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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增长发展的“场景模式”，即以文化为生产

要素，以消费为导向，以生活娱乐设施①为载

体，以文化消费活动为表现形式，重塑后工

业时代城市更新与发展路径[1]91，[2-3]。具体而

言，由城市生活娱乐设施组合成不同“场景”

（scenes），蕴含特定文化价值观与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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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增长向“场景模式”的转变和文化消费的兴起重塑了后工业时代城市更新与发展的路径，文化场景营造成为城市

老旧街区更新的新型范式。基于对“场景理论”的回顾，建构老旧街区更新中的文化场景营造逻辑，并结合南京市南湖

东路怀旧主题街区更新的实践案例，剖析其场景营造的具体路径与策略。研究表明，老旧街区的文化场景营造依循空间

主体重塑、空间设施改造、差异人群共生和多元活动融合的客观结构优化路径；借助原真情境体系的建构、主题景观的

呈现传播、多元主体的博弈平衡，可实现地方情感凝聚、街区活力再生与持续运营优化，以期为老旧街区更新提供借鉴。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ene mode" of urban growth and the rise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have reshaped the renewal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post-industrial cities, and the cultural scene has become a new paradigm for the renewal of old urban 
blocks. Based on the review of the "scene theory", the paper constructs the logic of cultural scene construction in the renewal 
of old blocks, and analyzes the specific path and strategy of scene construc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practice case of the 
renewal of nostalgic themed blocks in Nanhu East Road, Nanjing.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creation of cultural scenes in 
old neighborhoods follows an objective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path of reshaping spatial entities, renovating spatial facilities, 
coexisting different populations, and integrating diverse activities.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riginal context system, the 
present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me landscapes, and the game balance of multiple entities, local emotional cohesion, 
revitalization of block vitality, and continuous operation optimization can be achieved. The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implementation references for the renewal of old neighborh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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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后工业时代城市形态由生产型向

消费型的转变，传统生产导向的增长模型无

法完全解释城市发展。新芝加哥学派领军人

物特里•克拉克（Terry N．Clark）提出“场

景理论”（the theory of scenes），建构了城

① 本文中的生活娱乐设施主要指以休闲娱乐消费为目的的城市设施，场景理论涉及的设施大多都具有

消费导向。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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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场景理论的“人群—设施—活动”三角模式
Fig.1  Triangle model of "crowd - facility - activity" 
in scene theory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11]13自绘。

图2 场景理论的研究体系
Fig.2  Research system of scene theory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12]21-39自绘。

借助文化消费活动外显并传播，吸引高素质

人力资源与新兴产业等集聚，推动城市更新

转型与消费活力升级。

城市更新已成为我国城市内涵式增长发

展进程中的常态化手段，涉及文化供给、消费

升级、人本主义[4]、有机更新[5]等核心要义。城

市老旧街区泛指由风貌老旧且功能落后的街

道、住区、建筑等共同组成的，具备社会交往、

经济交换和心理联结属性的地理区域，作为居

民生活消费的基本场所与社区记忆的承载单

元，老旧街区的更新对于基层消费活力焕发、

社区邻里关系延续、市井生活记忆传承具有

显著意义，成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构成。我国在

2021年发布的《“十四五”发展规划及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指出，要加快推进城市更

新，改造提升老旧街区等存量片区功能。

近年来，“文化场景”作为一种新的消费

景观和复合型的文化生态系统，成为很多城市

的经营策略[6]，也为老旧街区的更新提供了新

的破题思路，即通过街区文化要素与生活娱乐

设施的内外互动，搭建可感知、可参与的主题

式文化消费场景，实现市井文化气息与时代生

活美学的跨界融合，赋予街区生命力并内化为

城市文化经济增量。各地由文化场景构筑的主

题式、沉浸式街区日益涌现。然而，现有研究

大多从单一角度出发分析街区场景的美学营

造[7]、文化价值[8]、空间改造策略[9]等，缺少从

整体角度对场景各要素的剖析及对营造过程

的详细解读。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场景理论，

建构老旧街区更新中的文化场景营造逻辑，并

以南京市南湖东路怀旧主题街区为实践案例，

剖析场景营造的具体路径与策略，以期为如何

以场景营造赋能老旧街区更新提供方向指引。

1 场景理论回顾

1.1  场景理论的内涵

“场景”一词最先源于文化研究领域，指

拥有特殊气质的地方设施或活动集结的特定

场所[10]44。在娱乐城市和消费城市理论的基础

上，特里•克拉克将“场景”引入城市社会研

究中，提出场景理论。场景理论研究的出发点

可概括为以“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人群—

设施—活动”三角模式[11]13（见图1）：其一，

个体价值观支配着人群对于消费、活动空间的

选择；其二，差异化价值观蕴藏在特定空间内

各类生活娱乐设施的功能、类型与分布中；其

三，文化价值观通过特定空间中的参与式活动

得到显现与传播，最终形成人群前往不同生活

娱乐设施进行各类活动的聚集效应。基于此，

该理论下的城市场景由物质实体上升至社会

层面，成为由各类消费实践形成的具有符号意

义的文化价值混合体[1]92。

1.2  场景理论的研究体系

场景理论的研究体系包括客观结构与主

观认识两部分（见图2），客观结构体系指构成

场景的物质要素与活动的组合，主观认识体系

即场景的文化价值与符号意义。

场景的客观结构体系被定义为4类要

素[12]21-39：（1）邻里（neighborhood），即在一

定地域范围内基于地缘邻近效应产生持续互

动的“生活—利益—情感”共同体；（2）物

质结构（physical structures），可理解为文化

舒适物组合形成的物质形态，其中文化舒适

物即具有高象征性或美学价值的消费/服务

机构[13]，如餐厅、超市、书店、学校等；（3）多

样性人群（persons labeled by race, gender, 

class, education, etc.），指差异化种族、性别、

阶层、教育等标签划分出的不同类型人员群

体；（4）前3个要素与活动的组合（the specific 

combinations of these and activities），即在特

定空间范围内多样人群与舒适设施互动产生

的所有文化消费活动的总和，如音乐会、文艺

汇演等。

场景的主观认识体系即客观结构体系4要

素孕育的文化价值（legitimacy, theatricality 

and authenticity），包含真实性、戏剧性、合法

性3个主维度及15个次维度，组合诠释氛围特

质与情感体验。真实性是对场景文化要素的身

份界定与本源认知，戏剧性是场景文化要素的

自我展示与外向表达，合法性是场景主体对客

体的道德感知与是非判断。

1.3  场景的运行机制

场景基于客观结构与主观认识体系的孕

育与反哺机制得以持续运行（见图3）。客观结

构体系以可参与的要素循环实现主观认识的

符号生产与流动传播，主观认识体系以可感知

的符号价值加速客观结构的要素聚集与优化

更新，最终实现可持续的文化生产、文化参与

和文化消费，进而内化为城市增长发展的文化

动力。

2 场景理论下的老旧街区更新

2.1  老旧街区更新语境下的场景理论再认知

将场景理论置于我国老旧街区更新语境

下，场景指代街区各类生活娱乐设施以及居

民、游客的日常性、创意性消费实践活动共同

组成的具备文化意义的空间整体。就场景客

观结构而言，街区主体是基于空间区位及周

边社区环境的丰富消费机会与文化记忆的共

同承载体；物质结构包含街区所有消费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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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活动空间、特色景观符号等，共同支撑文

化娱乐、餐饮购物、健康休闲等功能的正常运

作；街区是凝聚多样性人群的场所，以拥有街

区生活记忆的居民群体、出于文化消费目的

的游客群体及二者的互动为代表；街区活动

多元且差异化，兼有日常性的休闲消费与创

意性的文化体验。

场景主观认识体系在老旧街区更新空间

主体、活动人群、文化记忆三者的互动过程中

形成新的符号解读。街区作为城市发展变迁

的微观表征单元，是现代居民与历史空间、生

活记忆的互动桥梁，真实性是基于居民视角

对文化要素的在地认知，即文化原真性；街

区文化通过场景营造的魅力表征的构筑来

吸引外来群体消费，戏剧性成为基于游客视

角的文化要素的消费体验价值，即文化消费

性；合法性基于居民与游客对街区文化要素

的共同评判，形成符合或不符合身份认知的

活动意愿，支撑场景运作的优化平衡，即文

化平衡性。

2.2  街区更新中的文化场景营造逻辑再建构

街区文化场景基于经营主体与消费主

体、在地资源与外来要素的竞合逻辑得以营

造（见图4）。一方面，经营主体自上而下对街

区及周边的整体价值进行挖掘，将其融入设

施、景观的改造过程并进行艺术化表达，吸引

街区消费主体自下而上开展或参与各类消费

实践活动，共同组成街区文化场景。同时，以

当地居民、外来游客为主的消费主体对场景

文化原真性、消费性、平衡性价值的感知、传

播与反馈，成为地方情感凝聚、街区活力再生

与持续优化的动力源泉。另一方面，场景营造

既要激发独具在地特色的文化消费活力，又

要尊重市井烟火气息与居民生活节奏[14]，实

现日常生活与文化消费、内在本源与外来冲

击的平衡。

2.3  研究案例与方法

南湖东路位于南京市建邺区莫愁湖街

道，是南湖地区烟火街巷的代表（见图5）。

南湖地区作为南京首个现代化居住区所在

地，是南京近40年城市发展和在地文化的缩

影，蕴藏老南京人的归属感和时代记忆。为

顺应新的城市发展需求，建邺区启动“南湖

记忆”城市更新项目，基于南湖东路商业地

段优势和城市记忆特质，以各年龄段群体喜

闻乐见的文化元素为主题特色，通过对沿街

商铺立面改造、配套景观建设与服务设施提

升，完成对1980年代南湖实景的复刻，搭建

了集市井文化与创意时尚于一体的怀旧主题

文化消费场景。项目一期更新路段于2021年

10月建成开街，二期路段于2023年1月建成

开街。更新后的南湖东路街区在提升居民生

活品质的同时吸引众多外来游客观光消费，

是借助文化场景营造使老旧街区焕发新生活

力的成功案例。

本文基于上述街区文化场景营造逻辑，

从场景客观结构和文化价值两方面出发，剖

析南湖东路场景营造的具体路径及策略。由

于场景营造过程的动态性与广域性，本文采

用实地观察、重点访谈与网络评论文本收集

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笔者于2022年9月—

2023年3月多次前往南湖东路进行实地观

察，全面记录街区更新情况及人群活动情

况；于2023年3月对街道、社区工作人员进

行访谈，了解街区场景营造的主体、立意、历

程等；同时随机对当地居民、外来游客两类

群体进行访谈，其中居民8人、游客6人（见

表1），明确其加入场景原因、参与互动情况、

分享回访意愿及场景满意度等；此外，通过八

爪鱼采集器与手动采集结合，收集从2021年

图4 老旧街区更新中的文化场景营造逻辑
Fig.4  Cultural scene construction logic in the renewal of old street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南湖东路区位及周边环境
Fig.5  Location and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of Nanhu 
East Road

图3 场景的运行机制
Fig.3  The running mechanism of the scenario

资料来源：笔者结合参考文献[10]51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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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一期开街）到2023年3月21日

微博、大众点评平台上消费主体对南湖东路

的整体评论，筛选后共计539条，参与后续统

计分析。

3  基于客观结构的南湖东路街区文化

场景营造路径

3.1  空间主体的重塑

3.1.1    黄金走廊地段的激活与延续

老旧街区多位于老城核心片区，区位优

势显著，但因面貌陈旧与功能低质，无法满足

现代居民对高品质生活环境的要求，因而面

临发展停滞甚至衰败。南湖地区曾是南京市

井商业的鼎盛之地，南湖东路作为其中的典

型路段，东接秦淮河与南湖公园，中穿南湖广

场，周边住区密布，商业元素丰富，仅文体路

至玉塘街路段就有近百家小商户，成为链接

商、住、娱的黄金走廊，具备激发街区活力的

巨大潜力。然而，原有商业缺乏整合且整体景

观陈旧致使发展动力不足，如何利用老街区

位优势焕发商业本底活力成为更新出发点之

一。一方面，南湖东路聚焦“烟火气、夜色、网

红”的商业氛围，定位为时尚网红打卡②地，

吸引周边乃至全市消费群体持续输入；另一

方面，街区在不破坏已有业态、肌理的基础

上，以绣花功夫进行渐进式微改造，延续传统

风貌与特质。

3.1.2    在地文化基因的挖掘与复刻

文化基因即根植于各种文化现象中，且

具有时间和空间上得以传承和展开能力的基

本理念或精神，以及具有这种能力的文化表

达或表现形式的基本风格[15]。城市是人类社

会文化基因发展衍生的集合体，文化基因既

是城市历史记忆的主线，又是城市文化本源

的核心[16]。老旧街区作为文化基因在城市空

间的日常化表征，其更新过程离不开对历史

人文、建筑文化、环境气质等文化基因的隐

性挖掘与显性复刻。1985年南湖新村的建

成拉开了南湖地区的发展序幕，作为当时全

省规模最大、配套最齐全的现代化居住区，

南湖新村可谓是住区建设的璀璨明星也是使

全民皆欢的社会福利[17]44。尽管南湖新村的物

质整体性逐渐被城市化消解，集体记忆随着

居民构成与生活习惯的变化而淡化，然而早

期各类文体活动激发的地域共鸣，南湖咖啡

厅、南湖中心广场等建筑设施留存的情感寄

托，以及公共空间中活动人群悠缓安宁的独

特气质，都以一种隐秘形态存在于物质空间

上，使“南湖”由名称上升为具有记忆信息

的地区指代。基于此，南湖东路以当地最辉煌

的“80年代”为更新主题，深入挖掘南湖地

区发展脉络与文化基因（见图6），将街区复

刻成为百分之百还原1980年代南湖文化面

貌的“博物馆”。

3.2  空间设施的改造

3.2.1    消费设施的特色标签生成与品牌引领

南湖东路沿街店铺餐饮美食占比约

56%，零售杂货与生活服务各占约22%，餐饮

美食消费是街区的首要功能。将烟火、网红、

夜色商业的定位与1980年代怀旧主题融合进

消费设施的标签生成过程：（1）对78家店铺

进行外立面改造，以红砖、水泥、白瓷等材料

还原1980年代建筑墙体特质，以黄、灰、红、

绿为主的复古色调重塑门头，同时整体做旧

处理以塑造岁月斑驳感，改造后的店铺既独

具特色又不失烟火老街的整体性。（2）对具

有时代记忆的老字号店铺（胖子砂锅、南湖

炸串、杨记面馆等）进行整体重造，将南京首

家路边咖啡厅——南湖咖啡厅原址重开，并

于街角设立立体店招，赋予其网红打卡标签。

（3）为打造夜色商业标签，沿线布局多种夜

消费场景，包括常规夜市、设置多台精酿小食

图6 南湖地区发展脉络与文化基因
Fig.6  Development veins and cultural genes in Nanhu Region

资料来源：笔者结合参考文献[17]20-75与调研拍摄图片自绘。

② 打卡来源于职场考勤方式，后衍生为对具有较高知名度景点的跟风或慕名游览体验行为。注释：

表1 受访者基本情况

Tab.1  Basic information of respondent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身份 编号 性别 年龄 职业

当地居民

D1 男 65 退休
D2 男 39 企业单位
D3 女 59 退休
D4 女 35 个体户
D5 男 33 企业单位
D6 女 52 无业
D7 男 28 企业单位
D8 男 59 个体户

外来游客

W1 女 19 学生
W2 女 32 企业单位
W3 男 37 企业单位
W4 女 28 事业单位
W5 女 22 学生
W6 男 25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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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售机的“南湖小酒馆”以及分布有13辆街

车的“街车夜市”（见图7）。

通过大众点评、微博上消费主体对南湖

东路整体感知评论的高频词分析可见（见

表2），老店、夜市已成为街区品牌，支撑街区

特质的展现与消费活力的提升，其余店铺经

营者也大多反映门店客流量较改造之前有

所增加。

3.2.2    公共空间的怀旧符号植入与原景重现

街区公共空间营造的核心：一是提升亲

民性、特色性与整体性以聚拢人气；二是服务

差异人群的多元需求。基于怀旧主题，南湖东

路采用大展面复刻经典场景、小转角融入传

统生活的更新手法，通过复古色调、老旧物

件、设施小品、口号标语（理解万岁等）、IP

形象（基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南湖学生形象

设计的代言人——南南和湖湖）、墙/地面涂

鸦、项目标志（NH82）等怀旧符号的植入与

排列组合，链接起整个街区空间的活力网络。

在沿街展面，由上千个老物件集合的“生活

博物馆”一比一还原1980年代生活场景“八

零客厅、时代书房、二号路小卖部与南湖美发

厅”，循环播放的老电影、影音资料共同组成

“时代影音”展墙，小区出入口同样进行老物

件展示，成为“地标打卡点”；转角空间则被

改造成呼应传统生活方式的“微缩场景”，置

入游戏与活动功能；除休闲功能外，还关注居

民文化需求，如在南湖广场打造含露天小剧

场、室内活动区的“梧桐语”小型城市客厅

等（见图8）。

3.3  差异人群的共生

3.3.1    当地居民的集体记忆重构与情感联结

集体记忆即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

的过程和结果，其维系与建构依赖于记忆主

体在地方空间中的社会交往，而传统文化景

观因为能记录下特定地方价值理念和生活方

式的变迁历程，成为地方集体记忆建构的重

要载体[18]。同时，集体记忆的重构可强化主体

的地方归属感、认同感，进而形成积极的情感

联结[19]。南湖记忆是当地居民精神情感的纽

带，城市化的反复冲击一定程度上导致南湖

记忆丧失，而南湖东路传统文化景观搭建了

南湖记忆客观、有形的空间载体，使得当地居

民在与周围怀旧物理环境的碰撞过程中恢复

记忆。其过程成为吸引南湖地区当前或早期

居民自发加入场景营造的初始动力，并进一

步强化居民之间、居民与南湖地区的情感凝

聚力。

3.3.2    网红符号生产的消费共鸣与身份认同

在功能型到享受型转变的新消费语境

图8 南湖东路街区公共空间
Fig.8  Public space of East Nanhu Road block

图7 南湖东路街区消费设施
Fig.7  Consumption facilities of East Nanhu Road block

a  沿街“时代影音”展墙                                                   b  小区入口地标打卡点                                                       c  转角空间“微缩场景”

a  南湖咖啡厅与街角店铺立招                                           b  南湖小酒馆                                                                       c  街车夜市

表2 南湖东路街区整体感知网络评论高频词分析

结果（部分）

Tab.2  Analysis results of high frequency words in the 
global perception network comments of Nanhu East 
Road block (partial)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高频词 次数 高频词 次数
美食 72 胖子砂锅 47
网红 66 夜市 39

南湖炸串 66 杨记面馆 16
烟火气 55 咖啡店 10

注：基于ROST CM6软件对539条网络评论文本进行高

频词分析。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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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南湖东路凭借独具辨识度的场所文化和

媒体时代的营销红利，跻身为网红消费地，而

外来消费者的社群联结行动起到显著推动作

用[20]。首先，以微博、微信、大众点评等网络媒

介为具象的南湖东路文化场景提供了虚拟的

在场景观，通过场景的“再场景化”实现二

次建构[21]；其次，外来消费者接收、识别信息

后进入场景，验证或强化“地方想象”，并基

于价值感知再次通过网络媒介进行虚拟场景

再生产，即在自身社交媒体中分享在南湖东

路的打卡过程；最后，新生成的网络信息更广

泛地吸引怀有相同诉求的新外来消费群体，

与原有群体达成消费共鸣与身份认同[22]，接

续“再场景”与“新群体”加入的良性循环。

3.4  多元活动的融合

3.4.1    新老结合的日常性生活体验

南湖东路街区是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日

常性生活体验活动的共同承载体，以文化为

纽带，新老特质的两类活动在此很好地共存、

互动、融合。一方面，当地居民主要进行满足

基本生活需要的常态化消费活动，以及符合

个体精神文化需求的休闲体验活动，如棋牌、

广场舞、观影等。该类活动具有传统缓慢的特

征，体现出南湖东路作为烟火生活街区的本

质功能。另一方面，外来游客主要进行参与式

观赏体验活动，以及带有打卡性质的文化消

费活动，并通过实体与虚拟空间的双向互动

实现自我价值的表达。该类活动以新潮快节

奏为主，强化了南湖东路作为网红消费街区

的外在印象。

3.4.2    贴合主题的创意性文化派对

南湖东路借助契合街区整体氛围的各式

文化派对，达成环境与情境的共振。一方面，南

湖东路街区联动“南京市百场公益演出广场

行”活动，于一期开街举办“莫愁文化，南湖

记忆”文艺汇演，二期开街举办“南湖记忆生

活节”，由南京天籁民族管弦乐团、南京春阳京

剧工作室、南京金陵风白局曲艺团等文艺组织

开展专场演出，演出剧目以复古、民族、在地为

特色，如《80年代金曲串烧》 《我的家乡在南

京》等，将文化与记忆嵌入艺术活动，创造特

定文化情境，丰富街区消费主体的文化具身感

知。另一方面，街区还开展如怀旧霹雳、摩登复

古、年代人偶快闪活动、滚铁环等小游戏，实现

消费主体的沉浸式身份代入与文化参与，更深

层次地激发其对1980年代南湖文化的体验与

感知（见表3）。

4  基于文化价值的南湖东路街区场景

营造策略

通过空间主体、设施的改造重塑，差异人

群的加入、传播，以及多元活动的融合，南湖东

路街区怀旧文化场景得以建构并运行。同时，

街区的在地情感凝结、消费活力再生与持续运

营优化也体现了文化原真性、消费性与平衡性

的有机融合（见图9）。

4.1 文化原真性：原真情境体系的建构

莎朗•佐金在《裸城：原真性城市场所的

生与死》[23]中指出，原真性是一种日常体验的

逐步积累，一种人们对眼前房子、身边社区每

天依然如故的期待，一种让人在城市落地生根

的道德权属。当前以政府、资本、媒体、消费者

品位推动的普遍性、粉饰过度的城市更新更加

激发了城市居民对原真性的渴望。

南湖东路街区的文化场景营造过程提供

了一套很有价值的原真情境建构体系：首先

是文化的原真，街区以在地文化为基底而非

打造“文化舶来品”，因为外来文化的强行输

入空有华丽外表而难以引发当地共鸣。其次

是物理的原真，通过横向的广域设计，如基础

设施改造、建筑立面出新、危旧房屋修缮、VI

设计、物件资料收集等实现系统化原景复刻。

原真性不仅是历史场景的延续，更是城市居

民常态化生活的延续[24]，即生活的原真。因

此，街区最大程度保留了原有的生活节奏，不

仅居民得以维持既有生活形态与社交网络，

店铺也收获了新生动力，甚至成为引领品牌，

取代了以创意美学为旗号的大规模绅士化更

替。最后是活动的原真，将现有资源与街区特

表3 南湖东路街区文化活动

Tab.3  Cultural activities in Nanhu East Road block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活动 活动时间 活动主题 活动内容

 “莫愁文化，南湖记忆”
文艺汇演暨一期开街

（2021年10月30日—
2021年10月31日）

2021年10月30日 2021建邺摩登复古文化节开幕式
文艺汇演 《80年代金曲串烧》等

2021年10月31日 南京天籁民族管弦乐团南湖东路
时代音乐会 《江苏民歌联奏》等

南湖记忆生活节
暨二期开街

（2023年1月15日—
2023年1月18日）

2023年1月15日 南京高淳区红树林文化艺术团专
场演出 锡剧《拨兰花》等

2023年1月16日 南京春阳京剧工作室专场演出 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等
2023年1月17日 南京金陵风白局曲艺团专场演出《我的家乡在南京》等

2023年1月18日 南京市鼓楼区报花名白局曲艺团
专场演出 南京白局《秦淮游》等

2023年1月15日—
2023年1月17日

怀旧霹雳、摩登复古、年代人偶快闪活动，闯关套圈、扔沙包、
滚铁环等小游戏

图9 南湖东路街区场景文化价值表现形式
Fig.9  Expression form of scene cultural value of 
Nanhu East Road block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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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融合，创造“原汁原味”的代入式、沉浸式

互动体验。

4.2   文化消费性：主题景观的呈现传播

随着年轻化消费主力军的崛起、消费升

级意识的觉醒和互联网媒介的介入，人们越

来越愿意为特定场景的解决方案付费。换句

话说，消费竞争力的提升需要借助主题焕发

“场景力”，并作为营销着力点。南湖东路街区

场景营造即凭借主题设置、氛围塑造、文化内

核多项要素的叠加，从普通街道转型为特色

街区，从外在到内在、从开街到运营均保持高

水准场景力，带给消费者恒久吸引力。首先，

明确“80年代”的怀旧文化主题，在此基础

上植入“烟火、网红、夜色”的商业主题，塑

造街区独特的消费设定，即“精致的市井烟

火气”。其次，街区并没有一味进行主题要素

堆砌，而是基于统一语境进行氛围塑造，街区

内的所有要素，如店铺、摊贩、建筑、空间、活

动，甚至原住居民都成为和谐氛围的组成部

分。最后，文化内核与潮流要素的共振完美契

合主流消费者的审美追求，带来其他街区不

可替代的文化消费体验，这种强烈的场景力

自然带来话题与流量，并通过打卡和传播促

进街区活力的进一步增长。

4.3  文化平衡性：多元主体的博弈平衡

在南湖东路文化场景的营造过程中存在

两类推动力：一是以开发企业、外来消费者为

主，想要推动街区的年轻态、潮流态，成为新的

“网红打卡”消费高地；二是以当地居民、街道

社区为主，力图保留街区真实生活状态与社区

文化。这两种推动力并非对立，而是经过博弈

达到微妙平衡（见图10）。以政府部门、开发

企业为主的经营主体，除了注重街区空间外在

美与经济收益之外，更重视底层居民的切实需

求，积极与社区达成双向交流并将其意见纳入

决策进程。同时，街区更新还引入专业设计单

位——南京门派文旅科技公司，从系统化、协

调性视角为场景赋能。最终为更新提供了折中

的解决方案，即通过在地文化的主题式外显、

主客共享的设施与活动，搭建了当地居民与外

来游客的平衡态桥梁，实现传统生活与当代美

学的跨时代融合，吸引了更多游客，并提升了

居民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此外，南湖东路的文

化场景营造还呈现出渐进式生长的状态，在动

态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新增、更新、协调场景，如

从项目一期到二期不断进行着的空间修补与

理念迭代等，这也得益于消费主体自下而上的

场景参与、反馈与经营主体自上而下的场景运

营、优化。

5  结语

文化场景营造已成为老旧街区焕发新生

的新型更新范式。本文以南京市南湖东路怀旧

主题街区为例，深入探究了基于文化场景营造

的街区更新路径及策略。南湖东路通过在地文

化的主题式外显、主客共享的设施与活动，搭

建了集市井烟火与创意时尚于一体的怀旧文

化场景，实现文化原真性、消费性、平衡性的有

机融合，在提升街区外来消费活力的同时增进

了当地居民的情感联结。可为未来老旧街区更

新的场景营造提供以下3方面启示：（1）要将

“人”作为街区场景营造的核心。将场景作为

聚人的重要方式，推动营城逻辑由产业营城的

“产—城—人”转变为场景营城的“人—城—

产”，对内激发街区情感凝聚的内生动力，对外

汇聚街区活力再生的外来资源。（2）老旧街

区场景营造要形魂兼具。当前街区更新普遍存

在误区，如一味打造网红化场景，这虽然能短

暂聚拢流量，但缺失了与生活文化息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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