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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Urban Cultural Space and Cultural Plan⁃
ning
GAO Yuan, WANG Shusheng, ZHANG Linjie

Abstract: As a significant component of urban space, urban cultural space embodies

the spirit of urban culture. It is also 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field that blends

anthropology, sociology, human geography, cultural geography, cultural studies, and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Based on a review of literature from both China and over‐

seas, this paper analyses historicall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ncept and connota‐

tion of urban cultural space and summarizes the progress and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research and planning practice.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urban cultural space in the field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are divers, and the

connotation and scope of cultural space need to be clarified. In addition, with defi‐

ciency in quantitative and empirical research, new data and new methods in urban

cultural space planning are called for. Therefore, there is an exigency to construct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urban cultural space planning. In terms of urban cultural

space planning in the new era, is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connotation of cultural

space could be centered on the well-being of residents, the spirit of urban culture

should be explored, the value and genealogical of urban cultural space should be

clarified, and the pan-cultural space should be rejected. Second,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s must be applied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urban cultural

space, identify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summarize the spatial pattern. Third, to

ensure good planning of urban cultural space, planners need to combin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apply multiple dynamic big data and corresponding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and facilitate the cooperation of multiple planning agencies.

Keywords: urban cultural space; cultural spatial planning; literature review; progress

and prospect

城市文化空间具有承载城市精神、化育和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是塑造城市特色、

彰显城市文化的关键要素。国外的文化空间研究文献一般使用culture space或

cultural space，我国基本沿用这一概念。从工业文明之后的城市发展来看，城市文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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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城市文化空间承载城市文化精

神，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人类学、社会学、人文地理、文化地

理、文化学与城乡规划学的交叉研究领

域。基于国内外文献的梳理，结合历史

的维度，分析了城市文化空间的概念与

内涵差异，总结了国内外研究规划方法

的进展和局限。研究发现城乡规划学领

域内城市文化空间的定义和分类方式多

元，需要厘清文化空间的内涵和外延，

城市文化空间规划缺少定量和实证研

究，呼吁新数据和新方法，亟待建构城

市文化空间的规划理论与方法。就新时

代城市文化空间规划，提出应注重在文

化空间内涵上围绕居民福祉，挖掘城市

文化精神，明确城市文化空间的价值内

涵与谱系构成，拒绝泛文化空间；运用

多学科交叉挖掘城市文化空间格局的历

史生成，识别空间分布特征，总结布局

模式；方法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多元

动态大数据以及相应的空间分析方法支

撑，与其他规划相协同，建立健全城市

文化空间的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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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竞争力，城市文化

战略成为不少城市的发展战略，城市文

化空间作为城市文化战略的重要支撑而

逐渐被重视。然而在城乡规划领域中国

文化空间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对于历史

还不够重视，在现行规划体系中还未给

予应有的重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

全球化背景下，亟待建构中国城市文化

空间的规划方法。

面向中国城市文化空间的“未来”，

要传承中国“本来”基因，借鉴西方

“外来”先进经验，本文从国内和国外、

历史与当下两个维度，分别对城市文化

空间和城市文化空间规划方法两方面进

行回顾、对比和总结，重点围绕厘清概

念起源及其内涵，总结分布规律、布局

模式、规划应对等规划理论与方法方面

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中国城市

文化空间的研究方向。为建构文化空间

规划理论提供基础和支撑。这对在全球

化的背景下和国际化的视野中，彰显和

传承中华文明，创新发展城市文化空

间，探索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文化空间

理论框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指

导城市文化空间规划和建设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1 城市文化空间的概念及内涵差异

文化是理解城市的重要维度。但文

化的定义广泛且复杂，城市作为一种文

化现象和文化景观，从城乡规划领域来

看，城市文化侧重于城市的人居环境建

设和发展（武廷海，张敏，等，2008）。

城市文化空间与文化有关，中外对城市

文化空间的理解也有很大差异。中国具

有优秀的城市规划传统，因此厘清中国

城市文化空间的概念有必要从中国城市

规划传统中的“人文空间”和西方“文化

空间”概念的提出、发展和引入出发，

比较中外城市文化空间的内涵差异，有

助于明确中国城市文化空间的所指。

1.1 西方“城市文化空间”的提出与发展

1.1.1 工业革命、二战、全球化不同发

展阶段的城市文化空间

西方“文化”一词culture源于希腊

词汇 colere，有“居住、养育、尊敬”

之意。文化空间（cultural space）源于

人类学。

工业革命之后，历史建筑遭到破

坏，1933年国际建协首次在《雅典宪

章》中提出保护“有价值的建筑与地

区”。二战后，文化遗产的概念从历史

建筑向周边环境整体保护，文化遗产的

保护也从简单的物质环境的保护，走向

保护与再利用。从1943年的《历史建筑

周边环境法》，到 1962 年的 《马尔罗

法》，提出城市“保护区”制度。1964

年通过的《威尼斯宪章》，提出了文物

古迹保护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与方

法。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明确了文

化、自然、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三种类

型，1992和1994年又分别将文化景观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文化遗产。工业

化、全球化带来的城市同质化，文化危

机浮现。L. Mumford（1938）从社会性

的角度批判了工业化发展时期的城市文

化的同质化。1960年代后欧美国家城市

的文化休闲娱乐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

博物馆、文创中心、艺术家聚集地等一

批新城市文化空间类型。1970年代，地

理学空间转向，“文化空间”成为文化

地理学的重要研究方向。随着西方发达

国家经济制造业转型和创意经济兴起，

城市内部出现碎片化、两极分化，将文

化作为城市永续发展的重要方面。1980

到1990年代，欧美城市普遍采用文化驱

动的城市再生战略 （L. Kong，2009），

通过城市文化振兴城市经济和社区发

展。1985年欧洲在雅典提出了“欧洲文

化计划”，并选出欧洲文化之都，目的

在于唤起欧洲的多民族、多地域共同体

的文化性，将文化空间看成是国家、民

族教育和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内容 （M.

Sassatelli，2008）。英国1988年提出的

《城市行动》（Action for Cities）将艺术

纳入文化的范畴。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颁布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条例》将非物质文化遗产

明确分为“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

间”，其中定义“文化空间”是“一个

可以集中举行流行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

所，或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

间”，是“人们集会、分享、交流社会

实践与思想的物质或象征空间”（W.

V. Zanten，2002）。

21世纪，艺术催生了城市文化的空

间生产，文化规划兴起，很多社区委托

制定文化计划，为文化地区制定措施和

发展政策 （A. Markusen，等，2010）。

美国也将文化在区域经济部门中的作用

和影响放在了优先位置，考虑其对城市

经济、就业和产出的影响。2013年在伊

斯坦波尔会议报告中也指出了文化空间

的活力受到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威胁

（K. Oakley，2015）。2016年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发表的《文化·城市未来》（Cul-

ture: Urban Future）①中提出要全方面

将文化考量纳入到城市战略之中。

1.1.2 强调空间的价值和意义，文化空

间具有物质、社会和感知多重属性

文化空间是文化作用于空间上的产物。

M. Foucault （1970） 将文化空间视为

“多层次历时性的积淀（the sedimenta-

tion of layers over time） ”。L. Y. Lai

等（2013）阐明了文化空间就是奉献一

个地方的意义。F. Bianchini（1993）将

文化空间看成是一种文化实体（culture

entities），是人们交流、分享的地方，以

及与身份和生活方式相关的地方。

“人”、“活动”和“场所”是形成

城市文化空间的三要素 （R. Benedict,

1934）。F. Ferdous等（2008）指出文化

空间是连接“人——空间——文化”之

间的重要物质载体，文化空间指的是与

人的活动、行为或感知、空间原型和特

征相关的城市空间，强调文化感知性以

及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关联。文化空间

是集体现象和公共空间的集合进行各种

各样的活动。文化空间也被解释为与人

们的行为和行为相联和心理空间。文化

空间既关注人，也关注环境，强调集体

记忆和空间的历史分层，通过文化活动

反映个人的行为模式与感知，不同的文

化活动界定了文化空间的类型、格局、

环境特征以及相关人群，其不仅是物质

空间，也是个体或者集体对文化的空间

价值感知的混合体。L. Y. Lai等（2013）

认为文化空间的组成部分包含物质属

性、社会属性和感知属性。其中物理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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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包含街道空间格局、空间特征、建筑

形态、标识体系等；社会属性重点是在

空间内开展的社会文化活动；感知属性

是对文化空间内的活动、记忆的感知；

并认为文化空间的价值主要是由其物理

属性的价值决定的。A. C. Pratt（2014）

则认为文化空间的重要性取决于空间的

价值和空间的意义，指出英国文化空间

的价值主要是受市场、非市场、精英和

民众四方面的影响。

1.1.3 文化空间内涵的多样性与分类的

模糊性

文化空间的内涵是动态变化的，其

分类往往具有模糊性和主观性，因此文

化空间需要不断评估，进而进行动态调

整。人口的增长、全球化、新技术社会

治理创造了新的文化形式，文化的广度

从传统的古典文化，延伸到了创意产业、

旅游、消费等领域（A. C. Pratt, 2014）。

R. N. S. Clair等（2008）指出文化空间

是时间的沉淀理论，提出“文化沉淀”

理论（sedimentation theory of culture），

认为文化空间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共

同体，尊重新旧空间的层次与融合，尊

重多元共存与混合，其结构就是时间在

空间上的层叠关系。L. Kong（2009）将

文化空间分为纪念性和日常性两类，其

中文化空间地位的重要性与其在空间上

的位置存在某种必然关系，重要空间居

于城市的核心位置。A. C. Pratt（2014）

将城市文化空间分为遗产、去工业化和

创意产业三种类型。

国外实践对文化空间的定义也不尽

相同 （表 1）。加拿大文化空间基金

（Canada Cultural Space Fund） 定义文

化空间是“一个能够使加拿大人聚集在

一起体验艺术以及与遗产相关的活动的

物理空间”。华盛顿文化空间的创造与

城市的发展相联系，重视文化活动的展

开，文化的表达与体验，文化设施的服

务，建构文化生态系统。

因此，西方文化空间一方面重视文

化的多样性，既有文化遗产，又有公共

艺术；一方面重视文化发展的综合效

益，兼顾经济与社会效益，关注弱势群

体，强调各方利益之间的平衡。

1.2 中国“城市文化空间”的传统启示、

内涵与分类

1.2.1 中国城市规划传统的启示

中国城市强调其精神文化意义的存

在，重视人文空间的建设是中国传统城

市规划区别于西方并自成一格的重要特

征。城市人文空间建设以精神文化价值

为导向，源于人们对于城市的精神价值

追求，人文空间是“人心所寄”之所，

承载着人心凝聚和道德化育的作用（王

树声，高元，等，2019）。纵观人文空

间的共性和地方独创性，其内涵随着时

间的变化不断拓展，既有继承，也有创

造，总体上可细分为文治、文教、文

思、文敬等类型。这些空间作为古代城

市地图表达的重要元素，在城市物质空

间中所占比重较大，在空间选址和布局

中，往往处于山水环境的关键位置。

1.2.2 注重实体物理文化空间，空间活

动社会性和空间感情的感知性

在1990年代中国就开始了与城市文

化相关的研究，城乡规划领域内的前辈

提出的城市文化、城市文态、城市文化

环境等为城市文化空间的发展和研究奠

定了重要基础。郑孝燮 （1994） 提出

“城市文态环境”，强调城市建设的物质

性和精神性的统一。吴良镛（1996）认

为广义的城市文化包含文化的指导和社

会知识系统，狭义的城市文化包括城市

建筑文化环境的缔造以及文化事业设施

的建设等城市的文化环境。张锦秋

（2005）提出城市文化环境构成的要素

主要有标志性建筑、城市文化设施、街

区、风景名胜和城市整体特征。21世纪

中国城市文化空间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

热点。

物质性是城市文化空间的重要特

征，但并不代表城市文化空间就等同于

城市公共空间。陈虹（2006）认为文化

空间是“人的特定活动方式的空间和共

同的文化氛围”，兼具空间性、时间性、

文化性。向云驹（2008）从保护的角度

详细介绍了我国文化空间的资源状况和

保护原则。李星明、朱媛媛等（2015）

认为文化空间是人们在一定的区域或环

境中，经过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活动

表1 国外城市文化空间定义与空间构成
Tab.1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al space and spatial com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城市

温哥华

西雅图

华盛顿

DC

旧金山

多伦多

定义

艺术和文化被创造、

保存、呈现和体验的

地方

所有以展示或支持艺

术家及其艺术为主要

目的的空间

创造者和消费者聚集

在一起的社会、非正

式和正式场所

艺术家空间或艺术空

间，艺术创作、表演或

展览的任何空间

提供和支持创造性的

艺术活动和文化遗产

的庆祝活动

文化空间构成

内容

使用方式

展示空间、生产空间、艺术供应、培训和教育空间、生

活/工作空间以及艺术支持组织和文化遗产组织的

空间

工作室、排练厅、剧院、音乐厅、展览空间、生活/工作空

间、画廊、博物馆以及教育和行政设施

表演空间

艺术、设计、电影、广播、录音、舞蹈、音乐排练等演播室

文化活动的多用途

空间

多元文化社区空间

艺术家的住宅和生活/工作工作室

为艺术及文化机构提供的艺术教育设施及办公空间

创作/生产、展示、住宅(艺术家的住宅和生

活/工作工作室)、多功能、办公室/附属空间

全时间使用（音乐、舞蹈、喜剧、博物馆）、临

时性（社区聚会、临时表演）、兼容使用（社

区与工作空间）

现场剧场、音乐场地、电影院、艺术

画廊等博物馆

公园、广场和街道、酒吧、咖啡馆和

俱乐部、社区中心、图书馆和礼拜

场所等

文化中心、民族和新来者会议场所

资料来源

文 化 设 施 优 先 计 划

2008—2023（Cultural Fa⁃
cilities Priorities Plan）

关于创造、激活和保存

的 30 个点子（30 Ideas
for the Creation, Activa⁃
tion & Preservation）
华 盛 顿 DC 文 化 规 划

（DC Cultural Plan）

文化空间保留研究：加

强多伦多市中心核心的

创意经济（King-Spadi⁃
na Cultural Spaces Re⁃
tention Study: Strength⁃
ening the Creative Econ⁃
omy in Toronto’s Down⁃
town Core）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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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形成或构建的、在当今仍然具有生活

和生产功能或性质的物理和意义空间或

场所。

1.2.3 城市文化空间的类型划分方式多

样，空间主体多元化

我国城市文化空间类型的划分标准

不一（表2），除了物质性之外，还包含

空间承载的活动内容，如2005年《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

办法》中明确文化空间是指展示场所，

还有文化活动。另外，城市文化空间关

注文化设施，如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共服务保障法》提出了“公共文化

设施”的具体内容。

在城乡规划领域，对于城市文化空

间的分类方式主要有四类：一是按照功

能、内容谱系，即按照构成和内容组成

要素来划分；二是按照时间，划分为历

史、现代等；三是按照空间特征进行划

分，包含有空间层次（宏观、中观、微

观）、点线面要素 （节点、街区/廊道、

文化园/区）等；四是按照价值为导向，

按照价值高低排序。除此之外，还有混

合方式。

尽管城市文化空间定义模糊，标准

不一，但伍乐平、张晓萍（2016）明确

指出应反对“泛文化空间”，不应将一

切文化现象都看成是文化空间。王树声

（2018）提出“文地”，主要是以价值为

导向，指承载精神文化价值、凝聚城市

情感记忆和服务居民文化生活的文化

用地。

2 城市文化空间规划的研究进展

2.1 国外文化空间规划研究进展

哈维最先提出文化规划的概念，并

运用在社区建设之中 （H. S. Perloff,

1979）。随着西方城市经济转型，城市

文化产业兴起推动了文化导向的规划方

法的探索和建立。经过40余年的规划发

展，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

2.1.1 从重视“物质”形态的保护到挖

掘“文化”内涵，逐渐走向文化复兴，

最终走向城市品牌营销

国外城市文化空间的规划实践主要

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对历史文化遗产进

行研究和保护，在城市建设和规划中将

文化特色和城市传统文化融入城市空

间。二是城市复兴，文化空间的内容也

涉及到历史空间的保护、现有空间的维

护和新的空间的创造，复兴强调文化空

间在旧城更新中的战略引领作用和经济

作用，城市文化设施建设呈现混合的功

能利用，H. R. Snedcof（1985）提出了

复合使用的文化设施。三是在全球化过

程中的城市营销，包含策划文化活动发

展旅游。2018年“东亚文化之都”的活

动中，申办规划不仅要求城市规划文化

设施建构布局，而且要利用城市空间展

开文化活动。因此，城市土地的再开发

利用、建筑使用、基础设施以及税收政

策都是城市文化空间建设关注的重点

内容。

2.1.2 规划目标强调综合效益，将文化

与社会、经济、政治相结合

文化空间规划的核心是公平与效

率，目标是将城市文化与社会、经济等

多元利益发展相协调，重视文化设施与

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与经济的关系。重

视社会公平，避免文化精英倾向，强调多

元利益主体的参与，尤其是非营利组织等

多元化的公众参与方式。J. H. Steward

（2006） 提出的文化生态学 （cultural

ecology）主张研究文化与人、社会、自

然、经济等多种因素的交互机制。A.

C. Pratt（2014）强调资助文化的方式：

从国家转变为第三部门和私人作用；文

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从“特殊”到

“普通”，文化更加普遍；对经济生活的

影响：文化供应的商业方面的显著增长

及其对文化价值的影响；文化表达的多

样性：从以前被认为是低文化的非正式

活动中纳入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化表达；

文化的传递：通过一系列新技术，在时

间和地点上，允许越来越多的文化参与

和选择机会。

为此，国外成立了相应的机构进行

保障。英国成立了创意经济联盟，加拿

大成立了文化空间基金（CCSF），目的

是改善艺术与遗产相关的创作、展示、

保护与展览，对文化空间的合格标准、

评估流程与评估标准、融资以及可行性

多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和操作流

程。温哥华、西雅图和旧金山已经采取

措施推广文化空间，通过赠款计划、定

向拓展、市属使用，为文化目的的财产

和对新文化空间的激励发展。多伦多成

立了涉及建筑、城市规划、文化、工程

等多个部门联合的文化工作小组。美国

的文化事务则散布在多个委员会之中，

文化规划包含在分区规划之中。

2.1.3 文化空间规划应该传递使用者感

知其意义和价值，强调空间的可识别性

和可想象性

欧洲的“欧洲文化之城”（Europe-

an City of Culture）目的在于培养和发

掘欧洲城市的“文化”特性 （M. Sas-

satelli， 2008）。 F. Ferdous 等 （2008）

认为文化空间规划的核心是如何利用我

们的认知价值和规范来感知空间的存在

和精神意义。人类在不同尺度上，能否

被感知都空间的意义才是最重要的。他

将文化空间的规划看成是一个编码的过

程，人的感知就是解码，如果不能共享

分类依据

城市文化的物质文化层

面的体现

时间维度+内容多元

空间载体类型

文化外延

遗存+价值+非物质

强调其物理属性、社会属

性和时间属性

价值优先+功能+多维度

分类方式

城市居民、文化活动以及文化场所

城市传统文化的历史空间、城市现实文化的多元化实时空间

和城市未来文化的伸展空间等三维向度构成

展示性空间、传承性空间、创新性空间等

文化产业、文化服务设施、文化遗产、文化消费空

所有历史遗存、具有保护和传承价值的人类文化活动

物质文化遗产、公共文化设施、文化经营场所、文化产业空间

文化精神标识、纪念、宗教、文化遗产、文化设施和文化产业

六类“文地”

来源

王承旭（2006）

陈宇光（2008）
常延聚（2006）
杨启（2016）

伍乐平，张晓萍（2016）
王琛芳（2017）

王树声（2018）

表2 国内城市文化空间分类依据与分类方式
Tab.2 The classification method of urban cultural space in China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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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理解代码，那设计表达就是无效

的，强调人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其

中感知组件主要与具体的场所环境、时

间记忆、人的认知、空间的可识别性和

可想象性等方面。

2.1.4 城市文化空间的技术方法与规划

实例

城市文化空间技术方法不断创新，

西雅图通过文化空间进行热点分析，提

取其分布格局。文化空间布局的研究要

区分对待共生型和竞争型文化空间。A.

Markusen等（2010）在强调了文化区和

文化旅游导向两种文化策略，并且对文

化区的布局原则，探讨了分散和聚类布

局的关系，分散布局有利于公平性使

用，政府倾向与文化区的集中建设，发

挥规模效应。

温哥华2008—2013年文化设施规划

（Cultural Facilities Plan），解决文化需

求与空间供给之间的矛盾，规划中将城

市中拥有的和可以出租的文化空间进行

了规划和安排，并展开了Cultural Spac-

es Mapping Project统计文化空间具体类

型的项目。加拿大文化设施规划中重视

文化空间在视觉、文学、艺术、文化价

值等方面的表达，强调多种功能，提倡

连续的艺术活动，关心社区的能力、特

征和目标，认为不同层级的文化设施应

该呈金字塔式的规律分布。奥克兰2016

艺术文化空间保护与创造策略（Strate-

gies for Protecting and Creating Arts &

Culture Space in Oakland）的文化空间

规划重视永久性、公平性和文化保护。

其中永久性是提供永久的文化空间，公

平性是最大程度满足多元类型的文化空

间，并且谋求综合利益最大化，文化保

护指的是保护文化和遗产空间。

2.2 国内城市文化空间规划研究进展

2.2.1 规划主体从“文化遗产保护”发

展到“文化设施”再到“文化空间”

地理学领域的研究包含空间几何的

拓扑研究以及空间与权力、象征之间的

关系，探讨空间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伍

乐平，张晓萍，2016）。传统城乡规划

领域以历史文化遗产和文化设施为主，

强调文化的空间化。自21世纪初，学者

们开始探索建构文化规划。黄鹤（2004）

较早地展开了文化规划的相关研究，从

文化规划发展目标、流程、基本方法和

规划类型、空间实践和支撑体系等方面

初步构建了文化规划的体系方法。王承

旭（2006）关注城市文化及其层次、城

市文化空间的概念、城市文化空间三要

素及形成机制、城市文化空间的四种尺

度、城市文化空间的需求层次五方面内

容。李祎等（2007）都提出了城市文化

研究框架。朱文一（1992）运用符号学

理论和方法，探索城市空间的文化内

涵。黄瓴（2010）提出城市空间文化规

划是城市空间文化结构理论及其解析与

评价方法在城市规划与设计中得以应用

的有效途径。刘合林（2010）从文化城

市的内涵、构成框架、类型与特征、评

价指标等四个方面进行理论建构；从文

化城市的理论逻辑出发，提出了构建文

化城市的发展战略，并关注其带来的空

间、经济和社会效应。刘扬、徐泽

（2013）在梳理城市文化战略、各类文

化规划以及文化空间要素之间的内在联

系的基础上，提出城市文化空间规划的

基本技术框架。

2.2.2 定量化的研究趋势

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和城市物质空间

的定量方法，促进了城市文化空间的定

量化研究。黄瓴（2010）提出城市规划

应该避免轻视城市文化的倾向，对城市

空间文化价值进行适度量化研究。侯

兵、黄震方等（2011）从物质、时间和

区域的三重视角，提出了资源利用、整

合路径和评价指标。王琛芳（2017）提

出衡量城市文化空间结构的主要指标包

含城市文化密度、城市文化空间布局和

城市文化空间形态。

2.2.3 规划体系变革中的文化底线

近三年来，应对规划转型，城市文

化空间的探索多有创新，对未来空间规

划体系的内容和用地分类有借鉴价值。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

中将文化保护控制线与生态保护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市开发边界

作为城市建设和布局的控制线，其中文

化保护控制线是“为保障文化发展，针

对历史文化遗产、自然（文化）景观和

重大文化体育设施集聚区，逐级分类划

定”。申立、陆巍等（2016）在上海文

化空间编制中建构了“多元需求解读—

远景目标设定——逐层分解目标——空

间支撑体系”的基本范式，提出宏观上

构建战略文化区域结构布局，中观上文

化设施布局，微观上公共空间文化氛围

营造。李炎、王佳（2017）提出城市文

化规划中应该调适“城市形态多样性与

城市顶层设计、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与城

市文化空间、地方文化生活与网络文化

空间、地方历史文化遗存与城市新区文

化、城市经济转型与文化创意产业”的

关系。王树声（2018）从“从文化精神

定位、文地要素构成、山水人文空间格

局设计、文地规模确定、文地规划层次

等方面构建了文地系统规划的基本理论

框架”。

3 研究评述与展望

3.1 研究评述

3.1.1 多学科对城市文化空间研究广

泛，但城乡规划学领域城市文化空间的

定义和分类方式多元，需要厘清文化空

间的内涵和外延

城市文化空间的研究集中在人类学

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城乡规划学

领域研究薄弱，多借鉴其他学科，或者

是从空间的特征着手分类。由于中外文

化的差异性，城市文化空间的定义有所

不同，但二者又具有相似性，即城市文

化空间的精神价值和意义是最为根本

的。国外城市文化空间强调其动态性，

随着文化内涵的动态发展而有所区别，

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强调物质、精神

和社会属性的统一，尤其重视城市文化

空间的文化意义的感知和传递。国内学

者关注城市文化空间的物质属性较多，

强调核心象征性、精神承载性、意义与

符号、交流与传播等方面。另外，中国

传统的人文空间内涵对城市文化空间的

构成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但关注不够。

从城市空间建设的角度来看，厘清城市

文化空间的内涵和外延是首要问题。城

市文化空间的划分标准，既要有谱系思

维，由不同的类型构成，也要有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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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同时可以明确，以价值为导向的

城市文化空间应该是其内涵，但具体的

价值包括什么？是未来亟需研究的。文

化空间的外延，可以从设施拓展至文化

产业空间。

3.1.2 亟待建构城市文化空间的规划理

论与方法，城市文化空间规划缺少定量

和实证研究，呼吁新数据、新方法

国外城市文化空间规划多是针对文

化设施和城市文化营销、以及城市遗产

保护，国内城市文化空间规划主要集中

在历史文化保护、文化设施层面及城市

文化战略之中，涉及到文化设施空间分

布的合理性、城市特色空间的空间设计

等其他空间分布特征，但是对人本身、

对于文化空间能否有效传递和表达、对

使用者能否有效感知文化内涵这些本质

问题关注不多。另外，对城市文化空间

规划与现行规划体系的衔接、在规划体

系中的地位以及相应的法律保障等方面

研究不足。文化空间的研究多聚焦于抽

象思辨，实证研究与定量研究不足，对

于生成机制与地理信息技术和跨学科的

运用研究不多，我国目前的定量研究通

常以静态数据为主，动态的数据、大数

据、手机信令等的结合不足。

3.2 新时代中国城市文化空间规划的研

究重点

新时代赋予城市规划的新要求，当

前中国城市肩负着生态文明建设和文化

传承的历史使命，人民对高质量生活的不

断追求，城市不仅要“看得见山，望得见

水”，而且要“记得住乡愁”，城市文化

空间的建设目的就是通过物质空间的营

建实现这一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亟

需在中国本土城市规划优秀传统的基础

上，结合国外先进经验，围绕“谱系构

成——空间格局——技术与机制支撑”，

建构符合我国现实国情和人民需要的城

市文化空间及其规划的理论与方法。

3.2.1 围绕提升居民福祉，挖掘城市文

化精神，明确城市文化空间的价值内涵

与谱系构成，拒绝泛文化空间

中国城市文化空间既要自上而下弘

扬和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又要自下而上

满足居民精神文化所需。城市文化空间

是城市的灵魂，并且每一座城市都有属

于自己的文化空间构成，不能简单照搬

和套用其他城市。城市文化空间除了功

能物质属性之外，最重要的是其价值属

性，不能简单将城市文化空间与城市公

共空间、城市遗产物质遗存、城市文化

旅游、文化地产混为一谈，城市文化空

间建设要避免经济化、符号化、娱乐

化。在全球化和技术革新的发展背景

下，应该挖掘每一座城市的精神文化和

城市文化的内涵，将“城市精神文化空

间化”，通过物质空间的规划和建设承

载城市精神，提升居民福祉。因此，城

市文化空间的判断标准和分类依据就是

面临的首要科学问题，这是城市文化空

间规划的基础。每座城市应该建立自己

的城市文化空间构成要素与谱系数据

库。城市文化空间应避免精英主义和泛

文化空间，城市文化空间的构成要素要

凝聚居民的集体记忆，具有崇高性和共

识性，不能将文化泛泛而谈，必须要落

到具体的空间中。在城市精神文化与文

化空间的匹配基础上，对现状的城市文

化空间的构成、空间位置和空间规模进

行调整。

3.2.2 多学科交叉挖掘城市文化空间格

局的历史生成，识别空间分布特征，总

结布局模式

城市文化空间是时间在空间上的沉

淀，那些能够代表城市文化精神的城市

文化空间往往是城市经过历代传承至今

的，因此在明确城市文化空间谱系的前

提下，首先要从历史的维度，运用历史

学、地理学、文化学、考古学和城乡规

划学等交叉综合研究的方法，分析城市

规划和建设史，挖掘城市文化空间现状

格局形成的历史因素，识别城市文化空

间中的关键要素及其与山水形胜和其他

功能空间之间的关系，总结历史山水人

文空间格局。其次，从系统性的角度，

在整体层面和不同类型等角度对城市文

化空间格局总体特征进行分析，包含空

间的可达性、集中度、聚类等。关注城

市文化空间结构在城市总体构架中的骨

架作用，从城市文化空间格局与城市空

间、山水格局的耦合关系，判断城市文

化空间格局对于城市空间特色的引领

性。最后，在继承和创新历史城市文化

空间格局的基础上，探索城市整体艺术

骨架，对整体空间布局模式提供支撑，

对城市中的关键节点、地段、廊道和地

区进行有效控制和规划指引。

3.2.3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多元动态大

数据以及相应的空间分析方法支撑，与

其他规划相协同，建立健全城市文化空

间的保障机制

城市文化空间事关国家文化传承与

居民福祉，在规划体系中要明确其重要

性，为坚守文化底线，建议将城市文化

空间规划纳入空间规划体系，从内容、

组织、技术编制框架和政策的角度与其

他类型的专题规划相协同。城市文化空

间需要建立技术保障，主要是创新规划

技术方法，城市文化空间在借鉴城市规

划的基础之上，切实关注居民对文化空

间的诉求和满意度，从手机信令、调研

访谈、POI兴趣点等多种形式丰富数据

源。运用心理感知、GIS等空间分析手

段，建构城市文化空间数据库，运用定

量的方式展开聚类热点分析、交通可达

性分析等方法来识别空间格局，从动态

的方法和时间地理学的方法，加强文化

空间的“流”作用与机制。此外，还应

对城市文化空间进行实时监测、评估和

预警，建立保障机制。

注释

① UNESCO. Culture: urban future; global

report on culture for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M]. Paris : UNESCO,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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