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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大背景下，工业遗迹的转型与再利用逐渐成为城市发展中备受瞩目的焦点。本文以九

江动力机厂景观更新项目为例，提出文化转译的景观设计方法，结合已知理论，对场地文化进行挖掘；通过空间布局重塑、景观
元素提取，探索更加科学、合理、可持续的工业遗迹景观更新模式，希望为未来城市文化传承和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 文化转译；文化符号；精神内涵；文化地标

一、研究背景与现状
1.1 研究背景
在全球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大背景下，城市的更新与

发展成为了永恒的主题。其中，工业遗迹的转型与再利用逐
渐成为城市发展中备受瞩目的焦点，将工业遗迹成功转变为
文化地标，不仅是对城市历史文化的尊重与传承，更是推动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

本文通过对九江动力机厂这一特定案例的深入研究，分
析其在景观更新过程中历史文化转译的方法、策略和路径，
为工业遗迹景观更新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实践经验。
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工业遗迹的保护与再利用的宏观层面，
对于如何将历史文化元素巧妙地融入景观设计中，实现工业
遗迹的文化价值最大化，缺乏深入的探讨。本文对此进行研
究，进一步完善工业遗迹景观更新的理论框架，为后续的研
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工业遗迹改造的研究在国外起步较早，且成果丰硕。早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欧美等发达国家就开始了对工业遗迹
改造的探索。德国鲁尔区作为世界上最早开始工业遗迹改造
的地区之一，其改造经验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鲁尔区在改
造过程中，注重对工业遗产的整体结构保护，包括对厂区的
功能分区结构、空间组织结构以及交通运输结构等进行全面
保护，同时对工业设施，如各类车间厂房、库房、变配电站
等也进行了妥善保护。

美国纽约的 SOHO 区也是工业遗迹改造的成功案例。上
世纪 50 年代，SOHO 作为纽约的老工业区，随着制造业的衰
退，变成了工业荒地。从 60 年代开始，第一批艺术家和艺
术创作者进入废旧厂房，他们将建筑的一层临街房间改造成
商店出售作品，逐渐形成了独特的 LOFT 风格。

在国内，工业遗迹改造的研究和实践起步相对较晚，但
近年来发展迅速。21 世纪初期，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市
化进程的加速，国内一些城市开始对老工业区进行改造。北
京 798 艺术区是国内工业遗迹改造的典型代表。798 艺术区
的前身是新中国 “一五” 计划期间建设的国营 798 厂等电
子工业的老厂区，从 2001 年开始，大量艺术家工作室和当
代艺术机构开始进驻这里，逐渐形成了集画廊、艺术工作室、
文化商店和餐饮服务为一体的艺术区。其成功之处在于充分
利用了原有厂房的空间和建筑特色，吸引了众多艺术家和文
化创意产业的入驻，实现了工业遗迹与文化创意产业的有机
结合。

目前，国内外对于工业遗迹改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改造
模式、空间利用、文化传承等方面。

然而，当前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对于
工业遗迹改造中的历史文化转译的系统性研究相对较少。虽
然在一些改造项目中已经开始注重文化元素的运用，但缺乏
对历史文化转译的方法、策略和路径的深入分析和总结，尚
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在工业遗迹改造与
城市整体发展的融合方面研究不够深入。部分改造项目仅关
注工业遗迹自身的改造，而忽视了与周边城市环境、功能的

协调统一，导致改造后的工业遗迹与城市发展脱节，无法充
分发挥其对城市的带动作用。

对于九江动力机厂的研究，可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深入挖掘九江动力机厂独
特的历史文化内涵，结合九江的城市特色和发展需求，探索
适合九江动力机厂的历史文化转译方法和景观更新策略。

二、工业遗迹景观更新的理论基础
“文化转译”，是指将一种文化中的元素、符号、意义等，

以另一种文化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进行表达和呈现的过
程。【1】

“场所精神理论”，也被称为 “场所精神” 或 “场所
意识”，是一种强调场所社会意义的社会学理论。该理论认为，
场所并非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它还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历
史和社会关系等多重含义，这些因素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
为和身份认同。【2】

“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不
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3】

九江动力机厂景观更新，以文化转译作为主要设计方法，
结合“场所精神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深入挖掘九江
动力机厂的历史文化内涵，将抽象的历史文化结合当下的设
计语言转化为可感知的景观元素，通过合理的转译表达，塑
造出项目独有的场所精神，使人们能够在当下的景观中与过
去建立记忆与情感联系，感受到动力机厂的历史底蕴和文化
魅力，实现工业遗迹的文化传承和价值再生。

三、九江动力机厂景观更新中的历史文化转译策略
3.1 空间结构的保留与转译
九江动力机厂原有南北向的道路作为主轴串联生活区、

生产区，两侧以鱼骨状道路联系正南正北布局的住宅和厂房，
体现那个时代工业生产组织方式。在实际改造过程中，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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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南北向主轴道路进行修复和整治，保留了其原有的宽度和
走向，使其依然能够承担起串联各个功能区域的重要作用。
对鱼骨状的道路系统也进行了梳理和维护，确保道路的畅通。
保留这一空间结构，就如同保留了一本生动的历史教科书，
让人们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动力机厂曾经的生产与生活场景。
同时，在道路两侧设置具有工业特色的路灯和景观小品，如
以废弃的机器零件制作的雕塑，既增添了道路的美观性，又
强化了工业文化氛围。

而从场所精神理论的角度来看，空间结构是场所精神的
重要载体之一。原有的空间结构构成了动力机厂独特的场所
感，它是职工们多年来工作和生活的空间基础与职工们的情
感紧密相连。保留这一结构，能够唤起员工对过去的回忆，
增强他们对这片土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对于新的使用者和
游客来说，这种独特的空间结构也能够让他们更好地理解动
力机厂的历史和文化，感受到工业时代的独特魅力，实现场
地结构的文化保留与转译。

3.2 工业元素的景观化转译
在九江动力机厂景观更新中，工业元素的景观化是实现

历史文化转译的重要手段。通过对机床、管道等工业元素的
巧妙转化，不仅为景观增添了独特的工业氛围，更赋予了其
深厚的文化意义。

机床作为工业生产的重要设备，是动力机厂工业文化的
典型代表。在景观设计中，将废弃的机床进行修复和艺术化
处理，使其成为具有观赏价值的景观小品。对一台老旧的车
床进行清理和修复，保留其原有的金属质感和机械结构，将
其放置在园区的中心广场，周围铺设鹅卵石和草坪，形成一
个独特的景观节点。在车床的旁边设置一块铭牌，介绍该机
床的型号、生产年代以及在动力机厂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让
游客能够了解到动力机厂的生产历史和技术水平。这样的设
计不仅保留了机床的历史价值，还为景观增添了一份工业的
厚重感。

管道也是工业元素景观化的重要对象。动力机厂内的管
道纵横交错，构成了独特的工业景观。在景观更新中，对部
分废弃的管道进行重新设计和布置，使其成为富有创意的景
观元素。将一些管道进行弯曲、拼接，制作成具有艺术造型
的雕塑，如抽象的机械动物、几何图形等，放置在园区的绿
地和景观步道旁，为景观增添了一份灵动和趣味。利用管道
的线性特征，将其与植物相结合，打造出独特的立体绿化景
观。在管道上安装种植槽，种植一些攀爬植物，如绿萝、常
春藤等，让植物沿着管道生长，形成绿色的管道长廊，既美
化了环境，又体现了工业与自然的融合。

通过将这些元素融入景观中，使人们能够直观地感受到
动力机厂的工业文化和历史底蕴。它们也为游客提供了一个
了解工业生产和工业文化的窗口，激发人们对工业历史的兴
趣和对工业文化的尊重。

3.3 自然元素的融合与转译
在九江动力机厂景观更新中，引入自然元素，营造生态

景观，实现工业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提升景观品质和文化
内涵的重要举措。

在景观设计中，充分利用厂区内的自然地形，打造出多
样化的生态景观。对厂区内的低洼地带进行改造，挖掘成雨
水花园与下凹绿地，形成生态蓄水景观。结合厂区内原有地
形进行塑造，种植了各种树木和花卉，打造出了一个自然的
林下景观。在林间设置了蜿蜒的步行道和观景平台，让游客
能够在欣赏自然美景的同时，感受到大自然的宁静与生机。

植物配置也是营造生态景观的重要环节。根据厂区的环
境特点和生态需求，选择了多种适合本地生长的植物品种，形
成了丰富多样的植物群落。在厂区的道路两旁，种植了高大的
乔木，如樟树、梧桐、银杏等，为行人提供了遮阳和美化环境
的作用。在建筑周边和景观节点处，种植了各种灌木和花卉，
如紫薇、杜鹃、月季等，增添了景观的色彩和层次感。还引入
了一些具有生态功能的植物，改善了厂区的空气质量。

通过自然元素与工业遗迹的融合转译，改善厂区的生态
环境，为游客带来了独特的视觉体验。在工业遗迹的背景下，
自然元素的融入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反差，使景观更加富有
层次感和吸引力。废弃的厂房经过与自然元素的融合转译，
展现出工业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独特美感。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九江动力机厂景观设计，深入剖析其从工业遗

迹到文化地标的文化转译过程，系统阐述了历史文化转译在
其中的关键作用。

九江动力机厂作为九江工业发展的重要见证者，承载着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景观更新过程中，借鉴文化转译理
论、场所精神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通过一系列策略实现
了历史文化的有效转译。在空间布局上，保留原有结构，优
化功能分区，使厂区在延续历史记忆的同时满足时代需求。
景观元素方面，遵循真实性和少干预原，根据功能定位改造
外部空间，实现了历史风貌与现代功能的融合。

通过项目实施，九江动力机厂成功打造为文化地标，空
间活力显著提升。从社会经济效益来看，不仅提升了城市形
象，增强了居民认同感和归属感，还在投资回报、产业带动
和旅游收入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历史文化转译是九江动力机厂景观更新的核心，它使工
业遗迹重焕生机，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对九江动
力机厂景观设计的研究，旨在探索更加科学、合理、可持续
的工业遗迹更新模式，希望为未来城市文化传承和发展提供
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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