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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是人类社会权力与历史文化所形成的最大限度

的汇聚体 [1]，历史城区是城镇中体现其历史发展过程或

某一发展时期风貌的地区。历史城区空间环境包括自然

景观、建筑遗产、历史街区等实体构成的物质环境，也

包括文化、历史、经济、政治、社会等人文要素对空间

的塑造和构成 [2]。历史地区是世界各地人类日常生活环

境的组成部分，提供与社会多样性对应的生活背景多样

性，使得它们既获得了自身的价值，又具有人性的尺度 [3]。

因此，解读历史城区的个性，将其物质环境与社会文化

等人文要素结合，营造“高语境”、“原真性”的历史

空间环境，是历史城区保护和活化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20 世纪末，叙事学开始向空间转向，产生空间叙事

学研究分支。国外学者从社会学、地理学、城市学等角

度探讨叙事学的空间转向，如列斐伏尔在《空间生产》

中提出的“社会空间”概念 [4]；米歇尔·福珂认为“空间、

知识、权力三维一体”、“空间非物质形式的容器，而

是由实实在在、活生生的社会建构而成”[5]；卡尔维诺对

城市作为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进行价值描述 [6]。

国内空间叙事学的研究从文学领域和城市环境研究开始，

如学者张楠及研究团队系统梳理城市叙事空间理论及方

法 [7，8]；龙迪勇认为“历史叙事的空间性不仅体现在地理

空间，还体现在历史的证据、叙事的动机等多个方面”[9]；

陆邵明关于叙事视野下的空间特征及方法的研究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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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城区的叙事空间研究，是空间叙事学的重要研究

方向，为深入挖掘历史城区空间物质环境与历史文化等人

文要素提供新的思路。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历史文献法、地

图叠加法、认知地图法等定性和描述性方法为主 [12-14]，

随着近几年研究的推进，引入 GIS、空间句法等量化研究

方法 [15-18]，更加精确、科学地解读历史城区叙事空间。

但是，定量视角下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单一的点状叙事点

核和探讨空间和功能的关系，对于挖掘空间内涵的定性

研究深度不足，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的结合有待深入和

系统化。

　　文章基于叙事学视角，从叙事簇群、叙事廊道、叙

事点核的单元结构出发，引入空间句法量化方法，对历

史城区叙事空间的空间权力表征、功能表征、特质表征

给予量化解释，并为历史城区活化保护提供建议，兼具

人文地理与城市史学理论实践意义，丰富了该领域在叙

事学视角下的研究成果。

1 叙事空间与空间句法

　　叙事空间将叙事学作为一种可选择的方法来分析理

解空间，既要对空间原有的几何形态的理性分析，也需

要在特定的历史文脉环境下，有效建构城市环境的历史、

社会、文化等意义 [11]。叙事空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

是蕴含特定历史事件和文化语义的叙事语汇系统，实现

空间的意义回归；二是空间建构的句法语法系统，阐述

空间的物理组构规律，在特定文脉、历史和理论下，对

空间进行动态解读，如空间句法方法。

　　20 世纪 70 年代，学者 Bill Hiller 及其研究团队提出

空间句法理论和方法 [19]，通过空间组构分析法则，精确

量化城市形态的内在逻辑。空间句法可以为叙事空间提

供建构的句法语法系统。首先，叙事空间和空间句法都

采用从地理空间出发来诠释人文历史的模式，暗合不同

空间属性背后人类体验使用空间的方式，内在逻辑的一

致性使两者的结合成为可能。其次，空间句法计算空间

的关联性，阐述空间建构的逻辑性，为叙事空间的意义

给予量化的解释 [7]，有效弥补叙事学定性研究的不足，

这也是研究使用空间句法的初衷。

2 研究案例及分析框架

　　鼓浪屿位于中国厦门市九龙江出海口，是一座面积

为 1.88km2 的海岛，2017 年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从 1903 年到 20 世纪中叶，鼓浪屿处于公共地界时期，

在特殊管理模式下，通过闽南本土居民、外来多国侨民

和还乡华侨群体的共同营建，发展成具有文化多样性和

近代化生活品质的国际社区 [20]。

　　结合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和重要历史事件，分 4 个

阶段描述公共地界时期鼓浪屿的发展。第一阶段，1840

年鸦片战争至 1902 年公共地界酝酿期。鸦片战争后，厦

门开放为通商口岸，鼓浪屿作为在厦门租界供职外国人

的理想居所，成为外来文化传入中国的前沿。第二阶段，

1903 年工部局成立到 1918 年民国初年，为公共地界成

立和发展前期。鼓浪屿城市城镇建设以居住在岛上的西

方人为主导，以外来文化传播为主要特征 [21]。第三阶段，

20 世纪 20~30 年代，这是鼓浪屿发展的鼎盛时期。鼓浪

屿城市建设的主要驱动力由外国人逐渐转为返乡华侨，

在多元文化的共同作用下，鼓浪屿展现发展高潮阶段的

繁荣景象。第四阶段，1938~1945 年，随着太平洋战争

爆发，日军攻占鼓浪屿，鼓浪屿发展进入停滞期。 

　　研究数据来源包括鼓浪屿历史地图、文史资料及规划

文本，提取叙事要素，叠合空间句法分析结果，将历史叙

事与空间句法相结合，实现基于空间句法的历史城区叙事

空间分析，并基于此提出历史城区保护活化策略。

 

3 基于空间句法的历史城区叙事空间分析

　　研究对历史城区叙事空间量化分析，包含空间和时

间两个维度。空间维度上，借鉴凯文·林奇的“道路、

边界、区域、节点、地标”城市五要素，将叙事空间分

为“叙事簇群”、“叙事廊道”、“叙事点核”。 “叙

事簇群”与“叙事廊道”关注“边界”与“区域”的宏

观与中观层面，“叙事点核”关注于“节点”和“地标”

的微观层面。运用空间句法的轴线法则清晰展示空间中

的“道路”，组成城市五要素完整形态。时间维度上，

根据公共地界时期鼓浪屿发展特点，结合各年份历史地

图的可获取性和地图形态（图 1），选取 1863、1903、

图 1 鼓浪屿历史地图

（a.1863年；b.1903年；

c.1935 年） 1a

2

1b 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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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分别处于公共地界酝酿期、成立和发展前期、鼎

盛时期，较全面覆盖鼓浪屿公共地界时期的发展历程。

　　研究运用空间句法的全局集成度、局部集成度、可

理解度量化指标，以精确的可计算的方式描述整体空间、

街区空间、街道空间的属性，将其与不同尺度的“叙事

簇群”、“叙事廊道”、“叙事点核”结合，从 3 个空

间层次进行叙事空间的定量分析，实现空间句法语法系

统与叙事语汇系统的联结。

3.1 基于全局集成度的叙事簇群——空间的权力表征

　　叙事簇群是具有相同特质的叙事空间的面状聚合，

共同反映整体空间的特征及氛围。鸦片战争后，西方各

国的商人、传教士、官员开始在鼓浪屿居住、传教，对

岛屿东、南部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开发，形成“西方

人居住区”与“华人居住区”并存的两大核心叙事簇群。

从句法量化角度考察，全局集成度越高，在整个系统中

的可达性与便捷度越强，由红至蓝的颜色表示全局集成

度由高至低的数值（图 2）。

　　1863 年处于公共地界的酝酿期，“西方人居住区”

和“华人居住区”界限分明。“西方人居住区”位于晃

岩路、龙头路等东南沿海全局集成度高的路段，便于往

返厦鼓两地，又拥有良好的景观视野（图 3a），西方人

对优势空间的控制，是当时西方列强在华彰显政治地位

的体现。“华人居住区”全局集成度较低，特别是鸡山路、

内厝澳路一带村落，是整个系统全局集成度最低的区域，

仍然维持传统村落状态（图 3b）。“西方人居住区”和“华

人居住区”这一泾渭分明的结构，成为华、洋双方在鼓

浪屿进行居住空间划分的基础，也是当时华、洋双方精

神及文化隔阂的直观体现。

　　1903 年处于公共地界成立与发展前期，全局集成度

最高轴线保持原有的龙头路——晃岩路一线，向码头延

伸至东南渡口。鼓浪屿的建设以西方人为主导，“西方

人居住区”新建的住宅沿着高集成度的路段分布，岛屿

东南部路网加密，西方人仍保持对优势空间的主导权，

也是当时政治生态的彰显：1903 年工部局成立首届董事

会 7 人，6 名西方人，仅有 1 名华人 [22]。“华人居住区”

并未完全放弃对空间的争夺，以村落为单位对外扩张，

朝龙头路、安海路集成度较高的沿线发展，然而政治上

的弱势在空间上终有显现，华人村落所在路网变化不大，

特别是内厝澳传统村落的全局集成度依旧很低，维持较

为封闭的状态。最终，“华人居住区”呈现被“西方人

居住区”半包围的态势，中外住区仍然保持较为明确的

边界（图 4）。

　　1935 年处于公共地界发展鼎盛期，全局集成度高值

的区域显示“四横三纵”的格局，华、洋空间竞争局面

发生“反转”，“华人居住区”拥有对高集成度区域的

掌控权，掌握岛屿高连通度的优质空间。“西方人居住区”

对空间的主导不复存在，原本属于“西方人居住区”的

东南沿海，大量的华人华侨住宅占有了“大半壁江山”，华、

洋住宅相互融合（图 5），边界不复存在。同时，西北的

内厝澳华人村落全局集成度提高，与东南高集成度区有

明显的轴向街道联系。反观时局，由于台湾及东南亚政

治大环境的变动，大批闽南籍华侨返乡选择鼓浪屿定居，

亦在政治事务及社区建设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华人

参政的格局形成 [22]。在东、西方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没

图 2 全局集成度与叙事簇群 

图 3 19 世纪末鼓浪屿（a. 鹿

耳礁西方人居住区；b. 岩仔

脚华人传统住区） 

图 4 1910 年鼓浪屿西方人

与华人住区边界明晰 

3 5

4b

3b

2c

3a 4

2a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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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种势力能成为城市发展的决定力量，中西方的政治

博弈与力量抗衡，使得各方在城市空间中融合和涵化 [23]。

　　综上，“西方人居住区”与“华人居住区”这两大

叙事簇群经历了“分割——融合”的过程，正是鼓浪屿

政治生态的空间表征，权力是空间生产的重要因素 [24]，华、

洋双方的利益诉求及权力掌控，无不显现于空间争夺中，

成为各方势力在物质空间上的投射。

3.2 基于局部集成度的叙事廊道——空间的功能表征

　　叙事廊道作为城市叙事的方向性和序列性的局部空

间 [16]，承载着城市局部叙事空间的具象体验功能。局部

集成度表示单元空间与一定范围单元空间的关联性，表

示局部空间的可达性与便捷性。考虑叙事廊道的尺度，

研究选取 5 步拓扑范围作为局部集成度参数（图 6）。局

部集成度高值位于龙头路、晃岩路、复兴路，低值区域

为鸡山路、内厝澳路，清晰的奠定了 3 条功能明确且肌

理特征不同的线状叙事廊道。 

　　鹿耳礁——田尾中外融合住区叙事廊道 : 主要街道包

括复兴路、福建路、鹿礁路、漳州路、田尾路，呈现网

格状的城市布局形态，3 个年度的局部集成度皆呈现高值，

说明该局部空间结构具有较好的便捷性，从最初的华人

传统聚落，到西洋风情的小镇，再到华侨富商的别墅区，

该片区一直是岛屿建设的“热点”，体现中外融合的居

住功能（图 7）。

　　龙头路——岩仔脚历史商住廊道：主要街道包括龙

头路、晃岩路、永春路、安海路及其包围的内部片区，

该片区的龙头路、晃岩路一直保持最高的局部集成度，

是全岛空间局部便捷度最优的区域，细密网格体现空间

密度与交流度，龙头路向海边延伸的龙头码头是与厦门

联系的主要通道。表现在功能上，龙头路——岩仔脚呈

现典型的商住混合功能，龙头路一直以来是鼓浪屿主要

商业街道，该片区一直以商业发展为核心生产力。

　　内厝澳闽南传统村落廊道：主要街道包括内厝澳路、

鸡山路、笔山路，呈现树杈型乡村布局形态，局部集成

度一直较低，路网密度低，保证稍大尺度的连通关系，

内厝澳一直以来保持传统聚落居住形态的 " 封闭性 "[25]。

史料中关于内厝澳的照片及记录较少，图 8 为内厝澳种

德宫的照片显示内厝澳传统村落围绕宗祠和庙宇建设，

总体仍然保持着闽南传统聚落的氛围。

　　综上，空间的物质结构与功能存在耦合，局部空间

集聚性强的片区往往承担商业和开放性住区的功能，而集

聚性弱的片区更适合传统封闭的居住功能，这种空间分类

机制发挥自组织效应，形成不同叙事廊道的功能表征。

3.3 基于可理解度的叙事点核——空间的特质表征

　　叙事点核作为点状的叙事空间，是城市叙事的基本

单元，直观体现空间的叙事活动承载。可理解度是全局

集成度与局部集成度的相关值，可理解度高表示空间整

体和局部的控制整合关系良好。选取 1935 年地图，基于

全局集成度和 5 步拓扑范围局部集成度，计算可理解度，

通过查阅历史资料获取重要历史事件点核，进行比较分析。

　　以往研究显示，商业经济类事件对街道结构最为敏

感 [18，26]，研究进一步验证该结论。图 9 为 1935 年可理

解度散点图，高值的路段包括龙头路、晃岩路、中华路、

福建路、泉州路、永春路。图 10 为公共地界时期重要历

史事件空间分布，龙头路的中南银行、鼓浪屿电话公司；

图 5 1920 年代鼓浪屿华、洋住

区空间融合

图 6 局部集成度与叙事廊道 

图 7 鹿耳礁——田尾中外融合住

区（a.1880 年； b.1930 年代） 

图 8 20 世纪初内厝澳种德宫

5 87a 7b

7

6a 6b 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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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路的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等经济类事件分布，说明

高理解度地区往往代表空间经济主体结构，商业开发选

择高识别度的地区，利用空间优越性提升商业利益，商

业故事与空间结构存在高度耦合性。

　　商业特质多集中在高理解度的地区，而中低理解度

空间则更多的具有文化、生活的日常故事氛围。选取较

封闭的西北区域重点路段，安海路、鼓新路、内厝澳路、

笔山路考察，其智能度均分布于中低值区，更多的聚集

住宅和公共设施类叙事点核（表 1）。

　　综上，空间作为物理存在向度，故事的“具象”赋

予其可意向性。空间物理形态与叙事点核的分类机制，

成就空间各自独特的特质表征，这种“特质”也正是空

间保存和意义传达的落脚点所在。

结语

　　诺伯舒兹在其《场所精神》中指出：历史只有当它

对存在的向度表现出新的“具现”时才有意义。“存在

的向度”是运用空间句法对空间形态本体的分析，“具现”

是对“叙事簇群”、“叙事廊道”、“叙事点核”的解读，

而“意义”是“存在的向度”与“具现”推导而得的空

间的权力、功能、特质表征。空间作为物理存在的向度，

通过叙事折向空间背后历史文化与社会层面的意义。因

此，历史城区保护活化应将历史城区有效的、潜在的社

会文化等因素整合到物质环境改造中去。 

　　首先，明确什么是应该加以保护的，也就是历史城

区的价值体系理念，理解历史城区应守护的价值，以及

这些价值是如何遍布在实际的城市形态中，作为制定历

史城区保护策略的指导准则。《鼓浪屿申请世界文化遗

产文本》将其价值描述为“政治力量的多元化”、“闽

南传统文化的坚守和对异质文化的包容性”、“多国侨

民共同营造的社区实例”，以此价值取向出发，为鼓浪

屿的保护管理工作提供有效的方向和指导。

　　继而是怎么保护的问题，“物总是告诉我们故事，

述说自己的形成”[27]，将理念建构为故事，明确特殊的

地方性品质，使街区成为独具魅力的“物语”，以空间

特质为原型，构建物质形态的活动事件以及物质形态之

外的政治、宗教结构、社会等外在语义。如上所述，根

据龙头路片区与内厝澳叙事廊道的特质，龙头路片区可

大力开发旅游商业及娱乐功能，内厝澳区域则以居住功

能为主导，以居民日常生活、民俗仪式为基础，例如对

序号 地址 时间 事件

1 安海路 1898
英国伦敦公会传教士山雅各创办“英

华书院”。 

2 安海路 6 号 1908
开办“蒙学堂”幼教机构，接收教育

学前儿童。

3 安海路 36 号 1927
晋江籍旅菲华侨许经权为孝敬母亲建

造“番婆楼”。 
4 安海路 69 号 1934 兴建基督教教堂“三一堂”。 
5 鼓新路 68 号 1898 美国归正教会创办“救世医院”。 
6 鼓新路 43 号 1907 福建富商林贺寿兴建“八卦楼”。 

7 鼓新路 31 号 1936
菲律宾华侨杨权忠、杨忠懿兴建四栋

洋楼“杨家园”。

8
内厝澳路 373

号
明代

于 1622 年以前修建“种德宫”，反

映闽南民间信仰。
9 笔山路 5 号 1926 厦门大学第二任校长林文庆寓所。 

10 笔山路 17 号 1933
中国同盟会会员许春草自行设计施工

“春草堂”

表 1 安海路、鼓新路、内厝澳路、笔山路叙事点核

图 10 的图例说明：1 种德宫 2 四落大厝 3 大夫第 4 三丘田码头旧址 
5 廖家别墅 ( 林语堂旧居 )6 协和礼拜堂 7 丹麦大北电报公司 8 英国领事公馆旧址
9 蒙学堂旧址 ( 吴添丁阁 )10 日本领事馆旧址 11 英华书院 12 救世医院和护士学校旧
址 13 福音堂 14 汇丰银行公馆 15 菽庄花园 16 天主堂 17 中南银行旧址 18 万国俱乐
部旧址 19 瞰青别墅 20 海天堂构 21 八卦楼 22 海关副税务司 23 鼓浪屿自来水公司旧
址 24 番婆楼 25 西林别墅 26 李清泉别墅 27 林文庆故居 28 日本警察署及宿舍旧址
29 日光岩寺 30 鼓浪屿会审公堂旧址 31 美国领事馆旧址 32 三一堂
33 毓德女学堂旧址 34 闽南圣教书局旧址 35 延平戏院旧址 36 华侨银行
37 春草堂 38 博爱医院 39 杨家园 40 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 41 鼓浪屿电话公司

9

10

图 9 可 理 解 度 散 点 图

（1935 年） 

图 10 鼓浪屿公共地界时

期重要叙事点核分布图



         2019.4  South Architecture / 南方建筑 / Urban and Rural Design 城乡规划

115www.nfjzbjb.com 官方网站       115

种德宫的展陈，结合闽南“游神”活动，展现本地社区

的市井生活场景。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保护不是单纯

对过去的时间与空间的保护，而应该留住空间的权利和

居民的日常生活，引导历史空间“生活式回归”，创造

新的价值，摆脱博物馆式保存的命运。鼓浪屿丰富的历

史建筑、民间传统（如种德宫宝生大帝民间信仰、博饼

风俗）、文化艺术（钢琴之岛）等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载体，与社区发展相结合，吸引高端人群到鼓浪屿居住，

带动社区人口素质提升，反过来激励文化艺术资源做强

做大，形成社区发展与文化产业的良性循环 [27]。这里引

用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赫的一句话，“传统，意

味着传递火种，而非崇拜灰烬”，这也正是历史城区保

护活化的精神。

　　致谢：感谢项目组成员李野、王淑娴、朱光杰、李

思敏同学在资料收集方面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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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9：作者绘制；

图 1a、1b：大英图书馆馆藏地图；

图 1c、7a：游国雄 . 图说厦门 [M]（内部发行）. 厦门市国土资

源与房产管理局 , 2006.

图 3、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局 . 鼓浪屿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文件 [M]（非公开发行）. 2016.

图 4、5、7b：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系列丛书编委会 . 鼓浪

屿之路 [M].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2013.

图 8：潘威廉 . 老外看鼓浪屿 [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0.

图 10：作者绘制，底图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局 . 鼓浪屿

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文件 [M]（未公开发行），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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