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10月15日 星期四

本版编辑：吕华远

组版：韩舟

C03-C05

改造之后没有了古建筑古街道的感觉

老老街街巷巷保保护护，，宽宽厚厚所所街街被被除除名名

近段时间，济南新开的
宽厚里街成为广大市民关
注的热点，自9月底开街以
来，就成为市民微博、微信
晒图的大热门，而随着持续
的曝光，这条“复古商业街”
也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小资
情调的咖啡店、糖果店，老
济南的传统名吃……古今
商品，吃穿玩乐，应有尽有，
不少人把这里称为济南的
一个新名片。也有不少人对
街区的仿古建筑持有怀疑
和批判：“苍白的宽厚里，历
史和文化的存在感是刷不出
来滴。”

记者了解到，对于街区，
设计师的设计理念是尊重和

延续“历史文脉”，延续传统
街巷的“肌理格局”。从街区
的建筑来看，保留了老济南
的天际线，将仿古式建筑的
高度定位在2-3层，建筑风格
借鉴了民宅的特点。

13日，《规划》进行了专
家论证，作为专家组成员的
山东意匠建筑有限设计公司
董事长刘奎对这条仿古街也
深有感触。刘奎说，宽厚里
街的规划、设计、理念、格局
是没有问题的，但拆了之后
建设的钢筋混凝土完全没
有济南特色，没有古建筑、
古街道的感觉。“用什么样
的认知水平来建设城市、主
导城市发展是很重要的，保

护规划是从宏观到微观的落
地实施、从创意文化到细节
的把握，实施保护性、规范
性的方案是一个长远的历
程。”刘奎说，传统的中国深
宅大院向来是砖木混合结
构，榫茆和斗拱体现了“天
人合一”的建筑之道，而宽
厚里的仿古式建筑，除了外
皮贴上的青砖，内在的结构
都是钢混框架，不是真正的
原汁原味。此外，从街区的肌
理格局来看，也很难找到老
街巷的感觉。

对于除名历史保护对
象，规划人士指出，宽厚所特
色文化街区的改造是主要原
因。

在济南的古城区，传统
老街巷应该是怎样的？又该
如何去保护？《规划》中也给
出了相应的答案。

《规划》中指出，重点保
护三处省级历史文化街区：
芙蓉街历史文化街区、将军
庙历史文化街区、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街区。

在对历史城区及其周边
重要街巷断面的保护上，《规
划》指出，传统街巷要采用人
视45度角控制沿街巷两侧建
筑后侧建筑呈现退台效果，
与传统街巷尺度协调，不出

现突兀的建筑高度。对此，
规划人士说，举个例子，走
在一条老街巷上，当我们抬
头时，一般的仰视角度是45
度，我们目光所及的范围能
看到老街巷的屋顶，而沿着
这个45度角仰视时的视线范
围内，不得有超高层建筑遮
挡视线。

此外，重要滨水街巷从
道路一侧看向对岸，采用人
视45度角控制明确第一层和
第二层的建筑高度，呈现退
台效果，形成宜人的亲水尺
度空间。

与此同时，《规划》中对
济南的9 8条传统街巷分成
三类进行保护。其中，王府
池子街等1 7条街作为第一
类保护对象，要求保护街巷
的名称、走向、尺度，延续街
巷传统风貌；东花墙子街、
珍池街等2 1条街是二类保
护对象，要求不得随意更改
街巷的名称、走向，不得拓
宽街巷的宽度；此外，县西
巷等6 0条与历史格局相似
的街巷，作为第三类保护对
象，要延续街巷的名称、走
向等。

济南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传统文化街区、传统老街巷是古
城区最重要的组成。近日开街的宽厚里街在完成专家论证的《济南
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中被“除名”：宽厚所
特色文化街区经改造不再作为保护对象。《规划》中对济南的98条传
统街巷分成三类进行保护。

本报记者 喻雯

被除名是因为街区进行了改造

老街45度仰视内不得有超高层

新开街的宽厚里街装饰得富丽堂皇。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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