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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需求下的工业遗址景观叙事性设计研究
——以江南水泥厂为例

张明哲，张轶
南京理工大学，南京 210094

摘要：在我国城市工业遗址保护与再利用不断深入和推进的背景下，探究和构建符合工业遗址资源的活化利用策略，以拓展工

业遗址景观的设计思路并指导设计实践。本文试图通过挖掘工业遗址景观体验者的情感需求并与景观叙事性理论相结合的

方法构建工业遗址景观设计路径，从获取用户的体验需求入手，将叙事学理论引入工业遗址景观更新改造设计当中。最后将

南京江南水泥厂工业旧址作为实践目标，进行景观叙事性方法改造与活化设计，为同类型景观的更新改造提供借鉴与参考。

结合观者体验需求的工业遗址景观叙事性设计改造可有效避免空间体验感单一和同质化问题，并提升综合利用价值，创造满

足体验者的情感诉求和多感体验的工业遗址景观情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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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rative Design of Industrial Sites Landscape under the Experience
Demand: Taking Jiangnan Cement Factory as an Example

ZHANG Mingzhe, ZHANG Yi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and advancement of the protection and reuse of urban industrial sites in China,

the explor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strategies for the acti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industrial site resources are aimed at expanding the

design ideas of industrial site landscapes and guiding design practice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construct an industrial site landscape

design path by combining the emotional needs of the experiencers of the industrial site landscape with the landscape narrative

theory. Starting from the acquisition of user experience needs, the narrative theory is introduced into the industrial site landscape

renovation design. Finally, the old industrial site of the Nanjing Jiangnan Cement Plant is taken as a practical target, and the

landscape narrative method reformation and activation design are carried out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newal and reformation of

the same type of landscape. The narrative design and re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ite landscape combined with the viewer's

experience needs can effectively avoid the single and homogenous spatial experience,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value,

and create an industrial site landscape context space that meets the emotional appeal and multi-sensory experience of experien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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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工业遗产是大工业生产时期留给后人的时代 记忆，是城市稀缺的土地潜力存量资源，在对其进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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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利用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与挑战。曾经被遗

弃的工业遗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在国家和

相关政府部门的重视与积极推动下得到了极大的保护

和利用，部分已被更新改造为城市休闲公园、纪念性游

憩景观、创意产业园等兼具利用与保护价值的综合功

能景区。然而，在对工业遗址的改造更新过程中仍存

在着改造模式单一、景观同质化等许多问题，缺少从体

验者情感需求角度出发的考虑，忽视了工业遗址景观

与人的内在情感的联系，同时也缺少工业遗址历史文

化的内涵表达。

分析当前工业遗址景观设计更新的研究现状，发

现将叙事性理论应用于工业遗址景观设计更新的研究

相对较少。因此本文从感知主体的体验需求出发，探

究叙事性理论在工业遗址景观叙事空间中的传达策

略，将景观作为媒介传达给受众工业厂区的遗存风貌

和所蕴含的工业历史文化信息，以情境化、多维度的景

观叙事空间营造满足体验者多层次的情感需求。本文

将体验需求与景观叙事性理论相结合的设计方法运用

于南京江南水泥厂遗址改造设计实践中，以期获得遗

址景观设计改造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感知主体的体验需求分析

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唐纳德·A·诺曼在《情感化

设计》中提出了著名的情感三层次理论：本能层（知觉

感知层次）、行为层（行为体验层次）和反思层（联想思

考层次）[1]，即用户在使用某类产品或空间时都会受到

外在的形态视觉元素、产品或空间功能的使用过程以

及两者共同作用下加之自身思考所形成的深层次的情

感感受，因此需要关注人的情感、经历、体验以及场所

构筑的真实内涵。设计师在建构景观空间之初，不仅

要满足游览者的审美需求，更应考虑到人们的精神需

求，提供更加多样化、全面化、结构丰富的景观模式[2]，

以空间场所通畅的信息传达引起体验者与其在情感层

面上的共鸣。

在工业遗址景观的游览体验中，参观者被工业遗

址景观所表达出的工业文化场景氛围所感染，在感知

景观的同时对工业遗址景观传达出的历史文化内涵能

有更加深入的理解、追忆和反思。

（一）感官体验需求分析

在工业遗址景观中，体验者的感官体验即本能层

的体验主要以视觉、触觉为主，德裔美籍知觉心理学家

阿恩海姆曾讲到“视觉乃是思维的一种最基本的工具

（或媒介）”[3]，视觉的所有生理活动都和视觉心理的活

动息息相关。经由受众视觉感知到的信息能引起瞬时

本能的情感效应，因而色彩、材质和形态是影响感知主

体情感体验的重要因素，是空间设计中最直接的影响

因素。

在工业遗址景观设计表达中应当关注体验者视觉

触及的物象表达，包括工业厂区内遗存的废旧工业设

备、锈迹斑驳的工业产品废弃物和沧桑的遗址场景等

物质形态。首先应对遗存构筑物在原真性保护的基础

上加以修复和利用以再现遗存风貌，对原有废弃物在

新旧结合、解构重塑的构筑方法上注重形态系统、材质

系统、色彩系统在视觉上的统一协调，其次应把握和处

理好景观节点新旧形态之间的构成关系和设计语言与

表现形式的统一协调，以凸显工业遗址景观的形式美

感和审美体验。

工业遗址的遗存构筑物以独特的材质肌理引发体

验者生理心理的触觉感知，老工业遗存的界面质感、材

质肌理承载和蕴含着老工业区风雨兴衰的历史变迁，

设计改造以再现历史、保留工业遗存的原有印记为目

的，在新旧融合、解构重构的设计改造中合理利用和开

发材质元素符号，使体验者在与景观的交互触碰中唤

醒心中尘封的记忆和联想。

（二）行为体验需求分析

人的行为感知是了解与使用空间的重要途径，也

是人对景观环境体验的主要来源[4]。工业遗址景观的

用户行为体验主要表现为体验者肢体、思想与景观的

交互行为所产生的主客观感受，景观设计的目的是创

造良好的多感体验空间增强游览者的参与感和融入

感。改造更新应在工业遗存、道路交通等既有基础设

施上，从用户行为体验的角度出发，在景观设施的使用

功能上对其尺度感、方便性、意趣性、互动参与性等方

面进行合理优化、重塑与再创造，提升景观设施功能以

满足用户的使用需求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和联想。

（三）情感反思分析

景观蕴含的意味与情感以物化的形式传递，是人

对景观体验的认知和感悟，也是人对文化表达的理解

与感知内化。人们对景观整体的体验感受是体验者的

情绪从“无意—注意—浏览—吸引—思考—记忆”的

升华过程，是经历物境、情境最后到达意境的情感体

验[5]。受众以多维度的体验方式突破景观设计的物态

表象，在和景观空间的时空对话与解读中产生超越物

象的认知与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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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遗址景观改造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受众，并

在保护和利用遗址资源的基础上真实呈现老工业遗址

的沧桑历史，同时体现遗址的应有价值并赋予其全新

的生命。设计者通过获取受众的体验需求，将工业景

观物质元素与精神内涵融合交织到设计当中。工业景

观作为载体和媒介承载着设计师所赋予的内涵，在体

验者自身与工业遗址景观环境交流互动中建立其对景

观的解读与认知关系，体会老工业文化气息和人文内

涵并进一步提升游览体验的趣味性和参与性，从而融

入工业遗址景观的语境当中，提升人们对场所的认同

感和归属感，见图1。

二、工业遗址景观空间叙事性设计建构

叙事学理论于20世纪起源于法国，并在随后的60

多年里逐步形成了以语言媒介和叙事文本为核心的理

论体系。叙事性设计是将叙事学概念作为一种表达方

式，并应用于艺术设计过程中的设计理念。景观叙事

性设计是运用叙事学理论在景观空间的叙事性表达，

是以景观空间内物质要素作为媒介，通过对空间场所

的符号化语言进行编排重组，以恰当的叙事手法使故

事的叙事情节与景观空间叠加融合，将故事内容以多

层次、多元化的表达方式展现给受众，以景观的形式重

新阐释其文化内涵与魅力。

在工业遗址景观中，受众与空间进行双向的互动

交流来感知景观所赋予的精神内涵。面对拥有独特历

史和深厚文化内涵的工业遗存资源，采取何种设计方

法与策略进行改造与更新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工业

遗址的历史文化、人文信息与工业遗址遗存等进行组

织与编排，通过景观这个媒介传达给受众。

（一）工业遗址中“故事”的信息挖掘

工业遗产作为人与场所及工业活动的交织复合

体，是工业化过程的物质体现，也是工业文化的物质反

映[6]。在工业遗址景观叙事性设计中，老工业历经久

远的沧桑岁月遗留下珍贵的工业遗存并蕴含着丰富的

工业文化内涵，因此工业遗产所涵盖的物质遗产和非

物质遗产均需要设计者去挖掘和整理。

工业遗产故事信息可分为“显性信息”和“隐性信

息”两类，其中工业厂区中的地形、水系、地貌、植被、气

候等自然要素以及原存的生产生活建筑（构筑物）、废

弃机械设施、废旧材料等人造工业符号为“显性信息”，

重大事件、名人轶事和大型活动等人文信息称为“隐性

信息”。老工业遗址景观设计前期应对“显性信息”进

行实地踏勘，准确掌握和了解工业遗存的性质、现状和

遗址环境，对“隐性信息”采取文献搜集、调查采访等方

式将老工业区历经的往事归纳整理出来，这些信息在

老工业遗址景观设计当中都将作为景观叙事语汇通过

一定的结构与形式进行直译或转译表达。

（二）工业遗址景观叙事主题构建

主题，作为场所的核心思想或者是作品的主旨思

想，是空间或作品元素组成建构的主导。设计者需要

通过对空间故事深入与精确的解析，以及对整体空间

范域的清晰了解来设定场域空间的主题。叙述者在把

握主题核心思想的前提下，依靠具象的符号形式语言

传达主题的精神内涵，将叙事中的构筑物象、历史事件

和时间节点在景观场域中进行合理排布，营造出主题

场所情境空间，通过感知主体的感官体验和心理感知，

思考和理解景观主题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

工业遗址景观主题的建立需要从工业遗址深厚而

丰富的工业文化内涵中提炼概括主要的精神思想，以

归纳整理纷乱复杂的场所内容，从而构建其叙事主

题。主题构建形式通常分为三种：单一主题、并列主

题、多主题的主题模式，由于老工业区经历的时间久远

且背景复杂、发展路线多样，因此很难以单一主题涵盖

丰富的人文内涵，遗址景观主题很少表现为单一主题

形式。根据工业遗址历史文化脉络、性质和内涵各异

的特点，景观空间多以多主题叙事模式表现，以完整展

现工业发展文脉和丰富多样的工业遗存，同时也能够

丰富工业遗址景观的情境体验。

（三）工业遗址景观叙事文本编排

在利用叙事性手法进行景观空间营造时，应依据

场地条件和性质特点选用适合的叙事顺序，通过设计

师对景观叙事故事的解读和选择，赋予纷乱的片段以

位置、层次和意义，在无序中寻找有序，予以人物事物

图1 情感需求与工业遗址景观叙事设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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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形式的时间和空间的安排[7]。

工业遗址景观叙事性设计的情景构建和时空演绎

表现为通过景观节点的安排创造新的空间秩序，营造

有感染力的景观场所和主题表达[8]。工业遗址景观通

常选取顺叙、插叙、倒叙和跳叙的手法进行叙事文本的

编排。由于老工业区风雨变迁的线性发展历史与工业

遗存交叠无序的空间状态，老工业遗址景观的叙事性

编排很难在时间顺序上与遗存物象在空间的排布中得

到完全的契合，因此在工业景观叙事性编排上要因地

制宜、趋势利导合理运用文本编排手法，营造出满足受

众体验需求，体现老工业遗存历史价值和工业发展文

脉的工业遗址景观叙事性场所空间。

（四）工业遗址景观叙事序列安排

“叙事序列”是叙事功能之间的逻辑关系的体现，

在场域空间中的呈现主要是以景观物象遵循一定秩序

进行的有序组合与排列。借用文学叙事中的序列分类

方式的景观叙事序列分为基本序列和复合序列两种。

基本序列由前奏、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尾等节点构成，

可以建构为一个精炼完整的故事。复合序列可视为符

合基本序列要素之后的叙事“手段”的提升，是设计者

对叙事内容在整体空间环境中的节奏把控，以形成层

次丰富、轻重缓急的景观叙事空间效果。

工业遗址景观设计的叙事序列是工业区的遗存物

态与故事情节在地理空间范围依据特定意图的有序排

列，根据工业遗存在地理空间分布的特殊性和主题思

想的文化内涵以及遗存物象的情境表达，设计者可采

用多种现代景观设计方法衔接和控制景观的节奏和旋

律。叙事语汇作为体验者的触及物象与情感意识，是

构成整体叙事序列的基本元素，以工业遗存为主体的

景观节点在构筑中体现新旧交织碰撞的视觉张力和文

化性塑造，在遗存的空间构成和工业文化历史的参与

中，利用体验者与景观空间交互对话所产生的思考空

间和探索欲望，构建完整、流动和连贯的叙事序列。

（五）工业文化内涵的“场所精神”表达

工业遗址景观的“场所精神”是工业遗址物质空间

与工业文化的精神归结，一方面通过景观叙事性手法

和修辞方法的运用，利用解构重塑的符号化语言，体现

新旧共存的工业气息和人文价值。另一方面融合时代

精神和现代景观的表现形式，保留与叠加工业元素的

新旧整合，营造具有时代精神和工业特质的情境氛围，

用物化的形式来传递工业遗址景观场所的文化精神内

涵，触发体验者的情感与反思，以此提升其对工业遗址

景观场所的认同感。

三、江南水泥厂景观更新改造设计实践

（一）江南水泥厂背景分析

1. 江南水泥厂区位条件分析

江南水泥厂位于南京市栖霞区栖霞街道88号，地

处于南京市市郊，周边旅游资源丰富，厂区紧邻风景优

美的栖霞山风景区东麓，南邻栖霞大道，占地面积约

1 060 000 m2。厂区内总建筑面积约 5180 m2，至今仍

保留有较为完好的16幢民国时期住宅建筑、生产车间

设备及贯穿场地南北的窄轨铁路。厂区通过一条L型

主干道将生产区与住宅区有效划分，厂区东侧有10 m

宽的护厂河环绕，西侧倚靠栖霞山山脚，北侧邻江南一

小野田水泥公司，见图2。

2. 江南水泥厂历史文化价值分析

江南水泥厂的历史沿革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创立之初到侵华日军侵略和攻占南京期

间，江南水泥厂前身为河北唐山启新洋灰公司，于

1935年搬迁至南京后发展为国内最大且设备最先进

的水泥生产厂。然而在 1937年工厂准备全面投产时

却由于侵华日军的炮火被迫停工，期间发生了震惊中

外的南京大屠杀，当时三万余名难民被时任代理厂长

的德国人卡尔·昆德与丹麦人辛德贝格联手保护了下

来，并在厂内一座办公建筑里开设了临时医院[9]。第

二个阶段为1938年至1943年期间，在日军多次威逼利

诱厂方为其开工生产均被拒的情况下，厂里的设备被

日军洗劫一空。第三个阶段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水泥

厂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不懈努力下，于 1950年 9月正

式投入生产，为我国研制出第一批油水泥，创下了多项

图2 江南水泥厂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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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历史记录，直到2012年才停止生产。

江南水泥厂的发展兴衰不仅代表了我国近现代民

族工业的发展史，同时也代表着抵御外国侵略者强征

资源的抗争史，以及外国友人在危难关头保护受难百

姓所展现出的人性光辉，这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

人文纪念和教育意义。其内部遗存的工厂设施和建于

民国时期的生活区拥有十分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现

存厂房设施及其附近的民国建筑于 2018年成功入选

《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厂区内部的居住建筑和生

产建筑现已逐渐得到维护和修缮，交通道路格局依旧

保存较好。这些遗址不仅承载着当地的地域文化特

征，而且还珍藏着附近居民对江南水泥厂的眷恋和回

忆，因此对其进行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拥有较高的历

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江南水泥厂景观更新改造设计策略

1. 提取厂区标志性遗存，挖掘景观叙事语汇

江南水泥厂历经的风雨变迁和曾经的往事，形成

了诸多独具价值和历史韵味的标志性遗存，这些遗存

散落于场地之间，人物和事件被记载于文献当中，对其

进行深度挖掘和整理以构成遗址景观叙事语汇。江南

水泥厂遗址景观叙事语汇可按自然语汇、人工语汇、人

文语汇进行分类与划分，作为构成景观叙事性语汇的

水泥厂大门、办公小黄楼、难民医院和水泥筒仓等遗存

构筑物，其历久侵蚀的斑驳表面中隐含着丰富的工业

文化印记。在当代语境下融入新的造景元素，运用对

比、夸张等现代叙事性景观修辞手法强化景观叙事语

汇和文化符号，通过观者的感官体验去体悟与解读水

泥厂遗址独特的遗存风貌和历史往昔，带给观者强烈

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满足观者的审美体验与情感

诉求。

2. 景区主题区域划分与叙事主题构建

江南水泥厂在漫长的发展岁月中，厂区的基础设

施、道路植被已经形成和固化，遗址景观的改造设计在

尊重历史、保护遗产的前提下对厂区景观区域进行划

分。根据原有主要交通路线的行进路径和途经的区域

特征、文化内涵、遗存特征划分为四大主题区，归纳和

提炼区域内主要文化精神内涵形成各区域的景观叙事

主题。四大主题区的有序衔接能为观者带来历史文

化、地域文化和爱国教育等方面的情感体验，以物质形

态与精神形态的交集阐释水泥厂工业遗址的核心价值。

江南水泥厂遗址景观主题的构建涵盖了景观空间

的核心思想与文化内涵，景观空间氛围的营造以围绕

叙事主题精神的传达为目标，通过区域内多个景观节

点的穿插组合与新旧交织诠释主题区域的思想意蕴，

使观者在与景观物象的交流互动中产生情感的碰撞与

共鸣，以满足其寻求自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由于江

南水泥厂历史内涵丰富且遗存较多、面积较大，所以本

设计按并列式叙事主题构建，见图3。

图3 水泥厂遗址景观叙事主题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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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泥厂景观叙事性设计文本编排与叙事序列构建

江南水泥厂发展历史漫长、时间跨度大、历史事件

多，水泥厂文史资料完整、发展脉络清晰、遗址遗存保

护较为完整且时代特征明显，工业遗存与水泥厂历史

沿革的时期段落基本吻合，这是江南水泥厂遗址的显

著特点。因此本文选用顺序的景观叙事性文本编排方

式，以主要交通道路作为历史发展的时间轴线，按照一

定的时间顺序、空间顺序和事件发展顺序进行编排，以

逻辑清晰、连贯自然的场所效果和连续性的信息表达

来叙述和展现水泥厂工业历史发展文脉，通畅连贯的

流线组织也便于用户游走观览的行为体验。

江南水泥厂主题区域叙事序列采用序景、起景、前

景、主景、后景、结景的基本序列形式构建，以主次结合

的方式依次展开，从而营造出充满节奏与韵律的工业

遗址景观游览路径。在地域性特征、历史文化特征与

自然元素的结合下，保证场所氛围的自然性延续与目

的性，进而满足使用者对于场所的情感需求[10]。江南

水泥厂承载着漫长曲折的历史故事和难忘的时代记

忆，以工业遗存景观的物象形态呈现方式和多层次、全

方位的叙事性表达来满足体验者的探寻欲望和观览体

验，景观完整的叙事结构和情节编排使观者随着跌宕

起伏的情景变换在游走体验中产生深层次的心灵感悟

和情感共鸣，见图 4。江南水泥厂工业遗址景观可以

看作是工业精神的物化体现，是依附于景观的情感积

蓄，以叙事性景观为沟通媒介传递的景观情感触发了

观者对自我、历史与当代的思考，也是观者于此观览的

情感追求。

四、结语

城市工业遗址空间是蕴藏于城市用地中的存量土

地资源，对其进行改造再设计对于保护和合理再利用我

国工业遗产资源、激活老工业区内的工业遗存资源、保

护和传承工业文化精神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本

文针对工业遗址场地遗存要素的特殊性和景观游览者

的情感体验需求，提出了结合场地历史故事背景的叙事

性景观构建方式和策略，拉近体验者、景观和设计者之

间的距离，以新的视角诠释工业文化的叙事空间，以更

加可观、可游和可读的工业遗址景观引导游览者主动参

与到景观的互动当中，提高参与者的体验感和融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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