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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区是城市的基本构成单元，其内部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边界作为一类重要结构性要素长期以来受到学界

的多方关注。然而在当前国内普遍开展的社区更新工作中，边界因素仅被简单抽象为不可调整的物质性围

墙，致使大量由消极边界因素引起的空间结构性问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以社区边界空间为研究对象，以

社会学视角介入社区更新的过程性评价，同时结合在社区边界所开展的相关实践，以多视角对目标区域的

社会空间构成元素在不同规模、不同强度的重构活动中所受到的“作用力”产生的变化做出判断，审视社会

诉求，引导社会公众有序参与社区治理，推动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生态文明建设，以更好地为

社区空间构建稳定的环境秩序，激发人与空间结构性的互动效应，为老旧社区边界空间微更新的可持续模

式提供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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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unity is the basic unit of the city, and its internal material and non-material boundaries, as an essential structural element, 

have long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from academics. However, in China’s current community renewal work, boundary factors are 

abstracted as non-adjustable physical walls, resulting in many spatial structural problems caused by negative boundary factors 

that have not been given due attention. This thesis takes the community boundary spa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intervenes 

in the evaluation process of community renewal from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At the same time, it combines the relevant 

practices carried out at the community boundary to evaluate the target area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Make judgments on the 

changes in the “forces” exerted on the social space constituent elements in reconstruction activities of different scales and inten-

sities, examine social appeals, guide the public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an orderly manner, and promote joint 

discussion, joint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rough co-governance and sharing can 

better build a stable environmental order for community space, stimulate the struc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 and space, 

and provide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model of micro-renewal of old community boundary sp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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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于2019年11月提出“人民

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城市发展

新理念。仅2020年，中国有约3.9万个老旧

社区加入改造行列，惠及约700万名居民 [1]。

2021年9月，国家正式出台有关城市更新不

得大拆大建的政策，标志着城市微小绿地更

新、针灸式的老旧街区微更新作为大城市中

心地区发展的主导模式，为老旧社区更新营

造提供了制度保障与现实空间 [2]。随着居民自

主意识的提升，中国城市空间品质提升的方

式正从外延式扩张逐步转变为内涵式更新，

小规模、渐进式的微更新方式也因此成为城

市社区治理的重要议题 [3]。“社区微更新”作

为“城市微更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城

市存量规划背景下，以市民活动为主体，以

社会公共空间与基础设施建设为更新重点、

局部渐进的城市更新方法 [4]。在当前国内普

遍开展的社区更新工作中，边界因素仅被简

单抽象为不可调整的物质性围墙，致使大量

由消极边界因素引起的空间结构性问题未得

到重视 [5]。为补充此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的不足，本研究以社会学视角介入社区更新，

在传统物质空间规划的基础上，聚焦社区中

的主体——“人”的价值认同[6]，引导社会公

众有序参与社区治理，探索老旧社区边界空

间微更新的可持续模式，推动共商、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区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稳定

的社区环境秩序，激发人与空间结构性的交

互效果。

1 社区微更新与公众参与

为深入了解近年来社区微更新的发展

趋势以及与此相关的高频热点，以“社区微

更新”“公众参与”为关键词，从中国知网

平台下载自2000年1月–2023年2月的相关

文献，并利用CiteSpace软件进行详细的数据

处理与关键词聚类分析。在有关“社区微更

新”的关键词中，“老旧社区”“公共参与”

与“城市更新”为提及频率前3位的高频关

键词；在有关“公众参与”的相关话题中，

则探讨了“社区居民”与“社区治理”的重

要性（图1）。

社区微更新的历史在国外早已有之，最

早可以追溯至20世纪，在美国现代主义对

城市大规模改造的批判中，城市建设重点转

向谨慎地、渐进地以社区更新为主要形式的

小规模再开发。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

生》中提出了“不间断的小规模改建”以保全

城市的多样性 [7]；1958年8月，在荷兰召开的

第一次城市更新研讨会上，提出了有关城市

更新的说明，城市微更新的概念因此不断发

展 [8]。1969年美国规划师Sherry Anstein在《市民

参与的阶梯》中奠定了美国公众参与微更新

的基础 [9]；同年，英国的“公众参与规划委员

会”（Committee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lanning）发表

了《人与规划》（People and Planning）报告，首次

提出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制度框架、参与程

序以及方法手段。1975年，美国国会通过《住

房及社区发展法》，成立“社区发展基金”，

赋予地方更大的自主权，推动社区的渐进更

新和改造 [10]。几十年来，人们对待城市环境

更新的态度从激进转向保守，以提升城市

活力为目的微改造逐渐成为主流。国外关于

社区微更新的研究强调在错综复杂的城市空

间中，维护其多样性，以便提升城市空间品

质。小微空间的更新改造不仅能够满足居民

的物质和情感要求，大幅提升公众的参与热

情，也对于提高城市环境品质和社区治理有

着重要意义。例如美国的莫斯伍德公园，设

计团队利用一系列活动聚合边缘化群体和个

人，在一年内举办了6次社区研讨会议，充

分表达对社区居民的尊重，居民也相应表达

出自己的期盼和愿望，构想出理想中的公园

场景。最终的设计改造方案在城市官网上公

示，并接受和落实公众建议，取得了较为成

功结果。

20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引入“社

区营造”的概念，新型的社区营造活动开

图1   关键词聚合
Fig. 1   Keywords aggre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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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在中国发展 [11]。尤其是台湾省宜兰县社区

营造中的“公众参与”经验，被作为成功范

例，受到规划界的关注研究，为国内社区更

新规划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环节提供了良好借

鉴经验 [4]。大陆方面的理论与实践虽然尚处

于初步发展阶段，但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与较

为可观的成绩。在政策支持方面，仇保兴于

2012年提出城市更新领域微循环理论，确立

了“小而美、小而精”的原则，倡导“有机

更生”，积极拓展“微空间”[12]；2016年5月7

日，上海正式启动“行走上海2016——社区

空间微更新计划”，11个微更新试点项目改

造开始，通过艺术的融入，提升空间质量，

提高文化氛围打造品质空间 [13]。在更新营建

方面，上海创智农园通过共建共享社区公共

空间，激活社区活力，探索城市更新和公众

参与创新模式 [14]；北京“胡同微花园设计”

以参与式设计、水资源保护以及垂直绿化等

景观介入的方式提升老城社区品质 [15]，营造

有温度有故事的社区环境；深圳华龙第一条

“社工街”将社工服务元素融入社区建设，

发掘更多推动社区治理公众参与的能手，赋

能社区发展。

公众参与是一种创造性的方法，能够让

利益相关方参与并共同创造，以解决当地的

问题。目前国内有关公众参与的文献研究主

要集中在国外经验总结和适地性完善、国内

公众参与发展历程及现状，少数发达地区的

社区参与实践探究 [14]，缺少对老旧社区复杂

边界空间深入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由于城市

区域空间的动态分异，导致社会阶级化与社

群排斥现象的互相促进，这种现象在老旧社

区当中尤为明显 [16]：空间分异、社群隔离以

及政府“自上而下”的集权式规划与公众的

实际诉求脱节 [14]。社区更新追求的不是简单

的社区空间营造与景观提升，而是随着这种

更新设计逐步形成的“共建意识”：人际关系

的改变、社区凝聚力的形成、老旧社区居民

的记忆修补等 [17]。 

边界是社区的基本构架，标志着主体共

同生活的最大范围，使社区初步奠定自身的

意义 [18]。社区边界空间是指社区外围边界的

空间，是联系社区与城市的纽带，起到社区

围护作用的同时也为社区居民及城市人群提

供各种生活服务，对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及城

市形象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 [19]。然而在快速

城市化的背景下，开发商及建设者的功利主

义思想导致社区边界空间环境恶劣、缺乏活

力；同时，社区边界空间往往被社区设计师

与城市规划者所忽略，缺乏系统化、规范化

的空间设计，不能吸引居民的行为与活动，

成为社区与城市公共空间中的消极空间。基

于此，本研究关注老旧社区的边界空间，旨

在重塑社区边界空间，促进人与环境的互

动，消解消极边界空间的影响。

2 研究过程

为探索社区边界空间的提升手段及空

间微更新的可持续模式，研究自2022年10

月起，以社区边界空间营建为介入点，引入

多资源联动、多元参与的渐进式营建活动，

持续关注南京市锁金第三社区与南京林业

大学交界处的边界空间现状及使用情况。从

多视角出发对研究区域社会空间的构成元素

在不同规模、不同强度的重构活动中所受到

的“作用力”产生的变化做出判断，修复老

旧社区空间分异的现状问题，激活社区边

界空间活力。研究过程引入社会学视角，结

合社会学评价体系（韦尔曼社会网络分析①、

T.B.奥西波夫社会指标评价体系理论②）形成

调查问卷，收集多元群体的生活诉求、场地

使用感受并进行评估，以此来对比场地更

新前后空间提升情况以及利益相关群体的情

感变化。

2.1 研究对象

研究场地位于南京市玄武区锁三社区和

南京林业大学校园的交界处，建成于20世纪

80年代，面积约为40 m2，呈带状（图2）。场

地西南侧为居民区，北侧为校园绿地。两种

不同用地性质的物理空间在边界交织，促使

线性边界形成群体多元的空间结构——教

学区、居民区、商户区交汇。由于社区对边

界空间疏于管理，场地荒废，绿化被破坏、

街道照明被忽视、社交受阻碍，现有功能

几乎为零。这些现象的出现，极大程度地淡

化了周边群体的情感联系，集体记忆被消磨

直至遗忘，多元群体间交流的可能性因此减

少，群体的需求受到限制，边界空间处于消

极状态。

2.2 目标区域信息收集

为采集目标区域利益相关群体的信息，

研究从4个环节入手：海报匿名调研、深度

访谈、网络问卷意见及圆桌会谈深入交流，

以多种形式探寻社区群体对活动的响应程

① 韦尔曼社会网络分析是一种在数学、心理学、经济学、生物学等多个领域应用广泛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最早由英国数学家、社会学家哈拉尔德 ·韦尔曼提出，核心思想是
将社会系统中的人及其关系抽象为节点和边，从而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数学化的描述和分析。
② T.B.奥西波夫的社会指标评价体系理论最早在20世纪末由前苏联学者奥西波夫提出，其核心思想是构建一套综合性的指标体系，以量化评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发展状
况，有助于提高社会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促进社会各界对于发展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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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征询群众的改造意向，推进设计策略

的形成。

匿名海报与网络问卷的调研结果显示，

多元群体对边界场地及周边环境的印象较为

模糊，对场地内的植物与设施的现状满意度

低；大部分群体表达了社区花园营建活动的

高度关注，并且参与意愿强烈；也对场地的

功能植入提出了可行建议，如增加休憩、科

普等功能。同时，通过持续数个星期的访

谈，采集第一手数据，发现多元群体间存在

严重利益冲突。学生与居民之间因为生活问

题产生矛盾，比如电动车充电、快递拿取等，

少数个体甚至认为自己的生活受到外人的“冒

犯”；居民与商户之间也存在矛盾，小吃摊位

聚集的人气成为带来困扰居民噪音的主要原

因。在受访人群中，居民对改造社区边界空

间有不同看法，一部分认为无法推动社区环

境改变，另一部分则期待花园建设成果。当

谈及是否愿意加入社区花园共建时，大部分

居民给出了中立的答案——视情况而定。可

见，大众对景观空间的权利使用还处于被动

阶段。

多方利益共同体的需求引发了本研究的

思考：如何通过多方联动的参与式设计重新

联结各方群体？如何使社区边界空间真正地

满足多元群体的意志与需求？社区边界空间

的优化是否可以促进社区整体风貌的提升？

为进一步明晰目标区域人群的意见诉

求和边界因素对社区空间结构性问题的影

响，研究缩小社区更新利益相关方的关键人

物范围，邀请多方利益共同体的代表人物：

社区工作人员、离退休教师、社区中青年居

民、社区儿童、密切利益相关方商户、大学

在职教师以及在校大学生，组织线下圆桌会

谈（图4），以加深课题组对场地的了解。研

究发现社区居民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力量弥

补顶层策略的不足，推动居民参与社区微更

新；年长的居民们期待边界空间能够承载高

校的场所记忆与精神；社区儿童希望楼下花

园是可以放心玩耍的儿童友好空间；家长们

期待课题组能够充分发挥风景园林的专业特

长，将自然教育潜移默化深入儿童内心；商

户合法摆摊售卖的需求也亟待实现。此外，

图2   处于边界的场地
Fig. 2   Site on the border

图3   场地现状
Fig. 3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ite

图4   多方利益共同体参与的圆桌会谈
Fig. 4   Multi-stakeholder roundt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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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居民提出愿意自发成立志愿组织进行花

园的维护管理工作。

3 重塑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渐进式参与

边界空间营造的设计策略

总结前期调研数据，研究以重塑边界

空间、激活边界活力、重塑人与人之间的连

接为目标，从功能完善、设施改善、空间优

化以及活力提升这4个方面，提出社群交流、

社群参与、社群渗透三项设计策略。

3.1 社群交流——“零废弃”理念的体现

在前期深度调查的基础上，以场地依

恋为切入点，唤起场地多元利益共同体对

线性空间的情感，期望通过找寻记忆建立

起社群间的第一步交流。于是边界空间营

造设计理念从“零废弃”出发，向多元群体

发出旧物征集令。征集令发出的半个月内，

学生们的课设模型、校园的老地图、居民放

在场地中的废弃轮胎、儿童送来的玩具人

偶，木工老师提供的边角木料等由多元群

体汇聚而来的回收物，建立起人与人、人与

场地间的初次连接，增加社群参与互动的

机会。这些旧物将被再利用、再创作，最大

程度保留场地的记忆与痕迹，让公众寻找

到记忆的交织点。

3.2 社群参与——渐进式参与营建策略

为了更好调动群体的参与性，采取了

“1+N”全过程参与式设计及营建模式，在需

求性调研、互动式交流、参与式建造以及自

发性管维的每一个阶段，将公众对景观空间

的权利使用从被动的消费者变为主动的参与

者、共建者，促进社群间的相互渗透，实现

社区有机更新，真正落实“我的社区花园我

来建”。

3.3 社群渗透——重塑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社群渗透是指不同社群之间的交流与互

动，有助于文化、价值观和习惯的传播和融

合。在更新建设中，通过实现社群渗透，可

以理解和促进社群间的交流与合作，有效

地推动社会文化融合和持续发展。研究建立

多层次交流平台，鼓励不同社群的声音和观

点表达；组织文化与科普教育宣传活动，增

进不同社群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提高公众

适应新文化环境的能力；鼓励社群间的持续

合作，促进各社群内部与多社群间的资源共

享，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建立深层次的信

任和理解。此外，通过一系列数据监测与反

馈收集机制，持续关注场地存在的问题，并

根据反馈进行必要的调整，促进社区可持续

治理的发展。

4 基于渐进式参与边界空间营造的设计策略

探索“1+N”全过程参与式设计及营建模式

为更好地实现社群交流、社群参与、社

群渗透的设计策略，课题组创新性地提出

“1+N”全过程参与式设计及营建模式，全程

共分为6个阶段：需求性策划、互动式设计、

亲自然课程、参与式营建、创新型产品、创

造性转化（图5）。

4.1 需求性策划

为了解各阶段社区人群的交往情况、公

众对花园建成的认可程度与建议以及对公众

参与社区花园营建与管维的意愿，基于韦尔

曼社会网络分析作为问卷编写的参考依据，

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渠道投放调研问卷，结合

观测场地使用行为等多种形式进行反馈信息

收集，从而基于需求进行后续活动策划。

4.2 互动式设计

互动式设计是连接人与自然、增进社

区交流的有效途径，通过鼓励居民参与设

计、引入动态景观等方式，打造宜人舒适的

社区花园，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与社区凝聚

力。互动性设计强调多方群体参与，包括居

民、设计师、管理者等，通过多方群体间的

互动与参与可以更好地了解居民的需求和期

望，使花园的设计更符合实际使用情况。

4.3 亲自然课程

在社区花园的多方使用群体中，儿童也

是重要一环。亲自然课程以社区花园为平台、

以自然环境为课堂，从儿童友好的视角出发，

将课程体系融入生活，以此提高儿童的环保

意识、团队协作能力、观察力和创新能力，

形成跨学科的思维方式，促进校园和社区的

交流和合作，具有重要的教育和社会意义。

4.4 参与式营建

为了最大限度地收集群体的意见和建议，

图5 “1+N”模式策略图
Fig. 5 “1+N” mode strategy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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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考虑多元群体需求，采取全过程参与式

设计及营建的策略，落实“以民为本”的建

设要求，加强人性化场所建设。在花园建

设的调研、设计、建造以及运营等每一个

阶段，组织策划多场有趣生动的参与式活动

（表1），与场地使用方进行多形式的有效沟

通，期冀将公众对景观空间的权利从被动的

消费者变为主动的参与者、共建者，促进社

群间的相互渗透。

4.5 创新型产品

创新型产品是一种以居民创造意向为基

础，通过艺术化处理手法打造出的具有实用

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新型社区文化产品，能够

促进社区居民的参与和互动，推动社区文化

的传承和创新，为社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

力。创新型产品的推出将社区花园的功能从

单一的绿化扩展到了多元化的社区文化创新

领域，使产品更贴近社区实际需求，提高了

社区居民的参与度和归属感。产品售卖所得

同样会投入花园的后续管维之中，促进社区

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4.6 创造性转化

创造性转化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充分

融合了多方反馈和成果迭代研究，通过综合

运用多方反馈、成果迭代研究和居民参与等

策略，实现社区花园成果的创造性转化，从

而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加宜居、富有活力和可

持续发展的环境。在转化过程中，注重引导

居民参与决策制定，增强其主人翁意识。这

种转化模式亦可以推广到其他类型的社区项

目，以推动社区整体的进步和发展。

5 基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数据分析

5.1 参与式设计收集数据前后对比

为更好地记录与研究场地更新对多元群

体带来的影响，采用基于社会网络分析和城

市社会学评价体系理论的问卷调查，关注多

元群体的个体属性以及个体自身社会活动的

情况，从多元群体的行为、需求以及个人行

为与社会关联性的角度调查参与式更新前后

多元群体对场地以及相关人群的态度转变情

况，也为社区边界空间更新的可持续治理提

供方向。

场地更新前，为更好地了解社区人群构

成及交往情况、公众对场地的熟悉程度及

公众对社区边界空间更新后续活动的参与意

愿，研究初次向多元群体发放调研问卷，共

收集到69份有效数据。数据分析表明，多元

群体之间的相互印象与评价多停留于较为中

立的表达层面，场地基础设施与生态坏境存

在的明显问题直接导致了场地的人群使用满

意度下降，功能性缺失更是促成场地人流量

较少与人均停留时长短暂等现象的产生。场

地更新后，课题组再次向社区居民、师生及

商户发放反馈调研问卷，最终收集到303份

有效的问卷数据。发现花园更新后公众在场

地的平均停留时长提高了250%，公众对场

地满意程度从27%提高至95%，67%的公众

表1   连接多方利益共同体的多场参与式活动
Tab. 1   Multiple participatory activities linking multi-stakeholders

参与式活动名称
Participatory activity

参与对象
Participants

活动内容
Content

观察与记录
Observation and recording

圆桌会谈
社区工作人员、居民、儿童、高

校教职工与学生、商户

多方利益共同体展开有关设计

主题与方案的讨论

群体参与程度超出预期，提出了更新改造的建设性

意见，为课题组开拓了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

花园骑士
高校学生及社区儿童、附近小

学生

以艺术创造的形式实现废弃

材料的再生利用，宣传零废弃

的环保理念

参与群体的创作热情较高，成果持续影响花园的后

续建设

冬日“魔法” 社区居民
搭建花园基本骨架——植物

种植、花池修砌等

受到疫情影响，营建进程较为缓慢，冬季施工难度

较大

雨水行动
社区居民、儿童、高校教职工与

学生、商户

完成花园整体建设——植物

更新、旧物改造、IP文创设计

通过参与式营建活动，促进多方群体的沟通交流，场

地人文色彩日渐浓厚

樱花予“林”
高校教职工与学生、商户、高校

访客

将文创产品赠予参与营建的多

方利益共同体，并推广与售卖

花园相关文创产品

吸引了校内外各类人群购买，产生了附加经济效益，

所得费用将投入花园的可持续治理

夏日心情 社区居民、儿童、高校学生
对花园内的植物与设施进行更

新修缮

向更多群体宣传花园科普知识并参与到花园的建设

当中

秋播翻新 社区居民、儿童、高校学生
对花园内的植物与彩绘进行更

新修缮

参与群体切身体会花园营建的魅力，提高环境保护

意识的同时，也促进群体间的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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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愿意参与花园地后续管维。此外，随着

“1+N”全过程参与式设计及营建模式推进，

场地多方利益共同体间的相互印象与社会关

联性有了明显提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发

密切（图6，图7）。

基于以上数据可得，场地实用功能与观

赏特性的提升以及社区参与式的营建方式有

助于促进多元群体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联系，

进而解决场地环境被漠视、生态被破坏、社

交受阻碍的问题，从而促进社群之间的相互

交流与渗透。此外，在组织策划的参与性活

动当中，公众普遍对废弃物改造、色彩绘制

等参与式活动的兴趣较高，这也为未来活动

的改进与策划方向提供了参考依据。

5.2 参与式设计带来的改变

5.2.1 社区儿童的行为活动变化

社区边界空间营建过程中儿童参与式活

动的组织以及儿童友好设施的建设为社区儿

童的日常活动带来了诸多变化。参与边界空

间营建的社区儿童，在假期成立管维小分队

组织花园的日常维护，儿童在每一次参与式

活动中自我意识的提升，这说明他们不仅是

参与式设计的共建者，更是受益者，传播和

谐社区的使者，有助于真正实现社区花园的

“共建共治共享”。

5.2.2 社区居民的变化

花园建成后，热心的居民朋友积极地帮

助转发调查问卷，收集群体建议，实现花园

的可持续维护管理；也会送来自己家里种植

的花卉，让边界空间成为社区“共享花圃”。

从事不关己到积极搜集跟场地相关的历史信

息与旧物，召集更多社区居民参与植物管护

活动，这种态度的转变说明居民主体角色发

生质的变化——从社区治理的旁观者向参与

者的积极转变。

5.2.3 学生行为活动的变化

边界空间更新前，边界空间承担的主要

功能为通行，大部分学生在上下课时段很少

会停留驻足；边界空间更新后，学生开始自

发使用场地内的设施，并衍生出更多的使用

情景。在非高峰上下学时间段，一部分学生

愿意与场地中的休闲设施进行互动，拍摄花

园的照片发布于社交平台；一部分学生将其

变成休憩空间，在周围进行户外实践时选择

在花园的座椅上进行短暂休憩交流（图8）。

学生在花园的行为活动从经过转向停留与互

动，并在后续营建活动中展示出较高的热

情，已有近百名大学生自愿参与后续管维工

作并联动居民开展各项活动。

图6   场地更新前后数据对比
Fig. 6   Comparison of data before and after the site renewa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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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成为老师的“第二课堂”：借助这里

特殊的小气候环境，讲授户外植物课程；利

用边界带状场地的特性，讲授小微空间的设

计手法，同时，花园内的场地也是学生作品

展示的重要载体，优秀模型作业被放置在场

地中，既借助花园开放的空间特性进行沉浸

式场景展示，也再次激活校园内的荒废空间

（图9）。

6 设计总结与展望

6.1 老旧社区更新与新建设场地的区别

近年来，老旧社区的更新建设越发注

重避免大拆大建，为社区更新新模式的探索

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但老旧社区公共空间开

放程度较低，边界处理较为封闭、连续性不

强；居民的不合理行为影响社区空间的使用

与美观；空间的艺术性与场地原真性弱，社

区的历史与文化积淀以及居民的情感记忆不

能得以体现；空间的可参与性不强，后期维

护管理问题层出不穷。老旧社区的更新营建

不同于新建设场地，它不是一张平滑的白纸，

而是一张充满岁月痕迹与褶皱的纸，上面记

录着社区建设发展各个时期的场所故事 [20]。

设计者要做的，是在最大程度保留这些痕迹

的基础上，焕发社区景观的新生活力。在本

次社区边界空间的设计进程中，尝试建立多

元化的参与平台，充分挖掘社区文化与原真

性，并通过参与式设计、共建与维护机制来

实现社区的有效更新治理，并获得良好的反

响，这也为未来有关老旧社区边界空间的更

新项目提供了可行的实践依据。

6.2 总结

整个社区边界空间的设计与营建过程，

从实践经验展开有关公众参与的社区微更新

实践探索：（1）老旧社区应加强对边界空间

a  花园科普标识吸引学生驻足 b  花园中的交流空间

图7   场地建成满意度调查及评价
Fig. 7   Site completion satisfaction survey and evaluation

图8   学生使用场景
Fig. 8   Student usage scenario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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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工作，积极征询居民建议并融入社区

生活，实现“以人为本”的社区治理工作；（2）

作为景观设计师，在老旧社区更新的过程中，

应充分考虑多方利益共同体的需求，并作出

综合考量，通过开展社区参与式活动，建立

人与人、人与场地间的连接；（3）建立多元化

的群体参与机制，将个体的个人属性充分与

社会属性结合，搭建多元社区社交平台，为

社群提供交流的平台与契机，使得社群之间

逐步渗透融合，形成“共创共建共享美好社

区”的社区共治平台；（4）保持老旧社区的

原真性，充分发掘社区文化，以此组织社区

共同创作的热情，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以点带面”地带动社区灰色地带景观提升，

从小微绿地出发激活边界空间，吸引更多有

意愿参与社区花园更新营建的多元群体，为

公众提供成为自然 “设计师”的机会。

6.3 展望

由于社区历史悠久，在推进设计与营建

过程中，各阶段均会存在一些复杂的问题。

（1）由于公众参与在国内尚处于不断发展、

不断前进的探索阶段，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尚

需提升，并且个体的参与活跃度与参与程度

会出现差异，如何减弱这种“不患寡而患不

均”的现象，也是在后续的实践探索中的重

要一环；（2）参与式营建如何实现社区的可

持续管理，怎样为设计赋能，让有关场所的

记忆可以得以延续与发展。

线性空间的功能，不止于穿行，也在于

连接。本次花园建设在公众参与的过程中融

入社会学视角，利用多学科角度多方面、多

层次进行参与式社区微更新的理论研究的完

善，体现风景园林的综合价值，为可持续发

展的社区治理提供新思路。

注：文中图表均由作者自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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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9   Before and after the sit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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