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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滨水景观是城市公共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文化的应用是 

目前滨水景观设计的基本取向。要将地域文化融入滨水景观设计中，应遵 

循因地制宜、历史遗迹保护与适度开发相结合以及本土化原则，将地域文 

化融入滨水景观小品设计，可望创造出富含地域文化的滨水景观环境，避 

免滨水景观设计的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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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发展与水有着密切的联系，江河湖泊 

孕育了许多城市，形成了富有地域特色的景观。 

然而，受工业革命的影响，许多自然生态景观遭 

到了水体污染、植被破坏。如今，滨水景观环境 

又如同工厂统一生产的商品一样千篇一律，忽视 

地方文化特色。在城市用地紧张的情况下，在滨 

水景观的设计中融入地域文化 已成为目前滨水 

景观设计的一个重要取向。国外对滨水景观的 

地域性研究始于 1970年代。工业社会后期，滨 

水景观的建造思想由“人工改造”开始转变为 

“回归自然”，1988年在 日本横滨召开的滨水景 

观国际会议上，提出了“水与绿结合，历史与未来 

结合，积极开发与地域文化相结合”的21世纪城 

市滨水景观开发理念。在中国，城市滨水景观设 

计虽属新生事物，但已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 

上海市外滩的成功改建、苏州j．---j-的建设等。目前 

滨水景观设计中的创新主要是如何体现地域特 

征。“地域”这个词并不是对城市滨水景观设计 

的一种限制，而是一种传承历史文化的渠道与设 

计灵感的源泉。地域性设计是对一个地区文化 

的传承，是一种新的设计思维。 

滨水区在城市中是一个特定的空间地段，指 

“与河流、湖泊、海洋毗邻的土地，或建筑、城镇邻 

近水体的部分”，是城市陆域与水域相连的区域。 

它是以水系为中心、相对于周边实体界面而存在 

的一个空间场所，是一个包括多 方要素的系 

统。⋯城市滨水区景观设计的地域性是指在进行 

城市滨水区景观设计中，因受到所在地域综合因 

素的影响而需要体现出有别于其他地域的特征， 

是某特定地区的景观形式、空间组织美学、技术 

手段与当地人文背景的有机整合。_1 在现代滨水 

景观设计中，凸显地域特色才能改变一味模仿， 

创造真正能体现地方文化的滨水景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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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地域性滨水景观的设计原则 曩 

滨水景观设计只有与该地域的自然环境、地 

理位置、历史文化紧密结合，才能突出自己的个 

性，才会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1．因地制宜原则 

《园 台》对因地制宣有很精辟的论述，“因势 

利导，因高就低建园”，“高放欲就亭台，低凹可开 

池沼”。中国古代的造园者重视提炼自然环境元 

素，创造 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古典园林。 

现代滨水景观设计也要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自然 

环境优势，结合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园法则，对自 

然条件进行深入分析，顺应滨水景观的 自然机 

理，将设计融入自然，创造天人合一、具有地域特 

色的滨水景观。 

2．历史遗迹保护与适度开发相结合原则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泱泱 

大国，为滨水景观设计留下了很多文化元素。历 

史遗迹有很强的地域特色，是一个城市文明的象 

征，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然而在现代工业高度发 

展的时代，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加上现代简约设 

计思潮的流行，导致许多城市的历史遗迹不断被 

拆除与改造。这种割断历史文脉的做法不可取。 

滨水地带作为人类繁衍生息的发源地，不仅具有 

丰富多彩的景观资源，还沉淀了许多悠久的历史 

文化。基于历史文化的滨水景观可分为自然形 

成的历史人文景观、利用当地社会历史事件而创 

建的滨水园林历史人文景观以及根据当地历史 

人物的传说、故事而创建的滨水园林历史人文景 

观。在进行滨水景观设计时，要尽可能地保护这 

些历史遗存，同时也要适当进行设计创新、用地 

功能重组，并运用景观多样性、功能多样性、场地 

文脉法等理念，以创造一个崭新的具有悠久历史 

文脉的滨水景观环境。 

3．本土化原则 
■■■■■■■■■■■■■■■■■■■■■■■■■■■■■■■■■■■■■■■ ■ ％⋯  

本土化原则是指滨水景观的设计要尊重历 

史文化背景，合理应用当地植物、气候、地形，并 

尊重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民俗民风，以达到延 

续乡土文化的目的。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在社 

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 

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 

学等。 可见文化是具有一定独特 I'~fn历史性 

的。有差异就有风格，滨水景观代表一个城市的 

形象，故而滨水景观的设计不应干篇一律，应结 

合各地不同的文化背景，利用当地资源创造出独 

具特色的滨水景观环境。 

二、结合地域文化的滨水景观小品设计一 

景观小品是体现滨水景观地域性的载体，是 

地域文化最直观的表达。城市滨水环境中的景 

观小品可反映出一座城市的形象，承载城市发展 

的历史文化以及人们的生活样态，体现出滨水景 

观的文化意蕴。结合地域文化的滨水景观小品 

设计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雕塑 

雕塑的类型有很多，按照其功能性可分为纪 

念性雕塑、主题性雕塑、装饰性雕塑、功能性雕塑 

等。雕塑题材得当，有助于表达景观主题 ，反映 

城市滨水景观风土人情，增加环境的文化内涵。 

在滨水景观设计 中，要合理安排雕塑的布局，选 

题要根据滨水环境的条件而定，并服务于滨水景 

观的主题思想和意境要求，从而丰富滨水景观的 

文化 内涵。雕塑的不合理运用不仅会导致雕 塑 

自身表达的失败，还会影响整个环境主题的意 

境，因此要充分重视雕塑在滨水环境中的运用。 

广州珠江滨水景观中的林则徐纪念公园大 

量地运用主题性雕塑来表达景观主题，游人在游 

玩嬉戏的同时能了解林则徐的生平事迹，为优美 

的滨水环境注入了人文因素(见图 1)。广州越 

秀公园的“五羊雕像”是广州市的一个地标性雕 

塑，是展现艺术美的雕塑造型景观，它提高了城 

市的艺术品位，增加了公园景观的历史人文内 

涵，有一定的场所认定感，突出了公园的主题性， 

给人以环境美的享受。总之，不论是具体人物雕 

塑还是抽象概念性雕塑都来源于生活，同时又反 

作用于人们对城市与环境的认识。 

2．植物造景 

追求自然生态效应、体现生态设计理念，是 

现代滨水景观设计的一种新取向。植物在维持 

与改善滨水景观的生态环境方面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用。滨水景观带植物物种的选择须考虑到 

植物的个体生长情况及群落的稳定性，应选择那 

些经过长期进化和 自然遴选保留下来的适宜本 

区域环境条件、抗逆性强、生长强健、抗病虫害、 

—聋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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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林则徐选婿 

具有最大自然生态功能，并为当地民众喜闻乐见 

的地带性植物树种。_3 地带性植物树种的应用不 

仅能因地制宜合理利用树种，还能为滨水景观注 

入地域文化特色。 

其次，滨水景观中选择的植物要具有耐水 

性。滨水景观靠近水体，因此，选择的植物要具 

有需水性。我国南北地区气候差异比较大，在耐 

水性树种选择上应有所不同，如北方多选择柳 

树、甜杨、钻天柳等，南方则多选择榕树、樟树、大 

叶榕等。_4]一些古树古木应该加强保护，以增加 

滨水景观的地域性表达。 

如季相分明的杭州西湖，苏堤春晓、曲院风 

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等众多景点在适宜的植 

物映衬下在四季展现出不同的风采，使整个滨水 

绿地成为地域性象征。 

3．主题性广场 

主题性广场在滨水景观设计中综合艺术效 

果相对较强，不仅可丰富景观的视角，而且可赋 

予景观一定的文化情趣，增加其文化气息。这就 

需要充分把握当地的民俗民风及历史事件，与滨 

水景观环境相结合，设立纪念馆、主体性广场、公 

园等，使人们在休闲娱乐的同时增加地域文化的 

归属感。主体性广场的设计要依循自然条件、注 

重单体景观小品设计，要做到局部与整体相统 
一

、单体服务于整体同时又不失变化。这也是意 

境、情境、物境相结合的设计境界。 

广州珠江滨水景观设计中的林则徐纪念广 

场反映了1839年林则徐禁烟这一历史事件，不 

仅记录了历史，而且为珠江滨水景观注入了历史 

文化 内涵。公园牌坊式 的开放园林入 口(见 

图2)气势恢弘，让人产生仰慕、崇敬之情，引领 

人们对公园主题加深理解，并起到了引导人流、 

图2 林则徐纪念公 园入 口 

控制人流的作用。其主题墙记录了林则徐生平 

事迹，既继承了传统，又传达了思想。 

4．桥堤 

在滨水景观中，桥梁的作用不言而喻，其形 

态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滨水景观的审美效果。中 

国的桥梁形态各异，功能不同：江南的桥梁多为 

拱桥，造型优美，同时又结合城市中的市集，功能 

性很强：北方的地势较为平坦，河流水域较少，人 

们运输物资多赖骡马大车式手推板车，因而桥梁 

多为石梁桥。 

现代多数桥梁设计趋于雷同，因此要用有设 

计特色的桥堤来承载滨水景观的地域特色。在 

设计桥堤时要根据水面的形态、水量等因素来决 

定桥的综合布局，选址要合理 ；桥的造型要优美， 

与陆地衔接要自然，体现生态设计原则；桥的结 

构要与景观相协调；桥身的设计要注重细节的处 

理，避免生硬呆板，要寻找能充分体现城市文化 

的题材，在桥身以及桥梁上雕刻设计一些地方历 

史人物故事或者具有地方特色的花卉等，以此来 

体现滨水景观的地域性特色；桥身距水面的高度 

要适宜，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注重体现亲水性， 

强调与自然的协调。 

5．地面铺装 

园林地面的铺装并不是以分散人流为主，其 

交通功能不是主要的，因此，园林地面铺装在设 

计上有很大的变通性。要尊重当地的民俗，在地 

面铺装上体现城市的文化，而不是简单的道路铺 

装。可考虑利用一些本土的特色地面铺装材料， 

使滨水景观设计展现出地域特色。 

地面铺装能起到分割空间的作用，同时产生 

造景的效果。通过铺装的纹样进行造景是地面 

铺装的一大特色，可以利用这一特点铺装出具有 

■互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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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文化背景的图案，例如利用当地 的特色花 

卉、文字图样等，来传达当地的地域文化。 

6．亲水设施 

亲水是人类的天性，在滨水景观中水边的亲 

水活动较为频繁，可以利用亲水行为来增加其文 

化内涵。如通过设计亲水道路、亲水广场、亲水 

平台、亲水踏步等设施，增加人们的亲水活动，让 

人们在进行亲水活动的同时又能体会到城市的 

文化。 在进行滨水景观设计时，经常会遇到历 

史遗留下来的港口、仓库、历史建筑等，进行亲水 

设施设计时，要尽可能地保留这些历史遗留的东 

西 ，以增强人们对地域 文化的认识。 

7．景观照明设施 

景观照明设施设计的重点在于灯具的设计 

以及光源的合理安排，突出滨水空间的地域特色 

是景观照明设施的一个重中之重。在滨水景观 

的设计中，应突出城市滨水景观的文化传统，在 

传统节日、城市特有的节 日，人们能够借助景观 

照明进行当地特有的滨水活动，如进行水上泛舟 

等。照明要突出设计主题，用景观照明设施辅助 

其设计理念。最重要的是，设计景观照明设施时 

必须对当地的传统文化有深刻的理解，通过丰富 

滨水景观层次，体现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完美 

结合，以创造优美的滨水景观环境。 

三、结语 

城市滨水景观设计避免雷同化的一个重要 

途径是融入地域文化。但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 

许多城市滨水景观设计的文化融入趋于表面化， 

并没有深刻地体现地方文化特色，因而显得平庸 

与雷同。 结合当地传统文化及历史文化背景， 

设计创建合乎 自然生态、舒适优美、极具地方特 

色、可持续发展的滨水景观环境是设计工作者追 

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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