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sign 设计, 2023, 8(4), 2836-2841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esign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3.84347  

文章引用: 张清雅, 黄滢. 基于空间缝合理论的城市社区景观更新研究[J]. 设计, 2023, 8(4): 2836-2841.  
DOI: 10.12677/design.2023.84347 

 
 

基于空间缝合理论的城市社区景观更新研究 

张清雅，黄  滢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3年9月20日；录用日期：2023年12月3日；发布日期：2023年12月12日 

 
 

 
摘  要 

近年来，社区发展迅速，社区空间在功能、生态、交通等方面都出现了较多形态断裂的问题，但在大尺

度下已有对于社区空间碎片化问题的解决，聚焦小尺度的社区完整区块断裂问题目前还缺乏相关研究，

如何使社区破碎的绿地系统和开敞空间进行织补从而达到社区景观的完整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

文将通过空间缝合理论的引入，并以丹阳公园新村作为实例佐证，从而得出一系列城市社区景观更新的

缝合策略，为修复破碎的城市社区景观作出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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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there are many forms of fractures 
in the function, ecology, transportation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community space. However, the 
problem of fragmentation of the community space has been solved on a large scale, and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relevant research on the fracture of the small-scale community integrity block. How 
to darn the broken green space system and open space in the community so as to achieve the inte-
grity of the community landscape is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This paper will introduce the 
space stitching theory, taking Danyang Park New Village as an example, a series of stitching strate-
gies for community landscape renewal are obtained, which is a positive exploration for repa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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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roken community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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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社区景观现状困境 

1.1. 功能组团为墙隔绝 

社区化的发展使社区内新旧功能组团共存，但不论新旧，每个功能组团都用围墙圈地自营较为封闭，

组团之间缺少交流，与周边区域的交通联系、功能拓展、环境共建等十分薄弱，组团间无法融合渗透，

导致社区碎片感明显([1], p.72)。不同的社区是由不同的因素导致的，例如在重庆的城市社区，山地地形

高差错落原因是最核心的各自为政因素；另外近年来，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人们已经逐步养成缩减生

活圈的习惯，导致社区内不同功能区块之间的联系愈发减少，而作为功能组团的纽带——公共绿色空间，

也随着社区化的发展面积骤减。 

1.2. 开敞空间破碎混乱 

与大尺度社区整体空间中的灰色地带一样，城市社区内也分布着一系列小尺度的开敞空间，例如居

住区之间的连廊，街道边的废弃空地等，但大多都被社区居民当做扔废弃物的空地，十分破碎混乱，但

正是这些空间，是能改造为社区内微乎其微的景观空间的。 
后疫情时代人们急需一个可以放松休息，愉悦身心的场所。“距离感社交”一词也成了大众普遍关

注的对象，未来人们是否还愿意扎堆去仅有的某个中心社区公园成为问题焦点，达成社区距离性绿地目

标的一种解决方案可以是增加大型绿地设施，但原本社区化进程中土地资源就异常紧张，这种盲目扩大

绿地面积的方案不仅要投入大量的财政经费，还会限制其他社区工业发展项目的进程，现实性和可行性

都很低[2]。社区建设者不如转换设计规划方向，关注点移至城市社区内的老旧废弃小空间，转换绿地类

型，见缝插针设置口袋公园，打造社区绿色资源社区区块化，节省资本的同时也能带动影响周边，成为

社区良性绿色公共空间。 

1.3. 交通修建打断空间 

城市社区规划经历了几个时期，现如今既有社区在初期规划时汽车还没有现在这么普及，很多社区

内交通没有合理规划，社区与周边社区交通联系欠缺，社区内部交通混乱，道路尺度及社区进出口狭小，

车辆能够停车的公共空间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导致社区外社区居民多在社区外活动，社区内则明显人

气不足[3]。这些因素不仅妨碍了社区居民的生活同时也对社区外居民进入社区内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导

致社区外居民多在社区外活动，社区内则明显表现出人气不足。而他们共同的因素是因为开发进程的不

同，社区的发展随着社区的规划而发生着变化，它与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关联，由于规划区域的功能和

时间上的不同造就了相邻区域出现发展大不相同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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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空间缝合理论的研究与实践思考 

2.1. 空间缝合理论相关概念及研究现状 

2.1.1. 空间缝合理论相关概念 
“缝合”一词原义指将断裂的部分用针线等工具连接以达到愈合及功能重建，在本文所提到的“空

间缝合”，就是依据“拼贴社区”的基础上，对社区碎片化空间进行“缝合设计”，将概念从社区规划

领域拓展到环境艺术设计中的景观设计领域。把社区视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整合其中零散废弃空间，

在根据“缝合社区”中的回收，再利用，复活和振兴四个步骤逐渐实现对断裂的地段肌理的缝合，从而

整合空间形成一个整体。而在城市社区景观更新中，空间缝合便对应到社区内各个功能组团的联系，社

区开敞空间转换成绿地资源以及社区交通的连贯秩序性的体现。 

2.1.2. 空间缝合理论研究现状 
空间缝合理论最早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西方众多学者对社区形态断裂的讨论和对现

代社区的反思(见图 1)。1961 年，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社区的死与生》[4]中提出大型交通规划导致

社区肢解，并从社会学视角提出了空间缝合的策略以激发社区的多样性。1976 年，柯林·罗网在《拼贴

社区》中从现代社区与传统社区的巨大差异切入，探讨了用文脉主义化解新老城肌理冲突的困境。1986
年，罗杰·特兰西克在《寻找失落空间》中，整合图底理论、连接理论和场所理论，提出以空间缝合为

目标的 5 个社区设计手法，包括轴线结构、边界连续和连接有序活动等，形成紧凑整合的社区形态。 
此后，国际上许多城市结合缝合理论进行了大量实践，例如巴黎梵尚线林荫步道、纽约高线公园、

亚特兰大环线项目等均利用废弃铁路更新为公共空间实现空间缝合；波士顿“大开挖”、西雅图高速公

路公园、达拉斯市中心高速公路改造等均是通过建设公园创造了区域绿色核心，为原本被割裂的城市空

间建立起联系的纽带。 
国内对该理论进行了一定发展，大多还是借鉴结合国内外案例来对国内社区空间提出一些缝合策略

(见图 1)。上海百禧公园是国内对高线公园的尝试，达到了“打开与缝合”的社区修复效果，但总体来看，

国内针对缝合理论的相关研究和应用目前仍主要集中在中微观尺度的技术方法运用；宏观尺度较为欠缺；

鲜少有基于城市整体观的思考；在总体城市设计层面相关研究及应用较少。 
 

 
Figure 1. A table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research on spatial stitching theory 
图 1. 空间缝合理论研究现状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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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将空间缝合理念引入城市社区景观更新的思考 

缝合具有整合、衔接、渗透和共生的含义。“整合”是通过某种手法将不同媒介之间进行穿插联系，

形成一个整体。“衔接”是指各个事物之间的一种交接联系。“渗透”是指一种事物进入到另一种事物

中、没有很明显的界限，但是相互交融渗透。“共生”则是空间与空间之间共同发展、不产生明显差异

与矛盾，和谐共生。缝合是一种“合理穿插整合、有序自然衔接、缓和匀速渗透、自然和谐共生”。 

2.2.1. 功能空间缝合 
缝合城市社区在功能空间中的手法主要是通过对社区功能组团进行修补过渡的形式来达到整体统一，

并且建立具有渗透性并且对环境友好的界面，让缝合的两处空间之间进行合理对话。强化社区空间的功

能，规整社区空间序列性，减少社区空间不和谐的差异，并且增添社区内部的过渡色彩，并且缝合社区

内部断裂带，形成连续完整的城市社区肌理，营造和谐宜人的社区空间，促进社区的和谐发展[5]。在空

间中的运用主要是对媒介和社区内部特殊断裂带的处理，是社区发展的冲突点，最具有矛盾性的地方。

渗透边界是事物本身的过渡地带应具有一定的通透性和开放性；而不应排斥异质，封闭自我。 

2.2.2. 开敞空间缝合 
在城市社区内的开敞空间以零碎的状态分散在其中，实现其用地性质的转换便能成为缝合社区的关

键针眼，小巧的空间改造为口袋公园式绿地一方面改善社区化绿地骤减的严峻问题，另一方面社区居民

平时很少有足够的时间投入于游玩远程的中心公园但他们又对户外可活动的绿色空间充满了渴望，小巧

绿地空间不仅能胜在数量多而且可达性极高，能够真正能实现人们随心融入绿地的愿望，从而身体得到

锻炼，心理得到疏解。促进社区居民走出封闭空间转向开敞绿地，增加社区交互性，打造功能性完善的

社区闭环。 

2.2.3. 交通流线缝合 
道路作为交通的主要干线，为人们出行提供着服务，社区道路作为社区的动脉贯穿整个社区，但他

也仅仅作为“功能性”交通所使用，人们在最初的设计上要求满足功能性要求，道路也只是满足机动车

的通行和各项硬性指标就算是合格道路，却很少关注道路两侧的美观性要求。在时代多次变迁与大规模

的整改后，人们更加关注道路美化设计，不仅导入“功能性”设计，更多的是优化社区形态，融入景观

设计，“缝合空间”理念在交通中的运用让道路不再成为社区空间与空间的分割线，将道路融入整体环

境中而不是作为空间划分的边界线[6]。我们需要整合现有零散的空间资源，优化现状地块的功能模式，

避免交通穿插给当前区域带来的不利因素，并且改善机动车道与人行通道两种通道的交通环境，建立土

地利用与交通成为一个整体的用地模式，将社区裂缝进行缝合并且融入社区大环境中，形成“化断裂为

纽带”的目标。 

3. 丹阳公园新村社区景观的创新探索 

3.1. 丹阳公园新村社区景观更新的必要性 

丹阳公园新村社区位于丹阳城市中心，其中包含着学校用地，医院用地，居住区以及商业区，是老

城区的代表，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具有典型性。 
如今的城市化进程过于迅速导致城市绿地资源匮乏，而鉴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城市化的发展是不

可逆的。根据丹阳人民政府 2022 年出台的丹阳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专项规划 2021 年度第 1802 批实

施方案中第一条涉及拆迁城区以求复垦农田的内容可以明显看出城市化的确占用了大量绿地资源，此时

对于废弃地块的改造势在必行，城市建设者应该把规划锚点放在口袋公园的普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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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9 年开始，新冠疫情已经肆虐了三年，人们被封锁的时间太久，心理状况已经出现一定问题，

不管是现状还是未来的后疫情时代，大众都迫切地想要投身于绿色空间，进行自然疗愈。其实早在 19 世

纪 30 年代~40 年代期间，英国为了缓解霍乱这种大型卫生疾病带来的社会恐慌颁布了公共卫生法案，内

容即是推广室外景观设计使人们呼吸新鲜空气，减少焦虑达到疗愈效果[7]。近两年“距绿色空间的需求

也是迫在眉睫。口袋公园这种城市绿地新形式被认为是能够真正缓解问题离感”社交也越发成为热点，

维也纳甚至构想了一座如指纹迷宫般的“距离公园”，但由于城市绿地不足且后疫情时代下人们也不可

能大量聚集到城市中心花园，故建设口袋公园这种大致服务周边四个街区的特殊性绿地便显得很有必要性。 

3.2. 社区功能组团的复合效能型缝合策略 

丹阳公园新村社区中的各个功能组团社会定位区分明显，各有特色，针对其封闭不流通的问题，借

鉴空间缝合理论中功能缝合技术方法，通过建立区域功能高度复合、业态特征差异互补的公共中心体系，

改变空间割裂、功能单一、彼此孤立隔绝的状态。其中具体便体现在场地核心的废弃停车场的改造，观

察其周边用地囊括了学校、医院、商场、社区，打破停车场的硬质壁垒使其成为一处上学、工作、生活

都会穿过的渗透性用地。引领和带动社区在新时代下的发展，以高度亲和过渡性用地作为功能触媒，最

大限度地激发社区活力，结合各功能组团，发挥其的复合型的强大效能。 
凯文·林奇说道：“对一个边界地带来说，如果人们的目光能一直延伸到它的里面，或能够一直走

进去，如果在其深处，两边的区域能够形成一种互构的关系……”[8]及为打开与缝合，突兀的硬质边界

变成具有互通性的有机接缝口，一个交接点，位于两边的区域可以天衣无缝地连接在一起。渗透边界能

使事物本身形成与周围环境过渡的过渡地带而不是隔离屏障对于边界不能仅从视觉和审美上渗透，还应

涉及缝合空间的相关问题。 

3.3. 社区核心地块的绿色生态型缝合策略 

社区核心地块正是前文所述的废弃停车场的翻新改造，城市化致社区绿地系统破碎。所以我们需要

将社区灰空间的绿地系统进行规整和渗透式设计，将该种类型的空间与周边环境合理规整，再进行景观

设计，达到沟通两侧人脉，彻底缝合割裂带的作用。 
 

 
Figure 2. Plan of the Painter’s Road Pocket Park and an aerial view of it 
图 2. 画院路口袋公园平面图以及鸟瞰图 

 
场地南边的左右侧分别残余两处深蓝色可移动简易厂房，是修建周边居住区民工的临时住处，在建

筑工程完毕后此处便遗弃于此，颜色突兀缺失美观。场地角落堆满砖瓦废料，杂草丛生。现阶段此废弃

地被周边居民，上班族，游人等用于停车，前期两块出入口还修建了停车场出入口的缴费围挡，但现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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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已废弃无人管理。环境混乱极其影响城市风貌，这与区位分析中所提到的丹阳总体城市规划中对于老

城区居住环境品质的强调相悖，改造设计势在必行。 
从“停车场是否为最佳方案”的角度探究，根据实地走访调研，周边人群活动性大的便是教职工以

及医院的工作人员，但学校内有专属的停车区域，医院内也修建了大块停车区域且出入口连接画院路，

进出更加方便；从停车需求以及便利性考虑，此处被用于停车区域均不是最佳方案。 
纵观四周功能区，项目地处多功能地段的中心，符合口袋公园选址的最佳方案，作为多个功能区的

连接点可提升公园可达性和使用性，作为社区核心地块，这样的改造完美成为了社区的绿色生态型缝合

策略(见图 2)。 

3.4. 社区空间交通的联通流线型缝合策略 

整块社区空间中的交通被一条宽 5 米的车行道划分为断裂的两大区块，要想建立联通的交通路网系

统，便要根据主次来添加有条理的辅助路线和适当围墙开口，例如从医院到学校，在学校的东面便可再

开一个出口，通过画院路到达医院停车场，促进区块间的交流，另外，由上文的绿色生态缝合策略中口

袋公园的建立，作为一个核心纽带，这其中的交通流线也是要按照主次层级设置的。 
丹阳画院路口袋公园场地不大，整块场地面积不足 6800 m2，交通流线也比较简单。以一条宽为 2 m

的曲线作为主园路流畅串联场地四个区块。占地最大的自然康养区利用两条宽为 1.2 m 的折线次路分隔

区域内的节点。公园设置了一个主入口和五个次入口，分别与南侧的新民西路以及东侧的画院路这两条

城市车行道连接，形成内外互联，可达性极高的公园交通流线系统。 

4. 结语 

为化解当代城市社区景观断裂的现状问题，将空间缝合理论与手法引入小尺度，探索在总体城市社

区设计层面空间缝合的理论运用，在功能组团、开敞空间以及交通流线等关键要素方面入手，获取一系

列城市社区景观的缝合策略，并落实到丹阳公园新村社区中利用缝合策略对应创新研究，现代缝合策略

下的社区更新只是一个初步探索([1], p.79)，未来还将通过完善各级规划体系，在交通、功能、生态等领

域做好专项规划支撑，更好地服务于社区景观的规划和建设。 

注  释 

文中所有图片均为作者自绘。 

参考文献 
[1] 林可可, 王雅妮, 方澜, 等. 从“拼贴城市”到“融合城市”: 空间缝合理论在松江新城总体城市设计中的创新探索

[J]. 上海城市规划, 2022(2): 72-79. 

[2] 翟昱凯. 老旧街区中口袋公园设计探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青岛: 山东科技大学, 2020: 16. 

[3] 杨金萍. 基于“缝合城市”理念指导下的城市景观设计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湖北工业大学, 2020. 
[4] Stern, R.A.M. (1988) Modern Classicism. Rizzoli, New York, 60.  
[5] 白雪. 缝合城市视角下的承德市滨河公园景观设计[D]: [硕士学位论文]. 石家庄: 河北科技大学, 2022. 

[6] 吴敏, 王琳. 记忆的缝合: 城市非典型风貌区旧城更新景观规划[J]. 规划师, 2014, 30(2): 48-52. 

[7] 曹媛媛, 王先杰. 城市口袋公园与康养景观设计[J]. 现代园艺, 2021, 44(7): 99-101. 

[8] [加]简∙雅各布斯.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294-295.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3.84347

	基于空间缝合理论的城市社区景观更新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Urban Community Landscape Renewal Based on Spatial Suture Theory
	Abstract
	Keywords
	1. 城市社区景观现状困境
	1.1. 功能组团为墙隔绝
	1.2. 开敞空间破碎混乱
	1.3. 交通修建打断空间

	2. 关于空间缝合理论的研究与实践思考
	2.1. 空间缝合理论相关概念及研究现状
	2.1.1. 空间缝合理论相关概念
	2.1.2. 空间缝合理论研究现状

	2.2. 将空间缝合理念引入城市社区景观更新的思考
	2.2.1. 功能空间缝合
	2.2.2. 开敞空间缝合
	2.2.3. 交通流线缝合


	3. 丹阳公园新村社区景观的创新探索
	3.1. 丹阳公园新村社区景观更新的必要性
	3.2. 社区功能组团的复合效能型缝合策略
	3.3. 社区核心地块的绿色生态型缝合策略
	3.4. 社区空间交通的联通流线型缝合策略

	4. 结语
	注  释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