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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绘墙艺术在旧城改造中的社区认同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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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城市更新的加快，旧城改造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城市形象和居民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本研究聚焦于手绘墙艺术在旧城区改造中的应用，探讨其如何促进社区认同的构建。通过采用文献研究和案例分析方

法，系统分析了手绘墙艺术在旧城改造项目中的设计原则、实施过程以及带来的社会效应。研究发现，手绘墙艺术通

过其独特的公共艺术形式，有效地激活了旧城区的社区空间，增强了居民对于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它不仅美化了社

区环境，还为居民提供了参与社区建设的平台，促进居民之间的交流和社区文化的传承。研究结果显示，手绘墙艺术

在旧城改造中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社区认同构建工具，为旧城改造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参考。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

索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手绘墙艺术与居民认同构建之间的关系，为城市旧城区的文化可持续发展提供策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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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 renewal, old city reconstruc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urban 

develop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image of the city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resident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hand-painted wall art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old urban areas, and discusses how it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identity.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case analysi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design principles,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social effects of hand-painted wall art in the old 

city reconstruction project. The study found that hand-painted wall art effectively activated the 

community space of the old city through its unique public art form, and enhanced the residents' sense 

of belonging and identity to the community. It not only beautifies the community environment, but 

also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s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residents and the inheritance of community cultur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hand-painted wall art can be used as an effective tool to build community identity in the old city 

reconstruction, which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and reference for the old city reconstruction practice. 

Future studies can further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nd-painted wall ar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esidents' identity under different regional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provide strategic guidance for 

the sustainabl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old urban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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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伴随着都市的日新月异，传统区域的革新显得重要至极，以至于它不啻为提高城市外观与民众生存水准的关键一环。而手上的笔触

给予了墙面一种非凡的效应及其所具的深远内涵，给古旧的城区血液一般的新鲜活力。我们的研究取材于众多著作和案例分析，针对手

绘墙艺术在社区归属感建立上的潜在能量及其发挥作用的规律，给予了专注的探讨。结果显示，它真切地链接了社区成员及其居住空间

的心灵，提出了让居民介入城市更新并推进社区发展的场所。这项探究不光创新了社区认同的构建方法，对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下老城区

的墙绘艺术实施还规划出了一系列的办法，期望能借此为城市老区的文化传承与发扬做出应有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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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概述与问题阐释

（一）城市更新与旧城改造的意义

城市的改革，对于现代化的城镇发展而言，没有比这更加关

键的课题了。它以增强环境和改进居民生活水准的多元化措施作

为目标，优化着资源的分配 [1]。在这场改革中扮演中心角色的则

是旧城改造，承载着维护遗产、提高居住品质、推动社群兴盛的

崇高使命。尽管旧城区藏匿着一笔丰厚的文化资产和鲜明的建筑

轮廓，基础设施的陈旧与布局的过时却置它于某种挑战之中。有

成效的改造能着实改进民居环境，它亦能为老城带来新的经济动

能与社会有效能。

在城市发展的快节奏背景下，如何保留旧城区的特色并提升

其生活品质成为关键议题。旧城改造通过更新旧有建筑、优化基

础设施，并结合新的文化元素，与现代生活需求有机结合，从而

赋予旧城区新的生命力。通过创新公共空间的设计和利用，旧城

改造成为凝聚社区力量、提升居民认同感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有

力手段。旧城改造在城市更新中的意义不容轻视。

（二）手绘墙艺术的公共价值及其作用

在城市更新和旧城改造中，手绘墙艺术这一特殊公共艺术方

式，其广泛的公共价值已经被承认 [2]。通过提升社区视觉文化，

它丰富了市民对街区环境的审美体验。由于具有鲜明的地方特

点，手绘墙艺术成为展现社区文化特色与历史背景的重要载体 ,也

成为了城市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还吸引着市民积极地加入其

中，给予了一种交流与互动的平台，使市民之间的感情联系得到

进一步增强。

这种形式的艺术推动着民众的文化活动。这种形式的艺术激

发了市民对社区事务的关心与参与。手绘墙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

艺术教育的功能，通过与学校、艺术家及居民合作，推动了艺术

在社区中的普及与发展。通过这些方式，手绘墙艺术在提升社区

凝聚力、改善人居环境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成为旧城改造进程

中重要的文化工具。

（三）社区认同在旧城改造中的重要性

社区认同在旧城改造中具有重要性，它不仅影响居民对改造

项目的接受度和支持度，还与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高水

平的社区认同能够促进居民主动参与社区事务，增强社会凝聚

力，从而推动社区内部和谐发展 [3]。在旧城改造中，通过加强社

区认同，可以有效促进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治理效率，确

保改造项目能够真正满足社区需求，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

感。社区认同的构建成为旧城改造过程中的关键因素 [4]。

二、手绘墙艺术在旧城改造中的角色定位

（一）增进居民文化归属感的途径

手绘墙艺术使用旧城改造，增加居民文化归属感方法多样。

手绘墙艺术运用视觉元素鲜明展示社区历史人文特点，打造浓郁

文化环境，帮助居民深入了解认可社区历史文化。手绘墙艺术创

作活动吸引居民广泛参加，居民一起加入创作活动，交流文化观

念故事，加强群体互动情感联系。讨论交流提供社区成员沟通平

台，推动居民间社会关系形成。带有地域特点手绘墙艺术设计，

居民参与不只限于艺术创作本身，包括重新发现价值建立自身文

化过程。通过公共艺术的呈现以及居民的积极参与，手绘墙艺术

能够有效地塑造社区的文化认同，促进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提

升社区的凝聚力和文化自信 [5]。

（二）作为社区互动平台的功能

作为社区互动，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手绘墙艺术。其鲜

明的视觉冲击力，吸引居民的关注与参与，为社区成员提供共同

的艺术体验。能够在艺术表现中找到共鸣，居民。激发对社区文

化的爱好与参与。为社区成员提供了一个开放且积极的交流场

所，这一艺术方式。使得墙面作画、围观或交流，成为居民日常

互动的一部分。鼓励居民以志愿者或参加者角色加入，手绘墙创

作过程也。居民深入理解和使命感对社区公益活动。社区活动的

策划和实施过程中，手绘墙不仅是展示的平台，更是社区凝聚力

的象征，通过艺术创作凝结共识，增进邻里之间的相互认识和理

解，形成和谐的社区氛围。在旧城改造中，这种互动平台的搭建

为社区提供了一个共同参与、表达和塑造的空间与机会 [6]。

（三）对旧城风貌的保护与传承

手绘墙艺术在旧城改造中大放异彩，它以视觉艺术的形式，巧

妙融合地方历史文化元素，精心再现旧城建筑风格与文化景观，让

城市更新中独特风貌得以延续。这些色彩斑斓的墙面，不仅是静态

的艺术展现，更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唤醒居民对传统文化的

深刻记忆与强烈认同。它们激励着社区成员尊重历史，肩负未来责

任，共同守护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手绘墙艺术，以其独特的魅

力，将旧城风貌的保护与传承具象化为触手可及的公共艺术，为

社区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与希望。

三、手绘墙艺术实施过程中的考量要素

（一）设计原则与创作实践

至关重要是壁画艺术旧城更新工程设计准则创作活动。需以

小区整体审美文化环境做基础，设计准则以保证艺术品和本地历

史文化紧密相连。独特文化景观和价值取向的展现，是小区的特

质。推动小区团结力需这种尊崇结合，提高居民归属感也能。方

案需全面考虑空间敞开性艺术交流性，应规划壁画艺术设计。居

民交流场所应变为其。至关重要是创作活动艺术创作者和小区居

民协作。靠近小区生活的艺术品通过居民加入可以。提升项目支

持认同能让居民更加积极。艺术家应在作品构思阶段就邀请居民

提出意见，并在制作过程中鼓励居民参与，使墙绘成为反映社区

生活和价值的重要媒介。还需保障创作材料的持久性和环保性，

确保手绘墙艺术的长期保存和可持续发展。这一系列考量将有助

于手绘墙艺术在旧城区改造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居民参与度与合作模式

墙手绘艺术项目的执行，关键是居民积极参与与协作模式对

工程影响 [7]。强化社区认同感，需要艺术品密切贴合文化核心。

有必要在设计与执行环节中，周密调查社区成员的看法与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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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调查和设计若无法鼓舞人心，作品将失去意义。只有当社区

活动与研讨会成为有效联动载体，居民方能参与墙面创作，直言

己见。社区组织与地方政府的协作更是不可或缺，协作框架不仅

要建立，且必须与资源、管理结合。通过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

确保居民和艺术家之间的双向交流，形成一种基于共识的合作氛

围，有助于项目长期发展和社区的持续活力。如此构建的合作模

式不仅促进手绘墙艺术项目的成功实施，也为社区的文化传承和

认同感的建立提供了坚实基础。

（三）长效管理机制的构建

为确保手绘墙艺术能够持久闪耀其独特魅力，构建一套长效

管理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8]。这一机制的核心在于组建专业的维护

团队，他们如同艺术的守护者，定期对墙面进行细致入微的检查

与修缮，有效抵御自然侵蚀与人为破坏，让每一幅作品都历久弥

新。同时，明确的管理和维护标准如同标尺，衡量并保障着艺术作

品的完整与美观，让每一抹色彩都闪耀着规范的光芒。在此基础

上，鼓励社区居民与地方艺术家携手参与维护，不仅增强了社区的

凝聚力，更让每一位居民在守护艺术的同时，收获满满的责任感与

归属感。此外，定期评估机制的引入，如同为艺术项目注入了活

力源泉。它根据社区的变迁与需求，灵活调整与扩展作品，确保

手绘墙艺术始终与社区同频共振，展现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四、手绘墙艺术的社会效应分析

（一）环境美化与社会文化氛围提升

手绘墙艺术影响旧城改造社会效应，尤其体现在环境美化

和文化氛围提升方面，作用明显 [9]。手绘墙艺术属于视觉表达形

式，赋予城市空间生命力，借助色彩、图案、形象组合，把城市

历史、文化、现代艺术元素融入旧城物理环境。这种艺术形式改

变旧城墙壁单调破败外观，带来鲜明视觉焦点，让沉寂街区焕发

活力。环境美化方面，手绘墙艺术大幅改善街区视觉体验，提升

居民游客公共空间满意度。

五彩缤纷的墙体与充满创造力的艺术表现形式提升了城市的

美学涵养，持续吸引大量人群，促进着人群的聚合与商业的活

力。如此显著的环境改良提升了居民对于社区的骄傲感与归属

感。手绘墙壁艺术所引发的社会文化气氛不容小觑。作为一个自

由的文化表达平台，墙面艺术激励不同社会群体和文化背景的人

们参与创作，推动多样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居民参与墙体画的设

计与实施，深刻感受合作的必要性和艺术创造带来的快乐。这种

互动不但增进了居民之间的联系，也加强了社区内群体的凝聚

力。手绘墙艺术因其直接与社区环境和居民互动的特点，为旧城

区注入了新鲜的文化活力和情感联系，为居民提供了一个感知和

共建社区文化的独特平台。

（二）社区认同感提升的结果分析

在城市更新之中，壁画艺术运用种种方法，居民的社区归属

感被有力加强 [10]。以视觉改变著称，壁画艺术显著提升社区区域

环境，居住者对社区的归属之心自更觉燃起。增色于墙面色彩和

图案的不仅仅是美感，也是地域文化特色和历史的沉淀。公众艺

术表现形式，壁画艺术为民众提供了参与创造之机亦，增强了他

们之间的融洽和协作。

让住户更于趋于主动参与社区事务工作的，是互动式的实践活

动，由此也促使他们对社区产生了更强烈的认同感和义务感。手绘

墙艺术通过展现社区独特的文化符号和价值观，构建了一个共享的

社区文化空间，使居民在共同的文化基调下汇聚，从而加强了社区

凝聚力和身份认同。通过这些途径，手绘墙艺术为旧城改造项目带

来了积极的社会影响，成为增强社区认同感的有效工具。

五、结束语

探究工作探究手绘墙艺术对旧城区改造产生重要影响以及对

社区认同塑造产生具体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手绘墙艺术提升居民

对社区情感纽带，促进社区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设计原则

分析、执行过程调查、社会效应评价，具体步骤显示手绘墙艺术

对城市更新带来一种创新文化加入方式。探究工作还表明，旧城

改造手绘墙艺术项目执行存在资源配置不足情况、居民加入程度

不足情况，以及平衡商业利益和社区文化价值出现明显难题，需

要付出努力处理现实存在问题。未来的研究可以延伸到不同文化

背景和社区环境下手绘墙艺术与居民认同的关系，着重探究多元

文化融合下的社区认同感构建机制。进一步的研究还需结合社会

学、人类学视角，深入分析手绘墙艺术在社区认同构建中的深层

社会意义，以及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手绘墙艺术对旧城改造社

区影响的差异性。通过这些维度的拓展，可以为旧城区的活化以

及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为全面和实际的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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