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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尺度下老城区公共空间体系的建构与设计探究

——以南京市浦口老城区城市更新项目为例

刘 云* 曹 羽

摘 要：本文从公共空间体系的角度，反思了当前中尺度下老城区在改造更新过程中历史文脉缺失和价值回归

的问题，结合南京市浦口老城区城市更新项目，具体分析老城发展过程中现存的问题，阐述了城市文脉对老城公共

空间构建的重要性，就总体规划阶段构建城市公共空间体系的方法进行探索总结，并对城市更新方案提出相关的设

计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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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高要求、高标准，导致老城区的发展无法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在国家政策的导向下，

我国的城市发展处于由“增量扩张”到“存量提升”的转变阶段，如何解决老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成为我

们现阶段关注的重点。

本文在反思城市更新现状的基础上，提倡建构城区公共空间体系作为解决中尺度下的老城区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

矛盾与问题，旨在构建良好的公共空间体系，为老城更新创造有利条件。

1 基于公共空间体系下的城市更新反思

认知城市的公共空间体系

“公共空间”是指在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居民生活的需要逐步建设形成能够满足居民日常生活和

社会生活公共使用的室内外空间，包含街道、广场、户外场地、公园及公共服务配套的室内空间。它既是承载城市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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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日常生活重要载体，也是城市文脉和居民场所记忆的重要体现。“公共空间体系”是在城市化进城中，受地域文

化、居民习惯等多方面的影响下，自发形成的结构脉络。基于对城市公共空间体系的分析，可以加速我们对城市的认

知，帮助我们实现城市文脉和居民生活记忆的保存，以及特色场所的空间营造。

中尺度下城市更新设计认知

就城市而言，城市的大小及城市的尺度直接影响着城市的功能及其发展，这种尺度上的认知是人对城市的空间感

受的舒适度和功能合理性的直接反映。城市尺度太小，无法反映出城市的空间结构，城市尺度过大，容易丧失对城市

设计的把控度，因而中尺度下的城市更新认知，对城市结构上的探索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2 城市文脉对老城区公共空间构建的重要性

探索老城区现存的城市文脉和场所价值

老城是指城镇中能体现其历史发展过程或某一时期风貌的地区，大部分老城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人文精神和

重要的生产生活功能[1]。城市文脉和场所价值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居民自发形成的文化和生活氛围的抽象表现。它所

涵盖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人与建筑的关系、建筑与城市的关系，更指城市和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它们存在于城市的

各个角落，需要被看见，只有深入把握它们，才能给人们营造出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

城市文脉对构建公共空间的重要意义

城市文脉代表着一个城市从最原始的状态到不同阶段的发展演变中形成的历史、文化、地域的独特人居环境系

统[2]。城市文脉作为城市设计过程中常考虑的要点之一，它既是发展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

的城市的关键要素，也是构成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更新中，代入城市文脉的思维和视角，通过历史、

文化要素和符号传递不同时代、不同维度的信息，有助于挖掘城市的发展潜力和内在动力，打造当地的特色文化，

以文化为支撑，带动城市的发展与进步。

3 项目案例

项目概况与现状判断

（1）概况：浦口老城区是南京市浦口区发展最早的地区，现状以老集镇住宅为主，在周边城市发展和交通逐渐完

善的前提下，浦口老城区仍存在较多工业用地、城中村和综合交易市场。老城北侧邻接凤凰山公园，西临求雨山公

园，城南河经场地内部穿过，公共空间资源较为丰富。项目用地范围北至公园北路，西至雨山西路，南至建设路-江

淼路-张墩路-上河街-珠泉西路-河滨路，东至沪陕高速-珠江路，总用地面积为277.6公顷。

（2）规划背景：浦口老城区作为浦口区域重要的形象展示区和功能承载区，是浦口区高质量发展再启航的重要

节点。

（3）现状问题剖析：用地范围内交通路网密度不足，主干道和次干路的密度严重低于国际标准，交通性道路存在拥

堵，慢行交通的连续性较差，缺乏环山滨水公共开场空间。基于对上位规划和浦口老城区现状情况进行分析和判断，该

片区应顺应城市发展规律，以保留利用提升为主，通过内涵集约。绿色低碳的方式提升城市功能，增强城市活力。

城市文脉和生活双驱动作为公共空间发展和更新的策略

项目在具体设计前梳理了对浦口老城区的城市历史和价值文脉要素。

（1）城市历史形态演变

明清时期：“团城”城市形态已初步呈现，设城门五座，城门上均建有城楼。

民国时期：江浦县划为35个乡镇，城厢镇下辖南门大街、文德街、东门大街、西门大街、上河街、下河街。西北

侧河流流入城内痕迹明显，汇经城内水塘后由南侧流出，城内建筑大多集中在中南部分，如今中圣街、文昌路、文德

路肌理较明显。

解放后期：除北门大街南段基本保持了原来的格局之外，东侧楼房面积增加，文德路拓宽，文德东路延建、文德

西路改建了南门、北门大街。文德路成为全镇的中心地段，两侧分布有县政府、文化宫、电影院、商场、银行等重要

建筑。

1997年后：主干道凤凰大街建成，从西北至东南穿过城区，楼房密度增大，西部大部分农田变为房屋，城南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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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变宽。

（2）空间价值要素梳理

道路街巷格局上，中圣街、文德路、文昌路、一条巷、二条巷是基地内部在重要的道路，亦是现存的古街巷，其

中中圣街作为城市发展进程中最具历史文脉和场所记忆，承载了当地居民的集体记忆。文化要素布局方面，基地内古

城墙、文庙是古代城市的重要物质要素；霁和门（西门）处于水系交汇处，风景秀美，视野良好，拥有较高的历史文

化空间潜力

（3）历史文化路径打造

基于历史人文观的角度对当前城市更新中的文脉和场所风貌问题进行反思和总结，尊重原有文脉风貌，结合当代

城市发展局势，通过老城文脉和生活方面双向打造城市公共空间。对构成城市文脉和生活场所的要素进行取舍，整合

新旧文脉，从而制定出适合浦口老城区历史文化路径的总体空间架构。

提升城南河和凤凰大街作为主体架构的公共空间营造

梳理现状浦口老城区主体公共空间架构，其分布情况呈“两片两带两轴六线多节点”的状态。其中，凤凰大街和

城南河作为满足浦口老城居民日常休闲的重要空间，其空间构思与特色塑造成为了浦口老城发展的核心价值。

城南河提升—从传统河道到多元活力水岸，充分激发沿岸活力。与城市联动，营造活力水岸，重建人与水的联

系。通过历史、自然、人文等多维角度与河流产生互动，塑造城市活力之脉，提升滨水空间品质，展现多元滨水生活

图景。提升策略：（1）提升河道水质，打造生态岸线。在已建成堤岸基础上进行岸线自然化改造；提升岸坡及水源

植被，加强岸线净化功能；对排水设施、入河排口等加强管理和整治（2）建立连续路径，创造活力亲水空间。延续

历史肌理，复兴文化节点，讲述老城故事；创造有场所感的滨水活动空间，植入文化活动，重塑浦口老城的文化感

知。（3）策划滨水活动，营造文化景观。复原城门等重要历史文化印记，创造滨河文化场所；结合凤凰广场、林公

堤等重要开放空间增加文化景观节点，植入文化主题活动。（4）重塑滨水界面，河道成为中心。由开放空间拓展，

与城市联动，关注城市低效用地的更新，重塑滨水界面，适合到成为中心，链接新老城区，构建公共空间。

凤凰大街提升—从仪式性道路到老城人文街区，重新定义城市轴线。响应“为人民而设计”，拓展街道共享空

间，溯源老城历史记忆，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愿景服务，还城市于民，还街道于民，还空间于民。提升策略：

（1）弱化轴线仪式性，打造功能复合的中轴市民公园。将仪式性的中轴绿地还归于民，创造线性公园及连续的步行

环境，提供居民日常活动空间。（2）利用周边潜力用地，营造活力与绿色开放的拓展界面。延展轴线街道空间，带

动周边潜力用地更新，链接公园绿地，打造口袋公园，提供更加丰富的城市活力空间。（3）延续历史记忆肌理，创

建富有体验的文化街区网络。加强街道公共空间与地块的联系，拓展潜力地块，挖掘周边地块价值，强化与公共空间

的关系，创造富有场所感和开放性的文化街区，辐射社区。

完善老城区街巷系统作为链接主体公共空间的街区活力

道路作为城市意象五要素之一，承载人们日常活动及交往需求。历史街巷比道路更具有地域文化特征与市井生活

气息，是城市强劲生命力的延续与缩影[3]。正因如此，街巷系统作为城市生活中极为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交通的主

要载体，更是重要的城市开放空间。对城市街巷系统的完善亦是本次设计更新的重要切入点。策略一：提升多元化的

活力场所，还原老城居民的时代记忆。复兴老城的商业活力，活络原有的休闲、交往空间，提倡邻里交流场景重返街

道，营造和谐、温暖的生活氛围。策略二：打造多样性的特色街道，展现浦口老城的区域文化。根据现状街道特点，

打造映射城市文化视野，诉说城市内涵的特色街道，改善居民对街道的使用方式，使街道成为片区居民日常生活的重

要场所。策略三：构建人性化的社区生活，打造15min社区生活圈。以公共空间为核心，打造安全、友好、舒适的社

区生活圈，在15min步行可达范围内，配备生活所需的基本服务功能与公共活动空间，形成安全、友好、舒适的社区

基本生活平台[4]。

4 结束语

城市是个有机的整体，在其发展过程中，居民生活结构的不断升级，城市业态活力不足，公共配套设施分布不

均，服务能力不高，停车供需矛盾突出、慢行路缺乏保障等问题逐渐显现。作为城市发展过程中重要的推动者，需要

我们发现并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些历史的痕迹，也不应该无视老城的肌理，更不能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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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移除老城的日常生活。文章以南京浦口老城区城市更新为例，从现状问题研究着手，梳理城市问题矛盾根源，以探

讨的思维提出城市更新的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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