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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ostalgic Spac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emory

—Taking Chu Feng Han Wei Food Street Area as an Example

Wu Yulan Chen Zhiti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popularity of indoor nostalgic spaces simulating the past streetscape 

in major cities, Chu Feng Han Wei food street area in Wuhan has been widely acclaimed. This study 

takes Chu Feng Han Wei food street are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pplies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rooted theory research metho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nostalgic spac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torage mem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functional memory” for nostalgic spaces, and focuses on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of cultural memory,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ediated 

nostalgia and the place and the audience. The study finds that nostalgic spaces complete the temporal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memory by selecting image-based storage memories, supplemented by text and 

places, so that tourists can establish self-identity through the recollection of the past daily life and the 

release of emotions; nostalgic spaces complete the spatial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memory by selecting 

text- and place-based storage memories, supplemented by image-based storage memories, so that 

tourists can extend the impression of the city within the space and establish the identity of the place at 

the same time. The nostalgic space completes the spatial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memory by storing 

memories of texts and places, so that tourists can extend their impression of the city in the space and at 

the same time build up their identity of the place; the embedding of the function of consumption also 

makes the nostalgic space a complex with multiple functions.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consumption process of cultural memory in Chu Feng Han Wei food street area as a nostalgic 

space, with a view to broadening the boundaries between the study of media memory and the study of 

material media intermediaries.

Key words: Cultural memory; Nostalgic space; Consumption function; Chu Feng Han Wei food street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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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视域下怀旧空间的构建研究
——以楚风汉味美食街区为例

吴玉兰  陈芷汀

摘  要：近年来随着模拟过去街景的室内怀旧空间在各大城市风靡，楚风汉味美食街区在武汉

广受好评。本研究以坐落于武商梦时代的楚风汉味美食街区为研究对象，运用参与式观察和扎

根理论研究法，在考察怀旧空间对于 “存储记忆”的构建、“功能记忆”的构建的基础上，重

点考察文化记忆的消费功用，借以探寻媒介怀旧物与地方、受众的联系。研究发现，怀旧空间

通过选择以图像为主、文本和地点为辅的存储记忆完成文化记忆的时间性构建，使游客能够通

过对过去日常的忆起和情感的释放来建立自我身份认同；怀旧空间通过以文本和地点为主、图

像为辅的存储记忆完成文化记忆的空间性构建，使游客能够在空间内对城市印象进行延展的同

时建立对于地方的认同；消费功用的嵌入也使怀旧空间成为具有多种职能的复合体。研究聚焦

楚风汉味美食街区作为怀旧空间对于文化记忆的构建与消费过程，以期拓宽媒介记忆研究与物

质性媒介中介物研究的视野。

关键词：文化记忆；怀旧空间；消费功用；楚风汉味美食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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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与研究对象

近年来，国内兴起多种形式的“怀旧风”。在网络平台上有关“怀旧”的媒介产物得以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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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B 站平台上点赞量较高的《盘点不同时代的……》怀旧系列主题视频，以怀旧为主题的综艺《声

声不息》的火爆，以及拥有大批粉丝的以推崇千禧年代风貌为主题的 Y2K 文化等。不少商家敏

锐地捕捉到“怀旧”背后所隐含的商机，在全国大量打造起怀旧主题的空间。目前在长沙、武汉、

上海、郑州、成都、福州等城市都已拥有较为成熟的怀旧空间，在武汉也集中出现了包括利友诚、

楚风汉味美食街和汉口镇·戏码头在内的怀旧空间，旨在打造出集“怀旧的市井文化”“文化

非遗”“著名地标”为一体的新型商业街区。城市中随处可见的以售卖过去的物品为主的古着店、

怀旧街区等无一不彰显着以怀旧推动消费已成为当代社会流行的营销手段与模式。

楚风汉味美食街区是“全球最大纯商业体”武商梦时代结合武汉的本土文化打造的沉浸式

复古怀旧空间。自 2022 年 10 月开始营业以来，得到广泛好评，已成为武商梦时代内必打卡的

美食街区之一。本研究通过对楚风汉味美食街区的实地观察调研，以探究文化记忆是如何被怀

旧空间构建、运用并融入日常生活之中，同时运用扎根理论法分析实地观察笔记，梳理怀旧空

间的物质性媒介怀旧物对文化记忆的构建过程，拓展媒介记忆研究的研究视野。

二、文献综述 a

（一）文化记忆

1. 文化记忆的由来

阿斯曼夫妇在记忆定义的社会基础上进一步区分出“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认为相

较聚焦于三代之中人和人之间的“共时性”的交往互动来维持记忆的“交往记忆”来说，“文

化记忆”指向更加遥远的“历时性”过去。b 文化记忆是以文化符号或文化象征等形式存在的集

体记忆，它的时间跨度较大，而且具有被建构性。c因此，文化记忆若想传承传统使之不被遗忘，

往往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进行传承和建构。

2. 存储记忆与功能记忆

阿莱达·阿斯曼围绕文化类记忆与空间之间的关系，将文化记忆分为“存储记忆”和“功

能记忆”两种模式。只是被空间编码，尚未获得意义的文化记忆是“存储记忆”，在空间中被

特定意义所安置、重塑的文化记忆是“功能记忆”。空间内部的“存储记忆”与“功能记忆”

是可以进行相互转化的，两者的区分方式和观测文化记忆的角度有关。d

a 本研究的文献综述部分是在调研结束之后进行的补充，并未在调研前做出过多预设，故符合扎根理论不做预判的研究

范式。

b［德］扬·阿斯曼．宗教与文化记忆［M］．黄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1-5，25-29．

c 赵爱霞，左路平．论文化记忆及其意识形态功能［J］．思想教育研究，2022，332（2）：80-86．

d［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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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怀旧空间

1. 怀旧

“怀旧”这一概念最早是由 17 世纪瑞士医生侯佛（Hofer）针对瑞士雇佣兵的思乡病提出。

到 20 世纪末学者们将怀旧与“思乡病”等疾病明确区分开来，将怀旧视为一种情绪体验。a 目

前学界采取较为折中的态度，认为怀旧主要以积极情绪为主，可能也会伴随某些消极情绪 b。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有更多学者对以怀旧空间、怀旧电视产品等依托于怀旧情绪表征的文

化工业产物进行批判。

2. 物质性媒介怀旧物

近年来对于怀旧的媒介实践研究体现在怀旧与各类媒介记忆形态的结合之上。尼迈耶在《媒

介与怀旧》中指出媒介不仅产生怀旧叙事，其本身也可以成为怀旧的创造性投射空间，作为怀

旧的症状或触发因素。c 在此基础上学者王润将与怀旧有关的媒介划分为中介化、物质性和数

字化三种不同的实践类型。d 怀旧行为所蕴含的情感性与时间维度能超越一般媒介记忆研究对

于纪念空间和特定时段的视野局限，对于空间媒介的聚焦也能使文化记忆的研究拓展到社会更

多维度，如商业资本、文化历史和社会情感层面，促使我们站在现在，面向未来，思考如何将

文化记忆投入到城市下一步的建设进程中。

对媒介记忆的研究，多是将媒介视为记忆的中介渠道来考察记忆的呈现，鲜有聚焦媒介本

身的独特属性与对记忆的能动性。本研究基于社会消费、集体情感与实体媒介的怀旧空间研究，

从文化记忆出发，着眼于作为媒介的怀旧空间如何实现“存储记忆”向“功能记忆”的转化，

使怀旧摆脱过去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路径，将媒介与日常生活情境、城市文化构建与商业运作多

维度的要素结合起来，拓宽对怀旧的理解。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本研究运用参与式观察采集怀旧空间内部的物质性怀旧物的数据。研究者于 2023 年 9 月至

11 月期间数次深入到楚风汉味美食街区，在真实的场景中采集第一手材料，以获得对于怀旧空

间全面的认识；进而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法对参与式观察的质性笔记进行三级编码分析，即首先

对田野资料进行原始编码，随后提炼出初步的概念和主题进行轴心式编码，发现核心概念将类

a 薛婧，黄希庭．怀旧心理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11（4）．

b Batcho　I　K．Nostalgia : The bittersweet history of a psychological concept［J］．History of Psychology，2013，16（3）：

165-176．

c 王润．媒介与怀旧：媒介记忆研究的新方向与实践进路［J］．新闻与写作，2022（2）．

d 王润．媒介与怀旧：媒介记忆研究的新方向与实践进路［J］．新闻与写作，2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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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进行系统化归类形成选择性编码。

邓树明提到在开放式编码阶段要完成概念的标签化和概念化两个阶段。a研究者循着楚风汉

味美食街的地图边线将楚风汉味美食街区划分为九个区间，并分别标上 A、B、C、D、E、F、G、H、

I 的编号，如图 1 所示，随后深入到每个街区内部进行观察，以穷尽原则用照片和文字“地毯式”

搜集记录下每个区间内其外部特征与本研究对象“记忆”相关的所有物件，用物理属性的名称

和区间编号完成概念的标签化登录，登录进 232 个初始概念。随后根据其物理属性与用途将多

个具有同一属性的物件归为同一类属。经过整理与合并，在开放式编码的概念化阶段一共筛除

49 个初始概念，剩余 183 个初始概念进入开放式编码的二级阶段。

A                 B                  C

D                 E                  F

G                 H                  I

图 1  楚风汉味美食街区区域图

Figure 1 Area map of Chu Feng Han Wei food street area

在开放式编码的概念化过程中，本研究通过发掘出各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提炼出六个不同

的概念类属；在轴心编码的过程中，本研究对于每个初始概念的特征与内涵进行逐一挖掘，通

过发掘各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根据它们所代表的维度进行轴心式编码，提炼出三个概念类属；

在选择式编码过程中，本研究在现实语境中，逐个查询每个初始概念的背景相关资料，在对初

始概念进行了解的过程中逐步发现不同概念与类属之间的内部关联，并对概念与类属进行进一

步的归类，形成三个核心范畴。面对兼具两个范畴属性的概念时，本研究根据概念更为显著的

属性对概念进行划分，如表 1 所示。

a 邓树明．传播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对180篇文章的观察［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2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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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怀旧空间内记忆要素的三级编码体系

Table 1 Three-level coding system for memory elements within nostalgic spaces

开放式编码

标签化

（一级）

开放式编码

概念化

（二级）

主轴式编码

范畴化

（三级）

选择式编码

核心范畴化

（四级）
B-2“非遗名吃 百年匠心”、D-2“童年的味道”（搅搅糖）、

D-3“绿豆糕老冰棍儿时的味道”D-6 小时候杂货铺招牌、

G-1“百年前的一碗面 流向记忆四代传”（黄陂三鲜面）、

G-2“创始于 1910 年”（老万成）

文本内容 文本
时间性文化记忆

构建

B-1“好好吃饭 天天向上”、D-1“新汽水 新风潮”（二

厂汽水）、D-5 照相馆复古招牌、D-8 老汉口吹糖人、D-10 

江式糖画中国非物质遗产招牌、E-3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武汉商场 )、E-16 明星卡拉 OK、E-19 友好歌舞厅、E-30 

武汉饮料二厂

文本痕迹

A-8 老照片（三张）、D-34 老电影海报（九张）、D-35 

二厂汽水宣传画、D-37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魄画报、

E-69 发展才是硬道理画报、E-70 红日电影海报、E-71 老

邮票、E-72 政府公报复印件、E-73 上海画报复印件、E-74 

活力 2B 肥皂广告画报、 E-75 年代街景壁画（两幅）、G-18 

年代宣传画（七张）、G-19 锦鲤画（三幅）、G-20 未来

在召唤宣传贴画、H-29 旭日升冰茶广告贴画

图画 图像

A-6 老电话（五个）、A-7 老式开水瓶（九个）、B-8 年

代感彩灯（两个）、C-5 老空调排放器（五个）、C-6 老

式吊灯（八个）、D-19 老式搪瓷缸、D-20 老式木椅、D-21 

军绿色打包箱、D-22 三八大杠自行车（三辆）、D-24 手

写假日轮渡时刻表、D-25 手写轮渡通告牌、D-30 四把竹椅、

E-42 老式铁壶（七个）、E-44 煤气罐、E-50 放着 86 版西

游记的老电视、E-52 老收音机（三台）、E-54 年代感衣

服（两件）、E-55 旧电视、E-57 两卷毛线团、E-58 印着

年代字的酒杯（五个）、E-62 老相机（三个）、套子（两

个）、E-63 放碟机（两个）、E-65 铁饭盒（三个）、E-66

年代铁置物盒（两个）、G-10 老式洗衣机、G-11 黑板报、G-13 

老式摩托车、G-14 三轮车、G-23 老旧窗户、H-12 四个老

路灯、H-15 蓝色中山装晾晒、H-16 老电表（六个）、H-17 

订奶箱

实体

B-10 红星水泥拱门、D-40 老式居民房、D-38 水泥柱喇叭

（三个）、H-32 老摩尔电影院安全出口、D-41 老汉口吹

糖人小摊、D-46 福利彩票兑换亭、D-47 小时候零食铺、E-78 

宗关水厂

代际之地 地点

B-11 华中里牌坊、H-34 天声街市场、E-76 新华书店 纪念之地

A-1“湖北老字号 非遗名小吃”、B-3 “武汉味道”、C-4 

“武汉”图标、D-4 武汉市、武昌区好吃佬技术培训学校

招牌、E-1“青山老字号特色牛肉面馆” （钢城青山油炸社）、

E-2“江城小桃园煨汤 创始于 1946 年武汉老字号”（筱陶

袁）、G-3“頭迴就嘁好，好嘁就迴頭”（四季美）、：G-4

黄陂三鲜面（商业）、H-7 楚汉酥礼糕点

文本内容
文本 空间性文化记忆

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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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编码

标签化

（一级）

开放式编码

概念化

（二级）

主轴式编码

范畴化

（三级）

选择式编码

核心范畴化

（四级）
A-3 蔡林记（商业）、A-4 洪山体育馆、A-5 长江大酒店、B-4 

德华楼（商业）、B-5 小路易生煎馆（商业）、D-11 亨·利

钟表招牌、D-12 鑫鑫宾馆、D-13 手机贴膜、D-14 纹身美

甲绣眉、D-15 无痛穿耳、E-10 田恒啟鲜肉糊汤粉（商业）、

E-11 汉香居 （商业）、E-13 新会宾楼、E-14 傅家坡客运

站、E-15 金宫婚纱摄影、E-17 民主一路、E-18 武泰闸、E-20 

首义路起义门、E-21 黎黄陂路、E-22 江汉路天桥、E-23 

六渡桥、E-24 可可面包房、E-25 小民电器、E-26 迎芳文具、

E-27 卤菜小炒、E-29 石牌岭、E-31 东英游泳馆、E-32 华

东园浴池、E-33 清芬路市场、E-34 真显楼摄影、E-36 宾

馆招牌、E-37 筱陶袁、G-5 老万成老味酸梅汤（商业）、G-6 

四季美（商业）、G-7 汉味居委会、G-8 原单外贸一件 30 

两件 50 招牌、G-9 热干面面窝糯米鸡 25 年老店招牌、H-5 

蔬菜水果烟酒副食牌、H-6 网吧牌

文本痕迹

A-9 九头鸟复古图标、A-10 黄鹤楼图画（两幅） 图画 图像

B-9 簸箕（十六个）、D-17 牛皮癣广告（十个）、D-23 

彩旗锦鲤灯笼（四个）、D-27 轮渡模型、D-28 船锚（九个）、

D-29 轮胎（两个）、D-32 船绳索收缩器、D-33 消火栓（三

个）、E-41 鸟笼（七个）、E-43 腌菜罐（两个）、E-51 

酒（六瓶）、E-76 悬挂的腊肉、G-15 黑锅（三个）、G-17 

道路隔离桩（两个）、H-23 理发滚筒、I-2 墙上电扇、I-3 

CCTV 发射器

实体

G-21 假梧桐树、G-22 树下石凳石椅、G-24 民主桥路标、

G-26 假柿子树、H-31 一元路路牌、H-35 得胜桥路牌、H-36 

徐家棚车站牌、H-37 冶金招待所安全出口、D-42 汉味码

头小巷里份路江汉公园路标牌、D-44 中山大道路标、E-77 

中北路路标、E-80 江汉路喷泉、E-81 游艺路站公交牌、F-8 

租界洋房居民楼、G-25 武昌城桥洞、F-5 璇宫饭店、F-7 

江汉关、H-33 大众乐园建筑

代际之地 地点

E-79 老武汉商场 纪念之地

B-5 小路易生煎馆、B-6 西北馍王、B-7 芳芳牛杂、C-1 煎

百味、C-2 煎饼 C-3 豆花、E-4 德华楼精米切片年糕、E-5

老福庆和生烫牛肉粉、E-6 开洋葱油拌面、E-7 田恒啟、E-8

老福庆和、E-9 德华楼鲜肉饺子、E-12 鹿鸣春、F-1 继光

香香鸡、H-4 围炉三国锅盔、H-7 楚汉酥礼糕点、I-1 喻楚

源美猴王

招牌 文本 文化记忆消费

I-4 美食街内所有美食 食品 图像

F-2 嵌入雨荷台中西餐厅、H-3 嵌入天声街市场的辣小小

麻辣香锅
复合店铺 地点

完成实质性编码过程后，研究者通过对类属之间的相关、因果关系进行充分的调整和分析，

最后建构起能够解释怀旧空间中文化记忆隐喻过程的“故事线”，形成研究解释框架。如图 2 所示。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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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记忆 功能记忆 文化记忆消费

文本
图像
地点

时间性文化
记忆构建

招牌
食品

复合店铺
空间性文化
记忆构建

文本
图像
地点

图 2  怀旧空间对文化记忆的隐喻解释框架

Figure 2 Metaphorical interpretive framework of nostalgic space for cultural memory

为检验模型的理论饱和度，研究者在完成编码后再次深入到田野中补充概念，并将补充的

概念进行开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结果显示概念范畴均已被表 1 包含，且相关

类属并未产生新的逻辑关系。由此可见，模型在理论上是饱和的。

四、怀旧空间构建的模型阐述

阿莱达·阿斯曼认为“意义始终是一个构建的东西，是一个事后补充的意识”a，其中存储

记忆对应的是补充意义之前的记忆，功能记忆对应的是补充意义之后的记忆，两者的边界必须

保持很高的渗透性，促使记忆更新成为可能。本研究以怀旧物件的“个体意义是否被补充新的

意义”为角度来区分存储记忆和功能记忆，怀旧空间中的文化记忆构建是一个存储记忆向功能

记忆转换，最后发挥消费功能的过程。

（一）文本、图像、地点：怀旧空间隐喻的存储记忆

存储记忆收录的是与现实失去生命力联系的物件，它们在场地中没有被赋予意义，也没有

被化合。存储记忆的功能在于为功能记忆提供保留地，为文化转变更新提供基本资源。在怀旧

空间中，承载存储记忆的媒介主要分为文本、图像和地点三种类型。

1. 文本

文字是记忆的重要支撑之一。培根认为，文字作为思想能够指向未来，成为“再造的工具”，

一方面起到记录的媒介作用，另一方面能够对思想进行激发。b 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将由“文字”

a［德］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49．

b［德］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16-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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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的“文本”理解为编码的信息，并提出“痕迹”的概念，认为痕迹作为一种间接的信息，

记录了一个时代没有被修饰的记忆。a 本研究认为学者对于“文字”的理解更多指向文本内容， 

“文本痕迹”指向文本脱离特定语境，作为一种“符号”发挥功能。

在楚风汉味美食街区中，文本也呈现出作为“文本内容”的文本和作为“文本痕迹”的文

本两种类型。其中“文本内容”能以明确的意指勾起游客的记忆，如 D-2“童年的味道”的广

告标语能够直接调动游客对于童年的个人经验联想。尽管“文本痕迹”在别的语境里发挥过一

定的效用，但是当它们被置于怀旧空间时，本身能够作为一个信号，以间接的方式唤起游客的

记忆。如 E-3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此类话术，如图 3 所示，能够以其鲜明的时代性特征让游

客联想起标语在改革开放时代的适用语境，完成记忆的“复苏”。总体来看，在街区里，作为“文

本内容”的文本以标语居多，作为“文本痕迹”的文本以招牌居多。

图 3  E-3“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

Figure 3 E-3 the lab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of supply”

2. 图像

楚风汉味美食街区中，属于图像类的媒介怀旧物可以划分为二维的图像——图画和三维的

图像——物品。在怀旧空间中图画和物品更多扮演的是一种“图像痕迹”的角色，也就是说图

像意义随着时光的割裂和语境的变化渐渐褪去，媒介自身幻化为时代“符号”得以存在。如果

说文本被视作思想的直接溢出，那么图像则被解释为是一种强烈的情感或是下意识的直接表

现。b 作为“热媒介”的图像媒介，能更具体清晰地传播信息与情绪。通过一再出现的图像公

式能够使人类的情感能量得以“重新启动”，释放出历史的力量。

a［德］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16-

218．

b［德］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46-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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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食街区内图像媒介相比起其他媒介来说数量更多。如播放着 80 年代经典电视剧的老电

视（E-50）以及一系列的手绘宣传画（G-18），如图 4 所示，均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能够迅

速让游客联想到过去——这些媒介物直接发挥效用的时代，构建时间性文化记忆。

图 4  G-18 手绘宣传画

Figure 4 G-18 the Hand-drawn promotional poster

3. 地点

“地点”本身可以成为记忆的主体也能够成为记忆的载体，作为“空间”类别下的一种，

在本研究的研究视角下承担的是记忆的主体角色。地点对于记忆的构建作用在于它不仅仅能够

将记忆固定在某一地点的土地上，还能够体现对记忆的延续。歌德的象征理论认为，地点本身

才是记忆的重要承载体，而不是在那里存在的遗留物。a 根据地点的特性阿斯曼对地点进行了

多种分类，结合对楚风汉味美食街实地调研，发现主要呈现代际之地和纪念之地两种类型。

作为代际之地被赋予的记忆是与家庭历史固定、长期的联系，决定了人的生活以及经验形式。

作家霍桑认为，人们对于世代生活土地的依恋是一种本能。b 然而随着现代化的演变，人们往

往出于实用的目的“择其良木而居”，因此对于代际之地的怀念往往也象征着一种本初的回归。

在怀旧空间中每个商铺所依附的门面都是过去武汉各式各异的居民楼。这种对于代际之地记忆

的还原，勾起作为老武汉游客的故土依恋。

纪念之地通过过去和现在显著的差异来构成的。纪念之地能够发挥连接作用使记忆得以重

新激活。在美食街中，出现了若干个纪念之地，比如华中里的牌坊（B-11），如图 5 所示，和

老新华书店楼（E-76），两者作为武汉市的地标也在美食街中得以还原，并以具象的方式连接

a［德］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50．

b［德］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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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老武汉的记忆。

“人们身边的物和场所是连接个人现在与过去的重要介质，人们将自己的强烈情感倾注其

中，因此它们并非简单的物或人们活动的环境，而是一种保存记忆的重要载体”a 物品可以存

储人们对特定对象的感知记忆，怀旧空间利用媒介物唤醒人们的存储记忆。

图 5  B-11 华中里牌坊

Figure 5 B-11 the Huazhongli Plaque

（二）时间、空间：怀旧空间隐喻的功能记忆

出于建设空间的消费动机，怀旧空间利用一定的框架对文化记忆的收编与构建，使受众能

够进行记忆想象和记忆意识，这个过程是聚焦空间对功能记忆隐喻的重点所在。通过对原始概

念的范畴化处理，可以发现楚风汉味美食街的存储记忆被划分为具有时间性文化记忆构建和空

间性文化记忆构建的两种功能。

1. 时间性文化记忆构建：过去日常的忆起与个体情感的释放

怀旧空间的记忆从时间维度来看往往会突显出时间的非连续性特征。尼采认为人脑的消化

功能能够帮助人的意识进行减负。这种减负并不是消解的、解构的而是一种存储性的潜伏式的

遗忘。b 记忆能够通过对某一物件的直接接触引发潜伏记忆的回忆内容。经验与回忆之间会存

在一定的位移，位移中往往也包含着记忆内容的遗忘或是重构，其中时间性维度是决定性因素，

再造也是根本问题。c 对于怀旧记忆的直接参与者来说，怀旧空间中体现时间断裂性的文本、

图像和地点都能承担着触发记忆和记忆想象的功能，完成时间性文化记忆的构建。

a 孙信茹，王东林．玩四驱：网络趣缘群体如何以“物”追忆：对一个迷你四驱车QQ群的民族志考察［J］．新闻与传

播研究，2019（1）：24-45，126．

b［德］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85． 

c［德］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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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1 可以发现在怀旧空间内具有时间特性的记忆媒介以图像和文本痕迹居多，文本内

容较少。文本内容相较于文本痕迹和图像来说更不易受到时间的影响，原因在于其本身所具有

的时间的非连续性较小，一些作为二维图像的图画和三维图像的物品具有较为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怀旧空间的图画大多是年画。民间年画不仅承载了中国人的风俗和信仰，也寄托着对于

未来的希冀，随着不同年代精神风貌的改变，年画的图画风格也形态各异，丰衣足食是 20 世纪

六七十年代年画最突出的主题。如一幅梳着两条麻花辫，称量水果的女性年画（G-18），无论

是从人物装扮、年画内容还是泛黄的纸质来看都明确指向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有一幅时代指

向更明确的是金梅生在 1958 年出版的命名为《吉庆有余》的著名年画（G-18），如图 6 所示。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精美挂历涌入市场，年画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因其所适用的时代与现

在产生了割裂，年画成了独特的具有时间导向的记忆媒介。

在怀旧空间中最具有时间导向的记忆媒介是物品，这些物品都具有鲜明的生活属性。如在

怀旧空间中出现了三次的三八大杠老式自行车（D-22）。在小轿车尚未普及的年代，三八大杠

自行车曾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出行工具。后因道路的演变与自行车材质的更新，该自行车逐渐退

出了人们的生活，成了一个时代独特的印记。

宗关水厂（E-78）是武汉市在 1909 年开始启用的供水厂，它的启用使武汉市成为最早拥

有自来水的城市之一，结束了武汉市民挑江水和井水维持生活的历史。a 紧邻水厂的美食街和

新合村的热闹，是宗关水厂一带居住的市民最难忘的回忆。尽管宗关水厂现在仍然存在，随着

旧址和附近配套老街的拆除，封存了无数市民的记忆。

扬·阿斯曼认为，人们总是被日常或具有私人意义的物所包围……这些物品反映了自身，

人们也借由这些物回忆起过去与自己有关的人、物与感受等。b 怀旧是一种对过去的“情感性”

体验，是人类多种情感的混合体验。当人们在现代化过程中遭遇到一系列焦虑、孤独问题时，

会倾向于回溯过去的方式，进行情感表达并获得情感性支持重建生活，以获得某种心理上的安慰。

在新媒体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当人们不得不使用新兴的技术，将生命时间附着于技术高速的

时间之时，个体的人际交往和心理层面也受到深刻的影响。技术的进步为个体带来了不同程度

上的不适，尤其是当今银发族更是出现了感受到自己被媒介化社会抛弃的境地。因此，进入怀

旧空间回到新媒介尚未出现的过去，成为个体找回过去愉悦记忆的通道，通过怀旧主体对于过

去媒介提供记忆的“结晶”，想象过去的纯洁与完美，缩短过去与现在的时间距离。

年画、老式自行车、老纪念地等物品媒介融合了父辈一代的个体叙事，对于没有体会过那

a 武汉城投．水自宗关来——穿越百年走进宗关水厂［EB/OL］．（2023-10-10）［2023-11-09］．https://mp.weixin.

qq.com/s/52bApunRjFEXBGVRCYdt5w．

b［德］阿莱达·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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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记忆的代际群体来说，青年群体对于老物件的“恋物”情结，也同样体现了个体在集体历史

中对归属感的深切渴望。a 也正是这种“怀旧认同”意识的构建，能够使得人们在日益被新媒

体同化的今天与其他代际群体区分来开，明确个人化的代际身份。

怀旧空间对于这些物品媒介的集中收纳，根据物品背后所呈现出的时间非连续的特性，为

游客再造已然消失的场景。这抓住的正是当今时代人群的情感痛点，游客在接触这些物件时完

成了对过去日常的忆起和情感的释放，填补新技术带来的兴奋感与旧技术象征的稳定性之间的

情感隔阂，构成人们对当下自我的稳固定义。b

图 6  G-18《吉庆有余》著名年画

Figure 6 G-18 Famous new year’s paintings “Lucky Celebration”

2. 空间性文化记忆构建：城市印象的延展与地域认同的重建

文字、图像和地点作为记忆的载体被放置在一起时，媒介所含的经验记忆往往是混乱和未

加整理的，呈流散状态。此时城市空间概念的增加对于记忆的作用，在于通过对记忆进行整合

和城市的标签化处理完成记忆的“入位”和意义的附加，不同的空间性质也会促使媒介本身所

存储的记忆发生异变而重建新的记忆。楚风汉味美食街的主题定位不仅仅是局限于打造出一个

具有时间性质的空间，也致力于打造一个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怀旧空间。

由于楚风汉味美食街的面积有限，需要以“小空间”呈现出尽可能大的区域文化，于是在

空间的排布方面较为注重对物品本身记忆的延展。因此，在怀旧空间中具有明显空间属性的记

忆物件以文本呈现的形式居多。通过文本来进行保存的记忆是具有扩张性的，一方面文本体量

较小，能够在有限的物理空间里得到尽可能呈现，另一方面文本作为“冷”媒介，能够调动游

a刘于思．从“记忆的技术”到“技术的记忆”：技术怀旧的文化实践、情感方式与关系进路［J］．南京社会科学，

2018（5）．

b刘于思．从“记忆的技术”到“技术的记忆”：技术怀旧的文化实践、情感方式与关系进路［J］．南京社会科学，

2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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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更多的联想与互动。因此在怀旧空间内的上空多处密集悬挂出多种多样的路标和招牌，为游

客建立起地理上的认知。一部分的标语、招牌和地标直接用地名点明游客对城市的定位，另一

部分怀旧空间陈列真实世界中最为随处可见的，如面包房、电器维修、文具售卖，如图 7 所示，

这样的招牌建立游客对城市空间的个体感知。

在怀旧空间内也运用了多种实物组合，建构出城市的品牌文化。在怀旧空间中部最为醒目

的实体是武汉的大型轮渡模型。与之相配合的手写的轮渡时刻表（D-24）和公告牌（D-25）的

组合，以视觉构造的方式连接游客对武汉的码头记忆。汉口贸易影响力曾经一度延伸到海外，

获得“东方芝加哥”的美誉，可以说武汉城市的一系列文化都发端于码头文化。对于轮渡码头

场景的重新搭建能够一针见血地抓住武汉文化的命脉，增进游客对于武汉城市的理解。

同样能够代表武汉的还有作为代际之地的璇宫饭店（F-5）和民众乐园（H-33），它们一

同组成了老汉口最为辉煌的历史记忆。璇宫饭店曾以顶级的配置和黄金地段成为当时名人到武

汉下榻的住所，毛主席更是在这里留下“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的名句。a 而民众乐园始

建于 1919 年，是武汉最早的娱乐场所，不仅是武汉人的时代精神记忆，也被称作武汉流行文化

历史书。b 尽管现如今两座建筑依然存在，但随着武汉城建中的发展其职能已大不如从前，两

者背后所蕴含的城市文化也日益被历史所掩盖，它们在怀旧空间里“跨越空间的复现”，能够

在有限的空间里迅速唤醒游客对武汉的城市印象。

斯蒂格勒认为，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不同区域种族之间各具独特时间节奏的内在社会化

记忆已经让位于世界技术为本的外在环境。技术的进步一定程度上也遮蔽了种族群，以至于动

摇了统一性 c，世界呈现出了以“技术时间取代空间差异”的趋势。对于城市空间记忆的建构

不仅仅是对过去的情感释放，也体现了个人与集体在目前这个时代的文化渴求。怀旧空间对江

汉关、民众乐园这些颇具地域意义的媒介物的收纳，成为敦促人们恢复地域身份的契机。因此，

在个体文化与空间认同产生危机的今天，怀旧空间对“记忆之场”的重新建构能够帮助人们找

回对集体的归属感，对抗对于城市共同体的遗忘。

由此看来，怀旧空间对于文化记忆的构建不仅仅是面向过去的回溯，更是人们时代渴求的

一种具象化产物，其“眼望过去”，但“面向未来”，成为对人们对未来期望的引子。

a 武汉宣传．【记忆】武汉璇宫饭店，百年跌宕与荣光［EB/OL］．（2021-03-27）［2023-11-09］．https://mp.weixin.

qq.com/s/mAsXygaRxKcKF_z6124brA．

b香港特区政府驻武汉办．细说武汉 | 民众乐园：百年老巷焕新归来［EB/OL］．（2023-07-28）［2023-11-09］．

https://mp.weixin.qq.com/s/znDDh5hUE0WSqQ7p5xn5Gg．

c［法］巴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裴程，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1）：69，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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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E-24 面包房招牌

Figure 7 E-24 the sign of the Bakery

（三）第三空间的嵌入：文化记忆的消费功用

美食街区以“美食”主题，承担了商城部分美食区域的重要消费任务。街区虽从装潢上为

游客构建起了对武汉时间和空间上的文化记忆，但最终文化记忆的构建都服从于美食街区的美

食商业需求，因此如何通过将美食融入文化记忆的构建以实现更好的消费，是打造怀旧空间最

重要的目的之一。霍米·巴巴认为异质性文化或身份混杂的群体成员在交往过程中形成一种“第

三空间”。a 怀旧空间在提供时间、空间文化记忆的同时，嵌入可供游客观光、参与和消费的

现代商业空间，使空间兼具文化功能和消费功能，让不同身份、不同动机的群众在空间里都可

以得到满足和交流。文化记忆发挥消费的功用为怀旧空间变现，完成空间的持续运转。

1. 招牌与店铺嵌入空间性文化记忆

就空间结构而言，楚风汉味美食街区的美食消费空间是嵌入到怀旧空间里的。空间的外环

以商铺嵌入的建筑为主，中心以搭建的城市景观为主，两侧的人行过道呈“U”字型，嵌入城

市怀旧景观的肌理与公共设施，直接改变了原有的空间形态。如雨荷台中国餐厅就嵌入了江汉

关的历史建筑中，如图 8 所示。这样的排布能够使二者保持独立的同时又发生文化交融，让游

客在怀旧的同时完成怀旧意义的消费。

怀旧空间内的商业招牌也嵌入到招牌的怀旧景观之中。如 E-7 田恒啟、E-8 老福庆和、E-9 

德华楼鲜肉饺子这样的商业招牌，嵌入到其他具有城市品牌特色的空间场景构建之中，利用游

客对于地域的认同感完成品牌印象的嫁接。

a Bhabha H K．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Routledge，1994：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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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F-2 雨荷台中西餐厅

Figure 8 F-2 rainforest terrace chinese and western restaurants

楚风汉味美食街区的空间构造呈现出文旅消费与地方亚文化的有机融合。哈维兰认为亚文

化是在共享某一社会主导文化的亚群体之间的文化变异，是存在于社会群体中践行各自不同的

行为标准。a 这种亚文化体系对成员的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具有深层次的影响。武汉的早餐因

其丰富的种类在 2006 年成功申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文化名片。b 因此，楚风汉味美食街

引入蔡林记、四季美、小桃园这样代表了武汉美食老字号店铺，以美食作为消费的重点，既能

够利用游客地域认同来带动怀旧空间消费的运转，又能够借助美食帮助游客加深对于武汉的城

市印象。

正如鲍德里亚所说，“现代消费是一种符号消费，是依附在物品上的意义消费，而非对物

品的占有与消耗”c。怀旧空间充分地利用了游客在怀旧过程中对于城市归属感的渴求和地方

亚文化来推动运营。

2. 食品消费嵌入时间性文化记忆

伯德·施密特指出，体验经济时代的产品营销应将顾客体验感受放在首位，消费者体验由

消费者的感官、情感、思考、行动、关联这五种体验构成。d 怀旧空间对于文化记忆的构建，

能够通过存储媒介有机地将游客对于过去美好的记忆与现在关联起来，通过调动游客对于过去

的回忆思考来完成情感释放，同时美食消费的提供补齐了游客在怀旧空间中的感官一环。过去

a 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人类的挑战［M］．陈相超，冯然，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b 书香武汉．武汉非遗故事 | “过早”：一日之丰在于早，一日之美在于晨［EB/OL］．（2022-07-12）［2023-11-

16］．https://mp.weixin.qq.com/s/7ELbbdRjMFMuDF2KydnaiQ．

c 梅琼林．符号消费构建消费文化：浅论鲍德里亚的符号批判理论［J］．学术论坛，2006（2）：181-183，187．

d Bernd Schmitt．Experiential Marketing［J］．Journal of Marketing Management，1999（15）：5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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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味道是记忆的“触发点”，感官是重现尘封的回忆的核心参与者，也是真实记忆的核心成分，

能够成为记忆的桥梁。

在怀旧空间进门处的商铺摆满了过去在街边较为常见、但随着城市的现代化发展逐渐消失

的零食，如“搅搅糖”“顶顶糕”，其中也包括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老汉口吹糖人”“江氏糖画”等。

对过去时间的回溯也是一种重新自我建构的过程，游客通过对过去的想象性建构，将记忆中的“美

好”进行还原，这些象征最为单纯美好回忆的“童年的味道”，也嵌入到文化记忆的构建中。

怀旧空间的体验经济为游客提供个性化体验。除去武汉美食之外，怀旧空间中入驻了少量

外地特色美食，如辣小小麻辣香锅（H-3）和西北馍王（B-6）来满足外地游客的口味需求。

怀旧空间作为“餐饮 + 社交 + 文化记忆”的体验平台，帮助游客在观光和消费自由中主动

了解武汉的城市历史文化，并通过寻求经济身份、文化身份、地域身份等，使怀旧空间拥有持

续运转的动能。本土游客通过时间性文化记忆的再现，得到情感的慰藉和城市地域认同感的获取，

外地游客在怀旧空间中利用味觉、视觉、听觉等了解城市文化，具有高度融合性和独特性的怀

旧空间，成为容纳多种异质文化和拥有多种职能的“第三空间”。

五、结论与讨论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认为人的自我格和个体性总是基于对过去的解释之中，因而

人的一些困境往往在于错误地将自我格和个体性寄托于具有外部世界性的“什么”之上。a 海

德格尔对人类困境的解释置于今天依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时间呈现独特的节奏，人们在选择使用技术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就选

择将自己的生命节奏依附于技术的节奏之上而迷失了自己。重新回归个体生命的“记忆”是一

种找回并确认自身存在的方式，通过切入过去的“器具”来构建自身的存在。这也是构建文化

记忆的怀旧空间能在新媒体技术愈加发达的今天一路“逆势而行”的原因所在：一方面，怀旧

空间选择以图像为主、文本和地点为辅的存储记忆来完成文化记忆的时间性构建，使游客通过

对过去日常的忆起和情感的释放，建立身份认同；另一方面，怀旧空间也选择了以文本和地点

为主、图像为辅的存储记忆完成文化记忆的空间性构建，使游客在空间内对城市印象进行延展

的同时建立对于地方的认同。文化记忆的构建发挥消费的功用，使之成为具有多种职能的复合体。

怀旧空间无论发挥的是文化职能还是消费职能，都成功抓住了受众在这个时代对现代、历

史和进步的时间概念的叛逆，指向了长期现代性困境的“怀旧心理”。它为遭遇现代化浪潮、

加速社会和技术更迭多重夹击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治愈创伤的心灵避难所和回顾性的乌托邦。b

a［法］巴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 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裴程，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286-287．

b Kalinina E．What Do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Media and Nostalgia［J］．Mediaen & Zeit，2016（4）：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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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这种心理进行文化记忆构建的怀旧空间，能够为城市体验经济的发展和城市文旅建设、品

牌构建提供小型的实验场。

但以怀旧为主题的空间也容易落入“时间竞争幻象”的陷阱。在现代化社会进程中，人们

的无所适从通过怀旧心理呈现出来，使寄托于过去媒介物的存储记忆成为能够构建时空的功能

记忆，但一旦有新的宣泄口出现，被构建起来的“怀旧类”功能记忆也可能会面临重新封尘、

成为存储记忆继续隐匿于人们的记忆深处的风险。因此，如何持续挖掘文化记忆中的可变现

价值，助推文化记忆可持续参与城市的建设，仍是值得持续研究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