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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安徽黄山市不仅是一座新兴的国际优秀旅游城市、首批国家级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也是世界自然与

文化遗产名城，作为城市的共同载体和场所，休闲旅游在推动城市发展中起到重要功能作用。本文以著

名历史街区“屯溪老街”为例，结合黄山市旅游功能突出的特点，梳理老街的变迁历史及功能空间的利

用现状并得到其现存问题，从宏观和微观两层面来分析其更新中以突出休闲、旅游功能作为城市更新的

重要手段和规划内容，探讨休闲、旅游功能规划在城市更新发展中的重要性，并希望对其他类似城市或

城市街区的更新提供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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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angshan City in Anhui Province is not only an emerging international excellent tourism city, 
one of the first batch of national tourism reform and innovation pilot areas, but also a famous city 
of world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As a common carrier and place of the city, leisure touris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urban development. Taking the famous historical block 
“Tunxi Old Street” as an example, combined with the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func-
tion in Huangshan City, this paper combs the change history of the old street and the current situ-
ation of the utilization of functional space, and obtains its existing problems, analyzes its renewal 
from the macro and micro levels, highlights the leisure and tourism functions as an important 
means and planning content of urban renewal,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leisure and tourism 
function plann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renewal, and hope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newal of other similar cities or urban bl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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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历史文化街区是重要的文化遗产资源[1]，是延续城市文脉、展现地域特性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发

挥城市旅游及休闲功能的重要场所。 
屯溪老街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是一条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传统商业街区，是徽文化在物质

空间形态方面的重要代表。屯溪老街是徽州文化及徽州传统建筑的缩影，亦是目前中国保存最完整和最

具有南宋、明清建筑风格的古代街市，被人们称其为流动的“清明上河图”，老街上拥有多处全国及省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北京国子监街、苏州平江路一同当选为“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屯溪老街地处黄山市的中心城区，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及周边丰富的自然风景名胜奠定了其巨大

的旅游价值。旅游业的发展基于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去感受外面的

大好河山。旅游产业作为推动黄山市经济发展的主要产业，如何使其具有持续发展的能力是城市更新的

重点。而作为历史文化街区，屯溪老街相对单一的街区功能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如何发掘历史

街区的历史文化内涵、增强街区活力是当前屯溪老街面临的主要问题[2]。在此背景下，对屯溪老街的更

新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基于其突出的旅游功能以及休闲功能，结合旅游产业对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

地位，现针对屯溪老街所采取的保护及更新策略多侧重于在最大程度保留居住生活的城市功能的前提下，

采用文化和旅游的结合手段，通过与旅游相关的手段及措施来振兴当地产业并重启街区活力。 

2. 屯溪老街与旅游休闲 

2.1. 历史老街的城市更新 

城市更新是一种改建活动，是增量转化为存量的体现，是将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发展不相符合的地区

做出有必要的改进。城市更新研究的方向可分为四类：一类是文化创意产业、空间尺度等，是社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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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方面的内容；第二类是历史街区、历史文化街区、旧城改造、城中村等，归属于城市更新的研究对

象；第三类是实证研究、城市设计修补等的研究方法；第四类是与地方相关的研究内容，如广州市、西

安市等。英文文献中，除了有城市更新的说法，还有主题词是城市再生、可持续等[3]。屯溪老街的更新

属于第二类，是对历史文化街区的更新(如图 1 所示)。 
城市更新的范型是从成功的城市复兴案例及既有理论中总结的典型成功路径。城市更新可分为物质、

经济、社会三个层面[4]，历史街区城市更新的范型也从 4 个方面展开。 
 

 
Figure 1. Model of urban renewal of historical blocks 
图 1. 历史街区城市更新的范型 

2.2. 旅游与休闲 

休闲是指人类在自由支配时间内主体自由选择之活动方式，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之外的发展需求，

休闲产业属于服务业，休闲产业集群在空间上局限于居住地范围以内；旅游是人们在异地进行短暂访问

旅行等活动形式的总称，异地性、短暂性是其基本特征，离开定居地、非工作性质的旅行属于休闲的范

围；游憩是人们以放松、愉悦、健身等恢复身心健康的个体目的为本质特征的具体活动方式，是目前较

为普遍的休闲和旅游方式[5]。 
城市休闲和城市旅游则是把其概念地域化，城市是城市休闲和城市旅游的共同载体和场所。城市休

闲产业是城市产业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它以满足人们休闲消费需求为目标，使人们在工作、生活事务以

外的时段，在一种无压力、非正式的状态下，通过不同的场景和活动体验，达到调整生活节奏，补充生

活内容的目的。不同形态和性质的闲暇，导致了休闲形态的多元化。所以，从业态角度看，城市休闲产

业包含的内容是丰富多元的，包括旅游部门和社区部门，以及更多的相互交叉部门(如图 2 所示) [6]。 
 

 
Figure 2. Structure division of leisure and tourism 
图 2. 休闲与旅游的结构划分 

 
旅游休闲业态是旅游产业的基本形式，是实现旅游经济发展的基础载体，其空间布局既要满足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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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的日常休闲需要，也要考虑外来游客在目的地的旅游体验[7] [8]。国外一般将“休闲”与“旅游”作

为单独的两个领域，而国内往往将其视为“旅游 + 休闲”的整体来研究[9]，并将旅游景区、休闲餐饮、

酒店住宿、休闲娱乐和休闲购物业等作为旅游休闲业态的主要集合型产业[10] [11]。近年来则更多从旅游

休闲业态资源的角度出发，研究旅游休闲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12]、空间建构与演变[13] [14]、旅游资源

与交通关系[15] [16]等。 

3. 屯溪老街的历史发展及旅游更新 

3.1. 历史发展 

3.1.1. 历史沿革 
明弘治《休宁县志》中已有“屯溪街”的记载。元末明初，程维宗在屯溪华山脚下新安江畔造了 8

间客栈，史称“八家栈”，是老街的发祥地。明朝嘉靖二十七年时，屯溪已是中国著名茶市之一。 
清朝初期，老街发展到“镇长四里”；清末，“屯溪绿茶”外销兴盛，以茶业为头，各类商号相继

开放，街道从八家客栈向外延伸，形成屯溪老街，并发展为钱庄、典当、银楼、药材、绸布、京广百货、

南北货、盐、糖、日杂、瓷器、黄烟、锡箔、纸张、酒楼、饭店等行业比较齐全繁荣的市场了。 
民国时期，屯溪老街曾名中山正街，设有“沪杭大商埠会”；安徽省厘税局、盐公堂、商会等商业

机构均设在屯溪。统战期间，大批商贾入屯溪，人口骤增，经济一度繁荣，被称为“小上海”。 
新中国成立后改为人民路，1985 年定名为屯溪老街。依托于黄山自然美景和屯溪老街的历史文化吸

引力，休闲旅游业顺其自然地在此蓬勃发展起来。 

3.1.2. 规划发展及定位 
屯溪老街的物质文化遗产是发展旅游的重要资源，深层次的街巷空间是展现传统徽州居民生活的重

要空间。因此，对于屯溪老街的可持续发展既要注重商业空间的发展，又要延续传统的居住空间环境。

[17]这与旅游休闲业态的空间布局形成印证，即既要满足本地居民的日常休闲需要，也要考虑外来游客在

目的地的旅游体验的需要。 
21 世纪后，黄山市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黄山城市发展及更新规划的内容(如表 1 所示)，以高质量、个

性化的文化旅游以及生态宜居的居住环境为黄山市城市的发展目标。 
 
Table 1. Tunxi Old Street protection related planning 
表 1. 屯溪老街保护相关规划 

年份 规划文本 规划内容 

2003 屯溪老街保护整治规划 将屯溪老街打造成集历史文化传统、旅游、餐饮、商业、娱乐、

住宅为一体的特色街区。 

2010 黄山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30) 城市发展目标是“国际旅游城市”，城市特色提炼为“名山秀

水处、徽州文化源、生态宜居地、国际旅游城”。 

2016 屯溪老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 
延续居住、商业混合功能，完善公共服务、商业服务功能，合

理引入与历史文化保护相适应的相关文化旅游、休闲度假功能，

形成具有符合复合功能的传统居住-商业混合型历史文化街区。 

2017 黄山市中心城区城市空间特色规划 城市发展目标是“国际旅游城市”，城市特色提炼为“名山秀

水处、徽州文化源、生态宜居地、国际旅游城”。 

2017 黄山市“十三五”规划纲要 屯溪老街发展重点项目是旅游与文化相结合。 

2020 关于黄山屯溪老街历史文化街区保

护规划暨综合提升工程规划 

着眼引领未来二十年行业发展责任，围绕街区科学保护与可持

续发展双重目标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复兴示范项目。推动历史

街区保护及旅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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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现状问题及更新改造 

屯溪老街街区当前的真实性、环境协调性受到挑战，同时存在公共空间不佳，交通矛盾突出、业态

功能和基础设施亟待完善等问题，这些问题阻碍了老街保护和旅游业的持续发展。老街更新应始终遵循

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生活延续性和公众参与、有机更新的原则。本文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

对屯溪老街的旅游更新措施进行详细说明。 

3.2.1. 宏观——黄山市全域旅游背景下的屯溪 
一、屯溪区在黄山市旅游业中的地位： 
黄山市的城市休闲区主要包括屯溪区、歙县区、黟县区、徽州区和黄山区。屯溪区不仅是全市的政

治、经济、文化、旅游、交通、信息中心，也已成为黄山旅游经济的大市场、休闲娱乐的大本营、旅游

休闲产品的基地、周边旅游的中转站(如表 2 所示) [6]。 
 
Table 2. Status of tourist reception and income in Tunxi District in Huangshan City 
表 2. 屯溪区旅游接待人数和收入在黄山市的地位 

年份 
接待旅游人数 入境游客 旅游直接收入 

接待人数(人) 占全市比例 接待人数(人) 占全市比例 收入(万元) 占全市比例 

1999 720,000 15.65% 2565 1.54% 15,432 11.02% 

2000 809,000 14.58% 7900 3.58% 17,850 10.07% 

2001 915,140 14.76% 10,000 3.92% 20,586 9.71% 

2002 1,100,000 15.57% 13,000 4.11% 26,000 10.24% 

2003 1,262,000 22.43% 6489 6.71% 29,000 15.79% 

2004 1,480,000 18.11% 12,600 3.87% 47,500 9.50% 

 
从全市的旅游发展现状来看，黄山市存在旅游业态固化、门票价格不合理，旅游类型和产业单一，

同质化竞争、旅游特色不明、旅游基础设施不全等问题[18]。屯溪区也同样存在这类问题，且老街的独立

客源吸引力不足，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黄山风景区、西递宏村等核心景点的附属品。 
二、屯溪区与黄山风景区旅游发展的关系： 
根据两者多方面的综合对比，从旅游发展的角度而言，两者的发展关系是一种风景区和依托地适应

性的演变关系。其本质是屯溪区从依托地向旅游目的地阶段性升级的表现，两者的竞合关系可概括为三

个发展时期。 
初期依附型——2000 年前，屯溪区仅作为黄山风景区的南大门，承担游客集散地的功能，其基础设

施缺乏，历史文化底蕴未能凸显。 
中期联动型——2000 年后随着花山谜窟的开发，屯溪自身吸引力增强，其资源型旅游城市的形象开

始凸现。在继续承担集散功能的同时，屯溪的旅游目的地建设加强，其旅游业的竞争力提高，并开始发

挥区域旅游流空间组织作用。屯溪与黄山联动发展、联线推出，游客既能欣赏黄山的自然美景，还能领

略徽文化的历史韵味；此外，屯溪区逐步完善的旅游服务及基础设施为进入黄山风景区的游客提供了交

通、接待、信息、管理等服务，为屯溪成为黄山市旅游中心目的地奠定了良好基础。  
现状共生型——目前屯溪区仍主要承担黄山市旅游中转地和接待地的作用，游客停留时间仍较短。

但在未来的旅游发展中，屯溪区必将在黄山风景区的辐射、扩散和带动作用下，持续增进其旅游吸引力

和旅游服务功能。此外，屯溪旅游目的地、中心地功能的不断增强也为黄山风景区的发展形成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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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共生共荣，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三、屯溪区在黄山市旅游背景下的更新措施： 
屯溪区的更新始终跟着黄山市城市更新规划的大脚步来，自上而下，各方联动发展。 
在加大屯溪区内旅游休闲业集聚区区域布局的同时，加快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及旅游服务设施；完善

各区县城市建成区外的交通基础设施，以提升各级旅游景点间的交通联通性；统筹协调各县区间旅游开

发水平，提升各县区旅游产业发展整体效益。通过编制市域及各区县旅游休闲产业的总体发展规划，明

确各区县甚至镇域旅游休闲发展定位与特色，以提升整个黄山市的旅游吸引力。 
另外，要积极合理地发挥不同区县、不同旅游休闲集聚区之间的联动发展机制，积极引导实现旅游

休闲业中心地区的带动辐射作用和区域协调发展[19]。此外，还应注重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的需求，不过

度开发自然环境，保留自然风貌；挖掘发现城市的历史遗存、保留历史痕迹，古今协同，以此保证屯溪

区更新的合理性和永续性。 

3.2.2. 微观——老街历史文化街区的微更新 
屯溪老街作为屯溪区的核心景点之一，其发展更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屯溪区的旅游发展未来。 
一、屯溪老街的现状空间及商业业态分布： 
屯溪老街由一条东西向主街、三条南北向横街和 18 条小巷构成，面积约 20 hm2，街道全长 1273 m，

空间形态呈鱼骨状(如图 3 所示)。 
东西向街道为正街，西起镇海桥，东至老街照壁，现分布商铺三百多家，其商业业态主要有吃、喝、

文、住四大类型。“吃”有徽州特色美食如黄山烧饼等手工作坊型产品商店；“喝”则以黄山茶叶销售

及茶饮品体验为主；“文”则有“文房四宝(徽墨、汪笔、宣纸、歙砚)”及“砖、石、根、木四雕”为主

的工艺品店铺；“住”则有当地风情民宿和酒店客栈等。 
 

 
Figure 3. Protection zoning and scope map of Tunxi Old Street 
图 3. 屯溪老街保护区划及范围图 

 
在与旅游相关的业态中主要有五种形式(如表 3 所示)。一是观光类——旅游 + 文化；二是购物类—

—旅游 + 店铺购物；三是餐饮类——旅游 + 餐饮；四是休闲娱乐类——旅游 + 休闲场所；五是住宿类

——旅游 + 住宿[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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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Current situation of tourism industry in Tunxi Old Street 
表 3. 屯溪老街旅游业态现状 

业态类型 主要业态 

观光类 主要以牌坊、街巷、老店、屯溪博物馆和戴震纪念馆为代表 

购物类 主要包括文房四宝、茶叶、古玩玉器、旅游工艺品和其他土特产品等 

餐饮类 主要有土菜馆、酒吧、咖啡馆、茶馆以及蛋糕店等 

休闲娱乐类 主要以社会康体美容店为主 

住宿类 住宿类型少，主要包括客栈、快捷酒店等 
 

二、屯溪老街的现存问题： 
屯溪老街在旅游发展中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对游客的吸引力较低，历史文化挖掘有限，服务设施更

新不足；商业发展缺乏创新。其特色不“特”，旅游观光业态单一[21]。文化独特性彰显不足，与黄山其

他地区雷同。商业延展性差，缺乏统一品牌且产品同质化严重；餐饮业态特色不足，接待条件差；休闲

业态不足，消费水平低，住宿数量少且特色不足。此外，老街内部供游客休闲停留的空间广场少，导致

人多钱少的现象出现，游客流动性较强。 
三、屯溪老街的更新措施及旅游策略：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对屯溪老街的保护和更新主要是针对其原有历史文化和历史建筑及空间的保

护，当地政府成立老街保护建设领导小组，先后颁布多项规定办法，对东西入口进行工程改造，修正石

板路面，拨款修葺老街商店、恢复老字号、老招牌。屯溪老街更新以历史街区城市更新范型中的功能导

向范型为主导，规范其社会空间及物理空间，强调建筑整体构造并更新，综合居住生活、工业商业及旅

游文化各方面发展需求，以此来打造多功能混合且延续丰富文化内涵的新型历史文化街区。 
在微观层面，则应进一步发展完善屯溪老街内部设施、相关旅游产品和服务体系，加强文化吸引力

和地方特色，以下是基于老街街区更新下的旅游业态创新策略。 
① 依托文化遗产，提升文化品位。屯溪老街最核心的资源特色是徽派建筑遗存(马头墙、天井、街

巷、徽派“三雕”)和商业文化遗存(徽商文化、老字号店铺)。从建筑空间角度出发，注重维持建筑的统

一性，对老街建筑进行外貌和内部功能结构的定期维护，形成良好的街巷空间的景观界面包括顶界面、

侧界面以及底界面。对建筑功能进行合理分配，保证各功能建筑搭配合理、占比均衡。观光业态发展需

要依托现有的建筑遗产和商业文化遗产，进行传统文化展示，促进建筑遗产保护与活态利用，继承发扬

商业文化，提升屯溪老街的文化品位。观光业态方式要以徽派建筑鉴赏及老字号非物质文化展示(博物馆、

文化体验馆、技艺展示中心)为主。 
② 丰富购物品种，增强购物体验。徽州土特产种类众多，不应拘泥于最受欢迎的种类，要丰富购物

的选择。屯溪老街有 13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让游客在购买茶叶时欣赏徽州风情的茶道表演；在购买

文房四宝时参观歙砚和徽墨的制作过程；在徽州四雕作坊(砖雕、石雕、木雕、竹雕)亲自做一个工艺品等。

在对多种产品的发展下，同时增强服务业，打造追求“以人为本”的服务态度和服务理念，让游客对老

街的活动、产品和服务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③ 完善业态结构，增强休闲功能。随着休闲经济的兴起，旅游已经进入休闲时代。屯溪老街的购物

比重过大，基于此，老街需要以休闲为主导来改善传统业态，重点发展休闲娱乐业态。在传统的购物点，

要增加休闲设施，强调体验式购物；餐饮类在传统徽州美食基础上，增加时尚餐饮、主题餐饮、茶吧酒

吧，屯溪老街地块不同区位餐厅的地方营造策略分异[22]；休闲游憩业态利用滨江带的良好视觉景观和开

敞空间，开发各类文化演艺、KTV、综合娱乐中心、医疗康体、养生保健等，扩展游客的休闲游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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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休闲文化街。以此来吸引各层段游客，同时也可以满足当地人的生活休闲需求，保证在旅游淡季的

时候仍有消费。  
④ 发展民宿业态，提升“夜经济”质量，打造休闲度假街区。如今，“夜经济”蓬勃兴起，并逐渐

成为消费领域一个新的增长点。“夜经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游客留下来。快捷舒适的住宿是让顾客

留下来的重要因素，开发人员可以将独具特色的徽派建筑文化与民宿进行融合。除此外还可以通过美丽

夜景的营造和夜生活休闲场所的打造来吸引游客停留。白天，游客在老街里游玩购物，晚上可以在清吧

里小酌。有助于游客真切地感受当地的文化氛围，增强游客的体验感。 
加强基础设施，保留自然风貌，打造可持续发展街区态势。基础设施不仅要满足游客需求，更要合

理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结合科技节能的手段，打造绿色创新旅游城市和城市街区，在对环境保护的最

大化前提下进行街区更新和发展，有助于城市街区面貌的进一步美化并维持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4. 总结及启示 

屯溪老街的发展历程是徽文化韵味的沉淀过程，是时间留给这片街区的味道和痕迹，其更新发展策

略核心可概括为“文旅融合”。“文旅融合”是指将文化的影响力内化于旅游产业，利用旅游的吸引力

彰显文化的价值，进而使旅游对文化的扶持变得更为丰富，文化在旅游活动中也能够更好地传承[23]。 
安徽屯溪老街的案例对其他类似的历史文化街区或以旅游功能为城市重要功能的城市和地区都有非

常好的借鉴意义。其他类似城市街区应在发掘自身文化及历史潜力的前提下，完善设施建设，依托其所

在省市或更大区域的宏观旅游背景，借力发展当地特色的旅游休闲业态；同时，在微观层面上，更新和

改造手段应精细化、具体化，落实到游客和居民的双重角度，以旅游发展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城市面貌

更新并弘扬当地文化。 
文旅融合为我国旅游业转型升级发展提供了新动能，成为近年来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旅游

功能在城市更新发展中起到了带动城市发展、打开城市知名度的作用，并且有助于提高其经济实力和第

三产业的发展，为城市人口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并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有助于推进城市化进程。 
综上所述，城市建设部门及规划师、设计师不能忽略从旅游的角度来认识城市的更新和发展，要意

识到旅游休闲功能对城市活力和城市基因激活的重要性。如果一个城市缺乏旅游和休闲功能，本地人不

会满足停留于处，外地人不会乐意踏足于此，城市的发展机遇和活力则会受到压抑和限制。好城市的发

展建设是“以人为本”的，无论是在规划设计过程中还是在具体实施建造中，都能深刻地以人的需求和

感受为基础，同时保留城市的历史文化基因并赋予其新的生命活力。对城市的规划也可以像对旅游市场

的规划一样，提前把控好“市场”和“需求”，在深刻考虑居民和游客的“供给需求”基础上，相信可

以把城市建设得更好、更宜居、更加具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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