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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城市更新推进大运河文化带无锡段建设，是重构无锡城河关系、优化城市发展

与城市空间的必然要求。新运河的开通不仅改变了大运河航道，重塑了无锡的城市空间格局，也

为大运河文化带无锡段建设提出了新的问题，甚至催生了运河湾与火车站南广场的城市更新需求。

无锡应活用城市更新手法，挖掘工商文化、码头文化等运河文化，以“新运河精神”丰富大运河

文化带无锡段的文化与精神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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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波动，文化兴。自古至今，运河与城市发展紧密相连。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城市更新正是重要抓手。同时指出，要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正是重要手段。无锡应以城市更新推进大运河文化带无锡段建设，推动城市从功能城市向文化城市

转化。

一、以城市更新推进大运河文化带无锡段建设的背景

（一）城市更新

城市更新可定义为通过维护、整建、拆除等方式对城市空间进行合理的再利用，并强化城市功能,增进

社会福祉，提高生活品质，促进城市健康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随后在 2021 年全国“两会”上，城市更新首次被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2021 年 5 月，无锡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城市更新的实施意见》，划定运河湾、火车站等重点城市更新

单元。2022 年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统筹抓好城市更新、历史文脉保护等方面的工作，启动实施运河湾、

火车站南广场等重点单元的城市更新。同年 9 月，火车站南广场城市更新项目入选江苏省城市更新第一批

试点项目名单。

（二）大运河文化带无锡段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

用好。这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起点，也为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指明了基本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大运河无锡段见证了运河的变迁与功能的活化，展示了运河保护传承利用的全历程，是中国大运河的

缩影。2020 年 12 月，无锡提出，要将大运河无锡段建设成为传古扬今的文化带、绿色宜居的生态带、享

誉中外的旅游带。建好大运河文化带无锡段，可以增强无锡人民的文化自信，提升城市能级，更可以为建

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做出无锡贡献。

在处理城市现代化建设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上，需研究如何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使大运河无

锡段的个性符号充分呈现、代表大运河的码头文化进一步重现。以运河湾和火车站南广场的城市更新为例，



应以推进大运河文化带无锡段建设为主体，相关具体城市更新项目应与大运河文化带无锡段的整体风格相

协调，成为大运河文化带无锡段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以城市更新推进大运河文化带无锡段建设的现状

（一）无锡城河关系发展史与城市空间格局

以城市更新推进大运河文化带无锡段建设，与无锡的城河关系发展史以及城市空间格局密切相关。无

锡城与大运河的关系，符合一般性的城河关系规律。即古代运河促进城市聚落形成及早期发展；随着近代

城市规模的扩张和工业运输需求的增加，古运河有不同程度的改道，从而绕开传统的城市中心；伴随城市

规模的进一步扩张，改道后的运河再次回归城市内部。由此，无锡形成了“先穿城，后绕城，再串城”的

城河关系演变规律。具体而言，“穿城”阶段，无锡以运河为中心，城市傍河而生。龟背城内水网纵横交错，

形成著名的“一弓九箭”格局，古运河经由城中直河穿城而过。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城中直河的填塞与中

山路的扩建，穿城格局走向终结。1958 至 1983 年新运河的开辟，又促成了大运河绕无锡主城而过的空间

格局，城河关系进入“绕城”阶段。2003 年后，随着蓉湖大桥、金城大桥、华清大桥、清宁大桥、开源大

桥、盛新大桥、新扬大桥、金匮大桥、永旺大桥等一系列跨河大桥的先后修建，“串城”格局逐步呈现。

由城河关系的发展史可知，与无锡城河关系紧密相连、深刻重塑无锡城市空间格局的，正是新运河的

开辟以及大运河的改道。无锡于 20 世纪 50 年代着手进行运河规划，对运河城区段采用“建新留旧”的做

法，即在保留古运河的同时，在西侧开挖新运河。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自 1958 至 1965 年，南段挖

成通航；第二阶段自 1976 至 1983 年，北段挖成通航。自此，新运河取代古运河成为大运河无锡城区段的

主航道。

运河湾重点城市更新单元横跨新运河锡山大桥至梁溪大桥段，包括河东梁溪区约 1.58 平方千米，以及

河西滨湖区约 3.31 平方千米。火车站南广场重点城市更新单元西侧以北新河为界，北新河则向西与梁溪河

合流最终在黄埠墩汇入新运河。1983 年新运河北段通航，新运河得以直抵黄埠墩，作为与北段同步施工的

跨河大桥，锡山大桥和梁溪大桥于 1982 年先行通车。某种意义上，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新运河、锡山大桥、

梁溪大桥重塑的无锡城市空间格局，为如今运河湾和火车站南广场两大重点城市更新单元的推进奠定了基

础。

（二）“古强新弱”“南强北弱”的问题及成因

无锡古运河是“开拓最早、保护最好，既是古运河的发源地，又最具原生态文化风貌，是古运河文化

的绝版之地”。其代表南长街近年来在文商旅开发和景观风貌保护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功，但同时凸显了大运

河文化带无锡段建设面临的困境，即“古强新弱”“南强北弱”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现状。一方面，以运河湾

为代表的新运河沿线地区，在历史文化底蕴和休闲娱乐氛围方面远不及古运河沿线地区；另一方面，火车

站南广场及周边的古运河北部片区，在文商旅开发和景观风貌保护方面与南部片区存在较大的差距。分析

其原因，笔者以为有以下几点。

一是新运河事实上造成了城市空间格局的割裂。自古以来，龟背老城与惠山都是无锡重要的地标和文

化承载地，东西贯通的道路系统将两处紧密相连，构成了无锡城市空间的基本格局。然而，新运河的开通

打破了原有的空间格局，宽阔的河面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建成的运河东路、运河西路形成的硬质驳岸，加

剧了割裂之感。尽管 2003 年后无锡修建了一系列跨河大桥，但仍然无法改变相连性大为减弱的事实，城河

关系未能真正进入“串城”阶段。



二是运河湾地区发展陷入了困境，逐渐沦为发展洼地。当年，江南无线电器材厂等大厂和家属区、新

村的集聚彰显了运河湾地区的发展活力。然而，在新运河带来的天然割裂感，定位为快速通道的运河东路、

运河西路，对行人不够友好、亲水性不佳的硬质驳岸等一系列因素叠加影响下，运河湾地区的整体发展不

尽如人意。近年来，随着蠡湖新城、太湖新城的强势崛起和快速发展，以及老城中心的更新焕新和魅力重

塑，运河湾地区显得相对没落，甚至陷于停滞，大运河“古强新弱”的现象愈发明显。

三是新运河的开通和旧城改造加速了火车站南广场及周边地区的衰落。新运河直达黄埠墩后，客观上

冲击了原北塘大街莲蓉桥至小三里桥段沿岸码头的航运地位，也影响了火车站南广场的水路转运枢纽地位。

火车站南广场及周边地区衰落的直接原因在于，1992 年“旧城改造”时，未能充分认识到北大街、北塘大

街等老街区，特别是其与运河文化相关联部分的重要价值，较为盲目地采取了简单的拆除方式，造成了古

运河北部片区运河文化资源的流失，进而导致了大运河“南强北弱”的局面。

三、以城市更新推进大运河文化带无锡段建设的思考

基于对无锡城河关系发展史、城市空间格局的充分认识，结合以城市更新推进大运河文化带无锡段建

设面临问题及成因的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对策。

一要充分认识以城市更新推进大运河文化带无锡段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运河湾和火车站南广场

两大重点城市更新单元为抓手，切实推进大运河文化带无锡段建设的相关工作，扭转大运河文化带无锡段

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当前，大运河文化带无锡段建设面临的问题多是由当年的运河改道和旧城改造

所造成，应以更为科学合理的城市更新加以弥补和解决。可将现有大运河文化带无锡段建设和各重点单元

城市更新专项规划进行充分整合，将大运河文化带无锡段建设和相关城市更新加以统筹，并考虑适时编制

新的专项规划，用以指导相关实践工作。

二要充分活用各种城市更新的手法，对城市空间和景观风貌予以修复和美化。可借鉴上海虹口北外滩、

徐汇西岸以及波兰华沙维斯瓦滨水步道的有关经验，对运河东路、运河西路实施改造，采用道路下穿或者

道路上架的方式适当让路于城市公共空间，以行人友好型的亲水空间取代现有的硬质驳岸。在合适的位置

架设非机动车及行人跨河大桥，将新运河两岸的亲水公共空间融为一体，探索构建“串城”格局的新方案；

采用视觉空间修复的手法，以惠山上的龙光塔为地标，预留多条视觉廊道，拉近运河湾东岸地区与惠山的

距离感，弥补新运河带来的空间割裂。

三要以工商文化为纽带，使新运河与古运河在大运河文化带无锡段层面真正融为一体，改变“古强今

弱”的局面。以大运河文化带无锡段内工商文化的典型代表、临近古运河又位于运河湾重点城市更新单元

内的国棉一厂（原申新三厂）旧址为节点，将古运河沿线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文化与新运河沿线的新中国

社会主义大厂文化相连结。可借鉴英国伦敦南岸相关经验，以文化地标激活水岸，通过工业遗存的活化利

用等城市更新手法，将华润微电子、海鹰工厂、江南家舍等打造为运河湾单元内新的文化地标。

四要以码头文化为亮点，重塑火车站南广场重点城市更新单元的运河沿线景观风貌，改变“南强北弱”

的格局。历史上的无锡，除了著名的米码头、布码头、丝码头、钱码头四大码头之外，还有书码头、戏码

头等文娱码头以满足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火车站南广场片区内的工运桥堍和运河沿线，正是当年文娱码

头的密集之处。可考虑在以城市更新推进大运河文化带无锡段建设的过程中适当恢复昔日码头的景观风貌，

既符合火车站南广场“运河水客厅，锡城陆门户”的定位，同时也有利于古运河文商旅开发的南北平衡与

大运河文化带无锡段的整体建设。



五要从无锡人民前后历时 25 年开凿新运河的艰苦卓绝历程中，提炼宝贵的“新运河精神”，并以“新

运河精神”进一步丰富大运河文化带无锡段的文化与精神内涵。“新运河精神”包括尊重自然、利用自然的

科学精神，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的奋斗精神，生生不息、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善抓机遇、顺势而为的务

实精神，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讲，“新运河精神”可以说是当时的“四千四万”

精神，是植根于无锡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可通过推进城市更新，挖掘更多的城市文化，进一步丰富大

运河文化带无锡段的精神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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