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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府井是古老的，古老得使人看见历史的沧桑，千载岁月的巨变，她的文化积淀是如此深厚，当
你徜徉在她身边时，分明可以摸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纹理。
王府井又是年轻的，年轻得让人想起时髦的女郎，百年沧桑的洗礼，使她更加婀娜多姿，当你流连在
她身旁时，显然能够感觉出现代社会疾进的步伐。
王府井浓缩着历史，浓缩着文化；浓缩着东城，浓缩着北京，浓缩着中国。
新的王府井是一个里程碑，她向全世界宣告，东城要发展，北京将发展，中国正在大步发展。
过去的王府井是美丽的，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分，为祖先留给我们的古老遗产而自豪；今天的王府
井是美好的，我们为一代又一代建设者的成就而赞叹；明天的王府井是辉煌的，作为新一代建设者，
我们豪情万丈，誓用自己的双手把她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首都商业中心区，使她以更加光辉灿烂的形象
矗立在世人面前。
《今日王府井》一书向世人叙述了她的过去，展示了现在，同样宣告着未来。
希望每个人看完《今日王府井》以后，都能更加热爱王府井，热爱东城，热爱北京，热爱中国。
这就是我们编辑这《今日王府井》的初衷。
聊发胸臆，是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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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王府井文化建设的主要做法王府井两期整治改造，在文化建设方面重点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一
、建筑风貌保护与更新。
对于北京这样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不发展就没有生命力，而借口城市发展不去保护那些有重要历史文
化价值的建筑，甚至去破坏它，将会给这座城市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在王府井商业街的改造建设中，在发展和完善现代化城市功能的同时，对如何保留它的历史文化风貌
作了充分考虑和具体安排。
并在各级管理者和建设者中取得了共识。
旧建筑、小门店是商业街的文化载体，没有它们就没有 商业街的灵魂。
从长安街到金鱼胡同，810米的王府井步行街两侧，主要有三段未改造的街面：东侧从工美大楼北到丹
耀大厦南，西侧从东华服装北至好友商场南，好友北至百货大楼。
这些地段中，多年形成的店面参差不齐，广告设置较乱，有的已年久失修，牌匾招牌及外立面都难以
与新的王府井大街整体风格协调一致。
在整治改造过程中，对这些小店面没有推倒重建，而是在体现连续性、整体感的淡雅、柔和主调中，
保持各店的独特风格，重新设计装修。
一层檐口取齐，沿街设计落地玻璃橱窗，统一规格、统一色彩。
既保持大街整体风格，又兼顾单体门店的不同要求。
北京市百货大楼是1955年建成的北京第一座大型国营商店。
至1992年，累计实现的利税已相当于建店时国家投资的174倍。
1999年百货大楼进行了大规模改造装修，安装了自动滚梯，增加了现代化的设施，但大楼外观的整体
风格，包括外立面的色彩仍保持原样，作到“修旧如旧”，使这座王府井大街上的标志性建筑长留人
们心中。
二、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和利用。
任何商业街区的形成，都有其历史的缘由和大众逐渐认可的过程。
王府井大街上的历史文化遗迹是人们认识王府井历史、人文和文化传统的重要尺度和心中抹不去的“
情结”。
这是一种十分珍贵的资产。
王府井的井、王府井的天主教堂、王府井的古人类文化遗址，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这次在王府井大街整治改造中，都采取适当方式加以保护，并向世人展示，再现王府井悠久的历史文
化。
有关情况，请参阅《今日王府井》、《王府井大街改造环境设计小记》、《凝固的风景线》、《王府
井古人类文化遗址》和《王府井天主堂》等文章。
不再赘述。
三、对商业街文化归纳提炼和再创造。
街景建设是商业街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王府井的街景建设中，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对商业街的文化特征进行提炼和再创造，形成新的文
化景观，使之与其他街区有明显的风格区别。
在王府井整治改造过程中，通过标徽、牌匾、雕塑等形式，对商业街的历史文化进行提炼和再创造。
标徽。
商业街的标徽是商业街个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商业街形象的抽象浓缩。
王府井规划设计过程中，在全国范围内，向社会征集标徽设计稿122件。
最终确定的王府井标徽由“王府井”三个汉字叠合而成，既体现了北京街道的特征，又有“井”的含
义，通过在地面、小品、建筑和商品包装上反复使用，强化人们的认识。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今日王府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