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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记忆下历史街区景观场所的活力与更新
 

□ 孙卓洋    王路生    李   春

[摘   要] 城市历史文化街区承载着地方的集体记忆，因而具有景观价值。本文以集体记忆下的视角探析历史街区的更新策略，针对
历史街区开发模式下出现的城市居民缺乏情感认同、地域认同问题进行分析，论述历史街区如何依据集体记忆中的日常生活进行景
观场所的更新，并提出记忆与景观有机结合的对策以及景观场所构建与复生的方法，通过融入当地文化特色再造地方景观体验的方
式，形成独一无二的地域空间街区，为历史街区更新发展提供新思路，实现街区景观内的情感认同与活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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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代的变迁中，历史街区不断被周边环境挤压，
街区内的街巷格局、环境、建筑遭到严重破坏，其多位
于老城区且经济发展迟滞，常常以混乱、老旧的面貌出
现在人们面前。街区的滞后性与传统性需要经过重新改
造与提升，才能焕发街区原有的魅力。因此，每个时代
都会进行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城市更新，但大面积的
改造易导致记忆的断层，居民作为城市主体难以寻找完
整的城市记忆。现阶段激发历史街区景观场所的活力与
促进更新是需要共同关注的问题，也是寻求物质载体下
的精神内涵与文化意义。

目前历史街区的改造与提升，大多以经济收益为
导向，采用“商业街+旅游开发”模式，而学术研究则
主要把集体记忆作为背景开展研究。本文聚焦在集体记
忆下景观场所的更新，即记忆与景观更活化地展现，将
“形”与“神”相结合进行景观场所化。通过结合相
关理论，提出在高速发展的城市建设中如何更好地发展
集体记忆下场所带来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即人进入
景观场所中能快速捕捉街区内的历史痕迹与人文气息。
以景观场所更新为媒介，链接人与载体，以焕发场地
的新鲜活力，从而被人所感知与接纳，以此最大限度地激
发历史街区的活力与更新。历史街区不单单只聚焦在商业
的收益性模式，更应该聚焦动态的生活气息与文化传承。

1  历史街区中集体记忆概念
1925年，莫里斯·哈布瓦赫在《社会的记忆框架》

中正式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认为记忆是一种社会
建构，一种集体行为[1]。记忆具有社会性，即使是属于
个人的回忆也是存在于社会之上，所以集体记忆是族群

存在与发展的历史见证，它们相互结合、相互影响，是
区域内思想和价值的体现，也是区别于其他族群的精神
内核。是更新社会中重要精神内容与意义的来源，对于
族群的存在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根植于
人们脑海深处的“乡愁”，是我们独特文化的由来。人
通过实体去探寻遥远的过去或是通过口述方式去传承集
体记忆，但历史街区与城市的载体不同，与城市载体相
比，街区具有变化性与延续性的特征。景观场所可被构
建但景观场所下的集体记忆不可被人轻易再生，且历史
街区作为聚居区域是具有典型性的记忆特征，是让记忆
依托于景观场所留存的物质表征，也是区别于其他街区
存在的重要因素。

1.1  历史街区集体记忆的景观场所
阿尔多·罗西认为，任何场所的潜在特征都是来源

于它的位置、它的地形以及其他自然要素，而人置入景
观场所中[2]，能够体会到历史街区所存在的特性，可以
在此街区中获得立足点与景观场所产生关系，因此景观
载体为当地提供了安全感与留存感。人们需要对过去具
有唤起功能的有形提醒[3]，以激发人在场所中的情感认
同与地域认同。而景观也被人用不同的视角去凝视，形
成丰富的含义，街区中的景观场所是有形的，而潜在情
感符号是无形的。

1.2  历史街区下集体记忆的体现
历史街区作为城市历史遗产的一部分，而集体记

忆也是群体记忆中一个标志性的元素，是街区下日常生
活化的体现也是居住区日常行为的展现。且历史街区
是具有地域传统特征的场所，是城市历史发展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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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同城市的发展对于街区的更新需求不同，集体
记忆是景观场所作为群体居住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
同于其他群众基础及居住文化，它是市民基于街区内公
共空间场所共有的回忆，是方便、熟悉的生活文化，是
城市地域文化特色的体现，也是街区保持活力的重要因
素。唯有更新与延续集体记忆的存在，才能够延续历史
街区的精神，街区才会在更新之后更有活力。

2  景观场所的构建与更新
记忆为人提供线索，与景观产生共鸣，而这种共鸣

是人在具体的环境中产生特有的地域感。同样街区内的
景观会激发人产生怀旧、回忆、共鸣。通过客观存在以
构建新的景观体验，延展地域空间的形式，更新出新的
物质媒介，传播具有记忆的景观场所。在再造与更新中
明确保护规划、更新目标及手段，保证实施措施合理，
形成保护与更新的有机结合。

2.1  构建景观场所的复生
历史街区作为城市公共空间记忆的舞台，街区中不

止留存了过去与现在，而且在构建新的景观场所时对记
忆也有所延续，如纪念碑、老店、民居、工业遗产等，
这些载体都体现出场所的文化底蕴以及人们共同生活的
回忆，从而产生身份认同。

因此，在进行景观场所复生时应当重点突出对主要
景观节点和主要视线点的构建与复生，在保留原有功能
上继续深化挖掘景观节点的能动性，并利用传统材料或是
添加符合现代审美进行新的演变，使本地居民与游客能够
快速感知景观场所的文化节点，形成景观凝视的差异化。

延续原有历史街区格局，将一些历史街区的景观场
地破碎、空间布局混乱、违规建筑重新梳理整合为新的景
观节点，形成景观场所的连贯性与通畅性，用景观场所的
构建复苏记忆。同时对于街区老店进行景观层面的更新，
街区道路两侧是店铺空间衔接街道空间的纽带，保留老店
的外貌特征也是“老店情结”的展现，可以让老店风貌在
时间演变中保持延续，而老店情结得以满足的基础就在于
街区与市民生活高度融合这一根本特质[3]。在街区原有格局
基础上进行“修旧如旧，建新如故”保留街区的原真性。
对于街区故事应该怎样呈现出动人的人文情怀，可在街区
内设置历史事件、民俗旧事陈列展示区，使“老故事”形
成新的“老故事”。街区中具有浓厚地域场景的景观可以
激发人们的记忆共鸣，并为街区形成更丰富的景观特色。

2.2  延展景观场所的记忆空间
地域空间与地域文化可以延展为记忆空间，将场

地丰富的文脉融合并衍生出更加符合现代功能的景观场

所，凝聚地方记忆，寻找拥有本土文脉的民俗文化、市
井文化、传统手工艺等以符合当地特色的方式进行景观
化的表述。通过丰富传统街巷与公共空间，同时结合景
观设施小品设计，形成外部商业空间与内部商业空间的
有机结合，为游客提供良好的旅游情绪，并在群居地区
的街巷中找到生活的“老味道”，引起游客的精神共鸣
从而达到一种客观与主观的生活体验。

2.3  再造体验景观场所
历史街区以其独特性与体验性，吸引了众多市民与

游客的参与，激发了当地经济活力与文化活力。同时历
史街区可营造多个体验参与式的景观场所，活化闲置建
筑、纪念性建筑的使用功能，如利用历史遗迹建筑空间
增加非遗文化活动、民间手工艺、当地特色小吃的体验
制作活动，让游客在参与过程中得到与惯常生活相反的
特殊体验，从而使“心理场”与“物理场”产生统一形
成共鸣[4]，形成良好愉悦的游客体验。

想要在街区体验街道、建筑、带来的三维空间，需
要游客去测量、去感知，因此强调街区内边缘空间也同
样重要。在街区的视线交汇点形成的空间中心处，往往
给人带来视线压力与心理压力。构建体验式的景观场所
对于公共空间内的私人空间也需要提供多种选择，因此
在街巷当中应当设置隐蔽空间，让游客在狭小空间中体
验闹市中的静谧。

2.4  构建视觉、听觉、嗅觉的记忆景观
历史街区的记忆景观可采用多感官的构建表达，

利用听觉、视觉、嗅觉等不同感官去体验历史街区的特
色。街区内听觉的营造也可利用多种形式呈现，如在街
区重要景观节点设置人走动的声音以及街巷当中的叫卖
声、回收废品独特的呼叫、街坊邻里的寒暄、自行车
“叮铃叮铃”等这些街区日常生活的音色串联人们的记
忆。也可让游客通过触碰特定物体发出声音从而产生互
动体验，用声音营造记忆景观的表达[5]。视觉表达则可
利用现代全息光影技术，通过灯光秀还原历史时空的特
殊生活场景，使人在光影中感受以前人们生活的温度，
让游客多重体验感知历史街区生活的趣味性与游玩性，
激发人对于生活的热爱。嗅觉表达则以种植当地特有的花
香植物，散发自然的香味气息从而形成特有的区域味道。
这三者之间的存在并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相互联系、互
为补充，形成街区的丰富性与趣味性，让游客在多种方式
辅助下感受记忆的味道，透过形式触碰、感知过去时光。

2.5  街区景观环境的地域性
历史文化街区因处于不同地区所呈现的方式也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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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环境地势的不同、文化的不同、气候的不同都会
使各街区有所差异，街巷肌理结构的分布也会随着地域
而变化。而这些变化也会呈现出人文环境与思想文化的差
异，因此面对不同历史文化街区应因地制宜，科学制定更
新策略。对于区域内富有地域特色的建筑、景观、人文应
给予充分的尊重，构建出富有当地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

3  历史街区活力更新策略
时间具有不可重复性和不可逆转性，历史是对过

去的呈现，也是与时俱进的，对于历史街区的更新不能
以过去为标准，因此历史需要分析和批判性的论证。对
于历史街区的保护应该挖掘其真正的历史文化价值，强
调街区内时间的连续性与和谐性，激发在街区氛围的营造
下形成浓厚而独具本地特色的历史街区景观场所的活力。

3.1  历史街区更新原则
（1）真实性原则。在更新与维护中，不可对所有的

街区风貌与建筑的改建实行一刀切更换，对于违规私建
的建筑予以清除，保留原有街区格局。充分认同地域的
生活习惯与民族习俗，做到历史街区的整体性与内在文
化意义相同。街区场所的存在承载着集体记忆的留存，
改变其风貌会对人的归属感、认同感造成强烈的破坏。
将街区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与客观存在者，延续历史街区
所存在的价值。

（2）参与性原则。历史街区作为群居式的生活场
所，居民拥有相同的生活方式与民族风俗。只有民众真
正参与到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中，实现自下而上的保
护模式，才能激发历史街区的历史和价值。逐步推进由
街区居民自主更新、制定符合街区内的发展规则，让居
民与民间资本意识到和谐参与其中才是历史街区循序渐
进更新与发展的重要保障。

（3）发展性原则。在历史街区发展中既不能固执地
全盘继承传统，也不能把历史古迹作为残损或旧物来看
待。应主动思考怎样将历史街区与现代理念相结合，从
而激发场所的新活力。

3.2  景观场所活力与更新的方法
历史街区中的景观场所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

应明确以下更新方法：（1）保留其基本风貌，保护街
区内建筑环境、文化遗存，不可一刀切更换原本街区
基本风貌，实现历史街区文化底蕴的延展性以及丰富
性。（2）更新现代功能设施，预防原居民因配套设施
陈旧、居住环境较差而搬离街区，导致街区生活活力的
缺失。（3）强调场所空间尺度，创造街区空间行走的
舒适性，在街道景观中的舒适与亲人性能够对人产生积

极的情绪。（4）融入本地特色的街道景观，结合地域
场地条件增强民族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人文场景表
达以此提高景观质量，形成文化氛围浓厚的历史街区，
重新聚拢人气。（5）构建便捷的交通路线，将居民与
游客的交通路线与历史街区的发展纳入城市规划发展当
中，与城市轨道交通接轨结合，形成交通便捷、旅游体
验方便的历史街区文化经济圈层。

3.3  场所的保留与植入
场所是集体记忆的基础，因此基于历史街区的分

析，提炼集体记忆的行为需求和景观特征，在其场所性
质、形式和活动导向的基础上，对原有场所的具体空间
进行梳理和整治保护，以点带线、以线成面的分级方
式，植入、织补出完整的、有层次的场所空间序列。营
造出具有特色的场地氛围，形成完整的场地集体记忆。

4  结论
历史街区是一个地方的前世今生，更是历史的见证

者，因居民生活的烟火气息聚集形成历史街区独有的文
化与人文魅力。集体记忆是街区地方特色的重要因素，
也是景观场所的灵魂所在。人的交互行为与时间、集
体、景观、建筑、区域产生链接，与其他街区有着本质
的区别。集体记忆下的景观场所是历史街区地域特色的
重要基础，是优秀历史街区的基本条件。本文对集体记
忆场景化进行进一步的论述，但就其个案研究应当因地
制宜从具体角度挖掘。由于记忆不具有物质性，怎样将
其物化呈现仍然需要不断构建，因此集体记忆下物质载
体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所以在更新历史街区
时需要紧扣当地的文脉与地域特色，保护存在于集体记
忆下的景观载体与物质载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延
续集体记忆下的生活场景与景观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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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土地吸引率停车需求模型的小城镇
中心城区公共停车场规划研究

——以广西合浦县为例

□ 周   薇    刘   芳   农耘之

[摘   要] 为应对西部小城镇中心城区“停车难”问题，本文对广西合浦县城中心城区公共停车现状进行实地调查，运用土地吸引率停
车需求模型对各交通分区的停车需求进行预测分析，在供需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各交通区域存在的停车需求问题，并提出县城
中心城区公共停车规划措施，以期对合浦县城公共停车场的规划管理及发展建设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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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
长，机动车停车需求激增，给西部小城镇带来了“停车
难”问题，尤其是中心城区问题最为严峻。如何准确地预
测停车需求，并科学制定公共停车场规划，是城市管理部
门面临的重要任务[1]。为此，本研究以广西北海市合浦县
城中心区为例，以停车现状分析为基础，结合城市发展水
平和中心城区用地类型，通过对广西合浦县城中心城区公
共停车数量、停车目的、停车次数的实地调查及交通分区
的划分，提出土地吸引率停车需求模型对各交通分区停车
需求进行预测分析，对比现状进行停车供需分析，进一步
总结出各交通区域存在的停车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
缓解中心城区停车难题的公共停车场规划布局措施[2]。

1  基本概况
1.1  社会经济概况
合浦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处于大西南经济

商圈与泛北部湾经济圈内，毗邻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
2019年，合浦县地区生产总值301.06亿元，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3.19万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9万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0万元。

1.2  道路交通设施供给特征
1.2.1  道路网络体系不够成熟

合浦县城现状道路网络体系尚未完善，县城对外

货运交通以及部分过境交通仍需要通过209国道，穿越
中心城区。东部廉阳大道分担部分过境交通压力；北部
由东山路、东圩路承担过境交通压力。现状道路宽度不
足，交通压力大。

1.2.2  中心城区道路交通矛盾突出

中心城区交通秩序混乱，客、货运输车辆不分流，
多条道路汇聚一处路口，未设置红绿灯，存在人行道被
摊贩、自行车占用等问题，造成中心城区道路经常拥堵。

1.2.3  停车场现状

合浦县城现状有11处地上停车场和1处两层地下停
车场，出租车缺少固定或临时的停车场地，只能依赖于
路内停车，而部分繁忙路段未设置路内停车位，不能满
足目前车辆停车需求。

2  中心城区停车分区
根据现场调研和现状资料研究发现，合浦县城停车

需求问题主要存在于中心城区商业、办公集中的地区，
因此，本文主要针对合浦县城中心城区内能够产生停车
吸引量的地块进行停车供需关系进行分析。

根据城市的实际使用需求，在城市建设用地中，
对公共停车产生需求和吸引的用地主要包括商业服务设
施用地、行政办公用地、文化体育用地、教育科研用
地、工业用地、仓储用地、医疗卫生用地、文物古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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