饭店为例，正太饭店是石家庄市近代建筑的经

典代表，其建筑风格融合了西方现代建筑特点与中国传统

建筑元素，是研究石家庄传统建筑结构和文化价值的重要

实例。 

1918 年，由正太铁路（正定至太原）公司投资建设，

是当时中国北方铁路配套设施中最豪华的饭店之一。起初

为铁路旅客提供住宿、餐饮和休闲服务，后被多次改建和

重新利用，现为重要的历史建筑和文物保护单位。作为石

家庄近代化的重要象征，它见证了石家庄从一个普通村镇

发展为现代城市的过程。 

2.2.1 建筑布局 

正太饭店坐西向东，共三层，外部结构呈“日”字型，

由东、西、南、中四楼与东西楼相互连接，形成主院和套

院楼中楼格局。正太饭店采用砖木结构作为主体形式，墙

体使用砖砌承重，屋顶和楼板以木梁为支撑。这种结构兼

具坚固性和灵活性。在楼梯、阳台等位置使用了早期的钢

筋混凝土材料，提高了建筑的耐久性。也体现了中西结合

的设计思路。门窗采用西式建筑风格的拱形设计，增强了

建筑的立体感和视觉效果。窗框为木质，搭配玻璃窗，既

通风采光，又保留了简约美感。门窗的排列对称，与整体

建筑的对称结构呼应，同时，多开间设计增加了建筑的使

用面积和灵活性，方便功能的分区。正太饭店的层高较高，

主楼大厅尤为宽敞，具有西式建筑的大空间特点，显得庄

重大气。层高设计既提升了内部的采光和通风效果，又增

加了建筑的舒适度。室内采用木质楼梯和横梁，在一道道

方形横梁的上下两面上，二楼地板和一楼屋顶木条有序排

列固定，内部形成空腔。这样的设计，让楼梯承载负荷大

大减少，延长了墙体寿命，但影响了上下楼的隔音效果。 

2.2.2 建筑风格 

正太饭店主体建筑为带有外廊式建筑风格的古典主

义建筑，50 年代加建部分为中国早期现代主义建筑风格，

风格的变化反映时代特征。东立面为法国古典主义风格，

三段式构图，三角山花上有圆窗装饰，拱形木门窗，窗上

有彩色玻璃及铁艺雕花护栏。南立面为外廊式，首层为连

续拱券外廊，二层为开敞柱廊，富有韵律。室内墨绿色木

质拱形门窗，门窗上拱有花瓣形装饰，木楼梯曲线流畅，

木构件排布细密，木扶手雕花简洁精致。 

正太饭店的结构特征表现为法式古典主义风格建筑，

代表了民国时期的建筑特点。融入了西方建筑的功能性和

美学特点。其砖木结构、对称布局、斜坡屋顶和拱形门窗

的设计，也展现了民国时期建筑的一大特色。同时，作为

石家庄近代建筑的重要遗存，正太饭店的结构特征为研究

建筑保护和利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3 案例研究与对比分析 

3.1 上海万国建筑群 

上海的万国建筑群乃是上海历史文化极为重要的构

成部分，承载着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西方建筑风格，

也见证了上海身为全球重要贸易港口及国际化大都市的

历史进程。然而伴随时间的流逝，此类建筑渐渐呈现老化

之态，诸多建筑逐步丧失其原有功能，面临拆迁、闲置乃

至荒废的风险。与此同时，伴随上海快速现代化与城市化

进程推进，城市空间中的需求持续增长，原有建筑其功能

渐趋难以满足现代社会提出的需求。为满足现代城市生活

与经济发展的需求，应对这些历史建筑实施合理的功能更

新与保护举措。 

为化解此项危机，上海市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文化遗产

保护政策，并着手对历史建筑展开分类保护。20 世纪 90

年代，上海市政府开启了对外滩区域历史建筑的认定与分

类保护工作。万国建筑群被列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

对象，相关部门针对这些建筑的历史、结构以及文化价值

进行了详细的评估。同时也对功能作出了一系列调整，原

本以银行和领事馆为主的建筑，随着城市功能的变化，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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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融入现代需求。外滩美术馆位于原中国银行旧址，以举

办现代艺术展这种方式，赋予了历史建筑新的艺术生命。

还有外滩源项目对外滩北段老建筑进行的重新开发，涵盖

商业、文化和休闲功能的融合，成为外滩活态传承的典范。

这些改造使得外滩一步步从传统金融中心走到现代综合

功能区。 

在不断地创新之下，这一片百年历史的建筑群得以在

现代化的上海焕发新的活力。 

以下对比分析上海万国建筑群和正太饭店。具体分析

见表 1。 

表 1  上海万国建筑和石家庄的对比 

名称 上海万国建筑群 正太饭店 

建筑类型 多功能场所 
商业性建筑，历史标志性

强 

保护与利用现

状 

列为文化遗产保护对象，

综合性开发完善 

已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但

利用功能较单一 

社区参与度 
社区参与度高，常常吸引

本地居民与游客的参与 

社区参与度较低，保护多

由政府主导 

政策支持 政策较为成熟和完善 
有保护政策，但具体激励

措施较少 

市场化开发 
通过各种多功能空间带动

经济，实现利用与平衡 

通过酒店、餐饮等进行开

发 

文化传承 
将建筑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与商业功能完美结合 

主要作为历史遗迹展示，

逐步带动活态文化传承 

通过对上海万国建筑群活态传承的成功经验分析，石

家庄可以在正太饭店等历史建筑保护与利用中，探索多功

能化、政策扶持、市场化开发和社区参与相结合的模式，

真正实现历史文化的保护与现代城市发展的共赢。 

4 活态传承视角下的保护与利用策略 

4.1 市场化与产业相结合 

（1）文化旅游结合：将传统建筑融入石家庄文化旅

游发展规划中，打造“历史建筑+文化旅游”的品牌效应。

可以打造以正太饭店为核心的铁路文化主题旅游线路，串

联周边文化景点。 

（2）文创产业结合：利用传统建筑的文化底蕴发展

文创产品，做成建筑模型、铁路文化纪念品、正太饭店纪

念品等，为建筑保护注入经济动力。 

（3）商业运营模式：与企业合作，在传统建筑中引

入特色商业业态，可以是高端餐厅、艺术商店。通过经济

收益来支持保护工作。 

4.2 技术保护与现代化更新 

（1）将传统与现代技术结合：在修缮石家庄传统建

筑的过程中使用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方法，保持

传统建筑原貌的同时提升其结构稳定性和安全性。例如，

引入防震技术、现代排水系统等，提高建筑的适用性。 

（2）数字化保护：使用三维扫描和数字建模技术记

录传统建筑风貌，形成永久数字档案。利用 VR/AR 技术在

线上还原建筑的历史风貌，向公众展示建筑文化价值。 

（3）绿色可持续发展：在传统建筑中引入环保节能

技术（如太阳能、保温材料等），提升其环保性能，适应

现代使用需求。 

4.3 建筑功能再利用 

（1）多功能化改造：将传统建筑赋予新功能，如文

化展览馆、艺术空间、主题餐厅、民宿、书吧等，吸引更

多人流。例如：正太饭店外部空间可以扩大，增设铁路文

化为主题的博物馆、城市文化展示中心或高端民宿。 

（2）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将传统建筑与当地非

物质文化遗产（如石家庄丝弦、传统手工艺）结合，定期

举办文化活动或体验工作坊，延续其文化内涵。 

（3）设立教育功能：将传统建筑用作教育基地，与

学校合作开展历史、建筑文化讲座或实践课程，加强文化

传播。 

4.4 建筑加固 

石家庄传统建筑保护中的加固工作需要结合其历史

价值、原有的结构特点以及当地环境条件，以确保在不破

坏原貌的前提下，来提高的安全性、耐久性和适用性。 

4.4.1 墙体加固 

对传统建筑中使用的砖墙进行修复时，选用与原有砖

材相似的材料进行局部替换或补强。使用嵌缝加固技术，

重新填充松动或开裂的砖缝。对严重受损的墙体，使用钢

筋混凝土墙板进行夹墙加固。同时安装锚杆将外墙与内墙

连接，防止砖块脱落。 

4.4.2 屋顶与梁柱加固 

更换或补强腐蚀或老化的木梁和柱，使用与原材料相

匹配的木材，保持建筑风貌。对受损的木结构节点采用榫

卯修复法或金属构件补强。同时，对屋顶结构进行抗震加

固，如增加横梁、斜撑以提高刚度和稳定性。可以使用轻

质材料替代原有受损屋顶瓦，减轻屋顶荷载。以及对传统

建筑中翘角檐口的支撑结构进行检查与补强，防止倒塌或

脱落。 

4.4.3 材料保护 

修缮时尽量采用与原有建筑相似的材料，如传统砖瓦、

木材等，确保保护的真实性和协调性。墙体、木梁和屋顶

表面增加防水涂层或防腐材料，防止风化、腐蚀。对木材

进行防虫处理，避免虫害进一步损坏结构。 

5 结语 

石家庄的传统建筑活态传承应从保护、利用和发展三

个层面出发，结合功能再利用、政策支持、社区参与、市

场化运营和现代技术等手段，打造“活起来”的传统建筑。

这不仅能延续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还能为城市注入经济

活力和文化内涵。 

通过灵活应用这些策略，石家庄的传统建筑如正太饭

店有望成为城市文化地标，并实现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

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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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来源：2024 年度石家庄市社科专家培养项目，

立项编号：2024zjpy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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