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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更富魅力的人文之城

建造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然而

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集群，而是散落在城市各

个角落的各种功能和活动相互影响的复合体，

所以城市也是一个文化熔炉。在城市物质空间

飞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发挥文化给城市带来的

稳定、韧性和发展的力量，受到了全球各界的

关注。

同时，全球城市建设在功能形态和基础设

施方面都有很高的标准和要求，并且在制度设

计、市民行为方面也有一定的规范和约束，一

塑造更富魅力的人文之城是上海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提出的目标愿景之一，也是上海这座超大城市能够可持续发展

的内生诉求。在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下，城市文化是城市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城市的竞争中显得尤为重要。上海拥有

丰富的文化内涵，在资源紧约束发展的关键时期，更应倡导文化引领，促进城市转型。聚焦总体城市设计，重点从传承历史文

脉、提升空间品质和创新城市治理三个维度开展工作。

Building a more culturally charming city is one of the visions put forward in Shanghai Master Plan (2016—2040), and an endogenous demand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as a mega cit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culture is a key part of city’s soft power, becoming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competition with global cities. Since Shanghai has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it is more necessary to advocate the leading of culture 

and promote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the critical period of tight resources constraint. Focusing on comprehensive urban design, the cultural work of 

Shanghai will carry out from 3 dimensions, which are inheriting historical context, improving space quality, and innovating urban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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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呈现了趋同的特征。全球城市的差异

性，主要体现在根植于其上的历史土壤及在此

孕育出来的城市文化。每个城市的文化特征和

文化品质在全球竞争中显得尤为重要，文化也

是城市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向2040年，上海提出“卓越的全球城

市，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

城” 的目标愿景。上海不仅要打造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城市功能，还要塑造平等、包容、更富人

文关怀并且具有自身鲜明特质的城市文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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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拥有2 4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内生诉求。

上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她的发展经历了3次文化大融合，从而形成今天

独特的历史底蕴。第一次文化大融合是近千年

来在中国南北文化交流基础上形成的独特的江

南水乡文化。第二次是在1843年开埠以后，中

西方文化冲击融合形成的海派文化。第三次是

改革开放以后，在上海快速发展时期形成的海

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

精神。上海历史上每一次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

也是融合多元文化最为显著的历史时期。

今天的上海已经到了资源紧约束发展的

关键时期，来自人口、土地等方面的制约，使得

上海率先探索创新引领、内涵发展的道路。以

城市硬件建设、物质消耗拉动城市发展的路径

越来越有限；而将城市的软件优化，把文化注

入现有的建成环境，带动城市发展，则存在巨

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倡导文化引领、促进城市

转型，对上海来说至关重要。

1　倡导文化引领，加强顶层设计

在这样的发展背景和理念下，需要加强

顶层设计来统领全局（图1）。顶层设计作为一

个系统的方法，从全局高度对各个方面、各个

层次、各个要素进行统筹规划，主要关注目标

的引领性、整体的关联性和实施的可操作性。

城市规划作为一种空间规划，对于文化引领功

能的空间安排聚焦在总体城市设计上。城市设

计的最后成果可能是外在的、物质化的空间安

排，但其核心则是文化的显现。

（1）目标引领性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

在文化层面上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建设国

际文化大都市。上海同步开展了城市总体设计

工作，对接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空间目标，

整合相关要素，分解各个层面的目标以及工作

任务，并以此连接城市的历史传承和发展，统

筹城市空间提质和城市治理完善。

（2）整体关联性

整体关联性强调各个系统围绕顶层目标，

相互关联、衔接和有机匹配。文化领域的涉及

面非常广，包括历史文化、绿色文化、社区文化

和品质文化等，这四个子系统与城市空间密切

相关，此外还有创新文化、开放文化、多元文化

和治理文化等。通过总体城市设计，将各个子

系统在城市空间上加以梳理，从整体层面和立

体空间上统筹城市格局。通过空间理序提质，

实现各文化子系统在城市中的有序衔接。

（3）实施可操作性

总体城市设计作为一种手段，将抽象的文

化意向注入城市功能、空间格局、街区肌理等

文化载体中，通过塑造独特的城市轮廓线、国

际化中心地区、东西交融的城市空间、宜人的

城市景观、优美的街道空间、多元文化的记忆

等具体路径，来实现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空

间目标。通过总体城市设计，进一步分解控制，

深化形成系统层面、地区层面、街区层面的城

市设计以及专项规划与研究，并与上海现有的

规划管理体系逐一对接。

2　传承历史文脉，保护城市遗产

上海深厚的历史积淀形成了多层次、多

类型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提升上海

文化内涵的战略资产，也是上海城市文脉得以

绵延不绝的核心基因。对于这些文化遗产，上

海已经开展了长期的保护工作，也取得了积极

的成效，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当前国际保护

的理念已经从单栋、静态的文物保护的模式，

逐步过渡到成片活化、积极保护的模式。上海

也从外延扩张进入内涵增长的转型时期，低影

响、渐进式、适应性的城市有机更新成为一种

常态，今后不会再做“大拆大建”的工作。与

此相对应的，上海保护工作的内涵在延伸，要

从建筑保护出发，向空间保护、肌理保护拓展，

这将成为上海市历史文化保护工作的核心理

念。这个理念要求进一步拓展保护对象，从整

体层面开展保护；积极活化利用，分级分类管

理；完善保护法规，探索政策机制。

（1）拓展保护对象，整体成片保护

从三个层面来拓展保护对象。一是进一步

拓展挖掘一批具有历史文化美学价值的历史

街区，探索从“成片旧改、单体保护”向“成

片保护、零星旧改”的模式转型。二是积极探

索石库门里弄和工业遗产等类型的保护模式，

进一步拓展保护对象的范畴。对于代表特定历

史时期、凝聚城市肌理的对象也要加强保护。

现在保护对象已经拓展到拥有30年以上历史、

具有保护价值、承载历史记忆的建筑。比如长

白新村的两万户，过去的工人新村，承载了当

时的历史记忆，也成为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对

象。三是在加强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也

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发挥其在

营造文化氛围方面的积极作用。

（2）积极活化利用，分级分类管理

应当在活化利用、分级分类管理的基础

上，细化保护层级，明确保护要素，以此指导设

计和施工，从而实现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历史价

值的活化。

（3）完善保护法规，探索政策机制

把成片保护对象拓展到一般的历史街区

和历史建筑之后，需要进一步加强空间保护和

肌理保护。在政策方面，通过规划、土地、财税

政策，提高土地和建筑的所有者以及开发商共

同参与保护工作的积极性。因为历史建筑本身

就承载着文化价值，其保护更新后的功能也应

更多地与公益性和文化性相结合，城市遗产保

护的各项探索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现行保

护法规，以适应现代保护的新理念和新要求，

《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

条例》修订工作已经正式启动。

（4）立足城市之根，强化文化自信

以老城厢地区的保护为例，老城厢地区被

图1   顶层设计构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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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是上海“城

市之根”。早在开埠之前，这里已经孕育了城市

开放包容精神的萌芽。开埠之后，这种精神萌

芽对于促进东西方文化在上海的交融、推动上

海的蓬勃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社会各界对

老城厢保护非常关注，开展了大量工作。但是

老城厢的保护依旧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一方面

因为这个地区历史建筑的质量相对较差，另一

方面则是该地区缺乏活化保护的政策。为了促

进老城厢的文化保护，需要聚焦三个方面开展

工作。

一是进一步梳理老城厢的历史，挖掘这里

作为上海早期航运、金融、贸易文化中心的功

能基因，将其与今天的保护和发展功能定位结

合起来，注重区域多样混合发展。二是既要最

大限度地保护历史建筑，也要研究历史肌理和

历史空间的保护。因为相对于老城厢的保护范

围而言，具有保护身份的建筑是孤立、零星和

分散的，城市肌理的保护更加重要，应当研究

如何把历史文脉保护下来，并在此基础上塑造

丰富的公共空间、步行空间和文化空间。三是

在确定合理的开发容量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

如何采用自主更新、小地块开发、多样化的保

护更新模式，使老城厢地区焕发新生，因为它

是体现上海传统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

3　挖掘地域特色，提升空间品质

上海的地域特色要素非常多，其中水和街

道是串联起城市整体空间的两个网络结构重

大系统性要素。

（1）打通滨水廊道，做好水的文章

上海是“以水兴市”，所以我们要“做好

水的文章”。

从全市域的角度来看，上海的水系呈现出

非常丰富的结构。这种以河流、湖泊、湿地构成

的水网体系是上海宝贵的生态财富。水系同时

还串联起众多蕴含人文价值的特色乡镇。通过

总体城市设计，以水为脉，集聚历史人文资源，

在保持以水为自然本底的地域性特征基础上，

优化整体空间结构和核心景观要素。从中心城

区来看，突出“一江一河”的地理特征对中心

城的结构作用。黄浦江、苏州河承载着上海发

展的历史机遇和人文情怀，它们既是空间要

素，同时也是文化元素。将之作为主要的廊道，

加强疏通其他骨干水网以形成水路的次要廊

道，强化城市整体水系的空间特征。

加强滨水空间的公共性、连贯性和可达

性，建立与城市中心、地区中心及其他重要空

间要素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提升滨水空间的文

化品质、公共界面的景观环境，以此展现滨水

空间的独特风景。上海市政府提出，要在2016

年年底完成黄浦江两岸滨江贯通的规划方案，

并要求到明年年底，将黄浦江两岸滨水空间贯

通方案全部付诸实施。到那时，黄浦江两岸的

景观又将呈现新的面貌。

（2）强化肌理控制，优化街道空间体验

在街道空间的规划中，我们强调肌理的

控制，以优化街道空间的体验。伊里尔•沙里

宁（Eliel Saarinen）曾说：“让我看看你的城

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

什么。”人们对城市的认知，最先来自建筑和

街道。因此，在人们对城市微观尺度的文化体

验方面，街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街道是

城市居民最基本的公共活动场所，也是城市历

史和文化的空间载体。在过去几十年中，上海

的城市建设尤其是在道路建设上取得了巨大

的成就，积极应对了城乡布局的扩展以及机动

化水平的提高，但是同时也给城市街区的活力

营造和历史人文传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

战。单纯注重机动性的联络已经越来越难以满

足市民对街道生活和社区生活的向往，因此要

通过文化内涵挖掘，提升街道功能。在如今的

城市功能中，街道拥有多重角色，一条理想的

街道不仅是人们通行的基础设施，还应为人们

的交流互动提供良好的空间环境。街道是人们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频繁的空间，寄托了人们

对城市的情感和想象，这就需要我们在街道空

间中注入更多的城市文化功能，并通过街道断

面、城市家具的设计和公共艺术设施的引入，

提升街道的空间品质和文化氛围。

街道也是城市肌理控制的重要元素。上

海传统的城市空间有“窄马路，密路网”的特

点，这为我们控制街区尺度，优化城市肌理，

推动形成开放、便捷、尺度适宜的生活街区，创

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良好的街区氛围也对

街道空间品质起着积极的支撑作用。经过精心

设计，街区内的小型公共空间和街道空间可以

充分贯通，街区内的公共功能也可以向城市

开放。街道的价值不仅停留在沿街的线性界面

中，而且还能向社区、街区的纵深进行辐射，起

到以线性空间来串联形成空间网络的作用。在

保护传统城市街廓的同时，我们也在新开发地

区创造性地植入这种城市肌理模式。最近颁布

的《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中，贯穿设计和实

施阶段的核心理念就是“如何把街道做得更

加人性化”，并以此为出发点对城市管理者和

设计者加以指导。

4　创新城市治理，强化多元融合

近代以来，上海一直是中国最具有现代治

理文化的城市之一，这也源自上海深厚的市民

文化、工商社会和城市的包容性。现阶段随着

城市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信息化技术发展的

日新月异，公众对于公共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

的需求进一步凸显，对于参与城市规划和城市

治理的意愿也进一步加强，意愿的表达方式也

更加多元化。迈向卓越全球城市的上海受到了

国内外各界的更多关注，城市治理的主体也将

会更加多元化，这些因素也进一步促使上海积

极探索从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转变的发展道

路。充分吸收全球城市在治理文化上的经验，

创新城市治理的模式，构筑“共建、共治、共享”

的城市治理文化体系，建立“以人为本”的多

元社会文化，搭建汇聚众智的文化活动平台，

倡导多方参与的规划治理理念。

（1）建立“以人为本”的多元社区文化

社区是市民文化建设的基石，文化内涵的

丰富性、厚重性、灵动性和鲜活性离不开社区

文化的健康发展和繁荣发达。基于“以人为本，

均等服务，以民为先”的原则，打造15分钟社

区生活圈，构建宜居、宜学、宜游、宜业的社区

氛围（图2）。这也是上海市总体规划中，加强

城市社区治理、社区文化建设方面上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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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举措。

增加社区公共空间，提升城市空间文化品

质。一方面，通过在土地出让合同中增加一定

比例的公共空间、公共设施和公共艺术作品的

要求，让每一个城市建设项目成为提升公共空

间的文化品质以及增强社区归属感的过程。另

一方面，提出各方参与的社区微空间改造，引

入规划师、建筑师、景观师、艺术家，和社区居

民一起，提升社区中的小微空间品质，实现“小

步伐、大改变”。

进一步提升高品质文化设施的均衡化布

置。在文化布局规划中，要从原先的综合性文

化设施，向高品质、专业化的文化设施进一步

拓展。这种高品质、专业化的文化设施布点将

更加均衡，进一步贴近社区生活，从而提升上

海文化设施的辐射面和能级。

探索社区规划师制度。仅仅让社区建设停

留在物质层面是不够的，要鼓励居民广泛参与

社区空间规划、建设和维护的全过程。通过引

入专业团队，从调研开始，到规划设计、实施的

全过程参与社区营造，使之成为社区治理中的

重要技术支撑，并通过社区规划师的工作，在

社区宣传推广新的规划理念，使老百姓更好地

理解和接受。

（2）搭建汇聚众智的文化活动平台

国际国内各界人士对上海的关注，广大市

民对城市发展的积极参与，是推动上海城市发

展的宝贵财富。通过举办一系列文化活动，来

打造汇聚众智的平台。

从2015年起，上海开始举办两年一届的

“城市空间艺术季”，活动为期3个月，邀请全球

知名的策展人、规划师、建筑师和艺术家共同

参与，介绍全球先进城市发展经验，宣传城市

发展的最新理念，以体现活动的国际性。此外，

结合社区营造开展的案例展，为社区空间品质

的提升留下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以体现活动的

实践性。艺术季期间还举办了一些贴近市民的

文化活动，吸引了大量市民的参与，形成了全

市性的文化氛围，以体现活动的公共性。

再如SEA-Hi ！论坛邀请各界人士为上海

的发展献计献策，并且弘扬城市的人文精神。

嘉宾们的演讲内容通过网络得以广泛传播，其

影响力在持续扩大，并且每一次的演讲主题都

引发公众热议。又如“行走上海”活动，让公

众在行走城市街道空间的过程中，一边体验城

市历史、感受城市之美，一边发现城市空间的不

足，从而参与城市空间品质的优化过程。

（3）倡导多方参与的规划治理理念

通过“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在规划制

定和实施的各个阶段，广泛吸取不同利益相关

方的意见，最大范围地开展规划的公众参与。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编制

过程中提出“开门做规划”，其后持续3年进行

的线上线下的社会意见征询，就是对这个理念

的很好尝试。“上海城市设计挑战赛”也是基于

这一理念的尝试。这个赛事的最大特点在于利

用互联网技术，通过大数据的采集分析，形成

设计基础，并通过专业组和公众组竞赛的同步

开展，让城市设计不再停留在少数专业圈内。

5　结语

美国知名学者刘易斯 ·芒福德（L.Mumford）

曾说：“城市的根本功能在于文化积累、文化创

新，在于流传文化、教育人民。”东方文化中也

蕴含着“以文化人”的理念。两者异曲同工，

都体现了城市建设过程中，对于文化引领的共

同追求。城市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城市的灵

魂。相比城市物质建设的速度，富有魅力的人

文环境塑造也许需要经历更加漫长的过程。从

美好蓝图到城市每一步变化的实现，需要顶层

设计的同时，更要在每个环节上体现对城市历

史文化的传承、对创新理念的实践。

（本文为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徐毅松副局长

在“2016世界城市日—上海论坛”上的主旨发言报

告整理而成。）

图2   15分钟社区生活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