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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城市中新旧建筑的冲突越来越明显,旧建筑面对新的发展趋势受到了极大的挑

战,探究旧建筑改造再利用与再创造意在保留旧建筑的价值,融入新的建筑发展理念,在突出旧建筑的特点与特色的基础上实

现与当代建筑的和谐发展,从而使旧建筑的价值与内涵得以延续。为此,文章基于现阶段旧建筑的现状,对其改造再利用与再创

造进行了具体的探究,以便实现旧建筑的科学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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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明的发展与经济的进步,人们对建筑的功能提出

了更多的要求,从而使旧建筑的未来发展面对着新的挑战,当

前城市建筑发展中更重视建筑的实用性,通过建筑满足人们

办公、居住、商业发展等多方面要求。但城市中的旧建筑是

原有地理、文化的印记,其蕴含着城市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

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在城市建设中全面销毁旧

建筑是一种严重的资源浪费。因此,应通过对旧建筑改造再利

用与再创造的深入思考,实现旧建筑的可持续发展。 

1 旧建筑改造再利用与再创造的现实意义 

1.1 延续城市文化命脉 

我国大部分城市都有着几百、上千年的发展历史,其承载

了诸多的历史回忆,蕴藏丰富的历史价值,在旧建筑改造过程

中,通过设计合理的改造方案,恢复旧建筑的功能,保留其机

理、文脉,增添现代社会的气息,能够重新为旧建筑注入活力。

例如,改造过程中打破现代建筑与旧建筑之间的隔阂,人们可

以获取到更多的便利,也让现代人了解旧建筑的历史,不仅使

旧建筑重新焕发生机,也增加了整个城市的韵味[1]。 

1.2 帮助解决社会问题 

旧建筑改造的初衷是为了使旧建筑的功能重新实现,发

挥其社会效益,缓解城市建筑用地紧张、住房紧张等问题,所

以,其对解决我国当前社会问题有着重要的帮助,能够使城市

发展过程中文明更好的结合。因此,面对当前城市开发成本的

提升,房价与居民收入之间的矛盾,合理的通过旧建筑改造,

实现旧建筑治安、卫生、安全的现代化管理,利用旧建筑的空

间,增添绿化、健身、休闲等场所的建设,让城市之间的联系

增强,使人们有更多娱乐休闲、锻炼的场所,改变亚健康的发

展现状,这是从根本上缓解社会问题的 有效方法[2]。 

1.3 突出城市特色 

由于旧建筑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其体现着

一个城市的风土人情、人文情怀,极具代表性与特殊性,赋予

旧建筑新时代的印记与生命特征,能够使其与时俱进得到长

足发展,成为城市的标志性地物,使城市的特色更加突出,从

而为社会发展创造更丰富的商业价值。 

2 旧建筑改造再利用与再创造的方法 

2.1 技术方法 

首先,利用技术方法对旧建筑进行改造过程中,要重新

定位建筑的功能,对旧建筑空间的改造与利用,要对其传统

的功能与改造后的功能进行科学分析,保障功能转换的可行

性,如果选择沿用建筑的传统功能,那么需要减少对建筑空

间的改动,通过先进技术手段在建筑性能、承载能力上进行

处理；并赋予建筑时代特征,增添现代艺术元素[3]。而如果

彻底改变建筑的功能,那么要保留建筑的历史文化因素、传

统设计元素等内容。 

其次,根据改造方案的要求重新进行建筑空间划分与利

用,应先打破空间隔阂的限制,将多个独立空间看作一个整

体,根据建筑的用途重新对空间进行设计。这种方式能够改

变建筑原有设计形式的束缚,使空间得到更为合理的利用,

形成 佳的设计方案,减少布局调整与变化。 

后,旧建筑改造中还涉及到对结构部分的改造。改造

过程中结构改造的主要依据是建筑的使用功能,在其功能的

要求下实现结构的合理设计,从而能够在 低成本下实现改

造的顺利进行。例如,将露天赛场改为封闭性的体育场馆,

虽然其使用功能上未发生较大的变化,但是结构却产生了本

质性的变化,涉及到建筑屋顶造型、整体结构形式的重新建

设,因此,面对结构改动较大的情况,要对现场情况以及建筑

改造要求进行透彻的了解,使其能够突出旧建筑的特色与特

点,并保障内部结构的合理。 

此外,旧建筑扩建也是改造中的一种形式,其从功能上

来讲,延续旧建筑的功能,根据其功能扩大旧建筑的规模,这

种改造形式需要考虑到改造后建筑的整体协调性,要达到丰

富空间层次感的效果,使建筑空间得到更合理的利用。 

2.2 空间环境改造方法 

一是,地面标高调整。在建筑空间中,基于地面标高会产

生不同的独立空间,因此,根据旧建筑改造设计的新要求,需

要重新进行标高调整,保障空间的连续性,但是要实现空间

界限清晰。标高可以突出的地方可以作为展示区,标高较低

的地方体现出空间的内敛,因此,需要灵活的进行设计,实现

对空间的合理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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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建筑顶棚高度调整。顶棚高度之间的差异主要体

现的是建筑空间的独立性。例如,在很多商业建筑中,大厅的

顶棚高度往往要高于其它二层以上空间的顶棚高度,其主要

是为了突出大厅的恢弘气势与大厅的地位[4]。但在顶棚高度

设计上,应结合现代技术手段合理调整空间比例,使其能够

承载实现建筑功能的相关设备,从而既能体现建筑气势,也

能实现对空间的合理利用。 

三是,结构构件应用。现代建筑与传统旧建筑相比,建筑

结构构件之间的不同是建筑行业发展与进步的突出体现,传

统的建筑构件与现代建筑形式有着极大的不同,从而在改造

过程中能够突出建筑的历史感,但改造中要合理进行构件的

取舍,对于已经失去功能的构件应及时进行替换,避免建筑

投入使用中发生安全问题。 

四是,空间改造。现代建筑空间设计能够对建筑结构空

间进行更全面的改造,从而使建筑的功能得到完善,利用改

造旧体育场馆,需要增添安全通道,保障人流的快速疏散,因

此,要考虑到空间之间的连接与通畅,以便在发生紧急事故

过程中,场馆内的人员可以快速逃离灾害现场。 

2.3 外立面形态改造 

一是,质地改造。建筑外立面的质地是其个性体现,在旧

建筑改造过程中由于旧建筑使用的材料在现代已经不存在或

经过了反复改良,无法实现当时的效果,所以,涉及到旧建筑

改造时外立面的质地大多数会被改变。而目前建筑外立面质

地的类型较多,需要考虑到建筑外型、建筑的外观设计等要求

选择合适的饰面材料,能够体现出建筑的特色与特点,增强建

筑感官的协调性与建筑整体的表现力[5]。例如,在某大学进行

校园教学楼改造过程中,其建筑原本为传统园林,空间的分割

利用带有洞口的墙体,改造过程中保留了该特色,将其作为文

学院的教学楼,其特质与建筑的功能相符,并利用现代手段进

行立面纹路的细化,使建筑整体的韵味更强烈。 

二是,色彩改造。建筑外立面色彩直接决定着人们对建

筑的第一印象,但传统建筑的色彩相对单调,为了使人们对

建筑空间有更深刻的感知,现代化的改造中药实现色彩的合

理搭配与运用,从而突出建筑的整体形态。同样,在校园建筑

的改造中,由于建筑的功能发生了变化,对建筑外型以及整

体形象都作出了重新处理,那么色彩作为建筑装饰的一部分,

也要随着其功能的变化产生变化,基于协同统一原则,要突

出校园建筑的高雅、含蓄、精致特点,因此,建筑的色彩选择

应选择相对单调的同色系,但挑选一到两个同色系中的明丽

颜色作为点 ,增强建筑的活泼性,但又使建筑整体处于和

谐状态[6]。 

三是,尺度改造。旧建筑改造中尺度改造的主要作用是

实现建筑的预期效果,一旦旧建筑的功能发生变化,需要根

据功能的要求进行尺度调整,但需要注意的是,为了保留旧

建筑的特色,尺度改造需要保留原建筑一定的特征,避免让

人们产生陌生感[7]。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老旧建筑与现代化发展形

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老旧建筑的功能无法满足现代使

用的需要,因此基于合理的设计对老旧建筑进行改造,实现

旧建筑的创新应用,能够使旧建筑的价值重新实现,并提升

了资源的利用效率,使旧建筑重新焕发生机,为城市发展增

添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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