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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历史文化街区是城市记忆的载体，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价值。但在城市化与现代化的浪潮中，这些街区面

临着诸多挑战，如空间变化、文化特色流失和社会网络重构。济南的历史文化街区也未能幸免，居民与

游客的情感连接和文化认同受到冲击。本文以场所依恋理论为指导，探讨济南历史文化街区景观更新的

策略。场所依恋理论关注人与环境间的情感纽带，对于提升人地互动质量和地方情感认同具有关键作用。

本研究旨在运用这一理论，深入分析居民和游客对济南历史文化街区的情感依恋，为景观更新提供更具

人文关怀的设计思路。通过百花洲案例的具体分析与实践探索，本文期望为济南历史文化街区的景观更

新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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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storic and cultural streetscapes are the carriers of urban memory and contain rich historical val-
ues. However, in the tide of urb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ese streetscapes face numerous 
challenges, such as changes in space, loss of cultural features, and restructuring of social networks. 
The historic and cultural streetscapes in Jinan have also not been spared, and the emotional con-
nections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residents and tourists have been impacted. This paper uses the 
theory of place attachment as a guide to explore the strategies for the landscape renewal of Jinan’s 
historic and cultural streetscapes. The theory of place attachment focuses on the emotional bonds 
between people and their environment, which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hu-
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 and fostering local emotional identit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pply this theory to conduct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emotional attachment of residents and tour-
ists to Jinan’s historic and cultural streetscapes, providing more humanistic design ideas for land-
scape renewal. Through a specific analysis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Baihuazhou case,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landscape renewal of 
Jinan’s historic and cultural streetsca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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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济南，这座拥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向往的胜地。其中，百花

洲历史文化街区作为济南城市记忆的重要载体，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更是市民情感与记忆的重

要依托。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景观建设的数量持续增长，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亦愈发凸显，诸如景观

的雷同化、空间碎片化，导致特色不鲜明、吸引力减弱，进而削弱了人们的场所认同感。场所依恋，作为

人与特定场所之间建立起的情感联系，对于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更新具有特殊的意义。它要求我们在

更新过程中，不仅要关注物质空间的改造，更要深入挖掘和传承街区的历史文脉，增强市民对街区的情

感认同和归属感。 
鉴于场所依恋理论在探索人地情感关系中的价值，本研究以该理论为基础，深入挖掘芙蓉街历史文

化街区的历史底蕴和空间布局，结合当前研究前沿，提出了一系列景观更新优化策略。这些策略旨在通

过科学规划和设计，实现历史街区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强化居民和游客对这片土地的情感认同和归属感，

帮助人们通过空间体验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联系和身份认同，以应对城市化进程中的挑战。 

2. 场所依恋理论与历史文化街区更新 

2.1. 场所依恋理论概述 

场所依恋研究人与场所之间积极的情感联系，是跨越多学科领域的综合性概念[1]。场所依恋这一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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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其核心在于描绘人类与特定环境之间深厚而复杂的联系。这一情感纽带源于个人的情感投入、认知

体验以及行为习惯。它的理论基础可追溯到段义孚提出的“恋地情结”，这一理念强调了人与土地之间

超越物质层面的情感联系[2]。1989 年，威廉姆斯与罗根巴克进一步将这一理念发展为场所依恋的概念，

并细分出两个关键维度：“场所依赖”和“场所认同”[3]。场所依赖侧重于描述个体对特定环境的功能

性依赖，即该环境为个体提供的物质资源和服务。而场所认同则更多关注于个体与环境的情感连接，强

调了个体对环境的归属感、自我认同和价值观的体现。自此以后，许多研究者在这一基础上不断挖掘和

扩展场所依恋的理论深度与广度。他们通过实证研究、案例分析等多种方法，对场所依恋的形成机制、

影响因素、表现形式等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场所依恋的理论框架，也为理解人地关系

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工具(表 1)。 
 
Table 1. Definitions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place attachment theory 
表 1. 场所依恋理论不同维度定义 

维度 研究者 定义内容 

二维 威腹姆斯等 
(1989) 场所依赖 + 场所认同 

三维 

布里克等 
(2000) 场所侬赖 + 场所认同 + 生活风格(lifestyle) 

凯尔 
(2005) 场所依赖 + 场所认同 + 社会细带(social bonding) 

斯坎内尔等 
(2009) 人(person) + 心理过程(process) + 场所(place) 

多维 

哈米特等 
(2006) 

场所依频 + 场所认同 + 场所熟悉性(place familiarity) + 场所归属感(belongingness)  
+ 场所根基(rootedness) 

拉利 
(1992) 

外部评价(external evaluation) + 总体依恋(general attachment) +  
与过去的连贯性(continuity with personal past) + 悉性感知(perception of familiarity) +  

承诺感(commitment)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 Web of Science 核心数据库作为外文文献检索源。为使检索结果能基本涵盖国外近 10 年人

文地理及城市规划领域相关研究成果，经过多轮排查后，将检索式确定为 TS = (“place attachment” OR 
“landscape”)，出版年份限定于 2015 年~2024 年，语种选择“English”。剔除关联度不高的文献，最终获

得有效文献共计 512 篇。 
从文献数据的时间分布来看(图 1)，近 10 年来国外场所依恋研究文献数量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其

中 2017 年为一个激增点，2022 年为发文量峰值，其后虽有小幅回落，但总体仍维持在较高数量级，表明

近年来场所依恋研究始终具有较高的关注度。 
综上所述，在 21 世纪初，随着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研究的深入，场所依恋理论逐渐被提出并得到广泛

关注。在风景园林学科中，这一理论在设计理念、规划策略以及实际应用等多个层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深度参与了人地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探索。通过这一理论的引导，风景园林设计师们开始更加关注人们对

场所的情感联系和认同，从而创造出更具人文关怀和生态价值的景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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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number of foreign literature in the past ten years 
图 1. 国外近十年文献数量① 

2.2. 历史文化街区 

2.2.1. 我国历史文化街区研究现状 
与国际上称呼的“历史城区(Historic Urban Areas)”“历史地区(Historic Areas)”等不同，历史文化

街区是我国的独有称法，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具有浓厚历史信息和空间艺术特征的信息素，其与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文物保护等两项内容共同组成了中国遗产保护的三个体系[4]。 

2.2.2. 我国历史文化街区研究现状 
1986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我国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认定的通知，为历史文化街区概念的初步

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前，这些区域普遍被称为历史文化保护区[5]。到了 21 世纪初，随着《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正式颁布，历史文化街区这一专有名词得以确立，并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

研究。李晨(2011)深入探讨了与“历史文化街区”相关的多个中观层面概念，阐明了它们之间的内涵、关

联性和差异[6]。同样，曹昌智(2012)则从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的角度出发，针对历史文化街区与历史建筑

在定义上的模糊性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旨在从实践层面揭示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7]。 

2.2.3. 相关法规、规范及原则 
自 1982 年起，中国对北京、苏州、南京等 24 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进行了首次认定，并强调了传

承城市传统风貌和保护其独特特色的重要性。四年后，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认定中，引入了历

史街区保护的新概念[8]。随着时间的推移，1997 年发布的《黄山市屯溪老街区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管理

暂行办法》确立了历史保护区在我国遗产保护中的核心地位。为进一步规范化保护工作，2005 年制定了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GB50357-2005)》，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至 2014 年，住建部发布的《历史

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详细规定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编制单位、方法、

内容、深度及期限，为实践工作提供了明确指导 
在探讨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更新时，多项研究均聚焦于其原真性的重要性。学者们普遍认为，除

了坚守原真性这一静态保护的核心原则外，还应强调在必要更新中实施动态保护策略。这意味着在街区

建筑的日常使用中以及保护规划的编制过程中，都应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例如，张旖旎(2007) [9]
的研究深入分析了历史文化街区的独特特征，并据此提出了保护与更新的基本原则，即保持物质环境的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5577


连安琪，刘大亮 
 

 

DOI: 10.12677/design.2024.95577 446 设计 
 

整体统一和历史风貌的真实面貌。赵柯涛[10] (2012)则进一步探讨了保护与更新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在

保护过程中需要遵循公众参与、利益平衡、延续性、小规模以及动态性等多重原则。束晓丹[11] (2021)在
最新的研究中，对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更新策略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指出应坚持整体性、原真性和延

续性发展三大核心原则。这些研究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持，也为历史文化街区的实际保护与

更新工作提供了指导方向。 

3. 济南历史文化街区现状调研与分析 

3.1. 地理区位 

济南百花洲的核心景观区位于大明湖南侧，邻近明湖路的西南段，东邻岱宗街，西侧接近文庙，南

侧与后宰门街相接，占地面积大约为 3 公顷(图 2)。经过多次实地考察与分析，发现该区域坐落于济南明

府城之中，泉眼众多，自然景观丰富。明府城内的泉水资源不仅具备独特的景观观赏价值，还蕴含着深

厚的历史文化意义和人文传承价值，是济南历史文化的承载者[12]。 
 

 
Figure 2. Floor plan of Baihuazhou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istrict 
图 2. 百花洲历史文化街区平面图② 

3.2. 百花洲历史文化街区文化内涵 

街区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洞察该区域精髓的关键视角。通过其建筑风格与布局规划，我们可以窥见这

里作为传统文化汇聚地的独特魅力，它深刻反映了地域市民文化的精髓。百花洲片区不仅展示了丰富的

民俗文化，还以王府池子为核心，呈现了泉水文化的独特体验。同时，以文庙为中心的宗教文化体验区，

则进一步丰富了该地区的文化内涵。这三大文化特征——民俗、泉水和宗教文化，以及承载这些文化的

传统建筑，共同构成了此地文化的核心要素。这些文化符号不仅是对济南地域文化的精彩展现，也成为

了这座城市最具辨识度的文化标志[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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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百花洲历史文化街区空间分析 

百花洲历史文化街区的布局主要是由多条巷道构成，其街道宽度较为狭窄，主街宽度大约在 5 至 6
米之间，而较小的巷道宽度仅在 3 米左右。该街区分支繁复，布局起伏不定，充满了传统巷陌的风情。

然而，这种复杂的街巷结构也带来了交通管理的难题，并对其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制约。 

3.3.1. 街区空间分析 
芙蓉街至百花洲历史文化街区内的空间类型大致可划分为三种：商业娱乐区、休闲旅游区以及居住

社区街道。其中，居住社区街道的面积最为广阔，且构成最为复杂。而以商业和休闲旅游为核心的空间

街道，通常位于主要交通干道上[14]。思敏街和后宰门街是主要的商业娱乐街区，其空间布局呈现线性特

征，较为单一。这些街道两边主要是商业设施，街道宽度适中，给人以较深的空间透视感。而休闲旅游

街道则通常宽敞且光线充足，尺度多样，整体景观效果出色，空间封闭感和围合感不强，视野开阔。相

比之下，居住社区街道的空间较为狭窄，围合感过强，通透性不佳，整体空间氛围显得有些压抑，这对

长期居住的中老年群体可能会产生一些不良影响。 

3.3.2. 节点空间分析 
百花洲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空间多围绕水体布局，依托泉源而建，位于道路交汇点和主要景观节点

处。根据个节点的人流量、空间范围等多个要素，将所有节点分为主要节点和次要节点。主要节点的文

化底蕴较为浓厚，次要节点则分布广泛，数量众多。滨水空间设置多个景观节点，围绕多种水系类型展

开，空间有开有合，满足不同人群亲水的需求；停留空间主要散布在街巷两侧，建筑前或院落内。停留

空间数量较多且功能性较强，放置座椅、垃圾桶、饮水池等多种小型设施。其主要功能多用于游客短暂

性的休憩停留。院落空间大部分为私人空间，部分古建空间向公众开放。 
大明湖路沿街的新建建筑，不仅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引人注目，更以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为核心理

念。这些建筑将传统艺术与现代设计相结合，为游客们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每一处细节都透露出

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尊重，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历史底蕴的艺术殿堂。 
文化场馆不仅为游客提供了深入了解济南历史文化的机会，也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岱宗街与思敏街街道两侧的建筑则以商业为主满足了游客的购物需求，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便捷的生活

服务。在后宰门街以南的区域，则保存了大量历史传统民居建筑。这些建筑大多建于明清年间，这些院

落建筑风格独特，雕刻精美，充满了浓厚的历史气息。 
在城市化发展加速推进的今天，济南百花洲历史文化街区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随着商业化发

展带动当地经济的同时，也面临这人地情感淡化的问题。然而，居住街区的空间形态则相对单一且狭小。

由于这些街区大多基于历史建筑的存在，空间更新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4. 百花洲现状问题及更新原则 

4.1. 现状问题 

4.1.1. 院落现状问题 
百花洲历史文化街区以居住建筑为主导，传统民居的布局主要承袭了北方四合院的风格。这里深受

伦理纲常思想的影响，秩序与规律随处可见[15]。建筑大多沿街排列，平面布局中规中矩，少有大的变化。

街区内散布着不少明清时期的建筑遗迹，如著名的百花洲公馆和位于核心地带的某大院，它们共同构筑

了街区的历史韵味。由于百花洲的居民多为普通百姓，建筑多采用传统合院式内向型布局，主要形式为

一进院，简单而实用。少数建筑为二进院，这些院落通过纵横轴线的巧妙组合，串联起几个小院落，形

成了独特的空间感。然而，由于院落空间有限，很多活动都被迫在院落或公共区域进行，导致院内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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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空间略显凌乱，采光也不尽如人意。 

4.1.2. 建筑现状现问题 
百花洲历史文化街区体现北派建筑的稳重风格，同时融入南方建筑的轻盈元素。建筑多为砖石木材

结构，色彩以灰砖、小青瓦为主，展现淡雅风格。街区建筑多为传统民居院落，部分建筑体现中西合璧

风格。建筑沿街而建，与街道和谐共生。然而，许多建筑因缺乏修缮而衰败(图 3)，部分被现代建材替代

(图 4)。多数建筑具备修缮价值，但街区内存在简易楼和自建房，影响整体风貌。面临传统与现代、保护

与发展的挑战。 
 

 
Figure 3. Diagram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building 
图 3. 建筑现状图③ 

 

 
Figure 4. Diagram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building materials 
图 4. 建筑材料现状图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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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街巷环境现状问题 
经过对街区的深入调研，我们发现这些区域往往成为居民们自携座椅进行社交活动的首选地点，反

映出现有公共设施与居民需求之间的不匹配。不同的建筑组团与巷道空间相互交织，形成了多种形态的

点状空间，这些空间具有一定的利用价值，但在景观设计上却显得较为欠缺。部分建筑的空调外机、用

电箱、电线等相互交错，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隐患，同时影响整体的景观效果，使整个街巷空间更加杂乱。 

4.2. 更新原则 

(一) 以人文本 
设计应始终以人为本，尊重人的需求与体验。设计时应考虑使用者的行为模式、心理感受及环境适

应性，打造舒适、安全、和谐的公共空间。通过合理规划空间布局，设置便捷的交通流线，创造丰富的景

观层次，满足人们观赏、休憩、娱乐等多元化需求。同时，注重生态环保，选用本土植物，保护自然资

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人为本的景观设计，旨在提升城市品质，改善居民生活质量，促进可

持续发展。 
(二) 整体协调原则 
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多元历史元素的汇集地，其独特魅力在于不同时代、各种风格的元素和谐共存。

在整合更新过程中，我们需精心协调这些元素，确保它们能够和谐共生，并展现各自时代的精神风貌。

实施时，需全面考量街区的现状、功能需求等，以因地制宜的方式对环境进行改造，既满足多样需求，

又保持整体协调性。历史文化街区更新需注重与周边环境的和谐统一，避免盲目更新，确保历史文化街

区的独特韵味得以保留和发扬。 
(三) 保护与传承并举原则 
历史文化街区的建设本质上是新旧元素相互交织和融合的过程，其目的并非切断历史脉络，而是为

了更有效地保护和传承城市的历史文脉，恢复并维持其特有的城市风貌。在改造过程中，应审慎处理“保

护”与“更新”之间的关系，深入挖掘街区的历史要素和文化底蕴，以保持其文化脉络的连贯性。同时，

我们应避免过度追求形式上的复古，而应当注重文化的动态发展，努力为历史文化街区注入时代特色。 

5. 基于场所依恋的空间更新策略 

百花洲，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文化和自然景观的历史文化街区，其街巷空间在规划设计中同样需要注

重不可替代性的提升。虽然经过初步的环境整治，主干道的路况已有所改善，但依然存在景观结构单一、

与周边环境融合度不高等问题。为了进一步提升百花洲的吸引力，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5.1. 保护街巷肌理，织补路网提高街区可达性 

在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在深入理解自然地理条件的基础上，同时受到人文元素的驱动，主动地调整

城市的主轴线布局、建筑风格、环境色调以及空间结构等城市形态特征。因受传统封建礼制以及小农经

济等思想影响较深，济南旧城为规则布局，街坊式布局明显，城市肌理秩序清晰、建筑布局规律方正[16]。 

5.2. 依托百花洲特色文化资源，推动业态转型更新 

百花洲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可以通过这些资源的

合理利用和开发，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要深入挖掘百花洲的文化内涵，

提炼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元素。这些元素可以包括历史传说、民俗风情、建筑风格、艺术表现等，它

们都是百花洲独特的文化符号，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和吸引力。 
其次，要将这些文化元素融入到业态转型更新的过程中。例如，在旅游业方面，可以开发以百花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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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为主题的旅游线路，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在商业领域，可以推出以百花洲文化为

设计灵感的商品，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在文化产业方面，可以依托百花洲的文化资源，发展文化

创意产业，打造文化品牌，提升百花洲的文化软实力。此外，还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和跨界融合来推动业

态转型更新。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对百花洲的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的开发和应用，打造智慧旅游、智慧商业、智慧文化等新型业态。同时，加强与其他产业的

跨界融合，如文化 + 旅游、文化 + 科技、文化 + 教育等，形成多元化、综合性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 

5.3. 优化步行交通系统与步行环境，构建人性化步行空间 

在城市的繁华之中，百花洲历史文化街区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游客和市民。然

而，当我们深入这片古老的街区，以步行者的视角去体验时，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由于街区

内部主要以步行和非机动车交通为主，打造一个人性化的步行空间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实地调研，发现百花洲历史文化街区的街道环境存在不少亟待改善的地方。商铺占道经营的现

象普遍，导致原本就有限的街道空间更加狭窄。杂物随意堆放，不仅影响了街区的整洁美观，还给行人

的通行带来了不便。同时，共享单车无序停放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使得原本宽敞的步行道变得杂乱无章。

此外，居住街道的人行道占用现象也相当严重。由于人行道宽度较窄，当商家将货物或杂物摆放在人行

道上时，行人往往只能被迫与机动车并行，这不仅增加了行人的安全风险，也降低了步行的舒适度。偶

尔出现的人车混行情况给行人的步行体验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需清理占用人行道的物品，保持街道畅通，营造舒适、安全的步行空间，从而有助于提高游

憩者场所依恋水平。 

5.4. 注意空间尺度感，唤起情感认同——以建筑空间为例 

百花洲历史文化街区仍然保留着结构完好的古建筑，但由于缺乏合理的利用，这些空间目前处于闲

置状态。根据相关文献关于场所依恋情感影响因素的理解，我们认识到保护居民在功能依恋和情感认同

上具有强烈联系的场所，能够深深激发他们对街区的依恋情感[17]，进而促进社会参与到保护历史文化街

区的行动中来。 
这些古建筑是百花洲居民生活与情感寄托的重要载体，它们不仅承载着历史的记忆，更是人与场所

之间情感联结的象征，具有无可替代的情感意义。因此，在保留这些古建筑原貌和特色的基础上，我们

有必要进行修复和合理的利用。通过修复和利用这些古建筑，我们可以将它们转变为居民文化交流的重

要场所。这样的转变不仅能够增强社区的凝聚力，还能够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进一步激发百花洲历史

文化街区的活力和潜力。 

6. 结论 

济南百花洲历史文化街区的更新设计研究，不仅是对济南古城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更是对济南

市民及游客场所依恋情感的一种回应。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平衡历史街区的保护与现代生

活的需求，成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百花洲历史文化街区作为济南泉水文化的代表，其丰富的泉水资源和独特的街巷空间格局是街区更

新设计的重要基础。在更新设计中，应充分考虑到这些自然和人文资源的保护，同时结合现代生活需求，

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其次，对于街区内的建筑风格混乱和风貌破坏问题，应采取“保护街巷肌理，织

补路网提高街区可达性”的策略。对于街区空间的设计，应采取“注意空间尺度感，唤起情感认同”的

策略。在保留原有公共空间的基础上，通过织补新的空间元素，形成更加丰富、多样的公共空间体系。

将不同的空间元素融合在一起，创造出既具有历史文化内涵又具现代审美价值的街巷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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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场所依恋的百花洲更新设计，应充分考虑市民及游客对济南曲水亭–后宰门街区的情感认同和

归属感。在设计中，应充分尊重和保护街区的历史文化遗产，同时结合现代设计理念和手法，打造出既

有历史韵味又具现代气息的新街区。通过这样的设计实践，不仅能够提升市民及游客的生活品质和旅游

体验，更能够增强他们对济南古城的情感认同和归属感。 

注  释 

①图 1 来源：作者自绘 
②图 2 来源：底图来源于高德，其余自绘 
③图 3 来源：作者拍摄 
④图 4 来源：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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