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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memory is the cogn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whole image of the past city, and its expression 

carrier is the exhibition and storage of archival resources of urban memory, namely the historical records with 

preservation value formed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change and development.Urban 

memory is an important cultural symbol bearing the image of a city.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memory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enhancing citizens' sense of belonging and identity, but also an important means to 

establish and publicize the image of a city.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interactive technology in urban memory 

is to build a basic platform of social living state memory on the basis of respecting its true nature.Strengthen 

the digital memory project, rely on the modern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with the help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eans to provide a new idea and positioning for urban memory, based on this social 

development background on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interaction design in urban memor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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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记忆是对过去城市整体形象的认知和重构，其表现的载体就是城市记忆的展、存档案资源，即在

城市建设、管理、变迁、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城市记忆是承载城市形象的重

要文化符号，构建城市记忆不仅有利于增强市民的归属感、认同感，也是对外树立和宣传城市形象的

重要手段。数字交互技术在城市记忆中的应用就是在尊重其本真的基础形态之上，构建社会活态记忆

的基本平台。加强数字化记忆工程，依托现代数字媒体技术，借助科技手段为城市记忆提供全新思路

与定位，基于这种社会发展背景下展开关于数字交互设计在城市记忆中的应用研究。 

关键词：数字技术；虚拟仿真；城市记忆；济钢精神  

1.研究背景 

我国“城市记忆工程”的提出，缘于冯骥才先生为

“抢救天津老街”而发起的“历史文化考察与保护”活

动。自 2002 年青岛市率先提出“城市记忆工程”起，

我国已有包括武汉、广州、上海等几十个大中小城市推

出了“城市记忆工程”。 

济钢集团始建于 1958 年，是共和国缔造的第一批

地方骨干钢铁企业，经过 60 年的发展，成为一家以钢

铁为主、多业并举的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2006 年济钢

钢产量高达 1200 多万吨，跻身全国十大钢厂行列。“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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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期间，重点实施《济钢集团新旧动能转换三年行

动计划》。2017 年，“清理僵尸，扭亏快赢，置地建园”，

为转型发展奠基铺路；2018年，“拓展资源，聚焦定位，

先期播种”，为形成支柱产业奠定基础；2019-2020 年，

培育形成高新园区运营、环保材料、现代物流、联合钢

铁等转型发展支柱产业，初步完成“二次创业，重塑济

钢”的目标。 

为真实记录济钢创业初期的筚路蓝缕、栉风沐雨，

追忆先辈的艰苦创业；为留得住“乡愁”，知其所来，

开启未来，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真实记录济钢 60

年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的豪迈业绩，激励奋力开启建设全

新济钢新征程并决定实施济钢记忆工程。本课题正是围

绕着济钢记忆工程制作展开研究。济钢记忆工程是记录

历史、传承文明、服务社会、造福人民的社会公共事业，

一直受到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主动担当城市记忆守

护者角色，记录收藏、征集保护、开发利用城市记忆档

案资源，传承历史文化、弘扬城市精神，更好地为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2.城市记忆特点 

城市记忆工程建设的目的就在于维护全城人民的

共同记忆，守护珍贵的共同记忆遗产，而地理信息系统

（GIS）技术与虚拟现实（VR）技术就为此提供了便利。 

英国泰恩-威尔郡档案馆开发的“隐秘的纽卡索”（APP）

就是运用 GIS技术的典型案例，当用户走在城市街道上，

打开移动应用终端，就会呈现出所在街区的老照片等，

讲述一段历史故事或趣闻轶事，带你“穿越时空”。它

所讲述的内容并不是教科书式的事实真相，它并没有给

每一个历史时期提供完整的故事内容，而是启发公众，

激起其想象力和好奇心。应用 VR 技术的典型案例当属

荷兰国家档案馆的“记忆宫殿”，他们将国家档案馆的

馆藏视为一个世界地图，并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进行 3D

转化，通过虚拟城市项目，使公众了解照片档案的馆藏

数量、范围与多样化。这个虚拟城市就安置在展厅的中

心，开发者将其称为“照片都市”，它设有 10 个子类

包含万余张照片。其实，在国内也有相关实践案例，如

山东大学校史馆就采用 VR 技术展示校史资源，增强观

感体验。 

城市记忆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城市记

忆差异性。城市记忆具体表现在个体对于城市文化、发

展历程独特的主观认识理解，其差异性主要源于个体的

主观意识，以及其掌握不同的城市记忆相关历史记录。

城市记忆是一种对过去城市整体形象的认知和重构，具

有全面性、客观性，城市记忆构建应该兼顾各社会主体

之间不同的记忆诉求。城市记忆是城市文化传承的重要

媒介，对城市的经济、文化以及政治等能够产生重要的

影响，一座城市的衰败，无关庙宇的坍塌，人口的下降，

经济的萧条，而在于对城市记忆的消失。 

城市记忆资源分散化。城市记忆的载体是城市建

设、管理、变迁、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历

史记录。而实际上，城市在成长的过程中接触最多的是

市民，市民手中拥有大量城市设施、管理、变迁、发展

过程中的历史记录。而档案部门本身虽有一定的收集，

但由于其馆藏限制、渠道限制，其掌握的资源并不能完

全反映城市建设、管理、变迁、发展的过程，总会出现

一定的遗漏和不足。城市记忆构建，将参与者范围扩大

为广大市民，也无形中把城市记忆构建资源收集范围拓

展至每一市民，使得分散于市民手中的城市记忆资源能

够得以利用。城市记忆构建模式的运行需要在保证城市

记忆能够全面、可靠反映城市方方面面，提升市民归属

感的同时，更要突出城市的优势、特色，为城市的形象

宣传提供帮助。需要指出的是，城市记忆是一项集体记

忆，城市记忆构建不仅是通过全民参与收集城市记忆素

材，同时这也是一项个人记忆整合为集体记忆的工程。 

市民归属感需提升。当前社会，城市都处于高速发

展阶段。市民从城市中能够找到情感寄托的物质载体也

在高速的城市发展进程中逐渐消亡，越来越多市民对城

市产生了陌生感，同时，随着城市化规模的不断扩大，

城市周边的乡镇和村庄都纳入到城市发展进程之中，打

破了原有传统，原有村民虽然身份变为市民，但其精神

和思想上仍需转型。在这种环境下，无论是原有市民还

是新增市民，对城市归属感和认同感降低，缺乏对城市

的热爱。而城市记忆构建能够为市民提供承载深情、寄

托精神载体的空间，有利于提升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和

归属感。 

数字交互技术的发展能够提供相应技术支持。城市

记忆的构建另一个关键点就是把零散的个人记忆吸纳

并有序整合并被广泛认同成为一项集体记忆，而其中的

基础是对零散资源的整合。数字交互技术的发展为资源

的传输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数据库技术为资源共享、存

储提供了支持，同时智能信息处理软件也为资源的整

合、处理提供了帮助。因此，从技术层面上看，成熟的

信息技术能够为城市记忆构建提供技术支持。例如，中

国人民大学冯惠玲教授于 2013 年开始主持“北京记忆

——北京文化资源大型数字平台”建设，综合运用多种

现代信息技术，包括数据库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

术、移动通信技术、ISLI/MPR 复合数字出版技术、GIS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3D 技术，通过对文化资源的选

择、诠释和再现，面向公众构建可视化展示与互动平台，

构建信息时代的北京城市记忆。 

3.济钢记忆工程分析 

济钢记忆工程利用三维动画技术，制作钢铁生产流

程，增加其科普知识性，增强其互动性、体验感、沉浸

感，真正做到寓教于乐。另外，制作卡通拟人物作为引

导物，拉近低幼年龄段体验受众，增强参与感、趣味性，

提高学习兴趣。利用 VR 设备加强互动，真正做到“动

手做、做中学”，主动获取知识、应用知识。打造成为

钢铁科普基地，研学基地，模拟实训基地。 

通过济钢记忆工程的开发设计与研究，进而开展各

种“城市记忆工程”和“乡村记忆工程”建设。当前我国城

乡记忆工程从建设主体维度，可以分为档案部门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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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门主导和文物部门主导三种模式；从建设层次维

度，可以分为“资源建设型“”资源开发型“”资源利用共享

型”三个层次。 

根据济钢文化内涵进行制作，围绕济钢集团的发展

过程和成果，确定一条宣传主线。风格要求色彩靓丽，

简洁明快，节奏清晰，富有活力；依托图片、动画、全

景及虚拟现实等技术要素，全面展现济钢从建厂到转型

发展期间的大事件、重要节点、杰出人物、成就及贡献，

深刻体现济钢的一团火精神以及社会使命感；通过多硬

件、多平台、多渠道、多体验、多受众的传播路径，构

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交互体验项目。达到走进济钢、了

解济钢、牢记济钢、传承济钢精神的社会意义。 

真实还原厂区建筑及设备效果，画面精美，仿真度

高，真实感强；完成整个项目范围（约 5.9 平方公里）

内的倾斜摄影、街景、全景约 300 个点位（点位数服从

于重点区域）数据模型的制作，其中重点展示区域的厂

区或设备需是高精度模型，制作精量，细部表现到位，

能真实还原厂区建筑及设备效果，画面精美，仿真度高，

真实感强；全平台系统界面美观、运行流畅、操控方便、

功能完善、用户体验好；VR 系统，沉浸感强、具有身临

其境的真实感、系统流畅、无卡顿、操作简便、具备良

好的用户体验。 

根据查阅文献和实地调研发现当前记忆工程交互

设计与应用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目前国内已成立了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文博、档案等机构也开展了相

关文化建设项目，也有各类企业在从事相关文化产业，

但尚没有明确的记忆工程建设战略，与“互联网+”城市

记忆建设的协同度亟待加强。其他地区已启动的记忆工

程往往由档案馆、图书馆等机构承担核心功能，推动记

忆工程的机构类型较为单一。二是已启动的记忆工程重

视记忆信息资源的单次采集和保存，将记忆工程等同于

围绕记忆主题的信息资源管理系统开发和建设，忽视记

忆资源采集和保存过程中涉及的各种亚文化以及旅游

开发、非遗保护、拆迁改造、公共文化服务、文化惠民、

文化创意产业示范推广、文化科技创新、信息化与服务

业融合等复杂关系的协调和梳理。由于对区域记忆本体

的理解和建模不够全面，使得技术应用较为单一，对涉

及空间地理信息、城市运行动态、濒危文化实体数字化

抢救、文化内涵挖掘展示等遥感、视频监控、射频识别、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新媒体推广、APP 开

发等技术应用不足，尤其对文化实体的数字化迁移和文

化内容的数字化再现不够重视。 

具体解决措施：一是建立由联合运行，文化创意、

信息服务类公司和普通民众广泛参与的管理模式，加强

顶层设计，完善记忆工程体系规划，建设制度体系和技

术标准体系。二是综合运用传统收集、记录和保护技术，

以及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信

息采集和资源建设上，采用征集、拍摄、3D 打印、测绘

遥感、建立信息编码规则等管理和技术手段，在信息处

理和存储上，采用文字和图像识别、图像处理、三维重

建、多种数据信息智能关联、数据库建设等技术，在信

息开发与服务上则综合运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

现实、基于专业词汇或自然语言的高效检索以及新媒体

推广、APP 开发等技术。 

4. 社会价值 

社会应用价值是按照设计服务导向和大中型企业

属性的要求，积极推进数字交互设计，城市记忆工程在

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中其研究价值巨大，带来的社会效

应和设计效应能够产生爆炸式传播，是数字设计领域的

发展方向，同时也是向大众传播设计艺术、增长设计见

识、增强设计体验的有利应用平台，具有重要的研究价

值和应用价值。对于济钢企业来说有以下几个价值：  

承载济钢历史的需要。历史需要被记忆，济钢记忆

工程正是对济钢历史承载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济钢

记忆工程是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服务社会、造福人民

的社会公共事业，一直受到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主

动担当城市记忆守护者角色，记录收藏、征集保护、开

发利用城市记忆档案资源，传承历史文化、弘扬城市精

神，更好地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满足民众体验的需要。随着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

民众不仅追求大众化服务需求的满足，而且进一步追求

个性化、体验化的经历与服务。现在的济钢厂区无法满

足民众的参观与体验的需求，实施济钢记忆工程不仅可

以保留济钢厂区的原始风貌，而且能够满足民众对钢铁

厂的好奇，同时提供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体验方式。作

为城市历史的见证、文化的积淀和生生不息的证明，展 

现城市在不同生命周期里的文化印迹，满足公众认知城

市历史文化的强烈需求；通过记录和展现人在城市变

迁、文化发展中的作为、事迹，弘扬优秀文化，丰富城

市精神内涵和提升城市人文精神，强化人们对于城市家

园的认同感、归属感。 

济钢品牌推广的需要。济钢的品牌形象通过一块块

钢铁经过近 60 年的磨砺树立发展起来，作为有着优秀

工业文明传承的济钢品牌需要持续发扬下去。实施济钢

记忆工程既可以作为济钢文化品牌对外推广的窗口，也

可以作为未来博物馆建设的重要资源。另外，现代文化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高技术产业的支持，建设济钢后工业

景观公园既是钢铁文化价值的体现，也是“互联网+”

时代的具体实践。 

5.结论 

城市记忆是知识的一种社会形式，是众声喧哗，是

百花齐放。城市发展的历史与故事水乳交融，“城市记

忆工程”的最终原动力来自公众。在济钢精神的引领下，

通过多硬件、多平台、多渠道、多体验、多受众的传播

路径，构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交互体验项目。达到走进

济钢、了解济钢、牢记济钢、传承济钢精神的社会意义，

力图使济南成为大众视角下现代化、多元化现代社会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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