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研究问题 ：记忆场所的认知与保护

记忆场所，是指保留和沿袭了当地居民集体记忆的场所空间，是

基于群体记忆的不断延伸和丰富所形成的代表性场所
[1]
。其中位于历

史保护名录之外、但仍被当地居民日常使用的社区记忆场所，对于当

地的文化与社会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2]
。这些记忆场所的重要性虽逐步

得到相关学者的重视，但在国内旧城更新和旅游业迅猛发展背景下已

明显出现碎片化、零散化趋势。特别是在旅游业被视为诸多历史城镇

的重要发展途径之后，位于这些历史城镇的社区记忆场所面临巨大

压力
[3]
。大量涌入的游客占据了原有的社区记忆场所，对于当地居民

的日常使用产生挤出效应，进而导致原有的记忆场所逐步消亡。

这一情况在以历史旅游为主导的城市已成为普遍现象。在每年有

超过两千万游客到访的威尼斯穆拉诺地区 (Murano)，当地居民因为游

客的大量涌入而纷纷迁走，与之伴随的是当地独具特色的记忆场所的

消亡
[4]
。这种现象在我国诸多历史城镇，如丽江、鼓浪屿等地逐步出现。

一方面是保护历史城镇中的记忆场所，重视乡愁的思潮日益高涨 ；另

一方面则是旅游业发展的切实需求，在此背景下如何清晰、高效地认

知历史城镇中的记忆场所并给出合理保护策略已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2  新技术、新可能

然而受制于分析技术的限制，这一需求难以实现。目前对于记忆

场所的分析研究，往往采用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模式，通过文献调研、

基地勘察、深入访谈等手段进行。此类手段虽然研究深入，但存在耗

时长、结果不直观等一系列不足，难以直观、高效地展示记忆场所的

实际情况。不过近年来诸多新技术在城市研究领域的长足进步，为解

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一方面是地理信息系统 (GIS) 提供了将

调研访谈所获得的场所认知地图进行叠合分析的可能，为研究社区记

忆场所提供了量化分析平台
[5]
。通过将采集的居民意向地图进行叠合，

可以直观展现居民意向中的场所认知地图。这使得由凯文·林奇所提

出的意向地图
[6]
不再只是一个初步的分析展示，而能进一步发展成

为量化的分析途径。另一方面则是全球定位追踪 (GPS Tracking) 在游

客行为实时分析方面的发展，为量化分析游客在原有社区记忆场所的

行为和停留展现了可能
[7-8]

。基于此，本研究试图在 GIS 平台上整合

认知意向调研结果与 GPS 追踪分析，从而实现对于社区记忆场所现

状的展现与分类 ；并进一步提出优化途径，实现旅游与保护的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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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厦门鼓浪屿作为代表性案例，在地理信息系统

平台上通过对于社区居民的记忆空间采集和对于

游客活动的GPS追踪数据进行叠合；实现了对于

社区记忆场所的现状分类，并进一步提出优化保

护建议；这一研究路径为新技术条件下的记忆场

所保护展现了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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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chooses Gulangyu, Xiamen as the case and 

appli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to overlay local 

residents’ memorable community spaces recorded by 

cognitive mapping and tourist arrivals’ behavior intensity 

recorded by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tracking. The 

community space can be identifi ed and classifi ed, which 

helps to propose further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This 

study sheds light on a workable approach to protect 

community spaces with collective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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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案例及分析框架

鼓浪屿是著名的历史城镇和风景旅游

地，面积不到 2km2，人口约 2 万，有“海

上花园” “万国建筑博览会”“钢琴之岛”之

美称。1990 年代厦门市政府提出推进旅游

业发展的政策以来，鼓浪屿的游客数量爆炸

式增长。2013 年全年上岛游客已达 1100 多

万，而且这一数字在 2014 年进一步增加到

1400 多万，平均每天上岛游客数量为岛上

居民的 2 倍。迅速涌入的游客虽然推动了厦

门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对现有的社区空间和

记忆场所产生了巨大压力
[9]
。本研究以厦门

鼓浪屿为研究案例有较强的代表性。

在分析框架上，本研究以当地居民的社

区记忆场所采样和上岛游客的 GPS 追踪数

据为数据源。通过叠合两者来实现对于社区

记忆场所和游客空间使用的量化分析，直观

展现当前社区记忆场所面临的情况 ；从而实

现对于社区记忆场所的特征分类，并依托以

可达性为代表的建成环境特征进一步提出设

计优化策略 ( 图 1)。

4  数据采集与分析

4.1  当地居民认知中的记忆场所 

对于鼓浪屿的社区记忆场所认知地图采

样是在 2014 年 9-2015 年 4 月间分为 3 次

进行的。通过邀请当地居民在鼓浪屿地图中

勾画自己有印象且常去的场所空间，并将采

集到的社区记忆场所图纸转到 GIS 上进行叠

合分析，可以实现对于社区记忆场所的直观

展现 ( 图 2)。随后结合当地居民的社区记忆

场所认知强度，即各区域被提及的百分比多

少，来划定场所认知高低强度。具体来说本

研究采取 50% 的提及度为认知高低的划分

界限。采样居民选取则是依据厦门市第六次

人口普查结果，力求样本对于鼓浪屿的男女

比例以及各个年龄层次的代表性。本调研发

放了 260 份问卷，有效回收 253 份。

4.2  外来游客的活动与强度 

对于游客的 GPS 追踪分析也在同期展

开(图3)。本研究采用了50台美力高(Metrick)

MT90 型 GPS 个人追踪器，通过随机选取

有意愿参与的游客在早上 10 点至晚上 9 点

的旅游期间携带该设备来记录游客活动，并

通过问卷调查来收集游客的个人信息。研究

在游客前往鼓浪屿必经的轮渡码头设有调研

点，在游客上岛前发放设备，待游客返回时

回收。GPS 定位仪每隔 5~10s 会自动记录

当下位置，通过对于相邻点位的分析还可以

判断游客的实际运动速度，反映游客在若干

区域的逗留和通行情况。出于两个调研样本

量类似的考虑，GPS 追踪选取了 274 个有

意愿参与的游客。

考虑到游客的普遍活动范式，可以将游

客行为分为高强度停留、高强度到访和低强

度到访 3 种模式。高强度停留意味着到访游

客在该区域停留休憩了较长时间，这种类型

的游客活动范式对该区域冲击最强。高强度

到访则是游客大量途经该地区，但不做停留。

低强度到访则是游客较少途经该地区。停留

与到访的分界根据游客的运动速度进行判

断。具体来说以正常步行速度的 15%，即一

小时内运动 600m 为界限来划分。而到访强

度的高低则是根据GIS的自然断点法(Natural 

Breaks)
 1)
来划分单位面积内的 GPS 记录点

数确定。

4.3  叠合分析—社区记忆场所的分类

根据游客到访强度的 3 种分类和社区记

忆空间认知强度的两种分类的叠合，我们可

2  社区记忆空间认知强度采集与分析

1  研究分析框架

3  游客空间行为的 GPS 追踪信息采集

认知地图采集 + GIS 量化分析

GPS 追踪技术 + GIS 呈现

当地居民认知中的记忆场所

外来游客的活动位置与强度

社区记忆场所的认知与分类

建成环境特征代表 ：可达性

给出优化策略

游客空间行为的 GPS 追踪信息采集GPS 追踪器

鼓浪屿

厦门市

内厝澳

龙头路

居民记忆场所的采集与
GIS 平台上的转绘和叠合

居民记忆场所的强度高低划分

最低 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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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类型社区记忆场所情况示意

场所
类型

环境与行为

照片示例 基本环境 居民行为 游客行为

1

 龙头商业区中的街

中花园：闹中取静，

位置通达

当地居民十分喜欢

这种市井中的宁静，

喜欢来此闲谈

游客在龙头商业区

购物的同时也需要

休憩场所，也会抢

占此处

2

钢琴码头广场：面

对厦门本岛，具有

优良海景和宽阔空

间 

当地居民出入的主

要码头，也是当地

居民喜欢的休闲广

场

大量游客到达的码

头，产生了大量的

交错人流

3

三一堂区域：有保

存完好的厦门传统

街巷空间

当地居民对此有强

烈的归属感，也是

他们日常闲坐、社

交的主要空间之一

街巷幽深，游客难

以到达

4

 日光岩区域：鸟瞰

鼓浪屿的最佳位置

当地居民普遍仅在

旅游淡季前往

被游客认为是鼓浪

屿上的必去区域

5

岛上小径：连通诸

多旅游区域，风景

优美，但缺乏驻足

停留空间

当地居民不常前往

热门旅游景点，因

而较少使用

大量的游客每日经

过，但少有长时间

停留

6

安献堂：历史保护

建筑，具有较大的

绿地活动空间

安献堂前的大片绿

地是很好的居民活

动空间，但因为管

制所限很少开放

该区域内部也不对

游客开放，导致少

有游客前往

以将鼓浪屿的社区记忆空间分为 6 种 ( 图 4、

表 1)。从类型 1 到类型 6，游客使用和社区

记忆场所保护之间的矛盾逐步降低。类型1、

2 是社区记忆场所受到主要威胁的情况。这

两类场所同时受到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的双

重偏好，因而非常容易导致场所的过度使用

并产生对原有社区居民的挤出效应，从而导

致社区生活和社区记忆场所逐步消亡。如表

1 所示，龙头商业区中的小公园和鼓浪屿钢

琴广场分别是类型 1 和 2 的典型代表。与图

4 中的分析相吻合，这两类区域往往处于游

客和当地居民高密度混杂的情况，为原有的

社区记忆场所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

与之相反，类型 5、6 则是未被社区居

民和游客同时高强度使用的地段，相对的冲

突较少。如表 1 所示，鼓浪屿上的小径和安

献堂分别是类型 5 和 6 的典型代表，在当地

居民与游客眼中都处于相对次要位置，相较

前两者幽静许多。

4.4  记忆场所的优化

在社区记忆场所被可视化的展现和分类

后，结合以可达性为代表的建成环境特征可

以进一步给出具体优化策略。通过 GIS 整合

码头的可达性权重与空间句法所计算的全局

与小尺度街道网络可达性，鼓浪屿区域的整

体可达性可以被清晰展示 ( 图 5)。

随后通过对比图 4 的社区记忆场所分析

与图 5 的可达性分析，可有针对性的提出各

个社区记忆场所类型的优化策略。深红色的

类型 1 同时具有高强度停留和高强度认知两

种特性，代表了原本重要的社区记忆场所有

大量游客到访的情况。传统的社区记忆场所

因此变得极为拥挤，会导致当地居民逐步放

弃这一记忆场所。鉴于此类记忆场所都兼具

较高可达性，这种情况下可采取合适的空间

设计手法并在场所功能上加以调整，逐步减

少游客在此区域的停留时间。例如可考虑通

过用地功能和路网上的调控来适度区分旅游

路线与居民活动场所，通过对于休憩空间和

场地的再安排，引导游客与居民区别使用。

橘红色的类型 2 则是具有高强度到访和

高强度认知两种特性。这一区域游客会大量

到访，但停留时间短，多为路过。然而，此

区域对于当地居民来说是重要的记忆场所。

对此区域应考虑通过合适的道路流线组织，

适度降低游客对于社区记忆场所的干扰，做

到交而不乱，可考虑增建游客专用道路来舒

缓大量游客无序通过所带来的场所感损失。

类型 3 是低强度停留和高强度认知特性，代

表了深入传统社区之中，尚未被游客所知的

空间。对于此类重要的记忆场所，应该加以

重视。考虑该类型空间的可达性普遍较低，

外来游客本身就不易到达。因而可以考虑通

过设立一些弹性的游客止步区来加以保护，

减少游客闯入 ；在未来的开发建设过程中也

要注意保留该区域的低可达性特征。

类型 4 则是高强度停留和一般强度认知

特性，代表了游客的主要活动停留区而当地

居民相对较少使用的区域。该类型区域也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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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较好的可达性，因此对此可适当强化旅游

接待功能，进一步提升该区域的全局可达性，

使得游客更容易到达和使用。类型 5 则具有

高强度到访和一般强度认知特性，该区域有

大量游客到访而在当地居民的认知中相对不

太重要。与类型 4 相似，也应鼓励该区域增

加旅游功能和吸引点，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

减缓其他地区压力。类型 6 则为低强度到访

和一般强度认知特性，属于游客和居民都不

太高频使用的区域，可以鼓励当地居民 “再

发现”这些区域，实现记忆场所的生长和延续。

鉴于该类型区域可达性普遍较低，可考虑通

过合理的路网组织和引导来实现这一目的。

5  结语

本研究是运用新技术于记忆场所分析来

实践旅游与保护可持续发展的一次尝试。通

过 GIS 分析平台整合居民的记忆场所认知

与游客活动强度，不同类型的记忆场所可以

被有效识别。随后基于具体情况的准确认

知，规划设计师们可以有针对性地给出相应

的空间优化策略，实现记忆场所保护与旅游

发展的结合。在方法创新之外，厦门鼓浪屿

作为众多历史城镇的代表，以其为案例的研

究也具有较强的可实践性和推广性。对于当

前国内普遍面临的记忆场所保护议题，具有

实践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展现了新涌现的

数据环境和分析方法所带来的新的可能。为

研究人们如何赋予记忆给场所，如何使用场

所空间提供新的途径。换而言之，近年来新

技术在城市研究方面的扩散，使得城市空间

背后的社会文化属性具有了被量化表达的可

能
[10-11]

。这一进展意味着场所记忆等传统上

相对模糊，依赖于研究者和设计师的经验和

直觉的议题可被数据化、科学化。这一进展

不仅有助于记忆场所的研究，而且可以对于

城市设计与历史保护等方面研究带来进一步

的推动作用。

注释

1) 自然断点法是寻求各类别方差和最小的分类方
法。其能够实现各类别之间的差异明显，而类
别内的差异较小的分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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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区记忆场所的认知强弱与游客活动强度的叠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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