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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区融合特色文化发展旅游产业是目前文旅融合的重要模式，文旅社区的发展为城市带来了可观的经济

收益，但这些社区的发展模式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其核心在于文化场景的构建不当。文化场景的构建是

实现文旅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本文基于文化场景理论，以上海M50文旅社区的文化场景构建为

例，阐述场景构建对文旅社区发展的意义，分析文旅社区文化场景的要素、构建主体及目标，关注文旅

社区的经济功能与居住功能，兼顾旅游需求与居住需求，提出文旅社区的文化场景构建建议，从而提高

旅游收益，促进社区进步，实现区域联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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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 culture to develop tourism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mode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communities has 
brought considerable economic benefits to the city,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in th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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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lopment mode of these communities, the core of which is the improper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scenes.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scenes is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to realize the sustaina-
bl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communiti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ultural scenes, this 
paper takes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scenes of Shanghai M50 cultural and tourism community 
as an example, expounds the significance of scene construc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communities, analyzes the elements, construction subjects and objectives of cultural 
scenes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communities, pays attention to the economic and residential func-
tions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communities, and takes into account tourism and residential needs,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scenes in cultural tourism communities, 
so as to improve tourism revenue, promote community progress, and realize regional linkage de-
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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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和旅游的需求在不断提高，传统的旅游模

式已经难以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在此背景下，一些社区依托自身的文化魅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吸引了游客的聚集，为社区带来了经济效益。比如北京南锣鼓巷依托历史资源发展传统文化，西江苗寨

依托苗族特色发展民族文化，上海M50社区依托艺术创意发展艺术文化，这些社区利用本身的特色文化，

打造了社区文化符号，实现了文化与旅游的跨界融合，满足社会旅游文化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社区的发

展。文旅社区的出现为城市的经济增长贡献了可观力量，但目前的文旅社区大多存在文化定位模糊、缺

乏品牌特色、公众参与度低以及消费者体验差的情况。 
文旅融合是我国未来旅游与文化发展的趋势，社区发展旅游作为文旅融合的重要模式，如何构建文

旅社区的发展路径，使其保持文化动力、焕发持续活力，是值得去研究的。基于目前文旅社区存在的一

些问题，本文认为文旅社区的文化场景构建不当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为了塑造文旅社区特色，

激发社区的文化动力，促进文旅社区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构建出合适的社区文化场景。 

2. 研究综述 

2.1. 文旅社区建设研究 

文旅社区是近些年旅游发展的新模式，社区以其特有的文化资源为核心发展旅游业，创造社区经济

收益促进社区发展。文化资源的开发为老旧社区的改造和城市的更新再造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发展动

力[1]，何婷研究了文旅商业模式对厦门历史文化社区改造的影响，指出厦门历史文化社区通过发展“文

化 + 创意 + 商业”的文旅商业模式，使其焕发出了新活力创造了新价值[2]。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也为

乡村振兴提供了新思路，以文化资源赋能乡村旅游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一种重要方式[3]，成都市仙阁

村充分利用村内的文化资源，以文化动力助力产业兴旺，以“文化 + 旅游”模式助力乡村振兴[4]。 
文化资源的凝塑开发给社区的旅游发展带来了可观的红利，但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些文旅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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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对社区的定位有着清晰的认识，打着文化的幌子过度商业化，沉迷于目前短期的经济收益缺乏宏观

的规划，过多引入缺乏特色的商家[5] [6]，而压迫原创文化机构，导致商业业态比例失调，破坏了社区的

文化氛围，使文旅社区逐渐变为商业街区，失去了文化动力的文旅社区，在迅速崛起后逐渐丧失发展活

力甚至走向衰竭。其次，大多文旅社区的文旅活动和产品大同小异，表达形式单一，文旅社区的开发模

式同质化[7] [8]，难以形成社区特色品牌，使其在文旅社区新兴发展的市场上缺乏辨识度和竞争力。此外，

一些文旅社区的文化实践活动过于专业化，导致普通群众难以参与到文化活动中，居民的参与感较低，

体验较差，大多走马观花地游览文旅社区，且缺乏社区特色未能使消费者产生深刻印象，抑制了故地重

游的欲望，缺失持续发展的动力。以文化资源为核心的社区旅游发展模式，还需进一步优化改进。 

2.2. 场景理论在文旅社区发展中的应用研究 

“场景理论”由新芝加哥城市学派的特里·N·克拉克(Terry Nichols Clark)和丹尼尔·西尔佛(Daniel 
Aaron Silver)提出，其核心观点是不同的生活文化设施组合形成的特定文化场景蕴藏特定的价值观念与生

活方式，这些文化价值取向吸引着不同的人来居住、工作、生活、旅游，从而推动了城市的经济发展。

目前，场景理论广泛引用由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中，为文化旅游社区的建设与价值生成搭建了分析框架

[9]。祁述裕发现文化为中关村创业大街发展提供了动力，指出好的创新创业文化场景应具备五个主要因

素[10]。陈波等人以场景理论为基础对其经典维度进行修正，对浙江省 27 个非遗旅游小镇的文化场景构

建模式进行规律总结，阐释了如何通过场景营造实现非遗旅游地文化价值提升[11]。傅才武等人剖析了长

沙超级文和友文化场景的构建，诠释了如何整合文化要素创建场景内涵，为文旅融合优化路径提供了新

视野[12]。曾咏梅等人以湖南文化产业园区为例，将文化场景的构建要素引入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研究中，

探究了湖南文化产业园的改造路径[13]。基于场景理论的分析框架，张琳等人提炼出特色小镇的文化场景

营造策略[14]，周逸影等人研究了城市绿色空间的营造方法[15]，纪志晴等人探析了红色文化的凝塑路径

[16]。 
综上所述，文旅社区依托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促进了社区的发展，但由于对文化资源的挖掘不足和

文化场景构建不当等原因，给文旅社区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文化场景理论为文旅社区的文化场景

营造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应用实践，但目前较多学者将文化场景营造的重心偏向于旅游文化场景而忽视了

生活文化场景，重视游客的需求而忽视了居民的需求，重视文化艺术符号而缺少文化生活气息。基于此，

本文将深入分析文化场景构建与社区旅游发展的关系，对文化场景的内涵深入挖掘，结合艺术文化与生

活文化，关注社区的经济功能与生活功能，构建基于文化场景理论的社区旅游分析框架，以上海 M50 文

旅社区为例，剖析 M50 文旅社区的场景构建模式，探究文旅社区的文化场景构建路径，优化文旅社区发

展策略，促进文旅社区可持续发展。 

3. 基于文化场景理论的社区旅游分析框架 

3.1. 文化场景构建与社区旅游发展的关系 

文化场景反映出社区的文化符号与价值取向，吸引不同群体来进行文化实践，从而推动社区经济发

展[17]。场景理论从消费者的角度审视城市区域对人群的吸引作用，阐述文化动力对城市更新与发展的推

动作用，该理论以消费为基础，把空间看作汇集各种消费符号的文化价值混合体。 
从消费者的视角出发，文旅社区是一个充满艺术、创意、文化的文化场景，能够满足消费者的休闲、

娱乐、消费需求。文化场景中生活文化设施为消费活动提供了载体，多样性组织为消费者提供产品及服

务，引导消费行为产生，文化实践为消费者提供消费体验。同时，社区邻里结合物质要素形成消费氛围，

提供消费环境，刺激消费行为产生；消费者通过体验、参与、享受文化场景，实现了其所期待的价值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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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这些要素组合在一起，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化场景，吸引着多元消费人群的聚集，为文旅社区带来了

消费需求，最终形成消费实践，以文化动力牵动消费需求带动社区发展，给社区带来经济收益。文化场

景、消费、文化动力三者的关系见图 1 文化场景、消费、文化动力关系图(Figure 1. Diagram of cultural scenes, 
consumption and cultural dynamics)。 
 

 
Figure 1. Diagram of cultural scenes, consumption and cultural dynamics 
图 1. 文化场景、消费、文化动力关系图 

3.2. 文化场景构建要素 

文化场景主要包括文化生活设施、多样性人群、文化实践、社区邻里、价值观念五个维度。生活文

化设施是文化场景的物质结构，多样性的人群组织是社区发展的生命力，文化实践赋予场景活力，社区

邻里是文化场景的空间场域，价值观念蕴藏在多元元素的不同组合中，是文化场景的内涵[18]。每个旅游

社区都有类似的诸如咖啡厅、产品店、工作室等文化设施，但每个社区的特色不尽相同，这主要与文化

设施的组合与比例、多样人群的构成、文化实践的种类，社区邻里的氛围以及这些元素共同组合成的文

化场景所内涵的文化价值有关[19]。因此，不同的场景要素配比组合，形成了文化场景独特的品牌符号。 

3.3. 文化场景的构建主体 

文化场景的构建需要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整合社会资源来加强文化场景的特色，包括社区居民、文

化群体及政府等。居民既是场景构建的受益者，又是参与者，他们从社区的文化旅游中获取经济收益，

又为文化场景的构建提供生命力。文化群体及组织是文化场景的主要构建者，文化阶层的存在依靠创意

来创造价值，其生活方式、工作内容本身就形成了一种文化场景，他们的实践活动及其创造的文化作品

是文旅社区的核心吸引力；同时，他们拥有专业性的知识和长期积累的经验，对文化场景建构有着独特

的见解能力，是社区发展文化旅游的政策智囊库。政府主要起到统筹协调、管理规范的作用，政府通过

宏观政策制定，来规范社区的经营行为，调整社区产业结构，政府从宏观的角度审视社区发展，从区域

的角度构建文化场景，集中区域力量促进区域发展，赋予社区文化场景强劲的发展动力。 

3.4. 文化场景构建的目标 

构建具有消费引导能力的文化场景，促进旅游消费，实现旅游经济增长。文化场景所蕴藏的价值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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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吸引着不同的人前来欣赏、体验和享受，促进消费行为的产生，能为社区旅游的发展带来经济效益。 
关注居民需要，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文化创意园等社区旅游是基于社区发展起来的，没有社区的

发展就没有旅游的发展，而很多旅游社区在发展的时候忽视了社区的因素以及居民的需求，旅游发展与

社区发展并未达到协同互进，致使经济秩序混乱，文化传统扭曲[20]。因此，文化场景的构建和社区旅游

的发展，不能一味只顾经济效益，关注游客的需要，聚焦旅游的发展，而是需要兼顾居民的需要，将居

民放在主体本位，通过旅游发展创造社区经济收入，关注社区经济、文化、社会效益，促进社区的可持

续发展。 
协同区域发展，构建区域整体文化场景。社区旅游的发展要避免出现“孤岛现象”[21]，如若旅游社

区只关注社区内部文化场景的构建，与周围社区隔离自我发展，会造成矛盾的区域文化场景，对社区的

文化场景有削减效果。因此，旅游社区文化场景的构建应该要与周围社区融合起来，将社区内部的文化

价值取向扩散到周围社区，将经济效益辐射到区域，构建区域具有整体性的文化场景，加强文化符号，

区域联动发展，从宏观视角凝聚区域整体力量促进社区、区域、城市的进步与更新。 
本文的分析框架见图 2。 

 

 
Figure2. Analysis framework of community tourism based on cultural scene theory 
图 2. 基于文化场景理论的社区旅游分析框架图 

4. 上海 M50 文旅社区的文化场景构建分析 

M50 是上海最知名的文旅社区之一，原是上海春明纺织厂，2001 年起，一些艺术家开始入住，在保

留原始建筑格局的情况下，将一些厂房、仓库改造为画室，使这里的工业建筑群焕然一新，绽放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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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随着越来越多艺术家、画家的入住，逐渐形成艺术氛围，2005 年挂牌为上海创意产业聚集区之一，

命名为 M50 创意园，拥有大量的艺术家工作室、画廊、艺术中心等文化创意机构，营造出浓厚的创意艺

术气息，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的艺术爱好者、市民和游客等群体。2011 年被评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最受

关注的十大社区”，2017 年被评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十大特色社区”。在文化创意园逐渐商业化的今

天，M50 始终坚持艺术定位，持续散发出其独特的魅力与活力，为上海的经济发展助添动力，为文旅融

合产业的发展灌入力量，与其文化场景的成功构建密切相关。 

4.1. 完善的生活文化设施 

生活文化设施为文旅社区的艺术实践提供场所，为生活文化消费提供物质载体。一方面，上海 M50
文旅社区内建有大量的艺术文化中心、工作室、涂鸦墙等大型的文化设施，以及一些具有设计感的桌椅、

路标、垃圾桶等微小的文化设施，这些设施经过艺术的改造，组合在一起散发出 M50 独特的艺术魅力。

为了保持文化设施内涵的纯粹性，社区出台了一些措施。社区严格控制社区的商业设施比例和产业类型，

发展舞台、剧场、画展等艺术商业，延续 M50 的艺术氛围；其次，社区为了保护建筑的历史形态，要求

承租商在装修时要接受审查，不得破坏建筑的原有风貌，在传承历史的同时进行艺术创作，使得 M50 文

创社区实现了传统历史与现代艺术的完美结合。另一方面，社区内还布置了一些满足社区居民和外来游

客基本需求的生活设施，比如餐厅、咖啡厅、超市等，这些生活设施为外来游客的日常消费提供了载体，

同时也给社区居民的提供了社区服务，是文化创意园内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 

4.2. 多样的组织聚集 

多样性的组织是是艺术实践的主体，是社区邻里的生命力，是文化场景的内生动力。不同文化场景

孕育的价值观会吸引不同群体的聚集，同时这些多样群体的聚集又塑造了文化场景，为区域带来了生产

力和消费能力。M50 拥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40 多户文化创意门户，所涉及的艺术家群体包括画家、

平面设计师、服饰设计师等多样人群，多元艺术群体的聚集为 M50 的文化发展持续灌入活力，营造了

M50 的艺术氛围。为了打造社区特色，凝聚主体力量，M50 始终坚守社区定位，对入驻企业及艺术家进

行资格审查，有针对性地引进艺术群体，目前，M50 的画廊和艺术家工作室占据了 70%的门户；同时，

针对艺术家的具体情况采取租金减免等优惠政策，依据入驻时间分级收取租金，减轻艺术家的房租压力，

留住人才，维持了社区品牌的稳定性。反观现在很多文化创意社区，在社区知名度扩大、地价上升以后，

没有给艺术家提供良好的保障措施，不断上涨租金，导致艺术群体被迫离开，而引入大量商户，艺术家

是文化创意产园的灵魂，艺术家的流失导致文旅社区逐渐失去社区艺术特色，艺术社区逐渐变为商业街

区。 

4.3. 丰富的文化实践 

文化实践活动是链接生活文化实施与多样人群的纽带，艺术主体提供文化实践展示文化场景内涵，

消费客体通过艺术消费、体验参与到文化场景中，实现文化场景与人的有机互动。M50 实施的艺术实践

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针对具有艺术素养的小众人群开展的专业性艺术活动，一类是针对广大群体开展

的普遍性艺术活动。 
社区坚持艺术创意定位，举办艺术特色活动。M50 曾多次承办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时装周等活动，

扩大了社区的知名度；不定期的举办画展、艺术论坛、艺术区开放案例研讨的活动，每年举办艺术季，

持续焕发艺术活力。这类专业性的艺术活动主要以展示功能为主，是艺术文化的外在表现，对艺术爱好

者这类小众群体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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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了满足广大群众的艺术参与需求与体验需求，拉近普通民众与艺术的距离，M50 秉持着“艺

术走进生活”的全新理念，举办了一系列的普遍性艺术活动。比如，举办“中外少儿艺术创意大赛”，

征集儿童的艺术作品，线上进行网络评选、线下进行作品展览，提高公众参与度；打造“M50 生活美学”

各类体验项目，包括 M50 陶艺体验、传统竹艺编制体验、油画体验等，满足群众体验感，提高群众的艺

术造诣；举办“M50 大学生创意集市”，发展地摊经济；持续举办“文化匠人市集”，引入摊位出售具

有特色的首饰、打火机、手机壳等文化创意产品，使文旅产业持续增收；跨越地理距离的鸿沟，打造“线

上”展览模式，便利大众的参观。 

4.4. 营造社区邻里氛围 

M50 内聚集了大量的艺术创意阶层，根据创意阶层理论，这类群体有了类似的特点，他们具有相似

的价值观，追求类似的生活方式。这些艺术群体怀揣对艺术的热爱，共同聚集在 M50，彼此相互理解，

达成一种默契，彼此学习共同进步，在艺术文化场景中不断激发灵感，形成社区邻里的和谐氛围。 

4.5. 持稳的价值取向 

M50 始终以“艺术、创意、生活”为社区品牌核心价值观，提升 M50 的品牌内涵，其文化场景中的

艺术生活设施、多样性人群、艺术实践、社区邻里氛围都散发出艺术的气息，共同组合而成的场景孕育

着独特的艺术文化价值。 
M50 文化创意社区内存在众多具有艺术设计感的文化设施和少量的生活设施，在营造艺术氛围的同

时也提供了基础服务；聚集了大量的艺术群体，焕发出艺术活力，同时也吸引了相关爱好者、游客、媒

体，创造了消费活力；举办专业性的艺术活动，增加社区艺术感，举办普遍性的艺术活动，提高公众体

验与参与感；同质群体的聚集形成社区艺术氛围；所有元素组合起来构成的文化场景，体现出 M50 独特

的艺术文化价值。 

4.6. 上海 M50 文化场景构建存在的问题 

M50 在文化场景塑造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重视旅游发展而忽略社区本位发展上，即重视

社区的旅游功能，而忽视了社区的本位居住功能。首先，社区内缺乏基础类的生活设施，难以满足居民

的多元需求。M50 内的基础设施大多以满足游客需求为导向而建设，而忽视了作为社区主体的居民需求。

其次，艺术群体与普通群众之间融合度低，社区整体邻里关系有待加强。M50 文旅社区内的门户可以划

分为两类：艺术群体门户和普通群众门户，由于两类群体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等存在着较

大差异，导致彼此之间难以相互沟通理解。此外，社区与周围环境存在差异，文化辐射力不足，尚未形

成区域整体文化场景等问题。M50 其独特的艺术气质与周围的社区格格不入，导致 M50 的存在在大区域

环境中显得突兀，文旅社区的艺术文化场景与周围区域的文化场景所蕴涵的价值观存在较大差别，难以

形成区域统一的文化场景。 

5. 构建文化场景，促进文旅社区可持续发展 

5.1. 控制设施比例，兼顾艺术特色与生活需求 

一方面，要营造社区艺术文化设施凸显文化特色。目前文旅社区大多缺乏社区特色，在市场的推动

下逐渐失去艺术内涵且过度商业化，为了提高经济收益而大力发展商业设施，挤压一些特色设施的空间，

浓郁的商业氛围覆盖了原有的艺术创意气息。“文化＋商业”的模式确实是文旅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全盘商业化，文旅社区应该要有自己清晰的文化定位，并始终坚守，保持文化场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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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严格控制商业设施的规模，实行市场准入，对入驻企业进行资格审查，同时，注重设施的外在

表现，要求装修风格凸显文化特色，并进行装修审核，以保证社区的特色氛围。另一方面，要完善基础

生活设施保障居民生活需求。基础生活设施是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保障，文旅社区不仅是一个工作区间，

而应该是一个融工作、生活、娱乐、消费为一体的多元空间[22]，文化创意阶层追求高品质的生活质量，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能够留住人才，聚集人才[23]，因此，需要满足社区内居民的多

样需求，提高居民生活的幸福感。 

5.2. 扶持社区特色产业，帮扶相关群体 

随着文旅社区的经济收入提高，必然会导致其地价上涨，如果不采取相关措施，会致使原有的文化

群体因无法承当高额租金而流出，而这些群体是文化场景的生命力所在，人才的流失会导致因文化设施

和文化群体聚集而兴起的文化产园失去生命力。因此，社区应该对特色产业进行扶持，对文化场景具有

贡献作用的群体实行优惠政策，可以采取减免租金、差额租金等方式来减轻特殊群体的压力，保证社区

的活力。 

5.3. 开展文化实践活动，降低文化体验门槛 

文化实践的兴办可以活化文旅社区活力，既要针对小众群体举办专业艺术活动，保持文旅社区的文

化特色，比如举办特色画展、艺术展、社区品牌活动；又要针对广大群体举办普遍性的文化活动，使居

民能够参与到文化实践，以此促进文化消费。开展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能够调动市民参与文

旅社区建设的积极性，给与游客和市民多元的活动选择[24]。比如针对普通群体举办一些文化设计比赛，

开展陶瓷、绘画、手工等艺术体验活动，兴办街头活动表演，将文化融入生活物品，为大众消费提供媒

介等。 

5.4. 区域联动发展，促进社区与周围社区融合 

目前很多文旅社区与周围社区呈现一种脱离的状态，文旅社区没有发挥文化辐射力，使得文旅社区

与社区相互隔离，难以互融。地方政府应该考虑区域的整体文化场景，打破文旅社区围墙的束缚，将文

化氛围扩散到周围社区中，与周围街区、社区、甚至整个城市互融发展，借助社区外的力量促进文旅社

区发展，使社区居民参与到文旅社区的建设中来，建设多元、开放、互动的文化空间，增强文旅社区的

内生动力。可以通过与周围社区协商，提供一些社区空间给艺术创作，既有助于形塑区域文化场景，也

有利于提高社区居民的文化素养和美学愉悦感。同时，也需要加强文旅社区的群体内部的联系，及其与

周围社区群体的融合。在社区公共空间营造方面，可以通过构建户外公共空间，为多群体的沟通提高平

台，为街区增添生活气息；完善绿化设施，增加社区的归属感；增亮社区色彩，为社区氛围注入活力[25]。
在社区活动举办方面，可以通过向周围社区完全开放文旅社区，邀请社区居民参与文旅社区的文化实践，

比如开展艺术培训活动，日常组织具有文化特色的广场舞，开展社区与社区的联谊活动，赋予文旅社区

的本土化活力，营造良好的社区氛围，促进区域融合，实现区域联动发展，塑造区域整体文化场景。 

5.5. 合理组合场景元素，凸显场景特色 

文旅社区内的各个元素所蕴含的价值观应该具有相似性，而不是相互矛盾，以此凝聚特色，形成具

有稳定性和统一性的文化氛围。比如在传统文化繁盛的文旅社区，不应该布置太多蕴藏自由文化的酒吧、

存在太多的摇滚音乐爱好者、举办过多的摇滚音乐节；在充满时尚文化的文旅社区，不应该布置过多的

蕴涵传统文化的茶馆、存在过多的传统手工艺者，举办过多的传统文化活动，不然冲突的价值观会损害

文化场景的整体性，冲淡社区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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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文旅社区依托文化资源创造了旅游价值，以文旅社区为核心的区域文化场景构建模式，是文旅社区

健康发展的保障。文化场景构建需要整合文化生活设施、多样性人群、文化实践、社区邻里、价值观念

五个要素凝塑社区的文化内涵。上海 M50 文旅社区拥有较为完善的生活文化设施、多元的文化群体、丰

富的文化实践活动，营造出文艺的邻里氛围和别具特色的艺术标签，构建了上海 M50 独特的文化场景，

持续散发出艺术文化魅力与活力，促进了社区旅游产业的兴旺及社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但由于过于重

视社区的旅游需求和经济功能，而忽视了社区作为人的居住空间，其本位功能是满足人的居住需求，阳

春白雪的高雅艺术未融入到人间烟火的生活艺术中，尚未达到雅俗共赏协调发展。文旅社区的可持续发

展需要建立其独特的文化符号，不断丰富其文化内涵，也需保留生活气息，使得艺术融进生活，让文化

“接地气”。基于文化场景的理论指导与上海 M50 的场景构建实践经验，基于艺术文化融合生活文化的

理念，本文提出了文旅社区文化场景构建的优化建议，即控制设施比例，兼顾艺术特色与生活需求；扶

持社区特色产业，帮扶相关群体；开展文化实践活动，降低文化体验门槛；区域联动发展，促进社区与

周围社区融合；合理组合场景元素，凸显场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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