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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院落不仅仅是一

个关乎于空间物证与历史

文化的概念，更是一代代居

住者的共同记忆。挖掘与

保护历史街区传统院落的

珍贵价值，探寻传统院落可

行的保护更新路径是本土

营造团队的共同目标与努

力方向，也是团队项目与实

践的初衷与指导方针。

西北地区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不同空间形式、

文化内涵的传统院落更是数不胜数。然而，它们

的价值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保护与更新方面

也存在诸多难题。

我们的实践行动缘起于一次在安康新城片区

特殊的古建筑测绘调研经历。调研期间，团队成

员偶然到访了牛家院子，在与主人牛爷爷的交流

中得知，他当时已是八十多岁高龄。他拿出自己

和弟弟从不同的县志、典籍中摘录整理出的牛家

家谱，给我们讲述了他的家

族故事，那种对历史往事的

深深留恋和老城衰败现状

的割裂感触动了在场的所

有人。从此，我们的心中更

坚定了一个信念，希望能够

凭借专业所学，为牛爷爷和

安康明城区乃至更多人、更

多老城贡献一份力量，留住

属于每一个人的故土乡愁。

于是，团队以自身学科

背景为基础，以“改善当地

民生，传承历史文脉”为目

标，走上了“传统院落抢救

式保护”的征途。40 年来，

历史地段面临着不同的更

新困境，经过团队的轮番调

研、分析整理，最终建立了

针对现今西部地区历史地

段更新困境的立体研究框

架：从人口失活为切入点，纵向探究历史地段产权

复杂的矛盾特征，进而横向探究传统建筑风貌延

续与人居环境的矛盾以及用地饱和与改造更新的

矛盾。

团队以学校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古

建筑测绘课程等为依托，运用问卷调研法、访谈法

等社会学方法，对西北地区不同历史街区传统院

落进行调研与走访，结合自身学科背景，历时两年

余，对14个历史街区47处重点院落与历史建筑进

行测绘，手写调查日记2.5万余字，访谈手稿1.4万

余字，记录访谈视频2.4G，绘制院落微单元更新图

则221份，为传统院落的历史与记忆存档。

经过多轮次调研与科学分析，团队发现了西北

地区传统院落面临着物质环境较差、文化记忆模

糊、生态环境欠佳、保护更新产权复杂、更新周期长

等难题。基于对上述问题的深入分析与深刻认知，

团队以留住乡愁为核心，从政策与民生两面出发，

提出了“文绿一体”“共商共建”的微更新模式。

最后，团队将调研与实践成果进行整理，形成

了五千余字的调研报告、两百多页

的院落更新图册，并提出了创新更

新保护体系。以此为基础，团队参

加了第十八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作品竞赛、陕城院“青年观

察计划”，均收获了不错的成绩。

在调研与参赛的过程中，我们

也曾经遇到很多困境。比如，前期

的时候，作为一个从零开始的项目，

团队缺乏参赛经验，每个人都不知

道该往什么样的方向努力，甚至不

知道该做什么；在中期的时候，最大

的困难是如何统筹团队，分配任务

并处理好队员之间的关系；后期在

进行策略的推进过程中，我们遇到

的难题是不知道如何统筹各方资

源，形成高效且经济的正向保护更新体系。在项

目推进过程中，我们也无数次想要放弃，但最后，

是那些饱含历史记忆的传统院落，那些不应该被

埋藏的历史文化记忆支撑着我们，激发了团队继

续探寻的动力。

那些真实的经历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每一

个院落就是一部家族的历史。老宅与古树，风土与

人情，都是无数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永远无法割

舍的记忆。当生活环境愈发简陋，当故人旧事不断

流失，我们面临的是无数普通人面对一个时代的失

语，是无数先辈穷尽一生去保护的文化的老去，如

何留住乡愁，传承史韵，是我们共同面临的难题。

每当推开一扇扇古色古香的大门，听院落主人

讲述他们的家族记忆、文化渊源的时候，我们总在

想：这些声音与历史应该让更多人知道，这些文化

与记忆应该得到保护与珍视。基于此，团队提出了

“绣花功夫”式的保护策略——绣花是指从微小出

发，追求更加精细化的保护与更新，项目的“绣花”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单元小，以院落为保护

更新的基本单元；二是细节多，对有价值的历史文

化要素分别建档，甚至包括院落内的门窗，地砖等；

三是改造精，针对不同的院落状况、屋主要求分别

制定不同更新方案，在改善居住环境的同时保留了

院落个性。以此为基础，团队结合实践经历深入研

究，逐步形成了更加完善的保护更新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

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

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

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

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城市工作重要论述，让作为新青年的我们深刻地认

识到，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应聚焦老城区居民居住条

件成套化改善如何与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相结合，要

多采用微更新这种“绣花”功夫让旧城改造与名城

保护从对立走向统一，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历史地段的传统院落见证了物换星移的沧

桑，铭记着政通人和的辉煌，蕴含着本土人居的智

慧，散发出流风余韵的芬芳。置身其间，可以跨越

时空、勾连古今，让人品味到源头活水的滋养。保

护更新好它们，就是守护过去的荣光，珍惜今天的

宝藏，孕育未来的希望。我们认为，保护与更新将

是中国未来城市空间实践的基本主题之一，作为

一场没有终点的实践活动，本土营造团队对历史

地段的保护与更新仍在路上。

（文/程丽卓）

“文强，祝贺！特等奖！”2023年10月30日清

晨，一个电话将我从睡梦中唤醒。电话那头，白老

师高兴地向我道贺……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兴奋并不像是中彩票

时那种惊喜和意外，而是团队成员和指导老师辛

勤的付出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内心更多的是满足

和平静。

我一直有一个竞赛梦，希望自己不是陪跑

人，而是领军人。这个目标一直从我本科延续

到研究生，从未在我脑海中消失过。2020年9月

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关键点，我选择加入了西安

建筑科技大学第 23 届研究生支教团，遇到了一

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后来又得良师指引，才有了

现在的竞赛成果。在我们项目团队中，有6名和

我当时一起去支教的队友，所以我觉得我们项

目的故事应该从那个时候讲起。2020 年相遇，

2021 年相伴，2022 年相聚，2023 年相向，这是我

们支教团的成长历程，也是我们项目不断走向

成熟的过程。

支教服务期间，我的导师于军琪教授曾多次

与我通电话，除日常问候生活和工作情况外，常常

教导我要珍惜在基层锻炼的机会，深入调研，发扬

建大精神，为社会多做贡献。老师的话一直回响

在我的耳旁。支教结束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

学校双创办的杨才兴老师交流时谈到想把支教经

历转换为双创成果时，杨老师提到了一个熟悉的

名字，那便是“西北联大”。说它熟悉是因为在支

教服务地我便对西北联大有了一定的了解，当时

还作为主题教育给支教地孩子们分享过西北联大

的故事。

在和杨老师进一步探讨之后，我有了初步的

思路，眼下最紧要的是组建一支队伍实地走访西

北联大旧址，查阅大量的资料，着手准备工作。那

和谁组队合适呢？我想到了支教团的战友们。在

支教的一年里，我们不仅收获了友情，丰富了人生

经验，并肩成长，更重要的是我们曾亲身感受到教

育给人们带去了爱与希望。结合我们自身的经历

更能领会到教育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所以我们

搭档再合适不过，大家一拍即合。此外，考虑到竞

赛的专业性，我们还联系了两名建筑学院和两名

艺术学院的同学，分别负责旧址保护和宣传工作，

在队伍架构清晰、人员分工明确的良好开端下，我

们便开启了重走联大路的征程。

自调研西北联大以来，我们团队共搜集文献

资料10万余字，深入陕西省内政府单位、渊源高

校及学校旧址，实地采访旧址周边人群和长期从

事西北联大研究的一线工作者。在实地调研过

程中，我们越追溯，越能感受到中华民族教育抗

战之路的不易与坚定；越深入，越触动于联大师

生献身西北教育事业建设的孤勇与无畏。我们

仍还记得在法商学院旧址前，文保员杨启明老师

语饱含深情地感慨道：“西北联大师生报效祖国、

刻苦学习的精神，对于城固人民，对于城固的莘

莘学子都有很大影响！”我们忘不了在参加省赛

和国赛前队友们挑灯奋战、一次次解决困难后的

欢呼雀跃。

八十五年征程波澜壮阔，八十五年初心历久

弥坚。联大师生所表现出的民族精神、创业精神、

奉献精神值得代代青年学子铭记于心。然而，在

进行了大量的调研之后，我们也发现，西北联大精

神传承也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理论研究不完善、

蕴含精神宣传不足、传播范围小、方式少，需要适

应新的时代挑战和现实需求。基于此，我们团队

着力创新传承路径，完成调研报告1份，提出“文

物+‘文保、文学、文旅’”一体化传承模式；依托团

中央研究生支教团专项计

划，面向多种群体，开展主

题交流活动50余次；设计

文创产品25款，累计发放

宣传册 8000 余份；发表论

文 1 篇；设计旧址保护方

案 1 份；撰写实践感悟 40

余篇；搭建新媒体宣传平

台2个。受到当地政府的

高度认可，团队受邀参加

第十二届“西北联大与中

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并

作主题分享。

实践证明，我们的努

力是值得的，在今年刚刚结束的第十八届“挑战

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我们

团队所做的项目“遇见西北联大：一场跨越八十

五年的时空对话——基于汉中市城固县国立西

北联合大学旧址的调研”一举获得赛事最高奖

项，西北联大的名字也因为我们的努力为更多人

所知晓。

“读书不忘爱国，爱国不忘读书。”当年西北联

大师生在隆隆的炮火声中，在强大的报国意志下

艰苦求学，所守护的教育火种的光辉，映照着八十

五年后在明亮课桌前的我们。今天，我们重拾这

段历史，是对抗战更好的纪念，是对教育强国建设

更加深刻的理解，更是对民族复兴使命更为自觉

的担当！

青年的样子，就是中国的样子，作为新时代青

年，我们要用立志、强信、锻韧来深刻回答“青年何

为”的时代之问，将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

的事业中，用实际行动深刻践行“请党放心，强国

有我”的青春誓言！

（文/曹文强）

一个支教团队背后的挑战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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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逐梦 挑战未来
——我校学子勇闯“挑战杯”并斩获特等奖

编者按 科创筑梦，挑战未来。日前，第十八届“挑战

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落下帷幕。我校获

特等奖2项、一等奖5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10项，学校连续

四年捧得全国“优胜杯”。本期校报特别刊发两项特等奖作

品团队成员获奖背后的经历与感悟。

《用绣花功夫，传史韵乡愁》作为全国唯一哲学社会科学类

作品在第十八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闭

幕式上展示。

遇见西北联大调研团队在汉中调研

作品名称：

用绣花功夫，传史韵乡愁：西部地区4省

15市19历史地段传统院落的现状调查及保护

更新策略研究

团队成员：程丽卓、李相贤、高润哲、罗康诚、

张芷萱、吴秋航、李佳怡、吴书玮

指导教师：来嘉隆、贺治达、罗智星

作品简介：

团队以西部地区4省15市19历史地段传

统院落为研究对象，探讨新时代历史地段传

统院落保护更新路径与策略。依托最新“大

智移云”技术，利用社会学、城乡规划学、建筑

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完成了多轮次的全链

条闭环系统调研，针对西部地区历史地段传

统院落保护更新中存在困难和矛盾提出了

“文绿一体”“共商共建”的微更新模式，并从

细致入“微”、化繁为“微”、创新入“微”三个层

面对该模式进行了详细诠释和落地实证。

作品名称：

遇见西北联大：一场跨越八十五年的时空

对话——基于汉中市城固县国立西北联合大

学旧址的调研

团队成员：曹文强、王瑾雯、王楚源、肖蕾、张旭

东、邢东泽、王艺璇、慕童、强逸凡、赵廷宝

指导教师：杨才兴、柯苏娟、于军琪

作品简介：

团队溯源西北联大对西北地区高等教育

格局的发展影响，通过多种方式对西北联大展

开研究。一方面，走进汉中市城固县三处西北

联大旧址，全面了解西北联大旧址保护利用现

状，对西北联大旧址提出保护利用方案；另一

方面，收集西北联大史实资料，重走联大师生

求学道路，从中深刻感悟总结了西北联大在抗

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的民族精神、奉献

精神、创业精神，并分析了西北联大精神当前

的传承困境，建立以支教服务为主体，以“文

物+‘文保、文学、文旅’”为一体的西北联大精

神传承模式，在陕西和甘肃两地开展西北联大

相关主题交流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