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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视域下的城市景观规划探析
———以华阴长涧河景观规划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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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景观的规划，必须从自然生态、文化脉络、地域特征等维度来把握与

进行。自然生态是其基础，文化脉络是其灵魂，地域特征是其载体，三者相辅相

成，将其有机结合、科学配置，是城市景观规划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由溯源、乐

游、畅想三个区域组成的华阴长涧河景观规划，正是上述原则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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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文化的不断交互融合，给我国城市景

观规划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纵观我国目前

的城市景观规划，普遍存在盲目追求“高大上”

的问题：借鉴有余而传承不足，奢华有余而人文

不足；设计理念虽有但含糊不清。许多大规模

的景观再造，忽略了对景观规划的基础、灵魂、

载体和理念的整体认知和综合把控，致使我国

一些城市的景观规划自然生态偏离，地域特色

缺失，文化脉络断层，趋同现象严重。

作为公共空间的城市景观，是人们认知一

片地域、体验一方人文、传承一脉文化的重要途

径。城市景观向人们展现的不应仅仅是山、水、

草、木和亭、台、楼、阁，更应向人们传达自然生

态、社会、人文等元素的和谐。城市景观规划，

除了要满足人们休闲娱乐、美化空间的要求，还

应赋予其传承地域文化之职责。鉴于此，本文

拟以陕西省华阴长涧河景观规划为例，从基础、

灵魂、载体和理念四个方面对城市景观规划进

行探析，以供学界参考。

　　一、自然生态：城市景观规划的

基础

　　城市景观不仅是一座城市的点缀，也是一

座城市的生态基础、精神气质和生活内容。之

所以把自然生态视作城市景观规划的基础，是

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其一，城市景观规划的核心内容应当是以

人为本的环境整合。这里所讲的“环境”，包括

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等。环境整合中不能没有

创新，但创新不能以破坏自然生态为前提，而应

在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基础上，通过整治、梳

理、协调、培育，以收到“天人合一”的效果。这

里的“天”即自然生态，“人”即理念创新，“天人

合一”即城市景观规划的理念、创新要以自然

生态为基础，也就是所谓的“道法自然”。自然

生态同时又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其

地形地貌、河流湖泊、绿化植被等要素是城市景

观规划的宝贵资源。城市景观规划要尊重并强

化自然景观特征，使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因此，

利用自然、维护生态，改造自然、创新生态，是城

市景观规划的核心要义。

其二，城市景观规划不是要进行无中生有

的创造，自然生态是城市景观规划的基础，离开

基础的创造，必然是一种畸形的创造，或者说是

一个孤立无“缘”的怪胎。大自然在其发展演

变过程中，形成并留下了无以计数的生态良品，

对这些生态良品进行整治性梳理、协调性培育、

保护性开发，是城市景观规划的基本内涵。围

绕城市景观规划的基本内涵，结合人类的审美

情趣和价值取向，兼顾人类的精神和物质需求，

对自然生态进行总结、概括、描述，并不断挖掘、

传承、演变等，便构成了城市景观规划的基本

内涵。

城市景观规划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内涵，决

定了城市景观规划的基础是自然生态。

　　二、文化脉络：城市景观规划的

灵魂

　　自然生态虽是城市景观规划的基础，但不

能任其“自由生长”，否则，便失去了城市景观

的灵魂。

城市是人类栖息生活之场所。城市的沧桑

变化，人类的生息繁衍，都是作为宇宙主宰的人

类智慧结晶，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而每一个文

化符号，包括自然的、人工的、历史的、当代的，

都见证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因此，作为公共空

间的城市景观，当然被赋予了传承历史文化、人

文元素的责任。只有如此，置身城市景观中，人

们才能感受到昔日城市的兴衰和今日城市的发

展，才不会因文化脉络出现断层而茫然无据。

文化脉络作为城市景观规划的灵魂，犹如

赋予了景观之人文生命。纵观传统园林，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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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领略到一种诗意、禅境、情趣，以及人格的淡

泊、心灵的放松与节操的纤尘不染；尽管园林历

经沧桑，但蕴涵其中的思想光芒永驻，文化脉络

清晰，似乎在向后人诉说着先贤的处世哲学和

闲情逸致。历史文化的传承，使得景观在不同

的地域文化之中承载着各不相同的文化积淀，

呈现出千姿百态的个性观瞻。我国著名景观设

计大师夏建统先生认为，每一片土地都有属于

她们自己的文化，故每一片土地都应该有属于

她们自己的景观。［１］可见，文化元素在城市景观

规划中至关重要。所以，将传统文化元素运用

到都市生态文明和城市景观设计中，既可规避

城市景观的趋同，又可诠释城市景观的内涵，还

能延伸城市景观的生命空间。因此，挖掘人文

元素，串连人文记忆，传承人文历史，是城市景

观规划的灵魂。

　　三、地域特征：城市景观规划的

载体

　　城市景区规划的基础是自然生态，其灵魂

是文化脉络，但其要真正落地，还需要一个载

体———地域特征。

“地域”是经济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中经

常用到的一个概念，是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的

有机融合。特定的地域具有一定的优势、特色

和功能定位，它不仅包括独具特色的自然地理

状况，更包含了此地区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所

形成的独特的生活方式、行为习俗、思维模式、

价值取向等。

城市景观规划不能脱离地域特征这个载

体。俞孔坚认为，城市景观设计源于解读地域、

历史和生活，重在对“土地”进行系统的分析、

规划、保护、管理和恢复。［２］林菁等［３］在《地域

特征与景观形式》一文中提出，地域特征是特

定区域土地上的自然和文化的特征，包括天然

的、自然的呈现，也包括人类在生产、生活中改

造自然形成的；这些地域特征不仅是历史上园

林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今天风景园林规

划与设计的重要依据。地域特征作为城市景观

规划的载体，其核心要义是因地制宜，强调的是

避免脱离地域的景观复制。当然，地域特征的

形成需要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和相对稳定的社会

自然环境，它的存在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对

的，不同的地域文化之间会相互渗透、融合、借

鉴与吸收。而城市景观规划的创新就在于挖

掘、总结、概括、描述、体现出地域特征。所以，

城市景观规划，无论是绿地、街心花园、公园、园

林、雕塑、特色街道，还是一些公共建筑，都必须

与当地的地域特征相结合，充分承载当地的传

统文化。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一方水土一方景

观的愿景。

　　四、华阴长涧河景观规划例析

陕西华阴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素以“大山、

大水、大绿、大空间、大文化、大生态”著称。如

何打造一座不失特色而又底蕴丰厚的旅游城市

呢？长涧河景观的规划与建设便被提上了议事

日程。长涧河地处陕西省华阴市，为渭河一级

支流，由华山峪、黄甫峪、杜峪汇集而成，全

长９１．６ｋｍ。长涧河景观规划选取范围为长涧

河上游段，穿越华阴城区（见图１）。依据长涧

河的地域特征，结合长涧河的自然生态，项目组

在华阴市文化脉络的基础上，按照城市整体规

划的要求和景观设计的理念，拟定了“山水意

境滨河生活走廊，华阴文化城市体验空间”的

设计定位。设计中长涧河两岸绿道以“山水意

境”作为构建主线，绿带扩展区域以华阴文化

作为出发点。

本设计方案由溯源、乐游、畅想三个区域组

成（见图２）。其中，溯源区域以追寻老河堤记

忆为主要设计要素。此区域南邻３２０国道，北

至连霍高速，区域内落差较大，且两侧可规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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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华阴长涧河景观设计总平面图

图２　华阴长涧河景观设计功能分区图

地较少。根据这种地域特征，规划者将老河堤

保留并加以提升，设置新的坝体，拓宽河道水域

面积，重点突出华阴城市历史，场地内设墙式文

脉景观小品，体现和展示华阴文化，游人在溯源

区可以找到长涧河传承的乡愁。乐游区域将重

点打造华阴民俗主题公园，并与魏长城遗址相

结合，使古老的民俗与实际存在的遗址相互呼

应；该区域内设置华阴老腔、华阴皮影的展示橱

窗与表演舞台，并以戏台商业街的形式存在。

畅想区域以生态亲水为主，以低影响度开发为

主要策略，建设郊野生态滨河公园；由于该区域

毗邻华阴水厂，所以在该区域规划并设计了自

然净水展示区，可用于普及污水处理知识，弘扬

节水爱水文化，丰富场地功能。

综上所述，城市景观的规划，要从自然生

态、文化脉络、地域特征等维度综合考虑。只有

从自然生态基础出发，打造地域特征这个载体，

传承文化脉络这个灵魂，才能成就城市景观的

精品。城市景观规划的基础、灵魂、载体三者相

辅相成，缺一不可，其有机结合与科学配置，是

城市景观规划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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