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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继续探讨一些重要问题：哪些地方比其他

地方更能提供让人产生地方依恋的情感？哪

些地方阻止了情感的发生？不同的时空规律

对地方情感的影响是否不同？汪芳等 [ 4]构建

集体记忆主体、客体、时间三要素的研究框架，

探讨主体诉求及其相应的情感特征、客体如何

承载传统价值，以及时间演变中的发展阶段划

分等问题；李渊等 [ 5 ]在地理信息系统平台上通

过对社区居民的记忆空间采集和对游客活动

的GPS追踪数据进行叠合，探索厦门鼓浪屿

社区记忆场所的现状分类；陆邵明[ 6]创建“细

胞模式图”来诠释“记忆场所”与“文物遗产”

Measurement and Implications of 'People-Place' Emotional Association in 
Urban Blocks Based on Large Language Models: A Case Study of Duolun 
Road Block in Shanghai

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城市街区“人—地”情感关联
测度及启示——以上海多伦路街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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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cannell与Gifford提出的地方依恋三维框架的基础上，建立“人—地”坐标系的基本骨架，通过大语言模型计算量化

的心理过程，表征“人—地”情感关联，并以上海市虹口区多伦路街区为例进行应用探索。研究发现，人们对多伦路街

区这一“嵌在居民区的景点”表现出复杂的情感反应，在此基础上得到两点启示：一是日常语言、微观行动情景有助于

理解“人—地”情感的产生；二是城市街区“正在发生”的情感记忆同样重要。最后提出构建“街区记忆圈”的策略

建议，以期助力上海“建筑可阅读、街区可漫步、城市有温度”的城市街区更新实践。

The study, based on the three-dimensional framework of place attachment proposed by Leila Scannell and Robert Gifford, has 
established the fundamental structure of the 'people-place' coordinate system. It employs large language models to calculate 
and quantify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characterizing the 'people-place' emotional association, and applies this framework t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Duolun Road block in Shanghai.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people exhibit complex emotional responses to 
the Duolun Road block, which is considered a 'scenic spot embedded within a residential area'. From this, the study derives two 
implications: one is that everyday language and micro-action scenarios aid in understanding the genesis of 'people-place' emotions; 
the other is that the emotional memory of 'ongoing events' in urban blocks is also of great importance.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strategic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emory circles of urban blocks', with the aim of supporting the urban block renewal 
practice in Shanghai that strives for 'readable architecture, walkable neighborhoods, and a city with warm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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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超大特大

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城市街区

作为城市的基本构成单元，是城市公共生活

的体验场所和获得归属感、幸福感的心灵家

园 [ 1]。在城市街区更新的过程中，如何充分考

虑人的情感需求，通过科学的方法来识别和测

度“人—地”情感关联，是一个重要且具有挑

战性的问题 [ 2]。

Lewick a M[ 3]在回顾过去40年来地方依恋

等相关研究进展后，指出对人与地方之间情感

产生的过程机制的揭示仍然是一个“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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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之间的关系；赵渺希等 [ 7]探索了互联网环

境下城市意象的生成机理与状态表征。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最新进展

已经显示出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 el，LLM）在多种自然语言处理与多模

态任务上的巨大潜力[ 8 - 10]。“人—地”情感是个

体对自己所处地方的情感依恋和认同感，并且

常常通过语言加以表达。韩普、叶东宇 [ 11]针对

口语化较多且存在隐形表述的状况，提出一种

基于语义增强的在线健康社区情感分析模型；

谢珺等 [ 12]融合情感常识知识和降噪后句法关

系，重构双Transformer网络，改善了ABSA的

效果。张小艳等[ 13]将大语言模型与本地预训练

模型相结合，使用多级推理的方式逐级得出目

标的方面、潜在观点，使模型能够推理出最终

的情感极性。但也有学者指出，大语言模型在

进行大样本情感分析时存在着数据和人文分

析困境等问题①。

本文以上海市虹口区多伦路街区为例，

在地方依恋三维框架的基础上，建立“人—

地”坐标系的基本骨架，应用课题组前期访

谈和社交媒体数据，通过大语言模型计算量

化的心理过程，表征“人—地”情感关联。在

计算结果的基础上，得出两点启示：一是日常

语言、微观行动情景有助于理解“人—地”

情感关联的产生；二是城市街区“正在发生”

的情感记忆同样重要。最后提出构建“街区

记忆圈”的策略建议，以期助力我国的街区

更新实践。

1  “人—地”情感关联的分析框架与要

素坐标系

1.1 分析框架的提出

2010年，Scannell与Gifford提出经典的

地方依恋三维框架（见图1），该框架被认为是

理解人对地方情感的完整且有用的模型[ 14]。它

确定了3个独立维度：人、心理过程和地方 [ 15 ]。

（1）人的维度。人对地方的情感既可以发生在

个体层面，也可以发生在群体层面。个体层面

上，涉及一个人与地方的联系；群体层面上，依

恋是群体成员感知到的“一个地方的象征意

义”。（2）心理过程维度。情感上，人们对特定

地方的情感连接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

的；认知上，与人们对地方的记忆、信仰和意义

有关；行为上，个体通过行动来保持与地方的

亲近，这可能包括回归行为、社交支持等。（3）

地方维度。分为物理和社会两个方面。物理方

面指一个地方的物理特征，例如建筑环境、自

然环境，以及为各种物理环境提供的便利设施

或资源；社会方面涉及社会纽带，提供互动的

社会关系与社会资源等。

1.2 要素坐标系的建立

根据地方依恋“人、地与过程”的三维框

架，建立一个二维坐标体系。在这个坐标体系

中，横轴是地点节点，纵轴是人物节点，横纵轴

的交叉处则用心理过程各个方面的数值来表

现“人—地”情感的建立过程。

在横纵坐标轴相交的点上，使用一个向量

来表示人和地的联系。在理论框架中，这个向

量即人和地情感产生的心理过程。该向量的几

个分量均由不同的心理过程来建立。其中x、y、

z这3个向量分量分别表示情感的3个分量②：x

表示归属感的强弱，y表示安全感的强弱，z

表示幸福感的强弱。为了统一处理，这3个分

量都在（- 1，1）之间取值。m表示认知的区

别，以了解程度在（ - 1，1）之间取值。n表示

行为的区别，以保护程度在（- 1，1）之间取值。

在这个坐标系框架的指引下，从大量数

据入手，对地方依恋的各种内容进行识别。并

将之并置在这个坐标系中，实现统一的分析与

展示。同时可以根据这一坐标系，对聚类、关联

度等进行进一步分析。

2  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城市街区“人—

地”情感测度

2.1 研究案例

多伦路街区是位于上海市虹口区的历史

文化名人街区。街区分布有鲁迅、茅盾、叶圣陶

等文人故居，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纪念馆，多伦

路现代美术馆，古玩店，以及成片里弄住宅等。

众多景点构成了多伦路街区独特的历史文化

底蕴。

然而，“嵌在居民区的景点”也使得多伦

路街区更新难度大③。一方面，景点对游客的

吸引，给居民区的日常生活带来困扰；另一方

面，为了保护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景点，对街

区更新的各种限制较多。多伦路街区虽然自

19 9 0年代起历经多轮改造，但是至今依旧未

能形成明确的更新思路，一直在文化保护、居

民生活和商业发展之间寻找平衡点[ 16- 18 ]。新一

轮城市更新背景下，如何通过科学的方法来识

别和测度城市街区“人—地”情感，将人的情

感纳入考虑，需要深入思考。

2.2 数据的获取与预处理

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课

题组实地调研获取的访谈录音数据，另一类是

社交网络数据。

（1）访谈录音数据

访谈语音采集于2023年12月—2024年

1月，采集语音72条，总时长2 600 min④。采

集人群包括原住居民、新住居民、租户、商户

等。确保数据采集和分析过程符合相关法规

和伦理标准。访谈围绕相关问题展开（见表

1），根据被访者的特点进行适度调整，开展对

话以获得相对完整的对话资料。

（2）社交网络数据

笔者从社交网络抖音上获取数据。具体步

骤包括分析目标网站、确定请求参数、编写采

集代码、处理数据机制、数据提取和数据储存。

采集了多伦路相关短视频1 000余条⑤。在获取

这些数据之后，对数据进行清洗，其中主要的

图1 地方依恋三维框架
Fig.1  Three-dimensional framework of place attachment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7]翻译绘制。

（1）

① 这些问题主要包括：a.海量数据是否一定比一定数量的数据更加可靠；b.社会性媒体存在噪音和虚假信息；c.人类情感何其复杂，简单分类能否完全概括；d.情感分

析的结果是静态的，而人类的态度是动态的。针对这些问题，一些学者提出嵌入语义、加入时间维度、识别并去除噪音等改进方法。

② 根据Scannell与Gifford提出的地方依恋三维框架，以及大语言模型的训练情况，本文将“人—地”情感关联简化分为幸福感、归属感和安全感3个基本维度。

③ 2021年底，澎湃新闻城市漫步栏目曾经发表“多伦共生”系列文章，讨论多伦路的变迁与发展，提出如何共生、与社区融合发展、让多伦路重获生机和活化街区等

值得思考的问题。

④ 为了保证大语言模型情感分析尽可能做到细粒度和拥有上下文背景，每次访谈时间控制在20—30 min，有些访谈超过1 h。
⑤ 本文使用抖音的音频数据。

注释：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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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数据获取的过程中存在混淆选项⑥。

（3）数据预处理

本文使用的数据为音频数据。音频数据

的处理涉及语音识别技术，使用自然语言处

理（NLP）技术中的自动语音识别（ASR）

系统，将访谈录音、地方方言等音频资料转换

为可分析的文字数据。数据处理的目的是让

数据规范化，以获得统一的数据底座，并交由

NER任务过程获得向量数据库用于后续评

估。具体包括3个步骤。

①准备数据集并开展数据清洗工作。使

用NLP的操作手法，训练预训练模型，从文字

内容中提取与地方依恋有关的实体，以人名和

地点为主。这一步骤主要包括文本清洗、分词、

去除停用词、词性标注等。

②训练模型开展实体识别工作。在NLP领

域，预训练模型如BERT、GPT、XLNet等已

经显示出卓越的性能，这些模型通过在大规模

文本数据集上预训练，已经具备了强大的语言

理解能力[ 19 - 20]（见图2）。

本文使用GLM预训练大语言模型，在

开源GLM大模型基础上进一步微调（fine-

tuning），使模型能够更好地适应识别提取任

务。之后开展命名实体识别（NER）任务，通

过训练好的模型，从文本中识别和提取出特定

类型的实体，如人名、地名、组织名等。获得的

较为完整的向量数据库，内容贴近实际数据状

况，对图中所展示的实际地理与人物数据有更

深刻的认知。

③在数据库中对特定文本进行查询从而

输出结果。通过上述步骤①和②，研究团队获

取了“人—地”要素情感关联语境下的向量

数据库。之后的研究流程均从此出发，利用该

数据库快速获取NER实体识别任务。

表1 地方依恋的访谈问题

Tab.1  Interview questions on place attachment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⑥ 比如南京市有一条同名的“多伦路”，与此次的研究对象没有直接关系，需要从数据中排除掉。另外，有一些视频制作者为了获取流量，故意设置大量标签，实际内

容与“多伦路”无关，会影响后续数据统计分析过程。

注释：

序号 问题
1 您在这里住（租住）了多久？
2 您为什么会搬来这里？
3 您和家人一起住吗？

4 您能谈谈您住在这里的经历吗？有哪些
记忆深刻的事情？

5 您认为未来这里发展是什么样的？有没
有不满意或者期待改进的地方？

图2 使用大语言模型开展命名实体识别的过程
Fig.2  Process of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using large language model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本研究的大语言模型计算流程图
Fig.3  Computational flowchart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of this stud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注：A-上海多伦美术馆；B-上海时装商厦；C-金海岸商厦；D-薛氏宅；E-燕山别墅；F-汤公馆；G-荣欣大厦；H-鸿德堂；I-
长春大楼；J-川北商务楼；K-钱币社；L-多伦路237弄；M-双庆里；N-祥吉里；O-大兴坊；P-永安里；Q-丰乐小区；R-景云

里；S-多伦路；T-四川北路；U-山阴路；V-黄渡路； W-宝山路；X-甜爱路；Y-长山路。

图4 多伦路街区多主体的地方依恋（幸福感、归属感、安全感）分值
Fig.4  Multi-stakeholder place attachment (happiness, belongingness, safety) scores of the Duolun Road District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大语言模型计算得到的分值绘制。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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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多伦路街区的“人—地”幸福感得分

Tab.2  'People-place' happiness scores of the Duolun Road District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1.本表中受访者有72位，社交网络有1 000条短视频，识别到的房屋/建筑11栋，街坊7个，道路7条（这里只展示部分结果）；2.考虑到音频内容质量、真实性，本研究中在总得分

求和计算中，赋权重如下：每条访谈录音权重为0.7，社交网络音频权重为0.3。

2.3   基于大语言模型的“人—地”微调数

据集构建

将1 000余条来自社交网络的视频数据和

2 600 min的访谈音频数据处理为向量数据库。

之后从这一向量数据库中构建“人—地”情感

网络及相关评价（见图3）。具体包括3个步骤。

①准备数据集。需要确保数据集的质量

和多样性，以便模型能够学习到不同语境中的

实体标记。需要指出的是，与前文的数据处理

不同的是，这一步的数据处理及清洗的主要目

的是突出人物、地点中更深入的部分，从而建

构更完善的大模型。

②微调模型。根据需要提取的实体类型

（人名、地名等），准备相应的标注数据集进行

模型微调。使用带有适当标签的数据集对模型

进行监督学习，以便模型能够更好地适应特定

实体的识别。

③开展实体识别与关系识别任务。将待

提取实体的文本输入微调后的模型中，同时与

向量数据库中的文本进行匹配输出校正，构建

地方依恋要素网络。

2.4   计算心理过程的向量得分

通常的NLP任务会对情感的强烈程度有

一个离散的评估，这样的内容大部分是从言辞

的激烈程度获得的。经过前面的数据处理，建

立“人—地”坐标系的基本骨架，并基于这一

骨架评估量化情感的心理过程。 

（1）准备文本及其对应心理过程标签的

数据集

选择国产GLM大语言模型执行地方依恋

心理过程评判任务⑦。使用数据集对选定的预训

练模型进行微调。在这个过程中，模型的参数会

根据特定数据集进行调整，使其更适合于情绪

分类任务。在独立的测试集上评估微调后的模

型性能，以确保其分类准确性和泛化能力。

（2）通过提示词工程，清楚地定义任务

如果想知道文本中的主要心理过程，关于

“幸福感”强弱的分数，根据任务设计一个或一

系列的提示词。例如，“这段语料中，人物X对地点

Y的主要心理感受，从- 1到1对幸福感进行打分，

应该是多少”。根据模型的反馈，进一步优化提示

词，分析测试结果，识别哪些提示词能够产生最

准确的情绪分析结果。优化可能包括改变问法、

使用不同的语言风格或添加额外的上下文信息。

为了确保模型输出的一致性，需要标准

化处理输入的文本格式，例如清理文本、移除

无关信息并确保文本的语法正确性。最后，需

分析对象
房屋/楼栋 街坊 道路

多伦现代
美术馆 鸿德堂 薛氏宅 上海时装

商厦
金海岸
商厦 景云里 多伦路

237号 双庆里 祥吉里 大兴坊 甜爱路 多伦路 四川北路 山阴路 黄渡路

受
访
者

珠宝
设计师A 0.525 0.252 0.032 -0.187 0.707 -0.707 -0.354 -0.022 0.145 0.977 -0.146 -0.428 0.776 0.360 0.196 

居委
工作人员A 0.726 -0.272 -0.126 -0.258 0.100 0.402 0.498 0.164 0.341 0.627 0.068 0.418 -0.293 0.447 -0.414 

小卖部
严先生 0.079 0.001 0.328 -0.064 1.096 0.040 -0.158 0.404 0.462 0.170 -0.290 0.071 0.574 -0.278 -0.447 

大上海
郭先生 0.660 0.269 0.358 0.691 -0.359 -0.032 0.630 0.204 -0.117 0.194 0.066 -1.109 -0.042 -0.016 0.665 

悠游
老大爷 0.255 0.515 -0.039 0.010 0.031 0.365 -0.318 0.084 0.582 0.806 0.044 0.256 0.609 0.014 -0.324 

社
交
网
络

上海大A 0.456 0.949 0.469 -0.102 0.720 0.781 0.070 0.204 0.075 0.234 -0.482 0.451 -0.156 0.161 -0.411 
行者小墨墨 0.468 -0.709 0.638 0.309 -0.005 0.162 -0.318 0.878 0.056 0.256 0.747 0.010 0.523 -0.090 0.548 
上海Gxp
手机摄影 -0.454 0.307 -0.125 0.244 -0.052 0.198 0.062 -0.120 0.010 0.091 -0.368 0.275 -0.402 -0.367 0.339 

上海华少 0.076 1.287 0.044 0.214 0.335 -0.098 0.763 0.164 0.131 0.816 -0.292 0.698 0.294 -0.324 0.937 
小鱼的视频

之旅 -0.119 -0.350 -0.074 0.453 -0.256 0.621 -0.192 -0.530 0.568 0.902 -0.314 0.489 0.125 0.231 0.475 

豆小蔻啊 0.916 0.315 -0.318 0.153 0.048 0.176 -0.445 0.183 -0.035 0.100 0.384 0.930 0.058 -0.666 0.136 
上海DJ

（虞莉娅） -0.294 -0.106 0.143 0.568 0.194 0.023 0.050 -0.360 0.494 1.209 0.544 -0.341 0.114 -0.906 -0.270 

眉眼如初 -0.107 -0.253 0.576 -0.098 -0.397 -0.045 -0.016 0.810 -0.455 0.135 0.213 0.172 -0.557 -0.178 0.236 
Hisashi

（西西） -0.409 0.100 0.075 -0.328 0.149 0.696 0.002 -0.087 -0.334 0.202 -0.196 0.072 -0.459 -0.016 -0.017 

三叔啊 0.002 -0.059 0.362 -0.304 0.278 0.121 -0.347 -0.141 0.071 -0.306 0.530 0.359 -0.477 -0.281 0.432 
上海的小爷叔 -0.266 0.001 0.088 0.917 1.293 -0.134 0.060 0.836 0.598 -0.636 -0.365 0.864 0.066 0.166 -0.164 

Alina-修 -0.071 0.217 0.755 0.067 -0.958 0.385 0.428 0.097 0.002 0.115 -0.225 0.242 0.707 0.602 0.039 
不羁的风 -0.605 0.085 -0.040 0.370 -0.362 -0.051 0.317 -0.047 -0.441 -0.028 -0.433 -0.189 -0.103 -0.098 0.130 

总得分 29.233 27.762 18.468 24.857 30.585 20.809 30.359 34.860 26.558 26.267 24.457 29.279 40.761 12.758 39.638 

⑦ 生成式大语言模型如GPT、BERT等，已经在大规模文本数据上进行了预训练，因此具有捕捉语言的语义和情感特征的能力。但是这些大语言模型普遍擅长通识

性任务，而不能很好地完成中文语境下的情感评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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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评估不同的提示词对模型性能的影响，并选

择产生最佳性能的提示词。

（3）人物对地点的心理认知过程的向量

得分结果

在这样一个空间中，可以进一步对地方

情感的心理过程及其结构进行分析（见图3）。

2.5   细粒度的“人—地”情感关联计算结

果

大语言模型计算“人—地”情感具体分

值如表2- 表4和图4- 图5 ，结合笔者实地调查结

果分析如下。

（1）从不同主体来看，在幸福感得分上，

自媒体、商户、本地居民依次评分较高；在归属

感得分上，商户、本地居民、自媒体依次评分较

高；在安全感得分上，无明显差异。

（2）从不同地点来看，在幸福感得分方

面，楼栋 / 房屋、里弄住宅和道路得分都较高。

调查发现尽管当地居民和商户都表示出感受

表3 多伦路街区的“人—地”归属感得分

Tab.3  'People-place' belongingness scores of the Duolun Road District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同表2注。

分析对象
房屋/楼栋 街坊 道路

多伦现代
美术馆 鸿德堂 薛氏宅 上海时装

商厦
金海岸
商厦 景云里 多伦路

237号 双庆里 祥吉里 大兴坊 甜爱路 多伦路 四川北路 山阴路 黄渡路

受
访
者

珠宝
设计师A -0.0605 0.1885 0.538 -0.631 -0.304 -0.560 0.243 0.599 0.316 -0.269 0.363 0.023 -0.544 0.066 0.666 

居委
工作人员A 0.4921 -0.1273 0.609 0.308 -0.414 0.318 0.196 0.421 -0.272 0.301 -0.113 -0.011 0.146 -0.668 0.004 

小卖部
严先生 0.0771 -0.3774 -0.387 0.591 -0.414 -0.313 0.220 0.341 0.457 0.496 -0.588 -0.115 0.119 0.147 0.303 

大上海
郭先生 0.6613 0.3960 -0.191 -0.512 0.565 -0.662 -0.122 0.333 0.281 0.089 0.260 0.045 0.693 0.186 -0.112 

悠游
老大爷 0.2069 0.0501 -0.062 -0.419 -0.224 -0.334 0.588 -0.501 -0.704 0.215 0.977 0.283 -0.092 0.202 -0.065 

社
交
网
络

上海大A 0.5269 0.6730 -0.796 -0.973 0.093 -0.485 -0.285 0.894 0.396 0.337 0.836 0.251 0.650 0.320 0.803 
行者小墨墨 -0.9245 -0.3460 -0.332 -0.315 0.367 0.033 0.561 -0.186 -0.084 0.301 0.186 0.516 0.258 0.371 0.085 
上海Gxp
手机摄影 0.0226 0.2462 0.352 0.048 0.330 0.146 -0.796 0.359 -0.462 -0.333 -0.511 -0.090 -0.299 0.560 0.710 

上海华少 -0.2184 -0.3318 0.085 0.620 0.246 0.073 -0.300 0.066 0.075 -0.282 -0.621 -0.381 -0.296 0.076 0.292 
小鱼的视频

之旅 0.0488 0.6101 -0.213 -0.071 0.177 -0.187 -0.818 -0.548 0.136 0.837 0.038 -0.145 -0.163 -0.328 0.201 

豆小蔻啊 0.6109 -0.2617 0.299 0.121 0.732 -0.175 0.112 -0.016 -0.124 -0.102 0.258 0.102 0.520 -0.447 0.659 
上海DJ

（虞莉娅） -0.3065 0.5213 0.745 0.015 -0.390 0.047 -0.034 -0.692 -0.701 0.261 0.256 0.160 0.409 -0.349 0.227 

眉眼如初 -0.0421 0.1676 0.697 -0.091 0.377 0.776 -0.243 -0.190 0.206 -0.259 0.538 0.722 -0.200 0.140 0.403 
Hisashi

（西西） -0.0305 0.4543 0.451 0.170 -0.416 0.291 0.516 0.134 0.079 0.093 -0.199 -0.184 0.463 1.046 -0.374 

三叔啊 -0.0771 0.2287 0.064 -0.129 0.042 0.203 -1.142 0.053 0.759 0.091 0.464 0.977 -0.064 -0.365 -0.317 
上海的小爷叔 0.2189 0.1856 -0.268 0.629 -0.747 0.371 -0.495 0.142 0.368 -0.229 0.105 0.283 -0.345 -0.273 0.854 

Alina-修 0.1100 -0.3491 0.500 -0.008 0.256 -0.070 -0.275 0.449 -0.156 -0.196 0.772 0.248 0.425 0.228 0.158 
不羁的风 0.1418 -0.4895 -0.426 0.037 -0.532 0.827 0.599 -0.306 -0.011 0.132 0.351 -0.426 0.539 -0.290 -0.393 

总得分 27.2946 25.2132 26.2111 23.4453 15.508 9.387 6.283 14.517 9.776 19.826 15.908 23.668 22.0840 19.108 12.527 

表4 多伦路街区的“人—地”安全感得分

Tab.4  'People-place' safety scores of the Duolun Road District

分析对象
房屋/楼栋 街坊 道路

多伦现代
美术馆 鸿德堂 薛氏宅 上海时装

商厦
金海岸
商厦 景云里 多伦路

237号 双庆里 祥吉里 大兴坊 甜爱路 多伦路 四川北路 山阴路 黄渡路

受
访
者

珠宝
设计师A 0.969 0.269 -0.303 -0.118 0.046 0.128  0.595 0.650 0.441 0.446 1.026 0.180 0.272 0.418 0.120 

居委
工作人员A 0.786 0.482 0.427 0.250 -0.177 -0.181 -0.086 -0.127 -0.277 -0.727 0.406 0.072 -0.158 -0.034 0.531 

小卖部
严先生 -0.144 0.301 0.559 0.158 -0.245 0.559 -0.179 -0.193 0.687 -0.548 -0.148 -0.111 0.663 0.238 -0.180 

大上海
郭先生 -0.249 0.203 -0.182 0.116 -0.425 0.048 0.137 -0.116 -0.502 -0.367 0.234 -0.577 -0.282 0.041 -0.061 

悠游
老大爷 -0.085 -0.592 0.951 0.188 0.075 0.424 -0.122 0.339 0.079 0.589 -0.091 -0.114 0.321 -0.473 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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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多伦路的幸福感，但多伦路的“没落”挑战

了地方依恋的幸福感，导致两者评分出现一定

的两极分化。

归属感得分中，楼栋 / 房屋和道路得分普

遍较高。楼栋/ 房屋中，多伦现代美术馆得分最

高，其次是其他建筑。多伦路文化名人街等区

域保留历史建筑和美术馆，吸引游客和居民；

道路得分高主要因为多伦路街区道路密集、交

通便利，周边提供便捷的出行和商业设施。

安全感得分中，楼栋 / 房屋和里弄住宅得

分普遍较高，多伦现代美术馆得分最高，其次

是上海时装商厦。里弄住宅中，景云里和多伦

路237号得分较高。多伦路237号里弄空间宽

阔、建筑外貌良好；祥吉里得分低，主要因其可

达性差，道路质量也较差。

3 研究启示

本文利用大语言模型计算并量化心理过

程，对多伦路街区“人—地”情感进行细粒度

的测度。量化的数据支持，帮助理解情感表达

的空间性和强度。研究得到以下两点启示。

（1）日常语言、微观行动情景有助于理

解“人—地”情感关联

对“人—地”情感关联的理解，应当进入

其日常语言的世界，从微观的行动情景及对话

中侦知社会。研究发现，人们对多伦路街区这

一“嵌在居民区的景点”有着复杂的情感反

应。他们对其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有着相当高

的幸福感和归属感，同时也指出存在的问题，

如商业活动的缺乏、居民区老旧、机动车的安

全问题等。通过细粒度理解这些情感关联，对

于制定有效的街区更新策略至关重要，可以帮

助决策者和规划师更好地平衡保护历史文化

遗产和满足居民现代生活需求之间的关系。

（2）城市街区“正在发生”的情感记忆

同样重要

我们往往重视对于城市街区历史记忆的

挖掘，而忽视当前“正在发生”的情感记忆，

实际上“与我有关”的各种要素，因为在日常

生活中产生了更加紧密的联系，更能促进人们

的情感表达。在本案例中，我们看到除了名人

故居等历史记忆之外，人们日常生活使用最为

频繁的道路和多伦路上的现代美术馆更能引

发人们情感的产生。便利的道路系统和小街坊

深受人们的喜爱；多伦现代美术馆在经历20

年发展后，准确定位为社区美术馆，通过各种

展览和活动吸引着众多线上线下的人群。

最后，本文需要讨论的是，通过测度城市

街区的“人—地”情感关联，我们如何把它们

应用到实际问题中，以及它们能对城市街区更

新实践提供哪些帮助。

一直以来，上海推动建设“建筑可阅读、

街区可漫步、城市有温度”的城市街区环境。

在此，笔者提出构建“街区记忆圈”的策略建

议，在城市街区物质空间更新实践的基础上更

多考虑人的情感维度，理解社区的文化内涵和

居民的情感诉求。以多伦路街区为例，将凯文•

表4 多伦路街区的“人—地”安全感得分（续）

Tab.4  'People-place' safety scores of the Duolun Road District（continued）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同表2注。

分析对象
房屋/楼栋 街坊 道路

多伦现代
美术馆 鸿德堂 薛氏宅 上海时装

商厦
金海岸
商厦 景云里 多伦路

237号 双庆里 祥吉里 大兴坊 甜爱路 多伦路 四川北路 山阴路 黄渡路

社
交
网
络

上海大A 0.212 -0.415 0.049 0.200 -0.411 0.094 0.106 0.706 0.198 0.141 -0.309 0.322 -0.298 -0.132 0.708 
行者小墨墨 -0.060 -0.292 -0.906 0.487 0.410 0.215 0.279 0.482 0.466 0.002 0.610 0.576 0.429 0.285 0.383 
上海Gxp
手机摄影 0.203 0.972 -1.095 -0.187 0.129 0.237 0.036 0.135 0.353 -0.653 -0.125 0.192 -0.482 -0.032 -0.126 

上海华少 0.226 0.399 0.120 -0.302 0.787 -0.487 0.305 -0.101 0.602 0.037 -0.484 0.245 0.649 -0.161 -0.274 
小鱼的视频

之旅 0.229 0.615 0.050 0.562 -0.075 0.212 -0.863 -0.399 0.316 -0.137 0.610 -0.381 1.060 -0.204 -0.384 

豆小蔻啊 0.300 -0.102 -0.294 0.572 0.146 -0.401 0.585 0.971 0.635 0.437 -0.017 0.484 0.553 0.594 0.148 
上海DJ

（虞莉娅） 0.164 0.395 0.111 0.025 -0.061 -0.188 0.088 0.075 -0.008 0.032 0.614 0.424 0.746 0.698 0.641 

眉眼如初 0.686 -0.227 0.421 -1.062 -0.115 0.213 -0.504 -0.240 -0.428 -0.685 -0.143 -0.732 0.532 0.834 -0.795 
Hisashi

（西西） 0.109 0.454 -0.375 0.729 0.517 0.470 0.210 0.257 -0.045 0.048 0.606 -0.387 0.048 -0.001 0.214 

三叔啊 0.181 0.442 0.684 0.442 -0.312 -0.858 -0.092 0.029 0.223 -0.102 -0.544 0.485 0.613 -0.066 0.287 
上海的小爷叔 0.129 0.007 -0.109 0.682 0.760 0.051 0.086 0.354 0.057 -0.256 0.090 -0.045 0.106 -0.166 0.008 

Alina-修 0.445 -0.347 -0.404 0.503 -0.305 0.444 0.916 0.408 0.071 -0.011 -0.269 0.357 -0.125 0.257 0.065 
不羁的风 0.555 0.162 -0.123 0.797 -0.038 -0.164 0.683 -0.596 0.504 0.082 0.117 -0.206 -0.007 0.178 -0.600 

总得分 28.950 19.733 21.416 24.918 19.992 24.622 26.109 12.263 11.682 19.193 21.184 18.337 14.679 10.890 24.492 

图5 多伦路街区的地方依恋（幸福感、归属感、安

全感）总分值
Fig.5  Place attachment (happiness, belongingness, 
safety) scores of the Duolun Road District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大语言模型计算得到的分值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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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奇的“城市意象五要素”引入城市街区尺度，

从历史记忆、“正在发生”的记忆和未来记忆

的时间维度，将“人—地”情感要素考虑进来

（见图6）。对于产生积极情感意义的要素，可以

进一步加以精炼、利用和提升，将之作为记忆的

锚点。对于引起消极情感的要素，如多伦路人

车混行、商业业态陈旧等，可以通过具体的规

划措施加以更新改造，不断提升居民的生活质

量和街区的吸引力。城市街区记忆圈策略，就

是通过恰当的方法，使人们能够了解自己的社

区、社会网络，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时间和空间

的世界[ 21- 22]；同时，根据使用者的体验，为街区

增添更多的内涵，赋予并创造新的时代意义，

从而更好地践行“人民城市”的重要理念。

图6 基于“人—地”情感关联的多伦路街区
Fig.6  Emotional association between 'people-place' 
elements of the Duolun Road Distric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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