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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建立触媒理论视角下典型集市空间微更新方法，探索基于城市触媒理论的城市集市空间保

护与更新的设计路径，优化集市空间设施利用策略。方法 通过对城市集市空间研究进展的梳理分析，

确立集市空间在微更新视角下介入触媒设计方法的可能性和积极影响；通过对触媒理论概念的阐述，以

空间要素、功能要素和文化要素作为原始触媒因子，构建城市触媒理论介入集市空间微更新的设计方法；

以西安西仓集市街区微更新设计为例，探索触媒载体与城市集市活力塑造的结合点，通过系列化和多样

化的微小干预，激发街区发展的“链式反应”，探索实现集市空间环境的活化。结论 传统集市街区介入

触媒理论以“空间、功能、文化”三要素触媒因子植入集市空间的路径，通过空间形态重构、街区功能

置换、历史脉络修复等有机结合，可以达到低冲击导向下的城区微更新的整体发展目标，提升环境活力、

优化设施效率、引导空间活化，为集市街区改造再利用提供新的设计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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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renewal Design of Urban Market Space Based on Catalytic  

Theory: A Case of Xicang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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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stablish a micro-renewal method for typical market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talytic 

theory, to explore the design paths of urban market space conservation and renewal based on urban catalytic theory and 

optimize the utilization strategy of market space faciliti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urban market 

space, the possibility and positive influence of market space involving catalytic design meth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cro-renewal were established. By expounding the concept of catalytic theory, the design method of introducing urban 

catalytic theory into the micro-renewal of market space was constructed with three elements of space, function and culture as 

the original catalytic factors. With the micro-renewal design of Xi'an Xicang market block as an example, the combination 

point of catalytic carrier and urban market vitality was explored, the "chain reaction" of block development was 

stimulated through systematic and diversified micro intervention, and the activation of market space environment was 

realized. If the traditional market blocks involve the catalytic theory, the three catalytic factors of "space, function and 

culture" will be implanted into the market space. Through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spatial form reconstruction, block 

function replacement and historical context restoration,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goal of urban micro-renewal in the 

context of low impact will be achieved, enhancing environmental vitality, optimizing facility efficiency, leading to spati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viding a new design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and reuse of market bl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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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是我国自古以来进行商品交换与贸易活动

的场所，城市集市空间一般位于旧城核心区，是历史

街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了当地丰富的市井文化与

生活记忆，承担着展示城市历史文化底蕴的职能。随

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集市空间正在逐渐消

失，国内现代化商业空间千篇一律，加速了城市记忆

的丧失和城市文脉的断裂。微更新作为一种适应性的

空间发展理念，是针对城市局部较小尺度通过保护文

化遗产、提升人居环境、促进城市活力等综合性改造

方法[1]，对我国城市集市空间发展从增量扩张转向存

量提升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本文聚焦西安西仓集市

（下文简称西仓），指向实现城市集市空间当代社会

适应性与文化认同的目标，采用城市触媒理论运用于

集市街区进行微更新设计研究，从集市空间、集市功

能和集市文化三个层面划分触媒因子，探索在城市化

进程中传统集市街区触媒的“链式反应”，以优化街

区空间、激活街区动力、维系街区脉络为目标，为集

市街区的更新与存量提升提出一种全新视角的更新

路径。 

1  城市中的传统集市 

1.1  我国城市集市空间概念及发展趋势 

城市集市与传统集市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传统集

市作为古代商业发展不可或缺的依托和载体，是建立

在商品经济发展上的重要贸易交流场所。城市集市有

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集期，同时也是情感交流、公

共生活及文化展示的空间，是城市日常生活的延续。

本文研究的城市集市空间是现代社会背景下，从传统

型集市优化后的新兴城市公共空间，是指在城市中某

个特定的公共空间，选择特定时间举行商业贸易和公

共活动，其具有双重属性，不仅是商业空间，也是一

个集展示、观演、娱乐、文化交流、公众交往于一体

的复合型空间。 

从对集市空间的研究现状和趋势来看，在传统集

市空间方面已从集市的理论研究视角转向了多学科

交叉研究。在西方，城市集市空间也得到了普遍关注，

学者在对城市集市空间社会性价值关注的基础上，强

调城市集市具有为城市提供社会空间的潜力[2]，主张

“非正式的”商业活动重塑了“日常公共空间”中的

场所精神[3]，认为商品交换活动在维持人际间亲切自

然的关系中具有重要作用[4]，并且强调正是那些没有

经过组织的场所，构成了具有社会包容性的城市空间

体系[5]。国内城市集市研究主要集中在从经济、历史、

社会角度，呈现在关于集市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因素及

成长模式，随着对集市贸易的发展演变[6]、集市对城

市的促进作用[7]、集市空间案例横向比较研究[8]、城

市集市规划选址的标准与政策方向的规划引导 [9]及

创新的市场更新策略[10]等相关研究的推进，我国城市

集市研究正在形成具有符合国情的理论体系，但既往

研究主要立足于经济学、历史学及社会学，表现为分

析集市在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的普遍规律和一般原

则，对城市集市的研究仅限于规划层面的提出，而对

城市集市保护与更新对策的设计学相关研究尚缺。 

1.2  城市集市空间类型与分析 

城市集市空间的形成源于社会需求、心理需求和

功能需求。不同空间类型的城市集市有着不同的特

征，城市集市的空间特征可归纳为点状空间、线状空

间和面状空间三类，见表 1。点状空间是指城市中现

有的闲置公共空间，这类空间因地制宜地将街道空间

结合道路交通、集市贸易和居民需求扩展形成，虽然

该类空间一般规模较小，但是它既承载了一定的生活

功能，又满足了居民的社会交往功能。点状集市可以

分为街道节点、城市广场和公共建筑三类。线状空间

在形态上的本质特征就是连续性，一般依托传统街巷

或现有街道有机演化形成，形状自由灵活、规模较大，

社会交往属性强。线状集市的排布可以表现为单侧排

布、双侧排布或依附于沿街商铺排布。面状空间一般

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呈现块状区域式发展，道路之间互

相分割，由点状集市空间或线性集市空间经过多年发

展扩张，并依托城市特定规划成片发展而形成，通常

空间规模较大。 

2  基于触媒理论的城市集市空间微更新方

法的构建 

2.1  触媒理论研究视角的引入 

触媒（Catalyst）原为化学上的一个概念，又称

催化剂。“城市触媒”理论由此概念加以延伸， 早

是由美国学者韦恩·奥图（Wayne Attoe）和唐·洛干

（Dorm Logan）于《美国都市建筑——城市设计的触

媒》中提出，并应用于城市设计领域。其核心观点是：

有策略地引入新元素通过触媒效应的发挥，逐步由区

域激活到促使城市整体空间的持续更新[11]。触媒理论

自引入城市设计领域后，以其涵盖面广、可延展性强

的特点达到较为广泛的应用效果。目前，国内主要从

城市设计的角度探讨城市触媒作用方式和具体策略，

研究对象集中在城市规划、都市交通、旧城有机更新、

历史街区保护等实践应用案例。 

将微更新作为理论载体的城市集市空间保护设

计与城市触媒理论的核心理念高度契合，且二者的结

合能够解决城市集市空间保护工作目前的困境，并提

供实施路径。“微更新”理念继承了有机更新理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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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集市形态空间分析 
Tab.1 Spatial analysis of market form 

类型 示意图 特点 作用 

街道节点 城市广场 公共建筑 

点状空间 

 

规模较小 

布局自由 

形式灵活 

功能多样 

商业贸易活动 

城市展览活动 

市民娱乐休闲 

单侧排布 双侧排布 依附沿街商铺 

线状空间 

 

规模较大 

空间灵活 

功能多样 

交通流线清晰 

休闲交往活动 

商业贸易活动 

宣传民俗文化 

市民娱乐休闲 

道路包围 道路分割 点线组合 

面状空间 

 

规模较大 

布局集中 

成片发展 

业态多样 

商业贸易活动 

市民娱乐休闲 

历史建筑再利用

提升城市形象 

 
调对更新动力的激活，切入的角度更加微观，通过更

小的尺度、更少的干预及更广的参与，对局部小地块

进行更新，以形成自主更新的可持续发展，提升空间

质量，保护场所归属感和地域文化特色[12]。基于城市

触媒理论作为城市集市空间活化的主要手段，有利于

匹配当今城市避免大拆大建下的空间微更新目标，且

与城市集市空间发展的需求相适应，以西安西仓具有

代表性的集市空间为研究对象，对其保护与活化设计

进行研究具有典型意义。 

2.2  触媒理论介入城市集市空间的方法构建 

随着城市发展，城市集市空间更新表现出基于单

一角度出发的更新模式，无法深入解决发展的综合问

题，“触媒式微更新”为解决城市集市空间更新对过

程连续性和目标整体性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13]。在城

市集市空间更新过程中，触媒式微更新的路径模式注

重既有脉络维系、强调触媒的激活带动作用、突出自

下而上的内生动力。基于原有的人文历史风貌与日常

生活场景，将一个或若干个具有强识别性、强区位优

势、复合商业文化功能的活力点作为触媒因子，延续

并强化传统集市街区固有的脉络与特色对地块进行

整体提升激活，解决传统集市街区交通混杂、空间活

跃度低等问题，为集市周边的发展带来可持续的连锁

反应[14]。 

重塑与激活城市集市空间的原始触媒因子是城

市触媒理论应用的重要环节，文献[15]中提到，原始

触媒因子指的是特定空间中的潜在要素，这种要素的

潜在活力能够带动和活跃集市空间氛围。本文基于城

市集市空间特征，确定了空间要素原始触媒因子、功

能要素原始触媒因子和文化要素原始触媒因子作为

集市空间的触媒因子，见图 1。 

2.2.1  以空间要素为导向的原始触媒因子 

街巷空间要素：街巷空间是指建筑与建筑之间的

过渡空间，包括公共交通、步行街道、路面、绿化等，

是集市、生活、服务的混合空间区域。可通过空间优

化和节点改造的方法来重构集市街区的空间形态。公

共空间要素：公共空间即由道路、广场、绿地等组合

起来的开放空间，其不仅是空间场所，也是社会交流

的公共资源。可在此建立休闲步道、休憩广场等，从

而增加居民交流，增进居民感情，传播街区文化。 

2.2.2  以功能要素为导向的原始触媒因子 

集市功能要素：是城市集市发展的主要活力来

源，可通过业态植入、功能置换、功能融合来重组集

市街区功能，使基础空间得到二次利用，重新合理分

配业态布局及周边资源，提升集市的价值。多元功能

要素：多元发展是对传统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既要

将集市街区的现有资源进行盘活利用，又要从发展的 



第 44 卷  第 6 期 乔治，等：基于触媒理论的城市集市空间微更新设计研究——以西仓集市为例 365 

 
 

图 1  城市触媒理论介入传统集市街区微更新的方法构建 
Fig.1 Construction of micro-renewal method for traditional market block based on urban catalytic theory 

 

过程中挖掘出新的增长点[16]，它的选取应以增加城市
集市多样性、多元化为目的设置，功能的多样性使集
市空间内的布局、活动、业态丰富发展，实现集市功
能的补充和扩大，并满足不同使用人群的各类需求，
提高集市的包容度。 

2.2.3  以文化要素为导向的原始触媒因子 

显性文化要素：在城市集市空间中直接呈现在人
们视觉中的元素或物体，就是显性文化要素的原始触
媒因子，其呈现的形式十分直观，例如集市内艺术装
置、景观小品、视觉标识、城市家具等。可以通过周
边环境塑造出符合主题的空间氛围，使城市集市空间
具有象征性和可识别性，让参与集市的公众感受和回
忆当时的历史事件与文化内涵。隐性文化要素：在城
市集市内隐性文化要素的原始触媒因子，指的是在城
市集市中由当地居民传统的生活方式、特定地区风俗
习惯及当地的各类特色的街区活动等，也指富含当地
特色的视觉设计，例如集市纪念品、集市 APP 等。 

 

文化创意产业所具备的高渗透、高知识、高附加值等
特性使其更容易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成为各行各业的
黏合剂[17]，可通过文化形象和创新平台设计来修复集
市街区的历史脉络， 终促进传统集市街区内的空
间、功能和文化层面的联动发展，实现街区可持续性
自主更新。 

3  西仓集市的微更新设计实践 

3.1  西仓集市历史沿革 

西仓作为西安 具代表性的传统集市，从出现到

成熟经历了隋唐至今 1 400 多年的空间形态演变，积

累了自清末民初起中国传统集市文化和西安地域民

俗特色沉淀的精华，是呈现西安传统生活状态的“博

物馆”。笔者根据朝代的更替变迁划分为宋元时期、

明清时期、民国时期和建国后 4 个阶段提炼西仓地段

的历史层积，见表 2。 

表 2  西仓集市历史沿革 
Tab.2 Historical changes of Xicang market 

时期 空间特征 空间发展范围 主要建设活动 空间图示 

宋元时期 

（西仓集市萌芽

的雏形时期） 

西 仓 空 间 布 局 较 隋 唐 时

期产生了较大的变化，西

仓 地 段 内 开 始 出 现 街 巷

空间，但其内部格局尚未

成型，此时寺坊结构开始

在回坊片区初步形成 

据《长安志图·奉元城图》中

显示，“秦川驿”设于此处并且

担任着为传达公文的官员提供

食宿的职能[18]。地段内商业贸

易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马市、

羊市等专业性交易市场 

周边地段出现“北市”，

空间功能上呈现着居民

商业活动的特征。由于

中亚穆斯林商人“依寺

而居，依坊而商”，商业

活动与建筑初步成型 

明清时期 

（西仓集市转型

的酝酿时期） 

西仓有了较大的发展，西

仓 地 段 开 始 出 现 其 特 有

的 街 巷 格 局 、 肌 理 和 尺

度。长安城作为回坊地段

内穆斯林文化中心，“寺

坊”的空间布局已具备一

定规模 

在西仓一带设有永丰仓及屯田

道，西仓集市初步形成，两个

机构相互关联，永丰仓在嘉靖

《陕西通志》中《明西安城图》

有所表明[19]。在《西安府成图》

中，不仅出现了永丰仓，在永

丰仓外围，还出现了东西南北

4 条巷道[20]。 

永丰仓被用作西安府正

仓，用来贮纳本府所征

赋粮，其仓储功能一直

沿用到清光绪十九年。

传统民居院落在西仓周

边开始出现，集市生活

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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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时期 空间特征 空间发展范围 主要建设活动 空间图示 

民国时期 

（西仓集市成型

的发展时期） 

与 现 代 的 街 道 格 局 已 十

分相似，趋于完备，如今

仍能够识别出部分道路，

居 住 区 的 空 间 格 局 也 基

本形成 

由于西安“陪都计划”的出现，

西仓出现较大的变化，到了建

国前，西仓的街道格局和现在

基本保持一致，仍以围绕原永

丰仓旧址围合 4 条街道布局为

主，且该格局保留至今 

随着回坊地段的人口进

一步增多，鸟类经营摊

位从西仓南巷迁移到了

西仓北巷。出现了文玩

杂项、古旧书画等西仓

集市独有的业态 

建国后 

（西仓集市至今

的稳定时期） 

西 仓 的 集 市 功 能 已 具 备

一定的规模，且其街巷的

结 构 布 局 大 体 沿 用 了 民

国时期的状态，回坊内出

现大规模更新，其经营范

围 仍 是 围 绕 永 丰 仓 旧 址

发展 

此时永丰仓已不再承担官府粮

仓的职责，这为它在周围形成

集市创造了条件。西仓集市随

后也在慢慢壮大，除了原来永

丰仓外围的 4 条巷道外，西仓

周边的教场门、劳武巷和洒金

桥也逐渐成为集市街区，这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商贩加入其中

由于国有经济制度的实

行，导致西仓遭到反对

与禁止，直到 1978 年西

仓才开始逐渐恢复，市

场需求不断增加，出现

服装饰品、生活用品、

二手交易等，由鸟市逐

渐扩大为集市 

 

3.2  西仓集市发展现状及面临挑战 

3.2.1  发展现状 

功能与空间方面，西仓街区用地功能较为混合，

生活、服务、集市并存，见图 2。目前基本形成以西

仓四巷为主，向外延伸至教场门和劳武巷的商业性空

间，以售卖花鸟鱼虫、瓜果蔬菜功能为主；其余以居

住用地为主，占空间的比重为 74%，街区保留了少量

传统坡屋顶老式建筑，西仓西巷与西仓东巷虽因翻修

重建丧失了部分院落空间，但住宅街区仍然保留着原

有的尺度和肌理。   

人口与社会行为方面，通过调研和访谈发现区域

人口主要由当地居民、商户经营者、消费者构成，他

们的活动需求共同构成了社会交往发生的动因，可以

将集市活动分为经营、日常交往、闲逛和生活服务四

大类，即使不参与集市活动，体验本土文化、感受城 
 

市魅力也能激发城市的活力。 

区域文化及其利用方面，西仓文化环境多元，部

分文化通过修复得以合理利用，主要包括宗教文化、

市井文化和社区居住文化 3 种，其中遛鸟、斗蛐蛐、

古玩交易等活动使西仓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城市精神

得以呈现、文脉得以延续。 

3.2.2  面临挑战 

空间形态系统局限性。街区节点空间不明显，由

于缺乏开放的公共空间使街巷的交汇缺乏联系，且缺

少标志性建筑及指向性标志，街区原生路线逐渐被淹

没；西仓交通混乱问题显著，小巷被迫沦为车行道、

停车场导致交通堵塞，部分街道机动车驶入阻碍人流

量的移动；此外，还存在门户空间缺失、空间环境恶

化、基础设施水平低等问题，严重影响集市交易行为，

亟待系统层面的空间形态重构。 

 
 

图 2  西仓集市现状 
Fig.2 Present situation of Xicang market 

（图片来源：《市井西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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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资源利用单一化。目前街区功能单一，特色

商业弱化，生活必需品摊位发展态势迅速， 具特色

的鸟市、虫市、古玩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导致街区发展

活力不足；尤其缺乏新兴的，能够结合集市特质的创

新产业，人口结构状况难以得到改善。 

文化资源保护破碎化。在文化上，街区文化流失，

西仓自身承载着慢节奏的旧城区日常生活与场所记

忆，然而集市街区的发展逐渐丢失了自身特色，没有

对其传统文化进行发扬、展示和利用；与外界的联系

不够紧密，文化产品开发模式单一，西仓发展千年的

历史底蕴难以体现，亟需建立系统化的文化感知系统。 

综上所述，西仓作为独特的人文街区承载着西安

老城难以复制的历史文化特征，在保护与更新的过程

中激活更新动力、提升整体价值、强化脉络体系成为

未来发展的关键，基于城市触媒理念，以微更新为设

计目标唤醒街区活力引导空间活化。 

3.3  仓集市街区触媒式微更新 

西仓集市街区从历史文化特质出发，特殊的集市

街区属性为场地规划提供了线索，市井文化及生活记

忆提供了设计导向，具有时代意义的粮仓提供了设计

积淀，良好的集市传统为街道氛围提供了前提条件。

本文根据“触媒式微更新”的视角重塑和激活西仓内

触媒因子，选取空间要素、功能要素及文化要素作为

原始触媒因子，实施对街区空间存量资源再利用、对

街区功能进行链接与植入、对街区文化进行主题性创

新的方法，为传统集市街区的更新工作在空间上溢

出、时序上延续提供工作路径，见表 3。
 

表 3  西仓集市“触媒式更新”策略 
Tab.3 "Catalytic renewal strategy" of Xicang market 

原始触媒因子 空间要素触媒因子 功能要素触媒因子 文化要素触媒因子 

实施路径 空间形态重构 街区功能置换 历史脉络修复 

手段方法 存量资源再利用 织补、链接、植入 主题创新、互联网+ 

街巷空间 集市功能 显性文化 
触媒载体 

公共空间 多元功能 隐形文化 

街区道路 业态分布 文化形象 
主要内容 

边角空间 移动店铺 交流平台 

公共交通、步行街道、曲折度和

长度、路面等 

花鸟街区、鱼虫门市、古玩街区、

跳蚤市场等 

导视牌、停车架、宣传板、坐凳、

可折叠遮阳棚 内容属性或 

构成 景观环境、空间规模、连通度、

可达性等 

演说模式、售卖模式、鸟市模式、

运动模式和快剪模式 
邻里氛围、移动终端、PC 端 

触媒示意图 

 
3.3.1  空间要素——重构形态 

在空间要素中采取街区路网功能优化、公共空间 

节点植入的更新措施，主要采用慢行交通模式划分尺

度适宜的街道空间，营造功能多样的休闲开放空间，

植入文脉展示的节点空间使成为典型的休闲触媒元

素，见表 4。 

 
表 4  西仓集市空间要素触媒因子更新策略 

Tab.4 Renewal strategy of catalytic factors of spatial elements in Xicang market 

 空间要素触媒因子 

触媒载体 街巷空间 公共空间 

典型特征 街区人车混杂 休憩空间缺乏 

更新策略 街区路网功能优化 公共空间节点植入 

作用及意义 
使得车辆各行其道，安宁共享，保证交通 

活动有序运行 

多元节点作为指导，促进街巷之间的互动与连接，

激活集市空间活力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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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1  街区路网的功能优化 

拓宽街道并退让部分空间，打造具有空间秩序感

的街巷道路。规划街区周边街道的路线并合理布局，

西仓东巷通过人车分流、设置步行街等方式构建尺度

适宜的慢行交通来满足街区道路的通畅性。西仓西巷

设计出贯穿街道的具有导向、互动、分割、观赏的绿

化来丰富街区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划分街区空

间、提升地面铺装本土化特色的作用，使街道节点联

动街道活力点，见图 3。以具有空间秩序感的街巷道

路为路径，利用连接、围合、阵列等多种方式组合进

行创意布局形成城市名片级地标，为原有产业的持续

发展和新产业的进入创造机会。 

3.3.1.2  开放空间的节点改造 

微更新过程中设置景观性的节点场所，营造人性

化、公共性的开敞空间。针对不同时段人群的活动特

征与置入空间节点产生联系，串联的空间形成街区的

活力链，使街区功能相互联系 终促使西仓街区的空

间融为一体。基于西仓地段的情感记忆采取文化柱及

展示栏的形式，设置特色文脉展示的空间节点对西仓

独有的文化脉络进行展示，见图 4a。将原有的待拆

建筑空间置换为休闲步道，在横向距离有限的情况下

补充基础功能的缺失，见图 4b。根据街区内游客活

动需求增设满足休憩交流功能的广场，形成多元趣味

性空间，见图 4c、图 4d。 

 

 
 

图 3  西仓集市街区空间 
Fig.3 Block space in Xicang market 

 

 
 

图 4  西仓集市节点空间效果 
Fig.4 Effects of Xicang market node space 

 
3.3.2  功能要素——置换功能 

在功能要素中采取多元业态的功能植入、可移动

店铺设计的更新措施，激活传统花鸟集市，培育新产

业环境，满足多种业态分布创建多元化售卖空间，见

表 5。 

3.3.2.1  多元业态的功能植入 

业态分布上依托西仓 核心的花鸟市场吸引力 

作为突破口，通过传统产业升级和新产业植入的方法

来实现集市原有功能的逐步更新。在传统市场自身优

化的同时，植入围绕西仓配套的花鸟街区、鱼虫门市、

古玩街区、跳蚤市场等具有延伸性集市交易产业，进

行有序布置共同营造集市环境。将临近位置的店铺

进行串联加强产业间的联系，使空间上呈现出互相

紧密联系的业态分布，形成特色商业街区促进可持

续发展，引导重新成为居民喜爱的日常交往场所，

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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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西仓集市功能要素触媒因子更新策略 
Tab.5 Renewal strategy of catalytic factors of functional elements in Xicang market 

功能要素触媒因子 

触媒载体 集市功能 多元功能 

典型特征 产业模式陈旧 集市功能单一 

更新策略 多元业态的功能植入 可移动店铺设计 

作用及意义 
丰富的业态和传统市井的营造，将吸引更多的经营者和 

消费者，让集市辐射圈不断扩大 
可以支持从集市日到非即集市日各种活动

示意图 

 
 

 
 

图 5  西仓集市多元业态空间 
Fig.5 Multi-format space of Xicang market 

 

3.3.2.2  可移动店铺设计 

街区店铺作为各类人群集中聚集的区域之一，具

备较大的兼容性和综合性。街区可移动店铺将文化渗

透到设计中与建筑形式、色彩等产生共鸣，在功能上

进行多元化与实用性的拓展满足不同时段人群需求，

实现疫情无接触的商品交易。 

可移动店铺呈现出立方体的造型且结构极具灵

活性，可以为人们提供多功能的集市售卖空间，见图

6。可移动店铺的设计分为 5 个模式：演说模式、售

卖模式、鸟市模式、运动模式和快剪模式，可以支持

从集市售卖和展览到篮球比赛和邻里聚会等各种活

动。当集市日时，可移动店铺的构建全部展开，将形

成面向所有人开放的集市空间，将物件挂饰、特色鸟

笼悬挂在构件上，即可供消费者参观购买。当非集市

日时，收起部分展示构件，将形成一个复合型空间，

可以开展各类街区表演、公众演讲、篮球比赛等活动。

在这一过程中，店铺本身成为一个触媒载体，在街区

的节点上发挥了空间活化的作用，满足人与人之间的

互动需求，将简单的店铺和社会传播功能紧密地结合

在一起[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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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西仓集市可移动店铺设计 
Fig.6 Modular store design in Xicang market 

 
3.3.3  文化要素——修复脉络 

在文化要素中采取共享家具设计、创新集市服务

平台的措施，以城市家具对空间在地域文化、社会人 

文属性上的渗透为核心，创造立体、流动、多样化的

城市家具，设置线上交流平台增加人们互动、交流和

发展的机会，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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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西仓集市文化要素触媒因子更新策略 
Tab.6 Renewal strategy of catalytic factors of cultural elements in Xicang market 

文化要素触媒因子 

触媒载体 显性文化 隐性文化 

典型特征 文化资源零散 文化开发模式粗放 

更新策略 共享家具设计 创新集市服务平台 

作用及意义 
通过完善功能设施激活空间活力，营造文化创意，

形成人群交流和互动的聚集地 

为西仓街区的居民游客及经营者提供安全、便利、

舒适、智能的空间体验 

示意图 

  
 

3.3.3.1  共享城市家具设计 

街区公共空间是构成人们心目中街区意象的重

要来源，街区环境家具设计除功能考虑外，通过在地

空间植入地域人文特征，使街区开放空间更具有鲜明

的地域文化特质[22]。城市家具自身灵活的尺度和成本

可以成为微更新的实践落脚点，笔者将环境家具设计

与地域文化结合增补人性化的公共设施。 

西仓街区的环境定位基于西仓传统集市的色彩

肌理和材质肌理，通过元素的遴选进行体系化设计，

在家具设计的识别、意涵转化中，注重独有价值元素

家具设计的形式到空间设计的介入[23]，以“仓”字元

素符号作为设计来源，进行主题性设计研究，对导视

牌、停车架、宣传板、坐凳进行功能匹配设计，见图

7a。可折叠遮阳棚在空间上表现为几何形态，大面积

组合拼贴，选取部分形抬起、下沉、交错、穿插组成

多边形，在承担遮阳避雨、闲坐交谈和社区活动等实

际功能的同时，用户基于单个模块，通过自由组合、

拼接、堆叠，来满足不同场景下的不同使用需求，见

图 7b。各个家具相互独立又相互融合，使整个街区的

文化形象逐渐丰满起来，为街区集市贸易和可持续发展 
 

 
 

图 7  西仓集市环境家具设计 
Fig.7 Environment furniture design in Xicang market 



372 包 装 工 程 2023 年 3 月 

注入了积极能量[24]。 

3.3.3.2  创新集市服务平台 

发掘西仓的独特文化特质并将其融入地方性特

色集市街区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传统集市的创新应建

立在广泛的受众基础上，本文试图通过创新集市服务

平台展现出集市街区的文化特质，并对西仓整体进行

UI 设计[25]。 

通过线下集市文化街区和线上共享交流的形式

共同作用，打造一个融合表达西仓记忆、街区环境及

配套服务的创新集市服务平台。第一，西仓老街，游

客通过下载西仓集市 APP 就可以远程了解关于西仓

集市各种独具特色的文化内容，对街区进行初步了

解；第二，西仓购物，游客及居民可以通过自己喜欢

的不同商业圈子来进行定位，从而更加便捷地搜寻到

自己喜欢的东西，也可以在 APP 上选购西仓特色文

创产品；第三，西仓服务，西仓集市是在不同季节有

不同的文化展示表演活动，游客可以提前预约和购买

部分特色活动门票；第四，西仓圈子，接轨新时代的

浪潮，让集市的服务圈从实体集市走上互联网平台，

打造西仓专属品牌，见图 8。 

西仓创新服务平台在提供 APP 的同时，PC 端的

设计 使 西 仓 的 经 营 模 式 从 实 体 空 间 扩 展 为 网 络 空

间，通过互联网扩大西仓的影响，在线上可以浏览西

仓各式各样的商品和花鸟鱼虫，并且还附加了外卖、

论坛、医疗、咨询、场地预约等多种功能，弥补了西

仓街区线上集市功能的缺失，见图 9。通过打造创新

集市交流服务平台延续西仓的历史文脉，不仅能使商品

脱离场地限制，还能更好地推动西仓街区可持续发展。 
 

 
 

图 8  西仓集市 UI 设计 
Fig.8 UI design of Xicang market 

 

 
 

图 9  西仓集市网页设计 
Fig.9 Web design of Xicang market 

 

4  结语 

本文聚焦于城市集市空间更新过程中触媒理论

视角下的更新方法，触媒地块的更新是一个漫长而细 

致的过程，需要通过“触媒式微更新”的方法对整个

空间更新进行实践，形成城市集市空间可持续发展的

良性状态。首先确立城市集市空间内的原始触媒因

子，划分为空间要素、功能要素及文化要素三个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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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通过采用微干预、低冲击的保护与更新模式重塑

和激活传统集市街区内触媒因子，建立适宜的更新方

法与路径； 后以西仓传统集市街区为例，对触媒理

论应用与具体更新设计进行了地域性设计探索，探索

更新模式的可行性，通过空间形态重构、街区功能置

换、历史脉络修复等有机结合，形成更大范围的触媒

点，进一步激发街区发展的联动效应，为转变传统集

市街区更新模式、促使集市空间的自主更新提供了新

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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