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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态学视角下的城市文化基础设施体系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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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物质发展得到极大满足后，代表城市意识形态的城市文化基础设施逐渐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活跃力量。通过对

文化基础设施的概念及其当前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出发，参考绿色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结合生态位的

概念提出构建城市文化基础设施的网络体系，包含网络中心、连接廊道和文化节点三个要素。并进一步明晰网络中心由处于

核心生态位和基础生态位的文化基础设施组成，连接廊道由遗产廊道、绿色廊道、生态廊道和游憩廊道构建，文化节点由社区

文化馆、图书馆等构成。最后，提出了文化基础设施体系构建的原则、方法以及实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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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城市的基础设

施建设越来越完善。灰色基础设施的建设构建了

城市交通的动脉和城市发展的基础，极大地满足了

城市生活的基本需求和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 文

化基础设施则有助于形成城市的特色，让城市在全

球化的浪潮中得以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早在 20 世 纪 60 年 代，刘 易 斯·芒 福 德 ( Lewis
Mumford) 就指出了城市和文化是人类进步历史上

创造的两大工具［1］。文化是城市的软实力，是城市

发展的引擎，而城市的面貌则反应了一个地区特定

历史阶段的文化，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其中，

城市的文化基础设施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作

为城市面貌的集中体现和城市核心竞争力的“灵

魂”。然而，过去快速的城市化建设中，城市文化基

础设施的建设普遍遭到了忽视，灰色基础设施的快

速发展与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严重滞后，造成了

“城市文化缺失”、“千城一面”和“城市文化生态失

衡”等问题。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如何保持城

市的文化特色? 如何有效地营造城市文化环境?

如何达到城市文化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 这些问

题已成为当前城市发展规划中不得不面对的突出

问题。因而，在对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研究

中，结合城市绿色基础设施、景观基础设施等概念

的基础上，引入文化生态学的原理，尝试提出构建

城市文化基础设施体系来应对当前城市文化生态

问题。

1 文化基础设施及其相关概念辨析

1. 1 文化基础设施的概念

关于文化基础设施，当前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

的定义。雷宁格( Leighninger) 将城市公共空间中的

文化遗产定义为城市的文化基础设施［2］，加拿大多

伦多创意城市的策略团队将城市的文化基础设施

定义为城市中富有创造性的空间［3］，丹格和达克斯

伯里( Dang ＆ Duxbury) 指出有形文化基础设施不仅

包括剧院、图书馆、博物馆、工作室、档案馆，也包括

户外表演场地、公共广场、节日活动场地、公共艺

术、街道景观、咖啡馆、画廊、书店、学校、有着特殊

文化意义的场地以及人工和自然遗产等［4］。韦斯

特( Wester) 将城市的文化基础设施分为了六大类，

分别为: 功能单一的艺术设施( 如社区画廊、剧院和

博物馆等) ; 多学科的艺术和文化中心( 如市区艺术

中心、社区艺术中心或者服务于特定人群的文化中

心等) ; 多功能的社区服务中心( 如拥有健身房、水

上运动中心、表演场所和图书馆等) ; 为许多社会、
经济和文化活动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的多功能服

务设施 ( 如为办公、餐厅、零售商店、表演场地和博

物馆等提供空间) ; 学校、文化创作区域或者遗产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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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区等富有文化色彩的区域 ( 如艺术街区、时装设

计街区和历史文化保护区) 和为了促进创新和发展

的集合了相关文化活动的艺术文化育成中心( 如集

合了表演馆、训练馆、办公室、会议室和设计中心

等) ［5］。国内学者吕飞和于婷婷认为城市文化基础

设施不仅包含文化广场、图书馆、展览馆等传统城

市的文化基础设施，还应该包括城市历史街区、特

色铁路、历史港口等一切蕴含城市文化特色的基础

设施［6］。结合以上学者对文化基础设施的研究，本

研究将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定义为包含了学校、剧

院、图书馆、文化体育休闲设施、城市文化公园、城

市历史街区、城市人工和自然遗产等一系列满足城

市文化可持续发展富有文化特色的基础设施组成

的网络系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必要的基础

设施。
1. 2 文化基础设施与相关概念辨析

文化基础设施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表达着

城市的文化形象，是城市特色的集中体现。它不仅

包括传统的文化娱乐建筑，还包括一切可以反映城

市历史和城市精神的设施。从文化生态学来看，城

市的文化基础设施应可以通过相应的廊道进行沟

通交流，从而达到城市文化生态的健康平衡发展。
本研究提出的文化基础设施的概念与相关概念的

辨析见表 1。

表 1 文化基础设施及其相关概念辨析

起源 概念 建设主导 特征

灰色基

础设施
1927 年始于美国

由道路、桥梁、铁路以及其他确保工业

化经济正常运作所必须的公共设施所

组成的网络［7］。
建筑、公共设施

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基本条件，但是功

能往往单一化，如道路以运输功能为导

向，堤坝以防洪为单一目的。

绿色基

础设施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是由城市周围、城市地区之间，甚至所

有空间尺度上的一切自然、半自然和人

工的多功能生 态 网 络 组 合 而 成［8］。
生态环境

强调城市及其周边区域“绿色空间”的

质量和数量［9 － 10］ 以 及 他 们 之间的相

互联系和能够为人们提供的经济与生

态效益［11］。

生态基

础设施

最早 出 现 于 1984 年 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

与生物圈计划”( MAB)

发布的生态城市规划报

告中

是城市所依赖的自然系统，是城市及其

居民持续获得自然生态服务的基础，这

些生态服务包括提供新鲜空气、食物、
体育、休闲娱乐、安全庇护以及审美和

教育等［12］。

城市 绿 地 系 统、
森林 生 态 系 统、
农 田 系 统、自 然

保护地系统等

多尺度和多层次性，强调生态系统服务

和景观的安全格局［13］。

景观基

础设施

科特( Corner) 在 1993 年

首次提出［14］

传承绿色基础设施的原则，进一步从多

个视角来探讨景观和基础设施间的关

系，概念还在讨论当中［15］。

一 切 景 观，包 括

自然和人工景观

强调景观设施和基础设施的内在关联

性，以及一体化的可能性。可以是绿色

的，也可以现代化的工程设施，超越了

“绿 色”或“可 持 续 性”所 涵 盖 的

范围［15］。

文化基

础设施

韦斯特 ( Wester) 和马瑞

特 ( Marete ) 在 1992 年

提出［5］

包含了学校、剧院、图书馆、文化体育休

闲设施、城市文化公园、城市历史街区、
城市人工和自然遗产等一系列满足城

市文化可持续发展富有文化特色的基

础设施组成的网络系统，是城市可持续

发展的一种必要的基础设施。

反映城市文化特

色 的 建 筑、历 史

街区、文化遗产、
设施、景观、构筑

物等

强调基础设施的文化特色、文化基础设

施之间的连接性和文化生态的完整性。
研究刚刚兴起，需要不断探索补充。

来源: 根据参考文献整理。

2 国内当前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问题

2. 1 分布失衡，缺乏维护

由于城市不同区域的发展差异，很多的地区都

呈现出文化基础设施分布不均衡的特点。城市中

的一些文化基础设施如学校、博物馆、展览馆等往

往都集中于城市中的核心区域，而鲜有分布于一些

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城区，而这些区域一般又集中

着大量的人口，典型的例子就是分布不均导致学区

房的产生。与此同时，一些分布于城市中旧的文化

广场、少年宫、图书馆等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及时地

进行维护和更新，缺乏维护和日渐破败使得这些文

化基础设施渐渐被人们所遗忘。
2. 2 破坏古迹，以新代旧

美国的著名作家艾默森 ( Emerson ) 曾经指出

“城市是靠记忆而存在的”［16］，凯文·林奇 ( Ke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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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nch) 也指出古迹是一个城市特征的重要坐标，也

是辨认城市领域的关键［17］。而从改革开放以来，国

内许多城市都处于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亢奋之中，

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一些富有历史意义的近现代

建筑、广场空间、历史建筑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

些新的城市商业中心、新的市政大楼以及高档的住

宅小区等。这些豪华项目的打造，使得生活在原地

的民众被迫迁移，并且大部分被迫迁往远离原址、
远离城市中心的安置小区，同时，一些城市公共空

间的改造计划不仅剥夺了原住居民的生存权利，也

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原有多样化的生活形态和文化

生态。如哈尔滨打造的“巴洛克文化风情街”项目，

迁出了原住居民，只保留了建筑外墙，成为了“门可

罗雀”的空街，不仅没有起到保护的作用，还破坏了

原 有 的 文 化 生 态，毁 灭 了 城 市 原 有 的 传 统 和

个性［6］。
2. 3 局部保护，缺乏整体

近年来，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了保持城

市的文化特色，为了城市能够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保

持自己的个性，开始花大力气针对文物古迹进行保

护。但是，却始终存在注重局部保护，而忽视了整

体区域的保护。如在具体的保护过程中，偏重于文

物单体、小型场地和文化遗址地的保护而忽视了地

域文化的整体性保护，忽视了整体风貌的保护，以

单个片区或者村落的保护而取代整个文化区域或

者区域文化生态的保护［18］，加之在保护区范围之外

的随意设计，使得城市中原有的景观肌理受到严重

的破坏，也形成了保护区内与保护区外对立的格局。
2. 4 盲目模仿，标新立异

一些城市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还停留在物质

层面，重“装饰”轻“文化”，盲目地模仿建筑形式，忽

略了区域的文化特色，形成了众多的“零识别”建

筑，表现出城市毫无特色内涵、千城一面的现象。
与此相反，一些城市为了标新立异，过分地强调城

市特色，打造了一些标志性的建筑，然而，这些标志

性建筑往往缺乏当地的文化特色和场所精神，与当

地环境格格不入，河北三河市燕郊地区的福禄寿酒

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且，标志性建筑的维护

成本过高，通常造成难以为继的局面。
2. 5 设施单一，数量偏少

在如今的现代化大都市中，一个城市的文明程

度不是以商店、宾馆、高楼大厦来衡量，而是以城市

所拥有的博物馆、图书馆和美术馆等的规模和数量

来衡量［16］。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只有精神坐标才能

引领民众，而不是地理坐标，也只有人性化的城市

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而不是功能化的城市。
城市中激烈的竞争、快速的节奏已经导致传统人类

小区的关系纽带的瓦解，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

和距离感，引发了犯罪、心理疾病等社会问题。而

博物馆、图书馆及科技馆等作为城市中“文化的绿

洲”，会对民众的生活产生持续的影响并且塑造健

康积极的城市文化。然而，大部分的国内城市只注

重经济效益，大量兴建高楼大厦和商业广场，忽略

了文化场馆的建设，而且，城市中现有的文化场馆

不仅类型单一，缺乏多样性，数量很少。无论从文

化场馆的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满足现代人们的精

神需求。
2. 6 零星分布，缺乏联系

当前的文物保护模式常常使文化遗迹和历史

性场所零星地分布于城市中不同的空间中，缺乏相

应的联系，呈现出文化基础设施孤岛化及破碎化的

现象，缺乏整合，造成地域性的城市文化特色淹没

在现代化的城市设施当中。著名的城市设计学家

杨·盖尔( Jan Gehl) 曾呼吁城市的公共空间应该通

过步行网络等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网络系

统［19］。城市中的文物古迹和现代化的文化场馆设

施，都是城市中“文化的绿洲”，不应该互相分离，单

独存在，而应该通过一定的廊道进行联系和交流，

形成文化生态流，促进城市中各种文化群落的动态

平衡，同时，城市文化基础设施作为城市文化的载

体，还应该与城市的灰色基础设施、绿色基础设施

和生态基础设施等相互连通，从而增强城市的整体

吸引力。

3 文化生态学的引入

3. 1 文化生态学的概念

文化生态学缘起于 20 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学家

对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关注，及运用生态学的方

法来研究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而逐渐发展起来

的新兴学科。该学科诞生的标志是以美国人类学

家斯图尔德 ( Steward) 1955 年发表的论著《文化变

迁论》(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中对文化生态学的

论述［20］。它主要研究文化的产生发展与环境之间

的适应关系，强调每一种文化包括遗产都是一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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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生命体，都是一个文化生态单元，城市中不同

的文化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城市的整个文化生态

系统［21］。
3. 2 文化生态学对城市文化基础设施构建的启示

文化生态学是一门交叉性的学科，具有很强的

应用性，它以文化学为研究对象，以生态学的方法

为研究手段，注重不同文化系统之间以及文化系统

与环境的平衡性、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文化的多

样性。
城市文化基础设施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可

以视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它与城市中的其他基

础设施( 如灰色基础设施、绿色基础设施) 及所处的

环境( 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 都有着密切

的关系。城市中不同类型的文化基础设施，代表着

城市的不同文化类型，形成了种类丰富的城市文

化，它们可以被看作不同的有机生命体，不同的城

市基础设施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不同的城市文化

群落、城市文化圈乃至城市文化链，最终构成城市

的文化生态系统。文化生态学对文化基础设施体

系构建的指导性意义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 2. 1 多样平衡性

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应该尽量保持多样性及文

化的完整性。佛罗里达( Florida) 曾经指出多样性是

城市的活力所在，没有多元文化的共存，一个城市

就会消失［22］。同样，雅各布斯( Jacobs) 也认为丰富

的多样性是城市的本性，城市规划只有在自身文化

的指导下，综合不同的用途，形成丰富的多样性，才

能够支撑城市的文明，支撑城市的可持续发展［23］。
因而，城市必须要有不同的文化基础设施，以满足

不同的文化需求。但与此同时，如果城市不注重自

身的文化特点，为了多样性而随意模仿，就相当于

在原来平衡的文化生态系统中引入外来的因子，会

发生文化同化的现象，导致城市文化生态的失衡。
3. 2. 2 可持续性

城市的历史文化是城市经济的推进剂，是提升

城市活力的内在动力，只有不断地挖掘城市的历史

文化，才能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24 － 25］。而城市中

的历史遗迹作为一种相对古老的文化基础设施，见

证了城市的发展，是一部活的历史教材，也是城市

更新发展的思想源泉。城市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应该将遗迹、历史街区、古民居作为城市文化基础

设施的核心，不仅要进行保护，还要进行更新发展，

使城市的地域文化在新形势下不断传承与发展。
3. 2. 3 动态共生性

城市中的文化基础设施内部系统中不仅表现

出与时代的动态发展，在外部系统中也应该与城市

的灰色基础设施、绿色基础设施等协同共生。如随

着时代的发展，城市中的人民对博物馆等的需求越

来越多，与此同时，对城市的绿色开放空间的游憩

需求也越来越多，城市的文化基础设施也应根据时

代需求而进行不断的创新与发展。

4 文化基础设施体系构成要素

结合绿色基础设施理论和文化生态学的观点，

本研究提出文化基础设施体系主要由网络中心、连
接廊道和文化节点组成( 表 2、图 1 ) 。文化基础设

施的构成内容并不局限于主要反应文化的基础设

施，如图书馆、博物馆、历史街区，一些富有人文气

息的城市游憩公园也是文化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

部分。

图 1 文化基础设施体系结构

图片来源: 作者自绘

4. 1 网络中心

网络中心是指可以集中反应城市文化特色、能
够承担城市文化形象功能的文化基础设施，通常作

为传达城市精神或者居民面貌的设施或活动场所。
其主要包括:①历史街区、历史遗迹、老码头等具有

一定历史价值的需要保护更新的基础设施，在文化

基础设施网络中处于核心生态位，这些类型的文化

基础设施主要强调保护和更新传承，如福州三坊七

巷历史街区。②满足城市居民日常文化需求的场

所，如图书馆、美术馆和博物馆等，是网络中的基础

生态位。
4. 2 连接廊道

连接廊道通常是线性或者带状分布，是各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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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基础设施之间的联系通道，它使多个网络中心及

文化节点串联成系统，对促进文化基础设施之间的

信息流动，保障文化系统的健康和维持文化的多样

性起到关键的作用。这些廊道可以是单一类型的

廊道，如:①遗产廊道: 强调以历史文化保护为主，

兼顾生态、休闲、游憩等功能; ②绿色廊道: 强调以

植物为主体形成的线状或带状景观结构; ③生态廊

道: 强调维持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功能; ④游憩廊道:

休闲、游憩、服务，强调居住区与文化节点间的可达

性，也可以是结合而形成的复合廊道。
4. 3 文化节点

文化节点是在网络中心或连接廊道可达性较

差，为了满足居民文化需求而设立的小型的文化节

点，比如社区图书馆、文化馆、老人活动中心等节点

设施，它是作为网络的补充，兼具塑造城市文化形

象和传承地域文化的功能。

表 2 文化基础设施体系构成要素

类型 核心生态位 具体要素

网络中心 核心生态位 具有保护价值的城市历史街区、历史遗迹、遗产地等富有文化历史价值的区域

基础生态位
主要可以分为满足城市居民日常文化需求的城市公共图书馆、美术馆、展览馆等文化设施; 城市

文化广场、市民广场、文化公园等公共文化开放空间; 和城市雕塑、塔等标志性文物三种类型

连接廊道 联系通道 主要可以分为遗产廊道、绿色廊道、生态廊道和游憩廊道及结合而形成的复合廊道

文化节点 补充节点 比如社区图书馆、文化馆、老人活动中心等

5 文化基础设施体系的构建

5. 1 文化基础设施体系的构建原则

在城市文化基础设施体系的构建中，应该遵循

以下原则: 第一，优先进行城市的遗产保护，并与其

他的文化基础设施进行协同规划，避免遗产保护只

注重遗产保护的现象。第二，注重文化基础设施的

多层级分布。从整个城市尺度、区域尺度到社区尺

度乃至到居住区尺度，都应该建设相应的文化基础

设施，不受行政管辖。而当前社区尺度和居住区尺

度是国内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最为薄弱的环节。
第三，保障文化基础设施的连通性。这种连通是多

方面的，既指文化基础设施之间的连通，又指文化

基础设施与绿色基础设施等其他基础设施的连通，

还指政府、规划师和民众共同参与和努力。
5. 2 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方法

城市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的文化遗产

保护、历史街区、传统民居更新等结合进行，有效组

织文化基础设施在空间上的布局，注重点、线、面的

结合，强化不同区域的文化核心，并形成丰富的多

样性，塑造城市的多元文化形象。
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可以采取“一心、两环、四串

联、多点放射”的形式来细化网络结构( 图 2) 。“一

心”是指处于网络中核心生态位的集中反映城市历

史面貌的历史街区等，保护是其核心。“两环”指主

要反应城市历史和记忆的历史文化环和展现融合

传统的城市现代发展文化环，“两环”可以因地制宜

图 2 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模式

图片来源: 根据参考文献［6］改绘

而采取交叉、包含、并列或独立形式应用。“四串

联”主要是指将城市中的四种不同类型的网络中心

连通起来。“多点放射”是指大小不同的网络中心

和文化节点向周围辐射，形成一个影响域，增强文

化效应［6］。当然，不同的城市大小规模不同，文化

历史也大相径庭，因而，在具体建设时应该根据文

化表达需要而进行单一模式建设或者多种模式建

设的组合。
5. 3 文化基础设施实施途径

强化文化意识是构建文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先

决条件。将城市的文化基础设施提升到城市社会

发展的“引擎”，而不是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配套设

施。在国内现有的城市发展框架下，文化基础设施

建设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尤其要指出的是，处

于文化基础设施中核心生态位的文化遗产也面临

被毁灭的风险。国内很多城市中的历史遗迹被拆

毁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教训，如最近哈尔滨刘亚楼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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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被拆、河南商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南街民居被拆

等就是鲜明的例子。
强化民众参与是促进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最

好保障。民众是城市文化基础设施的主要受益者，

其在城市文化基础设施的保护与建设中扮演重要

的角色，尤其是在城市的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上。
印度著名的民间组织“拥抱运动”对当地的文化遗

产保护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样福州的三坊七巷也

有由于民众的积极呼吁而幸免于难，得以保留。
鼓励开发商参与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积极

倡导居住区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居住区图书

馆、博物馆等，针对参与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

开发商给予精神表扬或奖励等，促进开发商参与城

市中不同尺度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6 结语

随着物质需求的极大满足，经济发展对城市的

推动作用逐渐减弱，而文化就逐渐变成城市发展最

为积极的力量。英国的霍尔( Hall) 、加拿大的弗里

得曼 ( Friedmann) 和美国的刘易斯·芒福德 ( Lewis
Mumford) 等［26，27］，都十分强调城市历史文化在城市

规划与建设中的作用。将城市的文化遗产及其他

文化设施视为文化基础设施，纳入到城市的基础设

施建设，对推动城市文化的传承与城市文化特色的

塑造和构建城市的吸引力具有重要的作用，文化基

础设施建设，也势必将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旋

律。然而，从文化生态学角度出发，提出的城市文

化基础设施体系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关于文化

基础设施体系的构想也有待于检验，尚缺乏相应的

理论支撑，在实际的建设中，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

问题，需要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以及规划师不断地进

行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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