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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文化街区既是历史文化名城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特殊类型的文化遗产，还是广大民众日常
生活的场所，因此，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必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可能冻结在某一时段。
但是，对于历史文化街区来说，积极稳妥的更新模式应该是适合当地具体社会经济状况的、充分听取
公众特别是当地居民意见的、循序渐进的、注重差异化和分散化的更新模式，而不是主观和强制性的
、一厢情愿的、过于刚性的、“一刀切”的集中拆迁改造模式。
应根据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探求“有机更新”的新途径，以自助力量进行小规模整治与改造。
城市现代化是历史前进的方向，历史文化街区也应当在保护整体风貌、历史载体和文化内涵的基础上
走向现代化。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成果应惠及全体民众，通过加强传统民居建筑维修，完善生活基础设施，改善社
区生态环境等措施，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增强历史文化街区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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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重商云集，招幌如林，繁华市井，其美如歌。
市肆的建筑序列也构成了一曲完美的乐章，序曲从南瓮城脚下响起，在兴国寺门前出现了明快的节奏
。
久享盛誉的老字号一萃成海炉食铺，而今生意依旧兴隆；现代公众建筑一电影院取代了古代奉祀风俗
神的二郎庙；在许多纸扎作坊里，虽少见精品，却多了花样；盛极一时的魁泰烟店旧址，进驻了新兴
的行业。
一座座朴素的铺面，容融着贴近人们生活的多种行业，组成了人生音韵的和谐旋律。
行进到鸡市口时，街道纵横，四通八达，商家的台阶高筑，店面豪华，百业俱臻，异彩纷呈，人流不
断，车水马龙，一派沸腾景象，奏响了市肆的强音。
 世传市楼为一方胜景，因楼南有井一口，“井内水色如金”，故又称“金井楼”，为清代建筑，三重
檐歇山式楼阁，通高18.5米，屋顶施彩色琉璃瓦，并相间拼凑为南“喜”北“寿”字样，吻兽、仙人
烧造精巧，工艺极高。
整座市楼，端庄秀美、装饰富丽堂皇，几百年来，雄踞城中，可远眺山河之壮丽，俯临街市之繁华。
 “百川通票号”旧址，坐落在平遥县城南大街路西，居西向东，南北侧与铺面相靠。
票号创建于清成丰十年，资本116万两白银。
东家是祈县人渠源祯，分号遍及山西省内外。
后于民国七年歇业，是清代平遥县有名的票号之一。
旧址整体布局严谨、对称、封闭，经营性与民居气息并存，结构错落有致，院院串通，房舍上下可达
。
前后三进院带偏院，占地总面积1300余平方米，院落布局呈北方地区典型的民居式，大小厅房50间。
票号装修考究，用料较大，内容丰富，艺术较高。
内容有匾书“百福”“百寿”，窗棂呈“桃榴”“蝙蝠”“寿”字“灯笼景”，鼓石雕戏剧人物故事
，晚清风格明显。
新中国成立后，旧址一直被日杂门市部占用。
现辟为供参观游览的票号旧址。
 “协同庆钱庄”旧址，位于城内南大街路西，北与长升源字号毗邻，建于清咸丰六年，财东王栋，榆
次聂店人，历任经理平遥人，资本3000万两。
协同庆是古城后起之票号，实力较强，规模较大。
但自从将公积金改为股份（每份1.4万两），号中从此空虚，民国二年歇业。
旧址布局严谨，上下错落，搭接结构紧凑，平面呈“厂”状，结构风貌既给人庄重隐秘之感，却又不
失传统建筑风格和钱庄功能作用。
前后四进院，前院、中院坐西向东，后院坐北向南。
门厅5间兼作铺面，中间木板分隔上下两层，双坡硬山瓦顶，装修大致原貌。
四柱垂花门楼今不存。
过厅5间，硬山顶式。
其余厢房、正房、耳房大小25间，结构一般。
后院随地形高低变化，筑成下窑上楼，上楼正房5间，开间较大。
前建一天桥，上座一木结构卷棚式亭，可四处观望，上下呼应。
左右配以厢房、耳房。
桥下建一沉院，院内窑洞6间，墙壁较厚，门窗较小，安全封闭。
整户院落，结构别致。
钱庄旧址多年来被医院占用，现恢复为原旧址功能。
 黄酒老字号“长升源”旧址，地处县城南大街路西市楼脚下，是一处明清风格铺面。
“长升源”原名聚盛源，黄酒糕点老字号，创建于明代崇祯年问，东家是明代举子赵聚贤，平遥城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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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时，此号酿造黄酒，制作炉食，号称“炉食黄酒铺”，闻名全国。
直到新中国成立初年才中断生产，历史悠久。
史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农历八月十二日，慈禧太后由京迁往长安曾露宿古城平遥一夜，晚宴
赵举人特地献上黄酒、牛肉，太后饮尝赵府黄酒后，甚感风味清长，顺便询问酒店名号，御赐一个“
长”字，至此改“聚盛源”为“长升源”。
字号前后二进院，规模不大而完整。
临街铺面7间，明间开门，上下两层。
正中是窑洞3间带前廊，明式结构。
左右厢房各3间，前檐较深，是一处典型的四合院铺面。
 20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掀起了城市建设的高潮，平遥也出台了城市总体规划，计划拓宽城内的几条
主要大街，其时幸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委员阮仪三先生，协同山西省城乡建设委员会，制
定了“确保古城、发展新城”的方针，重新编制了总体规划。
1985年，山西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准了《平遥县县城总体规划》。
1998年11月30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山西省平遥古城保护条例》
。
《条例》要求按照全面保护、突出重点的方针，对古城实行分区、分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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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第1卷)》指出历史文化街区既是历史文化名城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特殊类型的
文化遗产，还是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场所，因此，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必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可
能冻结在某一时段。
但是，对于历史文化街区来说，积极稳妥的更新模式应该是适合当地具体社会经济状况的、充分听取
公众特别是当地居民意见的、循序渐进的、注重差异化和分散化的更新模式，而不是主观和强制性的
、一厢情愿的、过于刚性的、“一刀切”的集中拆迁改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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