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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区层面的唐闸古镇工业遗产改造与保护路径探索
李章彦 1　陆一航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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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通唐闸古镇经过百年历史洗礼，见证了南通市的近

代工业进程和城市发展。本文以南通唐闸工业遗产作为研究对象，

充分调研了古镇目前改造与保护的现状，结合实地群众走访，探

讨了古镇发展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改造经验的梳理与

总结，从社区层面为唐闸古镇的保护与改造提出路径建议，旨在

为唐闸古镇工业遗产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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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作为“近代第一城”，拥有着独树一帜的近代工业遗产

资源。唐闸古镇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是张謇人本

主义理念的实践地。唐闸镇内工业遗存不仅包括工业建筑、生产

设备、配套设施等一系列工业遗留物，还保留下与近代工业密切

相关的生活场所、文化景观、交通水利设施、教育慈善机构、近

代高贸街区等一整套近代工业文明历史遗存，完整地反映了我国

近代民族工业的方方面面以及南通市近代工业城镇的独特风貌。

这种工业遗存与近代城镇相辉映的原始风貌在全国范围几乎是硕

果仅存。

2020 年 6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个部门联合印发《推动老

工业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实施方案》，要求“推动工业遗产保

护利用与文化保护传承、产业创新发展、城市功能提升协同互进，

打造一批集城市记忆、知识传播、创意文化、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生

活秀带’”。2023 年 3 月 14 日，工信部出台《国家工业遗产管理

办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

要指示，弘扬工业精神，发展工业文化。要求工业遗产利用应注

重生态保护、整体保护、周边保护，与自然人文和谐共生等内容，

推动保护利用与城市转型发展相结合。

目前国内工业遗产的再利用形式呈现同质化特征，最广泛的

再利用形式为文化创意产业园形式。总体看来，这些文创产业园

在城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占据了优良的区位优势，具有较高的

商业价值。但是这样的同质化模板大多停留在建筑形式改造和利

用，缺乏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营造，无法真正表达和继承工业遗产

背后的深刻精神与灵魂。

工业遗产是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是工业文化

的重要载体，承载了行业的历史记忆，记录和见证了工业化进程

不同阶段的重要节点和取得的成就。唐闸镇内的工业遗存附属设

施完整，尤可窥探当年工业社区繁华景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附属设施早已不复当年盛况，逐渐凋零衰落。工业遗产作为

一种文化遗产，其意义在于传承与社会教育，利用工业遗产社区

传承与建设社会教育公共文化空间，是保护工业遗产背后精神的

重要路径。

一、唐闸古镇工业遗产区域改造与保护现状

唐闸古镇工业遗产共划分为三大片区，分别为“大生广生

片”“大储红楼片”和“大生复兴片”。大生广生片主要包括西

北工房、油脂厂、造纸厂，功能规划定位为创意产业园、博物馆等；

大储红楼片以红楼、唐闸二中居民集中区域为主体。功能规划定

位为餐饮、文化、休闲、旅游综合片区；大生复兴片包含大生纱

厂、复兴面粉厂工业建筑，功能规划定位为创意产业园。经实地

走访调查发现，唐闸古镇周边生活气息浓厚，配套设施较为完善，

聚集了众多美食、特产、生活服务类场所。但是作为重点发展的

1895 文化创意产业园、北市景区游人寥寥。其中 1895 园区内主要

有影视基地、摄影工作室、美术教育基地等文创类公司入驻；北

市景区为新建仿古建筑群，主要入驻文创、特色美食类商家，暂

未形成规模效应。

归纳唐闸古镇目前的改造保护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1、展览馆。如唐闸印象展览馆、崇川区活态非遗展示馆以及

正在筹建中的南通造纸博物馆。主要利用工业遗产建筑，展示唐

闸古镇的工业文化、历史故事、社会经济等内容。此类模式在国

内较多见，既能保护利用工业遗产，又可良好得宣传展示工业遗

产背后的精神内涵。

2、创意产业园。如 1895 产业园，这是目前国内工业遗产最

广泛的再利用模式。将工业遗产的文化内涵融入当代创意产业中，

吸引年轻人前来休闲消费，成为城市中娱乐聚集点。此种方法既

传承了南通工业文化，也发展了创新产业，提升了城市的旅游休

闲功能，南通市区内的大生众创街区就是此类模式较为成功的例

子，现已成为南通网红打卡点，吸引众多周边城市的年轻人前来

旅游。1895 产业园由于位于城市北部边缘地区，目前入驻的商家

企业较少，还未形成规模效应，对于年轻人和周围游客吸引力不足。

经走访发现，1895 产业园的工业气息浓厚，主要由厂房、办公建

筑和工业设备车间为主，保存良好，遵循修旧如旧、建新如故的

改造与保护原则，建筑外观充满年代古朴质感，内部空间开敞明亮，

参照原上海船厂锻机车间改造的 1862 时尚艺术中心改造案例，具

有较大商业、艺术开发潜力。 

3、文化商业街。如北市街区，打造了一部分文创网红店、传

统文化体验店、特产美食店等商业业态。南通市区内的栟茶古镇

属于此类模式较为成功的案例。相较于栟茶古镇，北市街区位置

远离市区，规模不大，较为依赖假期游客人流，阶段性的商业需

求难以支撑商家存活，而只有具有吸引力的大量商业入驻才能给

街区带来活力。

综上所述，唐闸古镇工业遗产现有开发模式多样，顺应了当

代人民对于工业文化的追求和喜爱，弘扬了工业遗产背后的精神

和内涵，开拓了城市的休闲娱乐空间。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归

纳如下：

1、唐闸古镇对群众消费吸引力较小，区域范围内的经济带动

力不足。工业遗产作为人文景观，欠缺园林景观的婉约美感，也

不如传统建筑的恢弘气韵，整体风格更为粗犷简单，相对来说较

为小众，对于群众客观上的吸引力不足，旅游的倾向度不高。且

对于周边城市游客来说，唐闸古镇体量不大，没有与其他景区形

成串联，较少被选择作为旅游目的地；对于本地居民来说，唐闸

古镇缺乏重复游玩性，仅作为公园休闲去处。

2、部分街区生硬融入民国古建风格，未能与现存工业遗产形

成风格一致的景观风貌。新建的民国仿古商业街从风格上仅强调

了青红砖配色的民国建筑风格，和全国各地仿古商业街风格雷同，

入驻的商业缺乏特色，文创产品也没有很好的将张謇先生近代工

业精神融入进去，在游客心中辨识度不高。

3、对自身定位把握不够，没有立意于当地社区群众的物质文

化需求。管理者角度对区块的定位有有失偏颇，缺少了人文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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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聚集人气，未能达到预计成效，无法形成消费者和商户之间

的良性相互作用。作为管理者在宣传引导过程中，不应仅仅强调

其作为工业典范的历史意义，同时也要描述出近现代工业遗产所

代表的精神及其自身的美感。

二、基于社区层面的唐闸古镇改造与保护的路径

唐闸古镇工业遗产改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

缺少“人”，缺少工业遗产背后的人间烟火气，缺少人文精神的

良好表达。而要真正得融入人文精神，就需要从社区层面为工业

遗产注入人气。经走访发现，唐闸古镇工业遗产背后的精神不仅

仅存在于工业建筑中，也沉淀于唐闸古镇社区中。唐闸镇曾因工

业生产而生，因工人生活而兴，这里也因企业变迁而落。这里曾

充满凝聚力和向心力，很多老人的身上还留有着当年集体主义的

印记，这正是唐闸精神所在。但因为企业改制、破产拆迁，社区

凝聚力难以找寻，甚至不复存在。因此对于唐闸古镇工业遗产的

改造与保护过程中应充分依托社区发展，考虑社区居民的精神文

化需求，建立公共文化区间，重聚社区凝聚力，唤醒当代唐闸精神，

让工业遗产在改造后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立足社区层面的工业遗产改造主要路径如下：

1. 立足社区文化，强化党建引领，团结社区乡贤带动民众共

建公共文化空间。应借助工业记忆作为连接社区居民的纽带，唤

醒社区居民对于过去生活的记忆，形成具有共同文化价值观的社

区。同时，鼓励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构建一个以基层党

支部为核心、人人参与家园建设和公共治理的社区共同体。其次，

应该重视社区中的老劳模、老先进工作者或“三八红旗手”等“乡贤”

的重要影响力，团结群众，打造一支传播先进文化的队伍。例如

设立社区老年人摄影协会、舞蹈协会、象棋协会等组织，来建设

并传播社区的文化品牌。同时吸引其他社会文艺团体、艺术院校

等进驻社区，参与社区先进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通过改造具有

公益性质的文化空间、举办文化讲座、工业展览、文艺技能培训、

文艺演出等活动，对社区居民进行文化熏陶，提升社区整体的文

化审美水平。

2. 将工业遗产社区的改造与地方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布局紧

密结合，发挥工业遗产的资源优势，从丰富的文化资源中提炼核

心内容，为公共文化空间塑造独特且符合社区工业特色的文化形

象定位。唐闸古镇工业遗产区滨邻通扬运河，可借助滨水优势，

建造景观公园。厂区内部植被茂密，厂房分布格局规整，可在厂

区内植入开敞的城市空间，设置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完善周边基

础设施，例如羽毛球场、乒乓球场、展览馆、互动体验馆等，丰

富厂区内容，营造工业文化氛围，也为周边社区居民提供了日常

的休闲娱乐场所，让厂区与社区再次深度融合，重现当年繁华烟

火气，同时有利于发展低碳生活，改善城市公共空间的自然环境。

3. 充分利用特色工业遗产资源，打造青少年公共学习空间，

开展公益性的工业文化教育。南通作为教育之乡久负盛名，唐闸

古镇工业遗产丰富，可以将部分工业空间改造为特色图书馆、共

享学习室等公共学习场所。将工业气息的配套设施结合新型智能

化管理系统，营造不同时代的冲突交叠感，转变废旧闲置空间为

智慧学习空间，同时引入实体书店、文创店，构建安静、舒适、

沉浸式的学习社区，吸引南通城区乃至周边城市的青少年及家长

前来学习，聚集人气，拉动周边商业发展。此项举措可为城市居

民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的同时，让民众更为深入了解唐闸精

神，唤起社会的文化认同。

三、结语

工业遗产的改造与保护作为一个新兴的课题，国内外目前还

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在实践层面也局限于几种利用模

式。然而每个工业遗产都有其背后与众不同的历史和价值，是一

个城市走向文明的必由之路，它承载了城市的一段记忆，记载了

那段关辉的奋斗岁月。南通唐闸古镇工业遗存保留完整，规模较大，

极具改造空间，是南通市这座“近代第一城”的见证者，记载着

张謇等一批先驱人物及历代产业工人的奋斗岁月，深刻积淀体现

着真正的南通精神——“包容会通，敢为人先”。对于南通唐闸

工业遗产的改造与保护工作需要全社会的群策群力、协同共进，

全方位地探索与实践。

图 1 1895 产业园办公楼现状

图 2 1895 产业园厂房现状

参考文献：

[1] 许锐 . 唐闸 1895 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现状与发展模式探

究 [J]. 现代园艺， 2019（24）：2.

[2] 刘峻源，周威平，汤丽丽 . 南通唐闸工业遗产型历史街区

的保护与更新 [J]. 中国名城， 2018（8）：6.

基金项目：南通市社科基金项目“南通工业遗产与近代城镇

研究”（编号：CNT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