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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treet Interface Micro Renewal from Aesthetical Perspective
美学视角下社区街道界面微更新研究

张  娴   陈聪颖   李  信    ZHANG Xian, CHEN Congying, LI Xin

城市存量发展中，街道更新是中心城区规划建设的重要内容，包括定位、功能、业态、品质等多方面的转换升级。其中，街

道界面是城市风貌的关键展示窗口，街道美学与文化价值的提升对于增强城市品质至关重要。倡导将美学理念深度融

入街道界面的微更新过程中，从视觉感知、空间体验和情感共鸣3个维度出发，探讨立面美化、视觉焦点营造、空间优化、

在地文化融入和生活赋能等策略。探索通过一系列创新且实用的精细设计焕发街道新生，美化城市景观，赋予文化内涵

与鲜活的生命力，带来更加丰富多元的空间体验与情感连接。

I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stock spaces, street renewal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central 
urban areas, includ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positioning, functions, industry, quality, and other aspects. The 
street interface is the key display window of urban style, and street aesthetics and cultural values are crucial for enhancing 
urban quality. The article advocates deeply integrating aesthetic concepts into micro renewal of street interfaces, and explores 
strategies such as facade beautification, visual focus creation, spatial optimization, integration of local culture, and life 
empowerment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visual perception, spatial experience, and emotional resonance. The article studies a 
series of innovative and practical designs that revitalize streets, beautify urban landscapes, endow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vitality, and bring richer spatial experiences and emotional conn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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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空间的关键因素，街道的功能和审美提升

成为一体。尤其是在当前现代化大都市形象塑

造的热潮中，千篇一律、缺乏个性的街道界面

已成为制约城市空间活力释放、削弱公众视觉

享受的桎梏，凸显了城市规划与建设趋同化的

弊端[1]。

在城市存量发展背景下，街道界面作为

城市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美学价值和文化

内涵对于提升城市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街道微

更新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对城市街道的物质

空间进行针灸式改造，以改善建成环境，使其

能容纳更多居民的日常活动，更符合本地人群

的使用偏好与需求，已逐渐成为城市精细化、

街道不仅是城市的筋骨，更是神经网络，

是展现一座城市风貌与特色的窗口。在公共空

间场所中，人的活动轨迹具有趋边性的特征，

因为围合空间环境的竖向建构筑物能为人们

提供心理上的安全感和空间依靠。因此，城市

居民在街道公共空间中更倾向聚集于贴近街

道建筑边缘活动，如建筑架空层下方、骑楼式

空间等，进行日常的社交互动。街道两侧界面

不仅承载着为居民提供各种生活服务的功能，

同时还通过其外在特征向人们提供足够的信

息，展示街道的可识别性。空间的感知与理解

往往始于视觉初步印象，故而丰富多样；干净

整洁的街道界面成为激发人们深度体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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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2]。而从美学视角

出发，通过精心设计的材料运用、色彩搭配、形

式及构筑上对街道界面的微妙改造，可实现城

市街道空间在整体协调与个性化表达之间的

和谐共生，大幅度提升街道的整体美学价值。

1 街道的美学解析

“街道的美学”由日本当代建筑师芦原义

信提出，他在《街道的美学》中把形态视觉结

构的图形和背景理论运用到街道景观研究中，

从水体、绿化、色彩、街道的比例等方面分析街

道空间，为街道记忆空间的更新进行理论阐

述。胡一可等[3]在《解读街道的美学》中进一

步提出人对环境的体验可通过3种方式获得，

包括视觉感知、空间体验，以及感觉与联想。

（1）视觉感知与视觉层次

视觉感知是环境体验中最直接且显著的

方式之一。在街道设计中，视觉层次的丰富性

是提升视觉体验的关键。通过不同高度、形态、

材质的建筑物、绿化、小品等元素的巧妙组合，

可以创造出层次分明的视觉景观，增加街道的

趣味性和可读性。

（2）空间体验与体验序列

空间体验强调人在街道中行走时的动态

感受。为了营造丰富的空间体验，需要设计合

理的体验序列。这包括设置不同的空间节点，

如广场、绿地、雕塑等，以及通过道路的宽窄变

化、高差处理、铺装变化等手段来引导行人的

行进路线，使人在行走过程中能够不断感受到

空间的变化和转换。这种有节奏、有韵律的空

间体验序列能够激发人的情感共鸣，增强对街

道的记忆和认同感。

（3）感觉与联想

“街道美学不仅关注街道的外观和形态，

更强调街道与人的互动关系，以及街道在城市

空间中的功能和意义。”感觉与联想是环境体

验中更为深层次的部分。街道的场所营造不仅

关乎物质空间的布局和设计，更在于如何触发

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和记忆。通过运用具有地

方特色的建筑材料、色彩、图案等元素，可以营

造出具有归属感和亲切感的街道氛围。同时，

街道上的历史遗迹、文化符号等也能激发人们

的联想和想象，使人们在行走中感受到时间的

流转和文化的传承。

因此，街道的视觉体验是一个综合性的

过程，涉及视觉感知、空间体验，以及感觉与联

想等多个方面。在设计中，需要充分考虑这些

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通过精心规划和

设计来营造既美观又富有内涵的街道环境。

2 街道微更新概述

微更新作为我国城市建设中经常运用的

更新方式之一，是对“有机更新”理念的集成

和延续。微更新以保护整体风貌为前提，在原

有空间格局和场地基本脉络不变的前提下，运

用自下而上的手法，以一种审慎、精细的方式

对既有的建筑、空间和环境进行重塑、修补和

改造，并选择适合的更新手段和城市设计策

略对场地内空间进行更新和改造，以期达到

恢复城市肌理、营造城市活力、提高空间品质

的目的[4]。

在探讨城市更新或社区微更新的过程

中，有研究者按照侧重点和实施策略将微更

新分为4种模式，旨在以更加精细化和可持续

的方式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第

一是开发—更新模式。针对公共空间不足、基

础设施缺乏等情况，根据人群诉求进行小规模

开发、小尺度新建。二是重构—改造模式。针对

生活环境较差、城市功能不足、用地压力大等

情况，对要素进行小规模调整和改造。三是织

补—加强模式。针对城市文脉和历史格局优秀

的地区，对街道立面、色彩等要素进行精准的

织补和修缮。四是保护—整治模式。针对空间

环境质量较高、公共设施齐全的现代化区域，

对色彩、图案、标识进行品质提升[5]。

2015年5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出台的《上

海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标志着上海城市更

新模式从增量开发到存量挖潜的转变。2016

年，上海率先在全国提出并实践“微更新”概

念，通过小体量、低成本、渐进式的改造方式，

对老旧、闲置等家门口的“沉睡空间”进行精

细化提升。随后发布《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

作为城市微更新的纲领文件，并提出“街道可

漫步、建筑可阅读、城市有温度”的理念。上海

在推进社区及街区“微更新”过程中，注重保

护历史风貌，融合现代功能，以人民为中心，激

发市民参与，成功打造了多个具有示范意义的

微更新项目。

3  从美学视角研究街道界面微更新的

意义

街道美学的注入成为街道界面微更新不

可或缺的灵魂元素。街道美学不仅是对视觉美

感的追求，更是对空间秩序、文化传承与生活

品质的全面考量。通过美学视角的研究，可以

深入挖掘街道界面的美学潜力，对改善视觉效

果、提升空间的舒适度和吸引力具有重要意义。

3.1   与功能更新相辅相成，重塑街道魅力

街道更新关注业态功能的整体提升，通

过设计改造，从相对消极或者落后的功能提升

为满足更高需求的业态，并具备更优质的外在

环境和品质，让街道满足居民更高的物质和文

化需求。

在很多相对老旧的街道，商铺界面单调

乏味、活力匮乏，缺乏统一而富有吸引力的视

觉呈现，难以激发行人与消费者的兴趣与驻

足。社区街道的生活空间往往品质较低，体验

欠佳，缺乏能够增强社区凝聚力的公共空间。

休闲文化空间相对匮乏，难以提供放松身心、

享受文化生活的场所，削弱了街道的魅力。针

对这些问题，从美学视角出发促进街道的微更

新成为一条行之有效的解决路径。

功能的提升与街道的审美是同步的，任

何单方面的改造都不足以完成街道的更新，

好业态需要好设计，好店铺需要进行美好的展

现，有吸引力的活动需要更加有特色的空间来

组织开展，内涵和载体融合形成更具生命力的

街道。美学不仅仅关乎视觉上的美感，更在于

如何通过设计语言创造和谐、舒适、富有特色

的空间环境，通过微更新融入更多艺术元素与

文化符号，打造独具魅力的商业界面，提升居

住区的整体品质，并创造出促进邻里交流、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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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休闲文化需求的多样化空间。

3.2    避免风格混乱，利于整体统一

城市街道空间作为城市交通与日常生活

的交汇枢纽，往往扮演着多功能公共中心的角

色，汇聚城市的多样活力。然而，当各类街道元

素无序散布，缺乏统一的布局原则，未经科学

规划与合理配置而密集堆砌时，容易导致街

道空间边界模糊、层级不清，功能区域混杂无

序，街道两侧的建筑界面将呈现视觉上的杂

乱与不和谐，严重影响街道空间的整体美观

与秩序感。

因此，通过结合整体的美学风格研究，在

街道微更新时应确立一个清晰的设计主题和

导向，制定统一的设计规范与标准，确保各个

设计元素在风格上保持一致，实现整体的和

谐统一，避免后续设计中风格上的随意性和

混乱。

3.3   避免景观单调，丰富界面层次

过于追求统一可能会忽视街道界面的多

样性和活力，导致视觉上的单调和乏味。这就

需要从美学角度在统一与变化之间找到巧妙

的平衡点。在不破坏整体和谐的前提下，增加

设计上的多样性和多元要素的融入，通过增加

活动的场地、小品等，增加色彩、节奏、材质的

可控变化，营造更加具有立体感的绿化配置和

景观空间，增加视觉丰富程度，为街道界面增

添趣味性和活力。

3.4   避免同质化现象，传承地域文化

信息时代带来共同认知会增多，包括对

街道空间、建筑形式甚至城市建设都会有更多

的相互学习和借鉴，“交流—认同—趋同”的

情况会大量增加，现代化城市的面貌会不可避

免地呈现相似性。这会对特色文化形成冲击，

街道设计偏于流俗。千篇一律的表现手法剥夺

了街道的独特魅力与可识别性，造成“千街一

面”的现象愈演愈烈。这种趋势不仅削弱街道

的地域文化特色，还促使它们日益趋于平庸，

失去往日的个性与活力。长此以往，人们面对

这些缺乏辨识度的街道环境，难免淡化其归属

感，影响城市空间的情感连接与人文价值的传

承。因此，建立良好的美学意识，从审美角度挖

掘不同区域、不同历史背景下的街道特色，使

用差异化的设计手法，将十分有利于凸显地域

性和差异化，充分传承地区文化。

3.5   避免集体记忆缺失，增强群体归属感

众多城市在街道建设与更新改造的浪潮

中，忽视对历史传承的珍视，盲目追求现代化

都市风貌，却未能深入挖掘并融入本土特色元

素。这一偏向不仅使城市街道公共空间难以承

载并展现丰富的历史记忆与地域特色，也未能

充分彰显城市独特的精神文明追求。频繁且缺

乏文化根基的更新改造，让街道面貌日益陌

生，市民难以在这些空间中寻觅到城市的历史

脉络与共同记忆，进而削弱了他们对城市的归

属感和认同感。

4 美学视角下街道界面微更新策略

当街道微更新中融入更多的美学理念，

将创新和实用相结合，从建筑的外观修复到公

共设施的巧妙设置，从色彩搭配的和谐统一到

材质选择的质感体现，从在地文化的撷取到新

方式新氛围的再次呈现，通过对美的极致追

求，来表达城市空间的独特性，赋予街道深厚

的文化内涵与独特的个性魅力，为城市居民带

来更加愉悦、舒适的生活环境，为城市风貌增

添无限光彩。

从具体策略上看，主要在3方面着力：视

觉感知、空间体验、情感共鸣，可以归纳为“好

看、好玩、好爱”。

4.1    视觉感知

“看到”是所有空间感受的第一步。因此，

是否能第一时间呈现美好的视觉形象，是街道

更新的核心任务之一。其中关键是整体在立面

上呈现的和谐韵律感，且具有强烈吸引力的艺

术性表达。

4.1.1    立面的韵律感

立面占据了视觉里最大体量的“看点”，

立面是否好看取决于是否有良好的韵律表达。

（1）比例和尺度的对立和统一关系

恰到好处的比例设计是塑造视觉舒适度

的核心要素。当建筑立面的门窗、墙体、檐口等

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达到和谐均衡时，整

个立面便散发出一种令人愉悦的和谐美感。通

过精心调控这些比例关系，不仅能确保街区内

的建筑风格统一连贯，还极大地提升了整体的

识别度与协调性。

此外，比例设计在调节空间感知方面亦

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街道视角下，建筑的立面

因透视原理而展现出独特的视觉效果，通过带

形窗、连续围栏等长条水平构件，结合部分垂

直元素的巧妙布局，不仅能强化建筑在水平或

垂直方向上的视觉延伸感，还能为街道景观增

添一抹鲜明的“线性”元素，极大地丰富视觉

层次与观赏体验。

（2）巧妙变化带来的节奏感

在街道界面中，建筑的布局与搭配、门窗

的精妙组合以及墙面元素的细致划分，相互交

织绘制出一幅生动的三维立体图景。当门窗以

均匀间隔、尺寸相近的方式排列时，轮廓线虽

显平稳，却也可能略感单调，缺乏层次。然而，

一旦门窗的排列、墙面上的线条设计被赋予了

艺术性的考量，松紧相间，疏密得宜，且遵循着

某种内在规律，整个轮廓线便跃动起来，展现

出一种和谐而富有节奏的美感（见图1）。将这

种统一的韵律与节奏不断重复与演变，不仅会

图1 上海山东北路沿街立面协调的比例关系和节

奏感
Fig.1  The proportional and rhythmical street facades 
of Shandong North Road in Shanghai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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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界面的整体性和辨识度，更赋予了街道独

特的个性与魅力。

（3）虚实对比营造的错落有致

建筑的高与矮、连续和空隙、一致与进

退，门窗和实墙面之间、墙面凹突之间，适当的

变化会形成通透与封闭的对比感受，或者是光

影所造成的明与暗之间的对比，给人以视觉上

的虚与实之间多样的感觉。

建筑的立面风格受开窗面积与实墙比例

的影响很大。大面积的开窗与较少的实墙赋

予建筑轻盈通透之感，展现出开放与活泼的特

性；反之，以实墙为主、开窗较少的设计则使建

筑显得坚实厚重，透露出稳重与内敛的气质。

在商业街区，这一原则尤为显著，沿街建筑常

以宽敞的橱窗作为主角，旨在最大化展示商品

魅力，吸引顾客目光，从而营造出一种开放、轻

盈且充满活力的街道氛围。

（4）色彩和材质的辅助运用效果

不同色彩和材质会给人不同的视觉和心

理感受。建筑物的色彩多以沉稳为主，具体色

调与建筑物本身的性质和周边环境相协调，形

成基色调。鲜艳的色调一般作为点缀色布置在

面积较小的构成要素之中，广告牌、灯箱、街道

家具、墙面构件甚至门窗边框等，往往是跳色

的重点对象[6-8]。

材质运用得当，可以增强人的视觉和触

觉感受。温暖的木材带来自然与舒适的触感；

冷峻的金属则展现出强烈的现代感与科技感；

玻璃的平滑触感给人一种清洁、高雅的印象；

石材与瓷砖能够营造出从古典到现代、从粗犷

到精致的各种风格（见图2-图3）。

4.1.2    艺术化的视觉吸引

街道的外在附加元素如壁画、墙面彩绘、

艺术装置、绿化设计、街区标识及广告等，是可

以附加的艺术焦点，具有很多创作空间，可以

提升街道的独特氛围。

（1）相互呼应的元素展现街道特色

与跳色不同，大面积凸显主题的元素，在

街道里不断展现，能极大突出设计风格。这种

要素可以是色彩，也可以是相同或者相似的门

窗、屋顶，甚至标记等。可以是延用原来的街道

要素，也可以是文化传承中挖掘的记忆点，还

可以是新的创造性的“外来之物”，比如动漫

角色等。同时，可以来源于街区的历史文化背

景、地域特色、现代艺术趋势或是社区居民的

共同愿景。确保所有外在附加元素在设计和实

施时都能围绕这一中心展开，形成统一的视觉

语言。例如上海徐汇区枫林路街道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立面更新，延续原有建筑结构，演绎街

道“枫林”的特色要素，让枫叶的橘色成为拱

券的镶边，并在立面嵌入金属枫叶（见图4）。

（2）趣味彩绘带来更多氛围感

壁画和墙面彩绘是街区微更新中常用的

手法之一，也是相对容易实现的手法。可以直

接在建筑物立面上创作，通过生动的图案、色

彩和故事性内容，为街区增添艺术气息和文化

底蕴，也可以在添置的景观围墙、围栏甚至广

告中出现（见图5）。在设计和实施时，应确保

壁画和彩绘与主题风格相协调，并考虑与周围

环境的融合度。彩绘非常容易更换，能够及时

进行调整和更新。

（3）宜人的植物搭配拉近街道与自然的

关系

从行道树、种植箱到立面绿化，从小喷

泉、小河渠到水景，合理恰当的植物配置，辅以

创意的景观设计，可以营造出宜人的生态环境

和视觉感受（见图6-图7）。在绿化设计时，应

注重植物的多样性、特色性、色彩的搭配以及

季相变化等因素，并与人的活动结合起来，形

成一个整体的自然和城市融合空间。同时利用

绿化带、口袋公园等空间设置座椅、雕塑等休

闲设施，提升街区的休闲和社交功能。

（4）特色标识串联视觉线索

艺术装置作为提升街区品质的关键要素

之一，其形态多样，涵盖雕塑、创意装置艺术品

及街道家具。艺术装置的布置需深入考量其艺

术审美价值、与街区整体主题的契合度，以及

它们对营造独特街区氛围的积极作用。

同时，街区标识与广告作为引导游客流

向、有效传递信息的视觉媒介，其设计与设置

亦不容忽视。为确保视觉的和谐统一，这些元

素需紧密围绕街区的主题与风格进行规划，力

求达到协调一致的效果。通过精心策划一系列

特色鲜明的标识元素，能够巧妙地将空间内的

各个视觉焦点串联起来，构建出一个既连贯有

序又充满个性的视觉体系。徐汇乐山街道更新

图2 上海愚园路沿街立面
Fig.2  The street facades on Yuyuan Road in Shanghai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图3 上海衡山路沿街立面

Fig.3  The street facades on Hengshan Road in Shanghai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图4 上海徐汇区枫林路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立

面更新
Fig.4  The facade renovation of Fenglin Road Street 
Community Cultural Activity Center in Shanghai Xuhui 
District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注：底层大面积的橱窗，风格轻盈，红砖建筑立面营

造温暖活力的氛围。

注：底层实墙比例大，风格厚重，米白色石材建筑立

面营造古典高雅的氛围。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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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筑、活动设施、艺术装置、标识系统与主题

色一脉相承，统一的街区橙色标识设计和建筑

色系构成了街道上连续的视觉线索（见图8）。

4.2   空间体验

置身于街道之中能参与什么活动，是体

会街道功能、业态的直观感受。传统的商业街

零售和小吃街餐厅，要更新成更具吸引力的

活动体验，可以交流、散步、思考、运动和聚

会，还可以住下来，甚至体验打卡新的产品、

欣赏经典电影主角或动漫角色。只要符合人

们积极的需求，都可以成为街道空间体验的

活动。

4.2.1    增加退界，提供更多活动空间

增加建筑或围墙后退于道路红线之外形

成的空间，适当对现有建筑进行删减或者增

加，为行人提供更加宽敞、舒适的行走环境，有

利于更多活动的进入。通过精心的设计与布

局，可以在退界区域内设置座椅、遮阳伞、绿植

等元素，营造温馨、舒适的交流氛围。在这样的

环境中，人们更容易放松身心，与周围的人建

立联系，成为城市居民日常交流、聚会、休闲的

理想场所。

以徐汇乐山路更新为例，改造前的乐山

路两侧人行道狭窄，非机动车停放或行道树会

打断人行动线，迫使人们在机动车道上行走，

而人行道旁的围墙内多是闲置空间。该道路更

新团队通过与相关权利人及居民反复沟通，通

过围墙移动，增加退界，消减乱停车现象，提供

了更多可停留与交流的空间（见图9）。

4.2.2    空间重组，提升环境层次的丰富性

在一些空间本来就拥挤的街道更新中需

要做详细的考虑，改变台阶、绿植、人行道、沿

街外摆的空间安排，从平面和立面上多维度创

造合理好用的空间，衔接上自然有趣，手法上

协调一致。

上海山北街区被黄浦区列为2023年“一

街一路”项目的先行试点。街道更新聚焦在街

道空间的公共景观与公共设施优化，不做颠覆

性的改造，而是基于有限的空间尺度和沿线商

铺的复杂诉求做适度介入的更新调整。更新方

案聚焦人行道剖面，改造建筑前区临时停放非

机动车的户外平台，拓展步行空间，增加街边

小憩的场地。同时平台内间或嵌入错落的景观

花池，整体改造成可吸水、长绿化的“海绵式

平台”，不仅丰富功能空间，同时使街道界面有

层次（见图10）。

4.3   情感共鸣

当人们认可了街道的“颜值”，再参与街

道营造的活动中去，很难不产生良好的情感体

验。这种链接，由街道而生，于心理所长，是人

们对物质空间环境的美好感受，也是美学视角

下街道微更新的意义所在。达成情感共鸣，要

在地区文化的载入、生活化赋能上下功夫。

4.3.1    留住地区特色，提升文化认同感

街道空间作为城市脉络的延展，不仅承

载着物质形态的构建，更深刻蕴含着社会文

化的积淀与精神风貌的展现。每一座城市的街

道，在其独特的物质空间布局之外，都是城市

精神形象与文化价值追求的鲜活体现。因此，

在街道微更新的浪潮中，我们应当尤为注重地

区文化特色的延续与弘扬。

图5 上海淡水路、陕西北路墙面彩绘
Fig.5  Painted walls of Danshui Road and Shaanxi North Road in Shanghai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图6 上海M+马利街区绿植与建筑融合
Fig.6  The blending of green plants and architecture in 
the Marie's neighbourhood in Shanghai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图7 上海山东北路错落的景观花池
Fig.7  The well-arranged tree pools on 
Shandong North Road in Shanghai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图8 上海徐汇乐山街道建筑、设施、艺术装置、标识采用统一的

视觉体系
Fig.8  Architecture, facilities, art installations, and signage adopt a 
unified visual system in the block renewal of Leshan in Shanghai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114 | 城市研究

这一过程不仅仅是对具有深厚历史底蕴

和文化意义物质元素的精心保留与细致修复，

更是一场文化创新的盛宴。通过精心策划的文

化主题，我们能够提炼出独具地方特色的IP形

象，将这些抽象的文化概念转化为具体可感的

符号语言，并巧妙地融入建筑立面、雕塑小品、

围墙装饰等多元化的街道界面载体之中。

拥有百年深厚底蕴的愚园路是上海城市

传奇故事的摇篮，见证了无数重大历史事件的

波澜壮阔。自2014年起，愚园路启动了一场全

面的焕新工程。通过风貌重塑、业态调整及文

化策划，愚园路的空间格局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力，形成独特的文化IP，成为上海不可或缺的

“文化圣地”与“时尚风向标”（见图11）。

4.3.2    人性化生活赋能，激活集体记忆

“人民城市人民建”的理念已深深植根于

当代城市发展的核心脉络之中，成为推动城市

进步的不竭动力。街道作为城市生活的缩影，

其是否具有美感与宜居性，居民无疑是最具洞

察力的评判者。因此，在街道微更新的实践中，

应将人性关怀置于首位，细致入微地考量市民

的多样化需求与情感体验，尊重与塑造人性化

空间，深入挖掘社会人文价值，从而实现街道

场所精神再生，以促进城市街道的自我更新与

维护，最终实现城市街道持续的功能提升与品

质改善。

尤其是原街道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在更

新中是否能保留住一部分，甚至能继续发展

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是能够留住集体记忆的重

要内容。比如从小商铺改造为大商场的商业街

区，是否能够在新的空间中以新的方式呈现？

“鸿寿坊”的更新改造中提出了“精致烟火气”

的定位，把传统的马路菜场、小食店，改换成了

品质小超市、露天奶茶烧烤，设计赋予精致美

好的环境，一改旧日的脏乱差，聚集了很多人

气（见图12）。原属于生活性的小街道，更新

中增加了很多生活化的空间场景，让散步、聊

天甚至遛狗都变得更加有趣，让传统记忆再次

焕发生机。

4.3.3    植入先锋元素，形成更多期待

代表最先进最前沿的技术、影视、文化、

艺术等先锋要素的植入，可以成为街道更新另

一类可能，街道界面将成为新技术的“秀台”。

未来主义的创意火花闪耀着民众对理想生活

图景的憧憬与期盼。

最新、最炫的科技运用，能够创造新的亮

点。智慧化、大数据、元宇宙、AI人工智能等前

沿概念深刻影响着大众审美风尚的变迁。城市

中各种数字科技围绕着我们的生活，也为生活

图10 上海山北街区微更新
Fig.10  The renovation of Shandong North Road block in Shanghai
资料来源：上海规划资源公众号，【城市空间艺术季】黄浦案例展丨复杂环境下的韧性共栖，外滩街道山北街区更新[10]。

图11 上海愚园路街道界面
Fig.11  The street interface of Yuyuan Road in Shanghai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图12 鸿寿坊
Fig.12  Hong Shou Fang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图9 上海徐汇乐山社区微更新
Fig.9  The renovation of Leshan block in Xuhui District in Shanghai

资料来源：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公众号，乐山社区公共空间的释放与再生[9]。

a  改造前剖面示意                                                              b  改造后剖面示意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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