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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城市的发展需要相关部门进行合理规划与布

局，旧城社区更新能够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高城市发

展能力。而旧城社区环境可持续更新人文和设计过程中，

需要考虑综合效益、确定设计重点，并兼顾传统文化保

护，结合城市发展要求，高效开展旧城社区更新工作。1

一、扬州市城市概况

扬州位于江苏省中部，是我国唯一一个和古运河同

时诞生的城市，具有“中国运河第一城”的称号，同时

是水陆交通的枢纽，南北水陆调运粮食的咽喉之处。古

运河连通了扬州的湖河，扩大地域面积，有利于街巷空

间布局，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促进扬州经济持续发展。

古运河及其沿岸相关的历史文化资源是扬州文化至关重

要的一部分，是扬州文化的主要载体。扬州特色文化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运河水文化。古运河沿岸具有丰富的历史遗迹，

如琼花观、天主教堂、高旻寺、普哈丁墓园等著名场所，

同时包含东关古渡、南门遗址码头等遗址。另外，部分

扬州盐商建造的何园、小盘古等住宅群落，同时具有文

峰塔，充分体现出扬州具有丰富的运河水文化。

（2）园林文化。早期扬州盐商消耗大量资金建造园

林，非常奢华，但是经过各项战争之后，不断衰败。扬

州园林风格独特，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3）盐商文化。扬州在明清时期是两淮盐运集散中

心，经济基础雄厚，并不断招纳更多学者聚集到扬州，

文人雅集十分丰富。盐商对扬州人文、建筑和饮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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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较大影响 [1]。

二、旧城社区环境可持续更新人文与设计的原则

1. 提高旧城社区更新效益

通常情况下，旧城社区更新是十分庞大的工程，需

要投入充足的资金，提供各项资源。因此，旧城社区更

新的过程中，要综合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

益，避免为城市发展带来较大压力。另外，在现代科学

发展的理念下，旧城社区更新，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浪费

现象，结合城市发展现状和趋势，兼顾后续经营维护，

考虑环境和人文等各项影响因素，全面提高旧城社区更

新效益。

2. 确定更新重点

不同地区的城市环境、文化背景、建设理念和要求

存在较大差异性，而旧城社区更新涉及多个方面的复杂

工程。因此，城社区环境可持续更新人文与设计工程中，

需要相关部门人员详细调查并分析城市实际情况，从多

个角度分析旧城社区更新的需求，明确更新重点，不能

盲目地将旧城社区进行推倒重建，注重地域特色文化的

保护。设计人员明确旧城社区更新重点，遵守因地制宜

的原则，融入现代化城市设计理念，从旧城社区环境、

人文特点、发展战略等多个方面入手，解决各项实际问

题，确保旧城社区乃至整个城市可持续发展 [2]。

3. 传承发扬优良传统

任何一个城市在持续发展过程中都会受到多方面因

素的影响，形成独特的环境和文化背景。而现代社会健

康持续发展过程中，关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十分重

要。旧城普遍都存在大量代表地区、民族特色传统文化

的元素，从而在旧城社区更新过程中，需要规划设计人

员综合考察并分析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基于传统文

化保护和弘扬的原则，提高设计工作开展的科学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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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是现代化城市建设和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关键在于从城市规划、环境可持续改造、文化要素深入

挖掘等多个方面充分体现出整个城市的文化背景，特别

要重点保护具有重要人文价值的文化要素。

三、扬州旧城社区环境更新设计的价值

1. 社会价值

针对扬州旧城社区进行环境改造，能够有效减轻该

区域内的社会生产对环境带来的破坏，全面改善旧城社

区居民的生活环境，促进旧城社区健康持续发展。同时，

旧城社区环境更新设计过程中，针对相关特色景观重塑，

保留相关工业元素，并赋予其全新的丰富功能，通过旧

城社区的工艺记忆，获得城市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从而产生较高的社会价值。

2. 经济价值

深入挖掘扬州旧城社区内蕴含的历史文化，全面整

合旧城社区的优势资源，积极打造特色景观廊道，借助

现代化先进技术塑造旧城社区特色文化景观，改善旧城

社区环境，提高旧城社区的整体形象，充分展现出扬州

旧城社区的独特优势，从而有效吸引更多投资者，加入

当地的旅游业和其他产业，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

3. 艺术价值

扬州旧城社区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包含较多特色

建筑、遗址与河流等，是该区域独特的历史记忆，同时

是扬州历史文脉的主要构成部分。旧城社区环境更新设

计中，从延续城市文脉、保护传统文化的角度入手，并

结合实际情况适当进行艺术修饰，增强设计感，产生较

高的艺术价值。

4. 文化价值

扬州部分旧城社区是当地盐运、巡视、货运和军事

的必经要道，是运河水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充分展现

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扬州风貌，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主

要包含物质、非物质文化。历史遗迹和自然环境充分体

现出物质文化价值，人文精神和风俗习惯等多个方面充

分展现出非物质文化价值 [3]。

5. 旅游价值

扬州旧城社区环境更新、景观重塑具有一定的旅游

价值，主要由于规划设计人员在实际工作中，结合旧城

社区环境，采用先进技术修复被破坏的自然环境，充分

体现出当地独特的自然风光。另外，对扬州旧城社区环

境的更新和设计，能够深入挖掘该区域的优势资源，发

挥各项资源的最大应用价值，积极打造特色景观，从而

改善旧城社区的整体形象，吸引更多旅客，提高城市整

体品位，并带动当地的旅游业发展。

四、扬州旧城社区环境可持续更新人文与设计的有

效措施

1. 水环境更新设计方法

（1）水生态恢复。首先，扬州旧城社区中出现工业

废水、生活污水排放不达标，产生水污染现象，造成旧

城社区水生态破坏。废水中包含较多有毒有害的污染物，

在未及时得到处理的情况下，造成水体腐败变质，河流

自净能力超负荷，出现较多水生动植物死亡等现象。因

此，水环境可持续更新与设计的过程中，需要设计人员

更多注重流域污染源的治理，加大整治力度，按照相关

要求处理流域沿线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保证其

达标之后才能进行排放，从而有效缓解旧城社区水环境

污染问题，同时可以适当修建污水处理厂，集中净化水

质，借助先进的污水和废水处理设备，全面提高污水处

理厂的整体处理水平，更好地恢复水生态。然后，水生

态修复过程中不仅局限在水体净化，还涉及到扬州旧城

社区的整体环境，更加符合水生态恢复、景观塑造、水

上交通等丰富功能的要求，积极打造人工水体景观，改

善旧城社区的环境，提高其整体形象，更加满足居民的

亲水性需求。另外，旧城社区环境改造中，设计人员结

合当地自然气候和土壤条件等，选择相适应的花草树木，

在降雨后形成径流，借助植物将雨水渗入地下，有效补

充旧城社区的地下水体，促进扬州旧城社区整体的生态

循环 [4]。最后，建设人工湿地是修复水生态的有效措施，

借助模拟湿地生态系统的方式，合理开展人工湿地设计

与建设工作。湿地内土壤极为疏松，多孔透气，包含较

多胶体颗粒，通过湿地特性，有效清除水体内的重金属，

获得良好的水生态修复效果。

（2）保护历史遗址。扬州古运河蕴含丰富的历史文

化，具有较多历史性建筑、遗址，历史文化气息浓厚。

不同建筑物的历史文化价值和重要性存在一定差异，需

要旧城社区环境更新与设计中，结合实际情况，应用

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和更新策略，传承旧城社区的历史文

化，延续其历史记忆。如，部分历史性建筑物被列为重

点保护范围，需要应用原地保护措施，从而在更新设计

中，合理设计保护区，最大程度地保护历史遗址的完整

性，同时创建相适应的场所空间，满足欣赏功能需求，

将其当作景观设计主题，保留居民对其的历史记忆，增

强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另外，部分建筑随着时代的

变迁被损坏，丧失其原有的功能，丢失了建筑蕴含的历

史信息。因此，扬州旧城社区环境更新与设计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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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针对性修复被损坏的历史遗迹，延续旧城社区的历

史记忆。

2. 居住区环境更新设计方法

（1）植物造景。扬州旧城社区建造年代较早，楼间

距相对较小，绿化空间不足，从而在现代城市不断发展

中，社区绿化逐渐消失，仅具有部分行道树，绿化形式

十分单一。因此，设计人员在绿化中，选择具有地方特

色的植被品种，便于植被生长和后期养护，获得理想的

植物景观效果，同时满足旧城社区居民的观赏性需求。

设计人员可以结合旧城社区的实际情况，垂直设计绿化，

提高绿化层次，营造空间氛围 [5]。

（2）塑造景观小品。旧城社区环境更新设计过程中，

合理塑造景观小品与旧城社区环境互相协调，成为旧城

社区的亮点。设计人员在实际工作中要综合考虑旧城社

区规模和空间，了解居民的实际需求，合理塑造景观小

品。如，景观亭有利于居民休息、遮阳避雨；雕塑小品

和旧城社区周围环境相融合，打造更加完整的视觉形象，

赋予旧城社区环境更多活力。

（3）完善公共设施。扬州部分旧城社区建造年代久

远，缺乏物业管理，社区管理制度不完善，公共设施落

后，基础设施出现严重的老化现象。因此，旧城社区环

境改造中，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十分重要。设计人员要结

合旧城社区居民的实际情况，合理设计综合型设施，增

强居民的互动性，促进邻里感情，有利于旧城社区居民

获得较强的归属感。同时，设计人员结合旧城社区不同

年龄段的居民特点，设置多种类型的设施，如儿童娱乐

设施、老年人休闲娱乐设施等，促进居民都能够融入旧

城社区的环境氛围中，增强居民之间的凝聚力。

（4）人文精神重塑。设计人员深入挖掘扬州旧城社

区的历史记忆、民风民俗、特色文化，将其全面渗透到

旧城社区环境中，导入特色文化标识，并保证旧城社区

标识和周围环境互相协调，符合旧城社区整体形象的艺

术化、简洁化和多样化，从而打造丰富的旧城社区环境

空间。另外，设计人员发掘扬州旧城社区独特的文化资

源，保护现有特色，强化居民历史文化记忆，开展丰富

多样的节日活动，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如，在旧城社

区合适的位置设计具有代表性、象征意义的历史文化雕

塑小品；设计旧城社区文化墙，借助实物展示特有的历

史文化，让旧城社区居民充分感受到浓厚的历史文化气

息，从而真正融入到文化氛围中。

五、结语

现代化城市发展中，城市规模扩大，人口数量增加，

逐渐凸显出旧城社区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传承、空间规

划等多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对城市健康发展产生不良影

响。因此，有必要科学开展旧城社区环境可持续更新人

文和设计工作，以此推动城市更好、更快地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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