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文明传承视角下武汉城市文化空间营造策略思考

[摘

要]

武汉是长江文明传承的枢纽之一，是促进南北文化交汇、长江上中下游文化交融的枢纽。在国内各大

城市相继提出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的背景下，武汉围绕“以城市文化空间营造促进长江文明传承”，提

出构建“战略性+普惠性”文化空间体系。突出战略性，积极谋划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先行段，谋划多

层级、多类型文化战略功能区，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突出普惠性，在城市微改造中，通过“历史之径

”的线空间串联分散布局的小微文化点空间，“以小见大”实现长江文明传承宏大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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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提出“传承弘扬长江文明，建好历史文化名城”，与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坚

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提议一致，同时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武汉发表重

要讲话精神的深化实践。武汉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长江文明的重要传承地，通过城市文化空间营

造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把长江文明的内涵转化为这座城市一代又一代人的人文自觉，主动肩负起长

江文明伟大复兴的光荣使命。

一、武汉城市格局变迁及文化特质

（一）城市格局变迁

武汉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因水而兴，因商而立，因武而昌，因文而盛。

临水建城邑，发端盘龙城。武汉筑城起源于3500年前的盘龙城，盘龙城是“九省通衢”武汉之根，是商

代统治者经略南方的一座重镇，不仅是商王朝南下的军事据点，而且是当时青铜器铸造的中心之一。

                             ?? 1 / 11



目前盘龙城遗址是长江流域发现的夏商时期规模较大、出土遗存较为丰富的城邑遗址。

临山建城堡，塑“双城”格局。东汉末年先后在汉阳龟山建却月城，在武昌蛇山建夏口城，因地处长江

、汉水要冲，其重要军事功能促进了两地封建城堡建设。同时，因长江分割两地城堡相对独立，“双城

重镇”的形态由此而生，开启了长达1000多年的“武汉双城”的历史。

古汉水改道，“双城”变“三镇”。至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由龟山之麓入江，汉口从汉阳析出，其后汉

口由于水运之便而迅速发展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物资集散地之一，曾一度与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镇

、江西景德镇并称为“天下四大镇”，自此由“双城”向“三镇”转变。

依托跨江通道，“三镇”再融合。至1927年，当时国民政府决定将武昌、汉阳和汉口三镇合并，但其后

因时局动荡，三镇在建制上又经历了分离，直到1949年武汉解放，三镇合并，乃取三镇之首字命名为

“武汉”。1956年建成汉江第一桥江汉桥，1957年建成“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自此，武汉城

市空间开始了“三镇融合”发展，从“沿江沿路—主城区—都市发展区—近汉地区”不断跳跃发展[1]。

（二）城市文化特质

武汉独特的自然地理格局及不断变迁的城市格局孕育了武汉“楚风汉韵、多元融合”的文化特质。

传承了长江文明楚文化的精髓。从长江文明的空间谱系来看，长江文明可以分为长江上游巴蜀文化区

、中游楚文化区、下游吴越文化区等三大区域[2]。“九省通衢”的武汉，因其得天独厚的交通区位优势

，成为古往今来楚文化区的中心，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沉淀了楚风汉韵的文化特质，集中展现了

青铜冶铸、丝织刺绣、木竹漆器、编钟乐舞、老庄哲学及屈骚文学等文化精华，深度融合了琴台知音

文化、归元宗教文化、问津书院文化、万里茶道文化等文化名片。

沉淀了丰富的红色革命文化。武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中扮演了

重要角色，留下了不少红色革命文化。武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首义精

神，如今武汉黎黄陂路、黄兴路、彭刘杨路等城市道路以辛亥革命人物命名。毛泽东、周恩来、董必

武、李先念等中共党员先后在武汉开展了大量革命活动，留下了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八七会议旧址

、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等一批革命遗址、革命纪念场所、革命英雄旧居和英烈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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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汇了中西交融的多元文化。汉口开埠后，先后设立了英、俄、法、德、日、比利时租界，外国银行

纷纷在汉设立分支机构，武汉成为了内陆地区的金融中心，留下了江汉关大楼、德国领事馆旧址、汇

丰银行大楼、横滨正金银行大楼、水塔等汉口近代建筑群，西洋特征鲜明。武汉还是我国近代工业的

发祥地之一，张之洞督鄂后，近代民族工业迅速发展，从中国第一家官办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到武汉第

一家近代工业企业俄商顺丰砖茶厂、到上世纪50年代武钢、武船、武锅等一批“武”字头重工业，曾是

城市工业文明标志的老厂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却成为了城市文化的重要基因。以租界文化、近代工

业文化为代表，进一步融合了码头商贸文化、近代新式教育文化等，形成了多元包容的文化特质。

二、武汉城市文化空间体系构建：兼顾战略性、普惠性

在科学认识武汉城市文化空间特征、格局及形势的基础上，遵循文化设施空间中心化、文化产业空间

主题化、文化景观空间公园化、文化历史空间线路化的一般规律，提出构建“战略性+普惠性文化空间”

空间体系。

（一）武汉城市文化空间营造的基础与形势

从区域文化格局来看，武汉是长江文明传承的枢纽之一。武汉境内东西山系，上接武当、下衔庐山、

依偎汉江、横断长江，处于江汉平原与大别山余脉交汇区域，位于中国宏观地理格局中山水文脉形胜

交汇之处，是联接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的最早地区之一，是促进南北文化交汇、长江上中下游文化交

融的枢纽[3]。

从历史文化资源来看，武汉是国家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物质遗存方面，武汉市现有33处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99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45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7处首批工业遗产遗迹，5片历

史文化街区。非物质文化遗存方面，从编钟、漆器、汉绣，到汉味饮食、汉调楚腔、汉上风俗等，数

量众多、类型丰富、特色鲜明。

从文化设施建设来看，文化设施数量全国领先。目前武汉地区建成博物馆123家、公共图书馆16个、

公共文化馆15个，其数量分别居副省级城市第2位、第4位、第5位。其中，国家一级博物馆6家，数量

居副省级城市第3位。武汉以湖北省图书馆、琴台大剧院、辛亥革命博物馆等高等级文化设施为核心

，搭建了支撑区域文化影响力不断提升的设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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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代发展要求来看，文化是城市能级提升的重要抓手。随着我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城市发展逐步

由经济增长的单一目标，转向繁荣、绿色、安全、活力等多维目标，大城之间的竞争也由经济为主导

的竞争，转向经济、创新、文化、生态等多要素融合的竞争。独具特色的文化魅力、较大的文化影响

力已成为城市发展重要竞争力之一，如世界文化之都伦敦，拥有全球最大的当代美术馆泰特现代艺术

馆、世界五大博物馆之一的大英博物馆等一系列享誉国际的文化地标，还有每年都会举办的伦敦时装

周、伦敦电影节等各类国际性的文化艺术活动。

从市民需要来看，高品质文化空间是宜居城市的必备条件。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对文

化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是满足市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载体。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发布的《文化：城市未来》报告中提出，以人为本的城市空间应以文化为中心，优质的城市环

境由文化塑造。城市应更加关注多层次、网络化、高品质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通过打造10-15分钟

文化活动圈，扩大文化服务的覆盖面。

（二）国内外城市文化空间营造经验借鉴

通过梳理伦敦、东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国内外城市文化空间的建设经验，总结出以下四个方面的

趋势和特征：

1. 文化设施空间集中化。广州、天津等城市在最核心地段，集中布局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科技

馆、大剧院等市级及以上文化设施，邀请国际顶级建筑师进行设计，打造城市会客厅、城市名片。同

时，坚持“文化+”策略，融合布局城市公园、大型商业、青少年活动中心等，打造城市文化展示、交流

、休闲、消费集中区域。文化设施集中布局对带动城市发展、激发城市活力、提升城市形象具有重要

作用。

2. 文化产业空间主题化。不少城市围绕某个业态或者某个文化产品打造主体化文化园。围绕休闲文化

，打造以大型游乐设施或微缩景观为主题的游乐园、以情景体验为主题的动漫城等。如上海迪士尼小

镇以迪士尼文化为主题，构筑了“主题公园+主题商业街+休闲公园+度假酒店”的空间格局。

3. 文化景观空间公园化。文化遗址公园、工业遗产公园等是活化文化资源的主要空间举措。文化遗址

、工业遗产的保护不再是单一的保护，而是运用景观设计的方法，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打造集文

化保护、绿色生态、公共休闲、体育运动和创意文化于一体的综合型公园。国家层面，整合具有突出

                             ?? 4 / 11



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提出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等国家文

化公园，实现公园化管理运营。

4.文化历史空间线路化。欧洲实施了“欧洲文化线路”计划，认定了圣地亚哥之路、勒柯布西耶之路等3

8条文化线路。近年来，我国也谋划了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南粤古驿道、浙东唐诗之路等文化线路

。历史文化线路以水路、陆路等交通线路为空间载体，将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整合为统一的动态系

统，逐渐成为城市文化品牌的载体，在历史保护方面作用明显[4][5]。

（三）构建“战略性+普惠性”文化空间体系

武汉作为建设中的国家中心城市、国家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城市文化空间不仅是丰富市民生活、提

升城市品质、塑造地方特质的重要空间单元，更是传承长江流域文明、推动区域文化交融、提升国家

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的核心空间载体。因此，兼顾两方面需求，规划构建“战略性+普惠性”文化空

间的城市文化空间体系。

战略性文化空间是以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为目标，应当布局在自然资源、交通区位等最为优越的区域

，且承载国家中心城市战略性文化职能。通过举办城市重大文化活动，支撑多元文化服务功能，引领

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打造最具特色的文化标识区域。

普惠性文化空间是以向广大市民提供普惠优质文化服务为目标，嵌入到城市广泛分布的生活街区。在

城市微更新过程中，它通过保护历史建筑、重塑历史风貌、增补社区化、网络化的文化设施等，实现

城市记忆的留存、城市文脉的延续。

三、武汉战略性文化空间的构建策略：通过谋划文化战略功能区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

一方面落实文化强国战略，积极向国家争取承载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集中打造国家级战略性文化空

间，链接区域文化魅力格局；一方面结合地方文化资源特色或文化功能发展目标，自主谋划一批承载

城市级及以上文化功能的战略性文化空间，打造文化传承创新策源地，构建城市文化大IP体系，构建

未来城市场景体验集聚地[6]。

（一）争创国家级文化空间，积极谋划建设国家长江文化公园先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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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长江文明传承枢纽地位突出，有条件承载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当前，国家文化公园成为中华文化

的重要标识，国家先后提出建设长征、长城、大运河、黄河四个国家文化公园。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

同为中华文明的摇篮，长江文明流域之广、文化遗址数量之多、密度之大，堪称世界之最。武汉集中

体现了长江文明的发展历程，涵盖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等四个时期。新石器时

代的文化遗址代表了武汉历史文化的起源；3500年前的盘龙城遗址见证了武汉成为长江流域建城史最

为悠久的城市；西周以来，武汉作为楚文化的传承地，成为先秦时期南方文化的主体；明末清初，汉

口成为全国“四大名镇”；19世纪末，汉口开埠，成为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被称为“东方芝加哥”；

武昌首义的第一声枪响，武汉成为现代中国民主革命的“首义之地”。

以“长江文明之心”为核心，探索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湖北段武汉先行区。长江文明之心以长江、汉

江交汇的南岸嘴为中心，以3.5千米为半径，覆盖“两江四岸”核心区域。以长江文明传承创新和世界大

河文明交流交融为主题，通过建设长江文明馆、大河对话永久会址、长江文明国际高等研究院等，策

划若干与长江文明主题相关的节会活动，努力打造长江文明传承创新平台、世界大河文明研究传播高

地。全市围绕长江文明之心，以南北走向长江主轴、东西走向山水人文绿轴为主体，构筑“一心两轴”

的武汉长江文明空间骨架。

（二）链接区域级文化空间，打造城市圈魅力空间

武汉城市圈内各城市依托独特的生态、历史文化等资源优势，分别构建了多元文旅空间，但总体存在

品牌规划不足、基础设施协同建设不足等问题。未来应加强文化空间整体策划、系统营销，将分散割

裂的文化资源整合成系统化、体系化的文化魅力空间。依托武昌起义、大别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长

征国家文化公园等红色景观资源，塑造底蕴深厚的红色革命文化魅力空间；依托中俄茶马古道、盘龙

遗址、赤壁古战场、武汉黄鹤楼、武昌古城、黄州东坡赤壁、龙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荆楚景观资源

，塑造源远流长的荆楚文化魅力空间；依托汉阳铁厂遗址、老江岸机务段遗址、汉阳兵工厂、顺丰砖

茶厂、赵李桥砖茶厂、汉冶萍煤铁厂矿旧址等工业遗迹，塑造独具风貌的近代工业文化魅力空间；依

托五祖寺、李时珍故居、陆羽故里、观音阁、归元寺、九宫山避暑胜地等，塑造美美与共的百家交融

文化魅力空间。

（三）打造城市文化大IP，谋划文化战略功能区

形成“重点功能区+次级功能区+特色功能区”三级功能区体系。重点功能区是体现国家中心城市文化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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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的核心区，主要沿“一心两轴”进行布局。次级功能区是实施市级文化发展战略的重点区域，主要

布局在主城外副城、组群地区。特色功能区是彰显城市特色文化魅力的节点区域。

形成“文化魅力体验型、文化服务集聚型、文化商贸发展型、文创产业引领型”4类文化战略功能区。武

汉城市文化影响力的提升手段主要包括文化价值品牌化、文化功能高端化、文化产业多元化、策划重

大文化事件等。因此，将文化战略功能区类型划分为文化魅力体验型、文化服务集聚型、文化商贸发

展型、文创产业引领型等4类。文化魅力体验型功能区，依托独特的自然景观发展文化生态旅游；文

化服务集聚型功能区，滨水集中布局会展中心、图书馆、博物馆、影剧院等大型文化设施，打造城市

的标志性区域，规模控制在2~5平方公里；文化商贸发展型功能区，依托交通便利的传统商业街区，

发展特色文化商贸，规模控制在1平方公里以内；文创产业引领型，结合高校、闲置工业厂房等，发

展文化创意产业，规模控制在3~5平方公里左右。

主城划定7大片、20小片文化战略功能区。在“一心两轴”长江文明枢纽城市的总体构想下，划定长江文

明之心、环东湖文化核心、南湖科创文化核心、汉江湾商贸文化核心、国博文化发展核心、江岸文化

发展核心、青山文化发展核心等7大片文化战略功能区。其中，长江文明之心、江岸文化发展核心2大

片为重点功能区，其他5片为次级功能区。在7大片文化战略功能区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为20小片，

并明确各片的类型，从“文化+”生态、运动、创意、科技、商贸、体验等方面提出战略导向。

（四）擦亮城市名片，谋划重大文化设施项目

按照“强功能、差异化、高标准”的思路，对大型公益性文化设施进行查漏补缺、查重补新、查短补强

，合理谋划建设项目。武汉应对标上海、深圳等国际化城市，围绕长江文化、荆楚文化等，谋划建设

一批具有区域代表性的表演艺术馆、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等大型公益性文化设施，突出承载市民

精神追求、体现城市品质。

打造“读书之城”，“做大”图书阅览类文化设施。在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图书馆、武汉市少年儿童图书

馆等大型图书馆的基础上，谋划武汉图书馆迁建工程。同时，研究建设光谷华中数字图书馆，补齐光

谷片区文化设施短板，研究建设汉阳四新图书馆，平衡武汉三镇图书馆分布格局。以大型图书馆为核

心，打造“城市书房”等一批小而美的公共阅读空间。

打造“博物馆之城”，“做特”陈列展览类设施。在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博物馆、湖北地质博物馆、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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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博物馆等基础上，谋划武汉汽车博物馆新建工程。拓展博物馆服务空间，“做特”盘龙城博物院、

辛亥革命博物馆、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等一批代表武汉特色的博物馆，让文物“动”起来、“活”起来，

彰显武汉历史文化名城的独特魅力。

打造“会展之都”，“做强”会议展览类文化设施。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武汉国际会展中心、中国光谷

科技会展中心、武汉客厅等基础上，谋划天河国际会展中心新建工程，打造集展览、会议、演艺及赛

事于一体的大型会展综合体。依托光博会、国际汽车展、设计双年展等一批知名展会，擦亮武汉会展

名片，坚持“会展+”理念，完善会展中心周边配套设施建设，推动会展与商贸、文化、旅游等融合发展

。

打造“艺术之城”，“做均”艺术表演类设施。在湖北剧院、武汉剧院、武汉杂技厅、琴台文化艺术中心

的基础上，谋划湖北大剧院新建工程，推动形成高水准的文化演艺服务体系，形成一批布局合理、设

施完备、功能齐全的高端文化阵地，以武汉“戏码头”中华戏曲艺术节、琴台音乐节、武汉国际杂技艺

术节等全国性戏曲艺术活动为依托，打造全国汉剧文化中心、戏曲演出交流中心、武汉戏曲“大码头”

。

四、武汉普惠性文化空间的构建策略：通过构建“历史之径”促进历史街区活化

10~15分钟文化活动圈是普惠性文化空间的主要营造形式，上海等不少国内城市进行了探索实践，本

文不再探讨，主要从城市微更新与长江文明传承的视角，探讨普惠性文化空间的构建策略。武汉在多

年的城市微改造中，借鉴国内外文化线路的规划建设经验，提出在历史街区整体构建“历史之径”，通

过线空间串联分散布局的小微文化点空间，聚合文化资源，擦亮文化品牌，提升文化影响力，“以小见

大”实现长江文明传承的宏大命题。

（一）由点到线，通过量化分析历史空间聚合度，选线“历史之径”

首先，采集以各级文保单位、历史建筑为核心的登录历史信息，来源于网络地图的旅游景点信息，通

过记忆地图、条目检索转译的公众感知信息等三类历史信息；其次，通过加权叠加，进行重要历史信

息点评估、密集历史信息街区评估；最后，结合基于街景地图的品质街道评估，判别“历史之径”选线

方案，总体形成“一主三副一环”的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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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线分段，根据行走需求与体验深度，解读成12主题段落

分段施策，明确各个主题段落展示导则。遵循人步行游玩的时空规律，综合考虑历史资源的密集度及

可体验程度，将“历史之径”划分为万里商道、琴台知音、长江大桥、辛亥风云、古城时光等12个主题

段落。每个主题段落空间距离0.8~7.5公里左右，规划从文化资源、公共艺术题材及形式等方面，明确

展示导则。例如，“百年风华”江汉路段以“体验东西文化碰撞与交融”为特色，串联江汉关、聚兴诚银

行、国货大楼等重要的标志点；“百年风华”中山大道-胜利街段，以“展示汉口五国租界地，共忆百年

风华情”为主题，纵贯南北，连接德国领事馆旧址、德国工部局巡捕房旧址等重要地标点[7]。

聚焦主题段落，分类开展建筑保护与界面整治。历史建筑遵循真实性原则，彰显各级文保单位及历史

建筑的风格、特色，杜绝一刀切的立面整治，防止对历史界面造成破坏。风貌建筑遵循多元性原则，

对于与传统风貌相协调的低层或多层建筑，在立面整治中统一风格和特色。高层建筑遵循协调性原则

，从人体感官角度，通过建筑色彩、裙房形式、美化遮挡等方式，与历史风貌相协调。

点亮背街小巷，打造一批“精致街巷”。按历史街巷、风貌控制街巷、沿用名称街巷等三类进行引导。

历史街巷严格保护其线型、断面、名称，严格控制两侧建筑体量和高度、风格和材料、色彩和界面。

风貌控制街巷严格保护线型、断面、名称，两侧建筑风貌、体量、高度应协调。沿用名称街巷应沿用

其名称，保持其走向，延续历史信息。

（三）由点建圈，打造城市经营的优势产品，策划24个活化圈

主题彰显，利用标识、讲述、服务系统彰显文化主题。标识系统上，主题线路设置连续的导览线，重

要历史信息点及起点、终点采用地面浮雕、街道屏风等进行标识。讲述系统上，通过历史环境取景框

、历史人物雕塑、街道壁画、街道屏风等讲述历史故事。服务系统上，增加直饮水、休闲座椅等城市

家具，文创手机壳等艺术衍生品[8]。

功能活化，重塑历史街区产业生态。以历史文化资源为触媒，通过活化项目的引入，带动周边城市功

能组团的品质提升与功能升级。对现状闲置或废弃的文物建筑，适当植入一部分文化功能、商业功能

和服务功能，丰富历史之径的游览体验类型。重构开放空间体系，拆除部分建筑、增加绿化面积，整

治并开放历史建筑周边半开敞空间。例如，“百年风华”之路（坤后延庆组团）以坤厚里、延庆里两个

传统居住里分为触媒，在武汉建设“工程设计之都”的背景下，对里分建筑进行适应性改造，增加主题

                             ?? 9 / 11



功能，转型为创意里分[9]。

五、结语

城市空间孕育多元文化，城市文化赋能多维空间。长江沿线每一座城市，都在流域文明源远流长自然

历史时空中形成了独有的文化基因和城市特质，但武汉等大城市被自然历史时空所选择，肩负着流域

文明传承发展的枢纽使命。武汉提出构建“战略性文化空间+普惠性文化空间”空间体系，通过长江国家

文化公园等战略性文化空间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通过“历史之径”串联普惠性文化空间，让城市延续

文脉、保存记忆，希望为长江沿线各城市文化空间营造提供经验借鉴。

 

[参考文献]

[1]  陈韦,武洁,成钢,梅子凡.武汉百年规划图记[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9.

[2] 武汉市委政研室与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联合课题组.武汉打造长江文明枢纽城市初步研究

[J].武汉学研究,2019,(2).

[3]  樊志宏.文化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原动力[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08-03.

[4]  谢芳琳.略说长江三大古文化区[J].文史杂志,2007,(1).

[5]  王丽萍.文化线路:理论演进、内容体系与研究意义[J].人文地理,2011,(5).

[6]  张海芹,李树信,陈秋燕.国内外文化线路遗产保护与开发比较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21,(8).

[7]  马莉.关于保护利用武汉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的思考和建议[J].决策与信息,2019,(12).

[8] 张建国,刘思路.历史文化街区景观风貌的保护研究——以武汉市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为例[J].大众

文艺,2017,(24).

                            ?? 10 / 11



[9]  肖敏.城市双修视野下莞城历史城区的保护与发展策略研究[J].城市建筑,2020,(12).

[责任编辑：甘小梅  胡   梁]

Thinking on the Strategy of Wuhan Urban Cultural Space Cre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heritance of the Yangtze River Civilization

LIN Jianwei

Abstract: Wuhan is one of the hubs for the inheritance of the Yangtze River civilization, and it is a

hub to promote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and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major cities

in China have successively proposed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city's soft power, Wuhan has

proposed to build a "strategic + inclusive cultural space" space system around "creating urban

cultural space to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of the Yangtze River civilization". Highlight the strategic

nature, actively pla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rst sec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National Cultural

Park, plan multi-level and multi-type cultural strategic functional areas, and enhance the cultural

influence of the city; Small and micro cultural point spaces with scattered layout in series, realize

the grand proposition of inheriting the Yangtze River civilization by "seeing the big from the small".

Keywords: urban cultural space; cultural strategic functional area; Yangtze River civilization;

Wu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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