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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肇庆市骑楼街，承载历史的记忆，留下文化的烙印，经过近百年的风雨洗礼，愈发显示出其古朴和典雅。在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的今天，对

其进行合理保护、开发和利用，挖掘历史文化内涵，对于建设文化强市，打造休闲旅游文化之都，提升城市历史文化品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和深远历史意义。本文仅就基本层面提出若干初步思考。 

      一、肇庆市骑楼的现状 

       肇庆市骑楼街始建于民国二年（1913年），东起正东路阅江楼，西至宋城酒店，断断续续，延绵近2000米。两边骑楼隔街相望，漫游其间，

恍若进入历史时光的隧道，目不暇接。近百年来，随着城市的扩展，骑楼时有拆建。阅江楼至天宁路路口段为保留最完整者，天宁路路口至豪居

路路口、市政府门口至人民路路口段多为新建，新旧参差，风格各异。近年对正东路骑楼进行初步修缮，面貌得到改观。 

       骑楼下商铺的经营情况不尽如人意。一是杂，有经营日用品批发的，有经营烟酒的，有经营茶叶的，有经营药品的，有经营家用电器的，有

经营厨具的，有经营饮食的，有经营发廊的，有经营充装煤气的，还有经营农具、摩托车维修的，等等；二是散，缺乏主业，小打小闹，更没有

成行成市；三是乱，有的占道经营，车辆常常占道停放。这使骑楼街的韵味大打折扣，与文化更是沾不上边，失去了应有的韵味。 

     二、合理保护利用骑楼街的初步构想 

       骑楼街是彰显肇庆历史文化名城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肇庆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必须要把骑楼街打造成独具岭南风格凸显肇庆特色的历

史文化街区，使之成为肇庆最具吸引力的历史文化观赏区。最具品位的文化产品商贸区和最宜旅游的休闲度假消遣区。为此，应切实抓好以下工

作： 

       一是制订详尽的保护、开发、利用规划，使之成为城区规划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划定骑楼街的保护范围，制定明确的保护标志，防止随

意拆建。要将断接的骑楼连接起来，使之连成整体。要按照原来的风格，还原其历史面目。使之成为一道亮丽的历史文化风景线。 

       二是逐步把骑楼街建成休闲旅游购物的步行街。应从满足市民、游客游、购、食、娱的要求出发，绿化、美化、亮化环境，开办特色风味美

食店，设置适当的座椅、电话亭、垃圾箱、消防栓等。实施交通管制，在一定的时段内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进入。加强管理，严禁占道经营，

努力营造整洁、文明、有序的休闲观光、购物环境。 

       三是把文化旅游产品作为骑楼街的经营项目。分门别类规划若干个突出肇庆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经营区。例如：端砚区、玉器区、书画及其

装裱区、文化创意区、纸张笔墨区、饰物小品区、裹蒸粽区、风味小食区等，各扬优势，功能互补，相得益彰。 

       四是整合沿线文化资源，彰显历史文化内涵。骑楼街沿线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如阅江楼、文庙、文峰塔、宋城墙、两广总督府遗址、披

云楼、丽谯楼等，应将其修缮、整合。在市政府迁出后，恢复两广总督府原貌，兴建市博物馆，形成点带景，景带区、区带市，使之巧妙地串连

在一起，各展其貌，互相映衬。 

       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不能仅仅依靠政府买单，可以引入战略投资者，在政府的统一规划和指导下，充分利用“三旧”改造政策对骑楼街进行

整体修缮、恢复、开发和利用。同时，可引导原居民或商铺经营者，按照划定的经营区域转营文化旅游产品或风味美食店。文化旅游产品，最好

是肇庆的产品，体现地方特色，以增强对旅客的吸引力。另外，可以通过政策引进外来经营者，加大力度培育经营实体，使之快速、健康、有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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