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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过程中，李洋认识到，历史城垣步道不仅仅只是
一项市政工程，更是一项民生工程和文化工程。为此，他在
步道沿线增加了休憩空间、文化空间等便民设施，确保周边
住户的生活需求和商户的客流。

大西门的地标建筑需要考虑项目建设成本、建设周期、
现场的局限条件、主干道十字口的交通视线安全，同时不能
影响和遮挡周边商场主入口，还有地下通道无法承受过重的
建筑荷载等现实问题。

经过深思熟虑，李洋巧妙地选用亚克力打造符号化城门
城楼主题，其轻盈透亮的特质既符合现代化审美，又能与车
水马龙的现代建筑相得益彰。

“我们希望更多年轻群体在享受贵阳老城美食、美景的
同时能够了解贵阳文化文脉，因此采用了现代的视觉设计。
通过图文并茂的视觉化呈现，让市民和游客在短暂停留的时
间里，便能清晰了解从元代到民国时期贵阳的城市变迁与地
名沿革。”李洋说。

“文昌北路是否绕道电台街？” 李洋及团队多次同当地
居民、文史专家、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市、区专班领导、建筑
规划类专家老师实地考察，与居民开展多次恳谈会。最终放
弃了城垣步道绕道电台街的方案，选择现在文昌北路直通文
昌南路的路线，为文昌北路至文昌南路沿线的商户带来更多
客流。同时，李洋与团队还引入城市家具、城市博物馆和多
时段共享的设计理念，活化城市低效空间，提供更多休闲空
间和共享空间。

在友谊路段，李洋及团队设计打造了友谊路口袋公园、
小东门口袋公园、天桥博物馆，将贵阳老照片、老地图等元素
作为景观，设置印有“九门四阁”元素图标的公共休闲座椅。

在文昌南路段，打造禹门口袋公园，将贵阳各时期舆图
和甲秀楼旧照形成城垣展示廊、文化公交站、南明十二景等，
设置贵阳清末民初时期“九门四阁”旧照展示的城市家具。

在步道全程，将“市树”“市花”等贵阳符号融入景观设
计，通过人行道沿线和文化节点花池种植，进一步提升和优
化整体城市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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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贵阳历史城垣步道总设计师李洋

用脚步丈量历史用脚步丈量历史
用设计连接古今

起源：城市更新下的
城市文脉复兴

李洋与贵阳“一河一道两片区”改
造提升项目的缘分始于 2022 年。彼
时，李洋及基准方中设计团队正参与曹
状元街区城市更新项目、西湖路片区城
市更新项目方案设计。有缘的是，李洋
恰是在曹状元街出生的“老贵阳”，对这
片饱含儿时记忆的故土，他充满干劲与
尊重。

随着国家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更
新”新阶段，2022 年 11 月，曹状元街区
城市更新项目正式进场施工，坚持“留、
改、拆、建”并举打造曹状元街、南横街、
下护国路3条特色街区，改造老旧小区
院落17个。

2023年6月5日，贵阳市老城区历
史文脉座谈会明确提出“以敬畏之心推
进‘一河一道两片区’建设”，将贯城河、
城垣步道、文昌阁与翠微园两大历史街
区纳入系统性更新。会后，李洋的工作
台上多了诸多与贵阳历史相关的书籍
——团队负责的曹状元街改造，正是

“一道”（城垣步道）文脉延伸的关键片
区。

2024年，贵阳市启动“一河一道两
片”项目规划建设工作。当年2月，“一
河一道两片”规划建设工作专题会召
开，明确指出要“增强贵阳贵安文化魅
力、文化底蕴、文化自信”。之后，李洋
及基准方中团队负责的文昌南路段改
造方案，凭借创新性融合 “九门四
阁” 历史标识与现代市政功能，在众

多方案中脱颖而出。
为统一历史考据标准和设计

规划逻辑，原本仅负责历史城垣
步道局部设计的他，被委以贵阳
历史城垣步道总设计师的重
任。此外，项目前期他还担任

“一河一道两片”专班特邀专家，
是贵阳市“一河一道两片”建设项

目的重要评审专家之一。
至2025年初，“一道”建成亮相：

从红边门到大西门，串联九门四阁的步
道如同城市历史展厅，亚克力复刻的城
墙符号、AR技术还原的城门影像、修复
的贵阳舆图、精炼的历史介绍，让市民
在回家路上便能触摸城市记忆。

历史，是这条步道的灵魂所在。
为精准定位“九门四阁”，原是“工科生”的李洋开始着

手研究和挖掘历史文献，从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贵阳图
经新志》到清宣统元年（1909年）《图画日报》，阅读近600多
本相关资料，收集近300余本明代至民国时期的原版古籍
和近60套贵阳府城历史舆图，手绘修复十余张贵阳历史舆
图和300余张老照片。

项目前期，李洋及团队在全球范围内收集贵阳历史影
像与舆图资料。其中有一张照片是李洋在回成都集团总部
工作时于一别墅区展厅偶然发现。照片中的场景，他一眼
便认出是贵阳南门桥，再看备注“kweiyang”，基本确定其来
源。经深入研究，发现这是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1911
年由美国著名旅行家威廉・埃德加・盖洛拍摄的《十八省府》
系列作品。

对于收集而来的老照片和历史舆图，李洋及团队还需
对其进行了细致的修复。项目实施过程中，团队多次与贵
州省文史研究馆原副馆长、贵州史学会理事、贵州地方志协
会副会长史继忠联系，确保工程中的史实准确。他深知，尊
重历史、还原历史是城市更新的“灵魂”。

基于历史史实，设计团队不是历史的“复读机”，而是通
过设计作为时空的“剪辑师”，让历史“活”在当代语境中。
例如，在城垣步道城墙上线描的舆图；在护栏上巧妙植入的

“九门四阁”专属建筑形制的logo；在文昌南路的公交车站，
以清末民初时期南明河段城垣历史照片为设计蓝本，提取
城垣形态及城南民居风貌符号；在万东桥桥下，依据清道光
二十九年（1849年）《鸿雪因缘图记》及清宣统元年（1909年）

《图画日报》作者笔下的贵阳风光，匠心打造的 “南明十二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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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寻迹：历史舆图定位城垣

三 造境：轻量化设计融合古今

李洋所学专业为建筑学，毕业后于驻深圳的
法国设计公司工作，参与多个贵阳项目规划和建
筑设计，回黔工作后曹状元街区城市更新项目成
为他事业的转折点。

这条仅有213米长的老街，承载着岁月的痕
迹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这里，更新改造不
再是简单的新建，而是要在保留原有历史风貌的
基础上，实现“从有到优”的转变。关乎当地居
民的日常生活，在地商户的销售盈利以及曾经发
生在这里的故事。李洋意识到，要做好这项工
作，必须深入解读每一块砖每一处点位背后的故
事，尊重并传承老街的历史脉络。

基于这样的感悟，李洋提出“全能建筑设计

师”的工作方式。他呼吁设计团队走到现场，深
入居民身边，去倾听他们的需求，去协助施工现
场的方案落地。不仅如此，这样的历史老街更新
项目，还需要配合规划、建筑、景观、市政、室内、
平面、广告等上百人的设计团队共同努力。这其
中不仅有设计师，还涵盖了历史学家、文化学者、
民俗专家、建设团队等多个领域。大家各司其
职，才能设计出真正符合城市发展需求、惠及当
代且福泽后世的作品，真正做到“功在当代，利
在千秋”。

李洋说，城市更新，无疑是一项任重道远的长
期工程，未来还有广袤无垠的城市文化需要我们
去发现和挖掘。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董容语

李洋正在修复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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