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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多伦多西皇后西街为例，借助个人采访、实地观察获取的一手数据及媒体采访获取的二手数据，

分析了购物街对展示当地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首先，分别探讨当地购物街塑造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三个元素：审美、集体记忆及城中村模式对所在社区的影响；其次，本文认为这三个元素忽略了非

物质文化的传播性，因此，建议将“保护而非禁锢”(“safeguarding, without freezing”)作为当地购物

街塑造非物质遗产的第四个重要元素。这四个元素的结合不仅确保了当地购物街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

产者的地位，而且可以成为评估购物街是否应纳入保护框架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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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oronto’s West Queen West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uses personal interviews, observa-
tions, and data collection, to analyze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ound in local shopping streets. 
Building upon previous research,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ree ways in which local shopping str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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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1) aesthetics, 2) collective memory, and 3) the urban village 
model. This paper then suggests the three proposed ways exclude the necessary element of trans-
mission of intangible culture; thus, the element of transmission through the concept of “safeguard-
ing, without freezing” should be included as the fourth way local shopping streets develop and 
shap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four elements not only secures local 
shopping streets as producer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ut also serves as criteria to deter-
mine whether a shopping street is one in need of prote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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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从 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UNESCO”)组织召开会议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

约》(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下简

称“非遗”)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成为众多文化研究关注的焦点[1]-[6]。中国从 2004 年左右开始重视制

定和执行非遗保护与传承的相关政策，新时代下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发展是侧重关注领域之一，本研

究正在此视角下，分析加拿大多伦多市的当地购物街如何创造和塑造非遗，以及购物街为什么应该被纳

入“非遗”的定义中。 
当地购物街通常被人们视为打发时间或完成购物的杂乱区域或旅游景点。购物街的艺术、文化和休

闲属性在日常生活中常被忽略，但其在无形中推动了游客和周围环境之间产生潜意识的互动，对不同人

群间的交流产生了影响。居民与周边环境的互动和依赖看似平凡，但这种日常交流是构成当地非遗形成

的一部分[7]，并对提升当地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和认同感有很大影响。 
尽管当地购物街拥有重要的文化功能，并对当地人群的幸福感有正向影响，但它们很少被认为是创

造非遗的场所。从购物街作为文化空间的角度来看，它创造的非物质文化不属于“传统”的五种非遗类

型 1 [8]。可能对许多人来说，保护从平凡和随意的空间里产生的无形事物，而不只是保护传承下来的传

统或艺术，是一个新的尚未被充分理解的非遗保护理念，但这个理念的重要性和接受度正在增长。越来

越多的文化学者已经达成了共识，认为购物街创造的非物质文化，包括购物街创造的遗产和社会实践，

应该被 UNESCO 认可为正式的非遗类型。购物街创造的非物质文化符合 UNESCO 定义的非遗所包含的

四个元素：首先，非遗应该传统的、当代的，并在同一时期是活态的(traditional, contemporary and living at 
the same time)，而购物街融合了过去和现代文化群体的元素，实现了独特的审美主体。第二，非遗具有

包容性，有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inclusive and contributes to social cohesion)。街区具有集体记忆，提供认

同感和持续感，并通过现在将我们的过去和未来连接起来。第三，非遗具有社区代表性(representative of its 
communities)，以及第四，非遗被社区认可(recognized by the community) [9]。通过城中村模式的运作，购

物街满足第三个和第四个元素，能够服务于大量的当地社区居民而不只是陆续进进出出的游客。这个模

式让街区与居民之间产生一种亲密感，使经验和故事在社区中保持了原生化、代表性，并扎根于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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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2) 表演艺术；3) 社会习俗、仪式和节日活动；4) 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 传统手工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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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满足 UNESCO 的定义之外，购物街与“传统”的非遗类型一样，创造的遗产可以由后代传承

下去，并保留社区的认同和故事。Zukin 提出，购物街通过三个主要元素 2 塑造非遗，但没有突出街区

对遗产的传播能力。非遗的一个关键元素，是能够以相关的、可访问的和可以被重建的方式，传播文

化遗产到下一代，否则遗产就有消失的风险[10]。不考虑购物街是否甚至如何满足非遗的传播性条件，

不仅是忽略了非遗的一个重要元素，也是忽略了购物街对创造非遗的潜力。因此，本文提议把 UNESCO
认可的“保护而非禁锢”(“safeguarding, without freezing”)概念作为购物街塑造非遗的第四个元素，即

传播遗产的能力。 
本文以加拿大多伦多市西皇后西街(West Queen West)为例，分析购物街如何通过四个元素：审美、

集体记忆、城中村模式和传播能力，展现购物街创造非遗的能力。为了更好地了解西皇后西街的运营、

历史、故事和当地身份，研究分析了六位企业主的邮件回复、西皇后西商业改进区(Business Improvement 
Area—BIA)的协调员赛萨克(Rob Sysak)和科技公司的访谈、研究者自己的观察以及与路人的一些对话。

研究支持应该拓宽非遗的定义，从而涵盖购物街创造的社会实践和生活方式。购物街应该被视为创建非

遗的重要基础，它们的重要性超出了它们的休闲外观。购物街需要在遗产保护框架中得到关注和考虑，

以确保当地的身份象征和故事具有代表性和传播性。 

2. 案例选择：多伦多市的西皇后西街(Toronto’s West Queen West) 
 

 
Figure 1. Location of West Queen West from Bathurst St. to Gladstone Ave., photo from Google Maps 
图 1. 西皇后西，从巴瑟斯特街到格莱斯顿大街，来自谷歌地图 

 
西皇后西跟周围环境有所区别，形成了很独特的环境感，让居民和游客感觉是可以远离大城市并得

到休息的地方。除了购物街，西皇后西拥有悠久的历史，是 20 世纪 90 年代多伦多著名的艺术和文化中

心之一，至今仍继续融合和支持多伦多市当地艺术和文化群体的作品。尽管主要是一条购物街，但由于

存在与街道接壤的住宅区及迎合周边地区的商业和服务，它也被称为一个“街区”。 
西皇后西是皇后西街沿线的三个大路段之一 3，是从巴瑟斯特街(Bathurst St.)到格莱斯顿大街

 

 

21) 审美；2) 集体记忆；3) 城中村模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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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adstone Ave.)的一条两公里长的地带。以上图 1 显示西皇后西街的范围。它被称为“艺术与设计”

区，拥有包括超过 300 家创意企业和景点在内的多种设施，如艺术画廊、餐厅、圣三一贝尔伍德公园

(Trinity Bellwoods Park)、德雷克酒店(The Drake Hotel)和格莱斯顿之家(Gladstone Hotel)两家精品酒店，

以及繁华的夜生活。其混杂的设施体现了“城中之城”，并包含联合国人居署提到的，在城市文化可

以被视为“地方身份的视觉象征”的许多设施：“文化在宫殿、宗教建筑、戏院、博物馆、娱乐场所、

公园、纪念馆、市场、商店和餐馆的环境中形成。这些反过来又成为当地身份的视觉象征”[11]。便利

设施和文化体验使社区能够在其范围内充分发挥作用，并为当地社区服务，最终像多伦多市内的一个

小城市一样运作。 

3. 购物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四个元素分析：西皇后西街为例 

3.1. 西皇后西的审美主体 

西皇后西的独特之处不仅仅在于物质遗产，也来自街道当地的艺术界营造的总体氛围。在建筑方面，

自从第一批企业开业以来，街道的建筑设计上保持相对不变。由于规定禁止建造超过 5 层高的建筑，以

及对修复维护外墙的材料的限制，建筑风格主要由风格统一的一到四层建筑组成，97%的建筑都在 1 到 2
层高之间。这些建筑物的店面一般只有 2~7 米宽，下层是商业，上层是住宅[12]。以下图 2~4 展现当前

的建筑，图 5 展示 1919 年的建筑风格[13]。图片相比，可以看到建筑风格的连续性。 
美上的连贯性归功于多伦多市“主街”的商业发展，其中城市被设计成由主街道组成的巨大网络，

这些主街道划分出了邻里的社区区域。皇后西街是最早允许从西向东移动的主要交通街道之一[14]。由于

交通便利，街道两旁聚集了商业和住宅区，创造了混合用途的商业和住宅空间。密集的历史商业建筑创

造了有年代感和空间感的街景。大多数建筑建于 19 世纪 80 年代至 20 世纪 20 年代之间，反映了具有时

代特点的建筑风格[12]。据赛萨克说，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企业及其标志，建筑首层的 10~15 英尺经过

了多次翻修，这导致了一些建筑细节的丢失，但除此之外，建筑仍然保留了许多最初建造时的元素。根

据皇后西街遗产保护区的研究，如果建筑物仍然能展示当时的建筑元素并且没有缺失太多原始元素，那

么建筑将继续为遗产特征做出贡献[14]。 
 

 
Figure 2. Street view, photo by author 
图 2. 街道风格，来自作者 

 

 

3 三个路段从最早发展到最新是皇后西街、西皇后西然后帕克戴尔(Parkdale)。由于士绅化，从皇后西街最东部一直发展到最西部。

虽然最早是皇后西住街的三个阶段，由于多年来的发展，3 个阶段已经成为独立的社区，具有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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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Architectural style, photo by author 
图 3. 建筑风格，来自作者 

 

 
Figure 4. Current architectural style, photo by author 
图 4. 当前建筑风格，来自作者 

 

 
Figure 5. Architectural style from 1919, photo from Toronto 
Archives 
图 5. 1919 年建筑风格，来自多伦多市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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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独特的建筑遗产外，西皇后西的另一部分特色来自艺术家人群对社区的影响。街上经常能看到

壁画或艺术展览活动。多伦多市跟当地的艺术家群体的关系并不是一直愉快的。尽管该地区在 19 世纪就

已经开始形成，但直到 1980 年代初期，才在艺术界的帮助下真正扎根，开始与艺术家群体开展合作，并

吸引了来自其他城市和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艺术家们涌入西皇后西，立即改变了起初的商业模式和设施

类型，比如出现了更多的画廊、咖啡馆、时装零售商和家具店，吸引了年轻的、有创意的受众群体。在

21 世纪 00 年代中期，由于德雷克酒店和格莱斯顿酒店的重装开业，以及现代艺术博物馆(MoCCA)的迁

入，使得西皇后西经历了又一次复兴。以下图 6 和图 7 是两家著名酒店。随着该街区变得越来越时尚和

高档化，产生了一个推动新旧融合的共同主题。虽然德雷克酒店和格莱斯顿建于 19 世纪，但人们努力将

其融入进当前的艺术家群体，并通过让艺术家添加他们的风格来反映当前的时代和社会运动，这形成了

一种将历史建筑位于新“时尚”社区中心的独特氛围。这两家酒店将西皇后西带入了一个新时代，街区

涌现出了一大批时尚餐厅、酒吧、夜总会和现场音乐场所。两家酒店都是非常成功的企业，为了让酒店

不失去社区的艺术灵魂，还经常会举办艺术活动、创意节目和画廊来支持和帮助当地的艺术家群体。 
 

 
Figure 6. The Drake Hotel, original building (left) new expan-
sion (right), photo by author 
图 6. 德雷克酒店，原建筑(左边)扩建(右边)，来自作者 

 

 
Figure 7. The Gladstone Hotel, photo by author 
图 7. 格莱斯顿酒店，来自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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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完的德雷克酒店于 2004 年重新开业，原本的建筑被白砖覆盖，使其在以红砖为主的建筑中脱颖

而出，而旁边新的扩建部分则更具现代感，在新旧之间创造了独特的平衡。建于 1889 年的格莱斯顿酒店

是多伦多市的另一个标志性地标，是多伦多市最古老的酒店建筑之一，1973 年被列入重要遗产建筑，2004
年又被列入《安大略省遗产》第四部分中的文化遗产。酒店采用的理查森罗马式风格设计，是当时火车

站、教堂和图书馆等公共建筑的流行风格，建筑的特点是其粗糙的石头和砖块，以及窗户和门廊入口处

引人注目的拱门。2000 年代以来，格莱斯顿酒店已成为社区的艺术中心，并通过策划地区艺术展览和将

艺术作品融入客房设计的方式，继续支持当地艺术界的创作[15]。 
西皇后西通常被描述为一个独特、舒适、具有艺术性的和历史悠久、与众不同的地方，并在与市中

心其他地方的对比中脱颖而出，这不仅体现在建筑设计方面，也体现在生活节奏、商业类型和人际交往

方面。尽管有时是非传统性质的，但它符合多伦多市的“自由”，人们可以探索自己的身份并追求他们

想要的任何东西。西皇后西的美学不仅仅体现在建筑上。建筑不仅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反映了该地区的

历史发展及起源时的特征，而且通过自由和创造性的表达融入了当地人和居民的身份。在步行穿过西皇

后街时，能感觉到艺术和文化的重要作用，艺术和文化如何继续推动社区的审美主体，以及社区如何支

持和融入当地艺术群体的灵魂。 

3.2. 西皇后西的集体记忆：多元化文化 

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西皇后西代表一个时间已放缓且似乎不同于多伦多市其他地区发展速度的地

区，这使得能够将社区与过去联系起来的且具有文化意义的地区仍然存在，并通过社区让故事代代相传。 
Blokland 提供了两种解释集体记忆的方法。第一种是指，“集体”与特定单一事件无关，而是回忆

记忆的过程；通过将每个人的故事添加到一起，从而形成集体记忆。第二种是指，集体记忆可以被认为

是故事的“容器”，装载着过去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并不一定是亲身经历的。个人记忆有助于集体，但

集体也会影响个人记忆的重组[16]。Cordonnier 认为个体(the individual)与多元(the collective)之间的互动本

质上是相互的(reciprocal)。因此，集体记忆应该被视为一个沙漏，一端是集体，另一端是个人，沙子就是

记忆。每一次翻转都会产生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的结合[17]。将集体记忆视为沙漏，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尽

管某个人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些记忆，但群体的集体记忆仍能够对群体中的个人产生影响，并有助于增强

群体凝聚力。 
研究者发现围绕社区的集体记忆大部分涉及到社区的多元文化起源、艺术和音乐历史，以及多年来

的“缺席”(absences)。多伦多市被誉为世界上最具多元文化的城市之一，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城市的多元

文化主义是如何形成的。这种声誉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皇后西街，它是最早的大批工人阶级移民定居

并开展业务的地区之一[18]。在移民到以白人为主的盎格鲁新教和政治保守城市的中心地带时，新移民受

到了排斥并被视为令人讨厌的人群。因此皇后西街成为了许多移民和难民的家园，比如逃离马铃薯饥荒

的爱尔兰人、逃离奴隶制的美国黑人、意大利移民劳工和逃离欧洲的犹太人。在二战后的二十年，该地

区包含市政厅和伊顿中心在内的大部分建筑物都被拆除，为市政大楼、民用建筑和医院让路。因此，原

本的文化聚集区分裂并搬迁到其他地区，在新的地区重新建立了文化聚集区并开始创业。 
建于 1889 年大会堂(The Great Hall)，是西皇后西 125 年历史的象征。该建筑不仅是居住在西皇后西

的波兰社区的象征，也是历史上各种组织的总部、政治活动的竞选舞台和表演艺术中心。在 1940 年代，

该建筑是波兰国家联盟的所在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成为了欧洲难民的临时住房[19]。整个 20
世纪中，大会堂继续作为多伦多市波兰社区的中心，经常被用来展示波兰文化元素。 

多元文化主义的记忆也存在于长期居住在社区的居民中。赛萨克和另一位企业主都记得那位在社区

中比较有名的、年逾八旬的女教师，汉娜女士(Ms. Hanna)。她以前是学校的老师，每年开学时，她会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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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学习几句外语并亲自去新生家中，用他们的语言向孩子和家人介绍自己。这一直存在于社区人们的记

忆中，以至于当她每次光顾店铺时，店主都会想起她在不同文化不被欢迎的时候为社区所做的贡献。 
虽然西皇后西从一开始就有了很多当地的小企业，但现在街上历史最久的企业也只有几十年的历史，

现存的许多企业都是在 21 世纪 00 年代中期，西皇后西刚开始流行时成立的。虽然企业本身可能不会表

现出长寿，但街道两旁的商业类型在历史上一直保持着相当的一致性，其中大多数是本地独立的个体户。

现场音乐场所也没有远离地区，与该地区艺术和音乐历史形成了连续性。当被问西皇后西的商业类型以

及他们在附近生活和工作的记忆时，一家著名现场音乐场所的老板回忆说，他经常会想到当时的音乐场

景。80 年代中后期，许多著名乐队都与该地区有关系。另一位经营了 35 年的现场音乐场所老板表示，

更多激烈的犯罪活动使当地房地产价格下跌。这种环境为娱乐场所、酒吧、餐饮等行业的立足创造了新

的机会。 
尽管西皇后西因士绅化而失去了一些当地企业，社区并未受到现代消费文化的大幅影响，也没有看

到大量大型零售商的进入。赛萨克表示，这主要与建筑物的设计以及整个街道保持建筑内聚性有关，受

到店面小、整体面积不足的因素影响，大型零售店难以进入该地区。西皇后西毗邻以消费主义为设计理

念的多个著名街区，如为消费者提供奢侈品零售体验的约克维尔(Yorkville)社区，因此西皇后西上的企业

也倾向于提供其他地方所没有的独一无二的产品和服务。由于企业的本地化和专业性，消费者通常有明

确的需求，也知道店主是非常值得信赖的。虽然疫情导致多家企业倒闭，尤其是时尚零售商，但该社区

的需求和吸引力仍然很高，很容易找到新企业来填补空缺。赛萨克说，新的企业想进入西皇后西，是因

为其自身营销出了一种与周围的其他社区完全不一样的、非常独特的氛围。 
除了重现历史遗产的故事之外，缺席也构成一个群体的记忆。纪念阿里在 1966 年访问多伦多市的牌

匾被安装在一幢六层楼的公寓中，这幢公寓的前身是伯爵沙利文多伦多运动俱乐部(Earl Sullivan’s To-
ronto Athletic Club)，阿里曾经在这个俱乐部进行过训练。社区曾反对公寓的建设，却输给了安大略市政

委员会。不过，开发商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安装这块牌匾。相对来说不那么悲惨的缺席，是曾经泛滥的街

头非法活动。据赛萨克和一些店主称，非法活动一度十分猖獗，尤其是在圣三一贝尔伍德公园一带。赛

萨克回忆，非法活动的缺席让人回想起该地区曾经的模样及该地区在打击犯罪方面取得了多大的进步。

近年来，疫情也造成了大量的缺席。餐馆、音乐场所和表演厅的关闭对当地艺术家、音乐家和创作者造

成了不利影响，因为许多人是在追求事业的同时从事兼职表演工作，但现在却没有机会展示他们的才华。

因此，许多年轻的艺术人才从多伦多市搬离到租金更便宜的地方或开始从事全新的职业，多伦多市失去

了大量的青年才俊。疫情造成了严重的缺席，尽管这些缺席是最近才发生的，但已对社区产生了重大影

响，并将在未来一直笼罩着整个社区。企业的关闭以及街道在疫情后恢复的复原力将成为后代故事的来

源。 

3.3. 西皇后西的“城中村”：保持本地化 

西皇后西位于市中心且是一个旅游地点，但社区仍然倾向于是为当地社区服务，而不是为来来往往

的游客，这使得该地区产生的经历和故事大多被保留在了当地。如前所述，这条街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企

业的专门化以及店主能够提供的专业知识和服务。这些企业有他们熟悉的个人客户，而其他店主也会来

此寻求建议或购买商品，因为他们知道这家商店是这条街道甚至这座城市中最好的。店主和经常光顾店

铺的行人也与艺术家建立了关系。这些艺术家在保持社区独特性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也是吸引全市人

民前往该社区的一个因素。许多店主与艺术家在互相结识的同时，也在互相提供帮助。 
西皇后西的“乡村感”和“邻里”氛围大多来源于街道中大量能够产生强烈的地方依恋感(place at-

tachment)的第三和第四空间中。“第三空间”是指工作和家庭之间的中立场所，比如酒吧、咖啡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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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等。无论其社会地位如何，人们都可以在这里进行交流且来去自如，同时也可以与同事、朋友、亲朋

好友互动[20]。由于建筑物与人行道和道路相关的性质，购物街也提供“第四空间”。第四空间在用户群

体和社会关系方面比第三空间更具社会多样性[21]。第三空间的主要活动是谈话，但第四空间的活动包括

所有中间活动，例如人们观看、步行、等待和“消磨时间”。第四空间包括但不限于咖啡馆或商品店等

企业类型，还包括中间或剩余空间，比如与陌生人会面的小路、长凳、边缘空间和道具等区域。第四空

间是改变日常公共环境特征并引入“超时”情绪的强大工具，可以增加一个地方的活力、自发行为和社

交联系[21]。在西皇后西，经常能看到人们站在人行道的边缘聊天或抽烟，或坐或立在门槛下，或靠在某

间店铺的柱子上。人们可以从第三空间无缝衔接到第四空间，反之亦然，从而改变与他们互动的人群的

类型。 
第三和第四空间会产生情感依恋(attachment)，即通过个人经历和发生在该地点的互动，个人对该地

点赋予了一定的意义[22]。这种依恋感是驱使人们返回某个地区的原因，也是驱使人们继续在实体店购物

而不是在网上购物的原因。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是当地购物街仍然保持活力的根本原因。Low 和

Altman 认为，人们会在发生以下情况后再次光顾实体商店：1) 在该商店有过积极的体验(地点认同)，2) 当
商店为他们提供他们需要的东西时(地点依赖)，以及 3) 当他们与人们形成人际关系，例如跟同事、客户

伙伴等(社会纽带) [22]。当这些元素结合在一起时，就会产生地方依恋，但这些元素可以脱离商店的环境

并应用于社区。当某人在社区中有积极的体验、社区能够提供此人正在寻找的东西且此人能够在社区中

建立社会关系时，就会形成情感依恋，而这些紧密的关系会促使这个人回到该地区，使得社区能够在其

范围内保持业务本地化、竞争性和流通性。除了地方依赖，西皇后西还提供了许多便利设施，使该地区

像一个微缩城市，可以让人们在不离开这附近的情况下，就有足够的设施来完成工作。圣三一贝尔伍德

公园是多伦多市最繁忙和最大的公园之一，里面有餐馆、咖啡馆、酒吧、艺术画廊和不同类型的商店，

也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活动。这些元素创造了世俗的社会、经济和习惯性交易，在西皇后西形成了一个错

综复杂的文化生态系统。 

3.4. 西皇后西的保护而非禁锢(“Safeguarding without Freezing”)：技术的结合 

通过“保护而非禁锢”(“Safeguarding without Freezing”)的方式来传播文化遗产，应该被认可为当地

购物街塑造非遗的第四种方式。遗产能够得到传播，意味着街道有意识到非遗存在的能力，能够通过采

取保护措施来维持发展和塑造遗产，并将其传承给后代。如果不对当地购物街展现出独特的审美、集体

记忆和城市社会感采取保护措施，那么随着当地人搬出社区，该社区可能会逐渐失去其历史和遗产。购

物街认可、维持及传播文化遗产的能力，进一步证明了它们应被纳入非遗创造地，同时由于购物街是公

共空间，其发展很容易受到各种外部影响，它们也应该被纳入遗产保护框架。 
由于快速变化的消费文化和购物街的现代化，当地购物街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将其独特的文化元

素保存并传递给后代。现代化也引起了真实性的担忧，即该街道正在保留一些与当地认同不再相关的东

西。可以说，当地的购物街经历了如此大的社会经济变化，以至于没有什么真正的东西可以保留。然而，

非遗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动态的，并且由于其创造者和传承者的历史和社会演变在不

断变化[23]。因此，非遗的“真实性”并不是害怕现代化，而是在现代化面前，社区、群体和个人的文化

变动及社会演变。为了面对传播性和真实性的挑战，西皇后西引入技术元素来连接该地区的过去、现在

和未来。采取技术保护措施可以使一个地区在保护和现代化之间取得平衡，不仅可以继续向后代传播文

化元素、保持其在技术和社交媒体时代的相关性，而且还可以真实反映该地区在数十年的外部影响中产

生的变化。ICH 公约呼吁当地文化传承者参与保护过程，不仅要识别非遗的元素，还要协助制定振兴非

遗的计划和活动[24]。UNESCO 表示，保护措施是指“加强对非遗的不断演变和诠释以及将其传承给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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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所必需的各种情况”[10]。为了实现非遗的不断演变和诠释，西皇后西采用技术以确保非遗为了在未来

几十年内不断演变和传承，并采取保护措施的行为标志街道对需要保护文化遗产的认可。 
“保护而非禁锢”的目标是在保护一个地方独特性的同时不断适应当前时代，使其与后代相关联并

可供后代使用。文化遗产是一个有生命的社会过程，需要新旧传统的结合才能生存。在快速消费时代，

需要在保护(preservation)与现代化(modernization)之间保持平衡。博物馆的数字化、旅游平台的数字化，

以及“智慧城市”的采用正在不断兴起，但很少有人采用技术来探索和传播看似平凡的购物街中的艺术、

文化和遗产，特别是无法在博物馆展示且没有明显展示文化遗产的区域。西皇后西将科技和人工智能融

入到整体规划中，不仅意味着创新和对社交媒体新时代的适应，也是一种分享和保存当地人的故事并将

其传递给未来观众的方式。 
西皇后西是为数不多的几条积极探索方式方法，来让街道故事和遗产接触更广泛受众的购物街之一。

首先，通过使用技术鼓励人们返回街道并增加人流量；其次，通过通俗易懂的媒介，详细介绍该地区的

历史和文化。在关于城市中心弹性(resilience)的研究中表明，使用数字平台、应用程序、人工智能或增强

现实技术(Augmented Reality, AR)来促进城市发展并增加购物街和市中心的人流量是有效的。莱比锡在研

究中发现，数字应用程序可以作为解决城市中心弱势性(vulnerability)的方案，并可以提高弹性[25]。研究

建议创建一款数字应用程序，作为中央信息工具或向导，列出服务、产品、特别活动和特别优惠，特别

是列出缺乏在线业务的小型企业。研究发现，受访者更偏向于网上购物，因为他们不知道在街道上有哪

些服务或产品可供选择，而且在网上更容易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对于这类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人们可

以通过程序提前知道他们要寻找的商店位置、某些便利设施、公共卫生间和其他有用的信息，让参观实

体店和购物街变得更具吸引力。 
在讨论整合数字应用程序时，赛萨克提到了创建数字交互式地图背后的想法和缺点。赛萨克表示，

数字地图很有用，但通常无法展示和教育当地的文化和故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BIA 正在与多伦多市

一家交互式地图和人工智能公司协商，创建一款交互式地图，不仅可以显示位于该街道的企业，更重要

的是，平台可以结合用户定位展示有关建筑物、艺术雕塑背后的文化、遗产、历史等信息。赛萨克说，

很多人看到一幅壁画但不会知道其背后的故事或哪位艺术家创作的。通过技术方式向人们介绍更多有关

西皇后西的故事，将吸引更广泛的受众。技术公司的一名团队成员表示，他们与各种组织合作创建交互

式地图，帮助游客从当地人的角度探索该地区。当被问及为什么这很重要时，该公司表示，从当地人的

角度进行探索意味着了解鲜为人知的地区以及与这些地区相关的背景故事。这些组织可以在交互式地图

中自由地融入他们希望展示的元素，并成为自己社区的专家。 
利用地图和增强现实技术来展示西皇后西的历史、审美和遗产，也是增加地方依恋和集体记忆的创

新方式。人工现实技术意味着游客将能够通过手机看到和体验该地区过去的样子，并了解特定地标或艺

术品的历史或文化意义。回顾 Blokland 和 Cordonnier 对集体记忆的解释，集体记忆不一定是个人经历的，

而是将记忆片段组合在一起的过程。这项技术的采用不仅可以让当地人和游客产生相互的联系，还可以

拼凑出与西皇后西相关的记忆，这些记忆可能是由于该应用程序而新建立的。随着这项技术的融入，游

客可以获得真实的体验，将看似平凡的购物街变成丰富的文化体验、展示社区的集体记忆和当地认同。 
虽然不同环境下的保护措施可能有所不同，但西皇后西是多伦多市为数不多的采用了交互式地图和

增强现实技术将该社区的文化遗产传递给后代的公共空间之一。需要注意的是，保护措施需要社区成员

间的共同努力，才能使被保护的遗产能够代表社区。 

4. 结语 

当地购物街通常只因其表面的特征而被认可为一群商业和便利设施的集合，人们在那里完成一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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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活动。然而，这些平凡的习惯性活动创造了非遗，代表了当地的身份并增加了特定群体的凝聚力。

西皇后西通过四个元素展示造成非遗：第一，它具备独特的审美；第二，有丰富的集体记忆；第三，它

展现一个城中村运作，突出了错综复杂的联系；第四，通过技术来保护和传播其遗产。这些元素共同反

映和塑造当地购物街内复杂的内部运作和关系。把通过保护进行传承作为第四个元素，代表街道对遗产

存在的认可，并且街道有能力使遗产传承给后代。这个元素是前人对当地购物街的研究中忽略的一个方

面。尽管当地购物街具有诸多优势，这些空间仍然很少被认可为创造非遗的场地。值得提出的是，这四

个元素可以作为评估当地购物街是否应纳入保护框架的标准，即仅仅作为当地购物街并不一定意味着它

就是非遗的创造者。这个标准并不是针对某个特定地区，它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应用，以判断哪些当地购

物街可以被指定为创造非遗的场所。本研究希望引起人们对这些看似平凡但有价值的遗产创造场所的关

注，并支持此观念：这些空间应该被纳入非遗框架且对非遗的认识应扩大到包括当地购物街的社会实践

和生活方式。本研究也希望提醒经常去这些街道的人们花点时间环顾四周，观察周围环境中错综复杂的

细节，因为非遗的创造可能发生在最意想不到、最平凡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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