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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历史与新旧文化的协调问题。本文旨在研

究城市更新的政策下如何更好的将场地文化记忆保留与发展,就江心洲葡萄园改造项目为例,探讨本地

块在更新设计过程中“葡萄记忆”在场地中的保留延续及可能遇到的问题和相应的对策,并着重探索场

地特有历史文化的发展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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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rvation and Research of Site Mem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Renewal 
--Taking Jiangxinzhou Vineyard Renovation Project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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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urban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has always been 

accompanied by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history and new and old cultures.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how to 

better preserve and develop the site cultural memory under the urban renewal policy, taking Jiangxinzhou 

vineyard renovation project as an example, it discusses the retention and continuation of "grape memory" in the 

site renewal design process and the possible problems 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and strategies of the uniqu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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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正处于向着高

新技术发展的新局面。过往粗放式的快

速城市化已经不再适宜中国现阶段的发

展需求,场所记忆逐渐成为现代化城市

的缺失点。应当如何在城市更新的进程

下兼并场所记忆的保留与规划成为城市

更新的一大难点。 

1 相关理论研究 

1.1城市更新政策概念。国内的相关

研究历经“棚改”、“旧改”、“有机更新”、

“城市双修”等名词之后,在 新出版的

《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中,被重新定义

为：将城市中已经不适应现代化城市社会

生活的地区作必要的、有计划的改建活动。 

早在1958年,在荷兰举行的第一届

城市更新研讨会上,城市更新的概念就有

了相对权威的界定。也就是说,生活在城

市中的人们对改善自己的住房、周边环境

或日常生产生活活动、住房、城市街道、

公园绿地等环境都有自己的要求,对优

质的城市生活也有自己的追求,包括所有

这些城市建设活动都隶属于城市更新。 

1.2场所记忆对场地研究意义。场所

记忆的研究是回到人与场所如何建立情

感记忆的人本主义视角出发,回到场所

理论的本源去解读。场所是一种人工和

自然的空间环境,对于我们的重要意义

在于记忆蕴藏于其中。“场所”是空间获

得定义与特殊性的过程,且需要空间与

社会关系的互动,是一个物质层面和精

神层面的整体概念。物质层面与材料的

肌理、形状、质地、色彩等有形的物体

相关,而精神层面则更多地来自于文化

在场所的沟通与融合,以及通过长期使

用而获得的某种印记。 

1.3国内外发展现状。世界各国进行

着各种各样的城市更新实践。20世纪60

年代后,研究主要对以形体主义和功能

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城市建设进行反思,

许多国外专家学者注意到了城市公共空

间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特殊历史记忆的重

要性,从外部空间的设计对历史文化作

映衬,提出要明确建设积极空间,避免消

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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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国内的城市更新是对城市中某

一衰落的区域进行拆迁、改造、投资和

建设,以全新的城市功能替换功能性衰

败的物质空间,使之重新发展和繁荣。

“城市更新”开始成为中国城市研究领

域的热门话题。 

2 城市更新政策下场所记忆的

保留 

我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正处于向着高

新技术发展的新局面。由此,我国的社会

环境也处于高质量的转型阶段。过往粗

放式的快速城市化已经不再适宜中国现

阶段的发展需求,场所记忆的不断缺失

引起了当今社会的反思。场所记忆的丧

失伴随而来的是传统区域肌理的破碎以

及可识别性的缺少。 

2.1城市更新政策对场所记忆保护

与传承的要求。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工作要求,对场

所记忆的保护与传承来说,尊重场地记

忆、激发场地的新活力,提升场地的品质,

从而增添场地可识别性是新时代背景下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应有之义。 

场所记忆的保留,就是通过城市更

新来挖掘和梳理传统空间脉络,延续地

域传统文化和人们对于场地的记忆。要

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中心,提升人民群

众的幸福感、归属感。 

2.2城市更新政策视角下场所记忆

保护与传承的策略。结合城市更新政策

的目标及内涵,应主要从空间秩序、地块

单元、场所营造和景观风貌等重点方面

来重构已经缺少的场所记忆。在地块单

元上强调对于地块的整治改造措施进行

分区管控,并提出相应的保护与传承思

路；在场所营造上重点关注包括节点、

分区等在内的公共空间,营造多样化的

场所；在景观风貌上主要在视线通廊、

街巷立面、建筑形式等方面延续原有的

场地肌理与特色。 

2.3城市更新政策下场所记忆对设

计场地的研究意义。根据《南京市总体规

划(2007-2020)》,江心洲的未来定位：发

展集生态环保、信息科技、文化旅游、

现代都市服务、生态居住等功能为一体

的“生态科技城,低碳智慧岛”。 

反观目前所处于江心洲内的场地,

处在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场地却

在众多方面落后,有必要将其进行改建

与更新活动。场地自身的生产方式低下,

未引入现代化的生态复合种养模式,更

是缺少各产业之间的生产销售等联系,

资源利用率严重不足,且场地特色文化

的体现并不鲜明,导致江岛上 后一块

葡萄种植基地渐渐没落。 

将城市更新理念应用于南京江心洲

葡萄园景观提升改造项目之中,既帮助江

心洲葡萄园进行全面升级,拉动葡萄产

业以及相关旅游业的发展,也极力与“生

态科技城低碳智慧岛”进行有机结合。 

3 江心洲葡萄园更新改造项目 

3.1项目背景。中国政府与新加坡政

府合作,将江心洲整体开发为新加坡·南

京生态科技岛。2012年以来,随着南京生

态科技岛的建设,葡萄园逐年缩小种植

规模,而江心洲的葡萄园对于南京市民

是一份精神寄托。 

3.2场地调研分析。通过对场地调研

得出改造策略：①场地活动人群需求。针

对不同年龄阶段、不同身份的人来到场地

的活动需求作出相应的供给。不局限于葡

萄采摘活动。②季节性功能使用。注重场

地的季节性功能使用,在不同季节呈现不

同的自然景象。③环境改善。场地多处地

方无人打理,荒草丛生,河道污染问题严

重。通过湿地植物和海绵对河道进行净

化。④对外面貌(五桥俯瞰)。对于即将通

车的五桥,车行驶过程中可以在五桥上纵

观整个葡萄园区,因此对外貌改造需重视。 

3.3场地更新策略研究。基于城市更

新政策下对场所记忆的保留成为设计场

地的主要轴线,一个良性场所形成的记

忆通常是由人的感官由内而外感受到的,

以一种无以言表的氛围为特征,这种氛

围来源于场地内每一个设计、构成、表

现的元素,通过色彩、肌理、质感、光影

的运用,形成一个完整的长时记忆,它独

有一副个性的灵魂,并非形式上的意义。 

在江心洲葡萄园改造更新项目中为

解决用怎样的方法策略进行更新？如何

使得更新进程的同时保留江心洲葡萄种

植记忆？成为设计重点。 

3.3.1入口接待区。接待区即葡萄种

植业记忆在场地中的开端。首先需要考

虑的是在符合用地规划属性的前提下对

入口接待区域进行重新整合,使公共场

地内外形成清晰的空间序列,让整个公

共空间体系能够连接有序的活动。其次通

过清楚的规划更好地发挥入口原本对人

们活动所存在的引导作用,借此引发人们

更多的自发性活动。考虑设置一系列由葡

萄衍生的产业链,如葡萄主题的餐厅、葡

萄甜品制作等,使得葡萄文化的元素贯

穿整个空间。通过公共空间“葡萄”和

“葡萄藤蔓”的元素设计树池、特色座

椅等来丰富场地带来的葡萄记忆。 

3.3.2交互农田区更新设计。基地东

侧设置亲子娱乐互动区以及交互农田区,

通过场地特有的葡萄种植农业文化内涵

以及一系列互动设施,让不同年龄段的

人以使用者的身份参与并完成整个互动

体验过程,在乐中教,在玩中学。而这种

互动除了满足景观对城市的改造和创造

功能外,更重要的是符合人的心理以及

生理上的特征,唤起人们对江岛葡萄园

的记忆,从种植到收获的全身心体验,是

为直观的体现。 

3.3.3江心洲滨河区块的设计研究。

滨河区的场所记忆来源于人们对自然生

态的向往。设计更注重了生态的还原。

通过“海绵”的手法,对不同河道段进行

河水的自然进化。过渡域景观的设计以

三段形式呈现：生态驳岸、硬质驳岸、

亲水平台。以保护生态多样性为前提,

合理设置一些让游客亲近自然、亲近水

源的设计。陆地域景观人为干预强烈,

通过构筑物的形式加强对葡萄种植及自

然生态的记忆。 

整个场地原以葡萄采摘为主要经济

效益来源,季节性高收益而忽视了场地带

来的长久经济。杉林的设计大程度改善了

这一问题,夏季7-8月以葡萄农业带来的

一系列经济效益为主,秋季多为观秋色

叶植物,春季则多为观花和游憩为主。 

4 结论 

江心洲葡萄园的更新发展离不开场

地本身所处的环境。城市更新作为城市

发展的未来趋势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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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保护环境与防止污染事故是密切相关的,通过点源污染源的治理,环境污染虽有了一定缓解,但

还未达到完全控制,甚至某些环境要素还有恶化趋势,局部污染事故和纠纷仍不断地上升。由此造成环境

生态、社会经济发展、物质生产和人类的生存与健康以至文化精神生活诸方面损失都很大。因此迅速

降低污染事故是环境保护的需要,也是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 

[关键词] 依法调处环境污染事故；自然灾害；危害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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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Some Problems of Mediating and Dealing with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ccidents According to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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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accidents. Through the 

treatment of point pollution sources,  although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s been alleviated to some extent, 

it has not been fully controlled, and even some environmental factors have a deteriorating trend, local pollution 

accidents and disputes are still rising. This has caused great losses in environmental ecology,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aterial production, human survival and health as well as cultural and spiritual life. Therefore, the 

rapid reduction of pollution accidents is  the need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also the need of 

developing the national economy. 

[Key words] Mediate and deal with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ccidents according to law; natural disaster; Hazard type 

 

目前,在我国环境法制尚未健全

的条件下,如何进一步做好依法调处

环境污染事故和纠纷是一件很值得深

入探讨研究的课题,下面就有关问题

加以探讨。 

1 事故的类型 

1.1按发生类别分 

1.1.1生产事故型 

在生产过程中由于排放污染物或发

生设备安全事故,生产工艺故障或是“三

废”设施故障导致有毒有害的产品、中

间产品、三废污染物、农药、化肥等投

入环境,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案件。 

1.1.2自然灾害事故型 

生产、贮存、运输中因不可抗拒的自然

因素,如雷击、风雨灾害、水灾损失等,

导致污染物投入环境污染事故或危害后

果的案件。 

略,通过对城市更新政策的研究以及对

葡萄园场地的重新改造,实现刺激经济

发展、优化土地使用、延续城市功能、

保持文化风貌和延续城市肌理的功能。

从发展的角度拓展原有更新思路,将生

态、交互等要素进行有机结合,平衡经

济、环境、社会三方面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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