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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近年束城市建设高潮时期所产生的 特色危机”，力图在蛄合西方现代生态学、景 

观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厦审美情趣的基础上，撂寻 自然美与人文美井重的现代化山水城 市的塑 

造方式．井着重阐释了山水案观的特征度其在城市场案中的表现手段，以期对现代山水城市的塑 

造产生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城市 水， 丝． ． 圭 巳，屿 懈 囝彳：托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中国许多颇具自然景质的城市在大开发、大建设的活动 

中，遭受到建设性破坏的摧残，人们建构城市的活动在以人为中心，以功利为目的的驱动下， 

不断地排挤自然，片面地追求现代工业文明，并以牺牲自然来助长所谓的都市文明，但随着 

文明的发展，人们却发现理想的居住环境不仅未能实现 ，都市人的感官却已被钢筋混凝土森 

林所麻醉，这不仅使人类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环境破坏的代价，也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城市的 

历史和文化特点，使建筑千篇一律，城市缺乏情感，面临着千城一面、万镇一统的特色危机。 

人们在痛陈城市化带来的弊端时，又不由得对传统山水城市的美景生出无限眷恋。然而 

城市化是不发达或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发展的必然之路，现代化的发展也是不可抗拒的历 

史规律，对传统山水城市的简单复古不仅于事无补，而且毫无现实意义。因此，问题关键在 

于如何在体现现代文明的同时，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城市景观艺术。对此，笔者认为 

对城市特色的探寻，应结合现代西方生态科学、景观科学等研究成果，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及 

审美情趣 ，深人挖掘各地方的文化、民族、地理环境、建筑风格等特质，建设自然美和人文美 

并重的现代化的“山水城市”，在此，城市山水概念可以理解为城市与 自然及人文生态相结合 

所产生的景观特色。为此，我们有必要深人研究中国传统城市的山水景观特征 ，把握传统山 

水城市的创作哲理，这对于今天创造城市特色，丰富城市景观，维育城市生态环境都具有深 

远的意义。 

中国传统城市的“山水”景观特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 山、水、城、人的共生性 

我们的先辈在认识 自然、改造自然的漫长过程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逐渐形成了人与 

自然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良性循环状态，并把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纳人到自然 

生态的良性循环之中，力图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在传统城市的形态中，山、水、城、人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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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共生，反映出各系统间的台作共存和互惠互利的现象，从而导致整个城市系统的有序性。 

这种共生性是山水城市景观诸要素的融合，它不仅代表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共存共荣 ，而且包 

含了自然山水与人工构筑物——城镇的共生关系。 ‘ 

“负阴抱阳，背山面水”的中国传统城市 

格局即是共生性的体现，以此为原则规划的 

城市，嵌合于良好的山水之问，仿佛是山水共 

生的子女。后面的山体挡住了冬季的寒流， 

面前的水不仅带来夏季湿润的凉风，带走城 

市产生的热量，而且提供了便捷的交通，周围 

的植被则起到了保持水土、调节城市的小气 

候的作用(图 1)。人类生活在这山水之闷，城 

市之内，尽情享受自然的恩赐，在“山林之气” 

’ 圊1 村镇选址与生态关系 

(林语堂语)中更新 自己的精神，更有众多文人墨客把这种纯洁的精神反映到各自的艺术作 

品中，使我们今天能够体会到当时人们寄情山水的境界。 

这种古代朴素的生态思想与当代城市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观念在本质上是一致 

的，都是赋予城市生命和特色的重要理念之一。 

2 景现要素的层次性 

与山水城市景观各要素整体协同发展相对应的是诸要素在质与量上的差异和发展中的 

主从有序，并以此而展现出山水城市景观要素的层次性，正如共生性使城市景观有机和谐， 

包容共存那样，层次性使得城市景观特色鲜明，主从明确，对比清晰。 ． 

山水城市景观诸要素差异性地展现，即使在同一集合，也由于质 (地位、作用、内涵)、量 

(数量)的不同而归为不同层次，并且任何一类景观要素都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价值观，将它 

划分为几个层次。而层次感的体现正是其景观独特性的展示。对于山水城市景观而言，其诸 

要素的层次性建构了城市的特色之美，因此，在城市规划设计中，认知、把握并恰当地展现山 

水景观要素的层次性，是创造山水城市景观的重要手段。 

以山水城市景观中的建筑要素为例．在城市风貌的构成中，它不仅是人工构筑物——城 

市与自然产物——山水的中介景观，而且建筑要素的层次性也是城市特色景观之源，根据建 

筑在城市景观中所展现的层次性可划分为： 

1)作为整个城市或区域的构图中心的点景建筑，以其造型和选址的精彩．成为地域的 

标志和点化自然的妙笔。 

2)在城市风景景观系列中，为与中心建筑取得对应和彼此关照，作为对景的建筑使得 

微妙的构图关系清晰展现，令人品味无穷。 

3)在城市格局中开通“视线走廊”是中国传统园林手法的城市化，在此借景的建筑沟通 

了城市与 自然山水的联络，并借景人城，形成了城市空间渗透和交融。 

4)作为背景的建筑，以其连续性和大量性形成了城市的肌理与景观底景．并提供了建 

筑层次展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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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可认为景观要素的层次性即是城市景观舒缓基调中跳跃的音符、华彩的乐段。 

3 外在表象的诗画感 

人们常用“诗情画意”来形容一处优美的山水胜地，中国传统城市的山水景观艺术在历 

史的长河中随着时间的流逝凝聚了各个艺术门类的精华于一身，饱含着浓郁的诗、画情趣， 

从而使其外在表象上呈现出鲜明的诗画感。 

中国传统城市的山水景观和文学艺术在结构上有着颇多的相似之处。历史上许多著名 

的城市景观，都是由文人墨客设计的，最典型的奠过于杭州西湖中由著名的北宋诗人苏东坡 

设计和主持营造的“苏堤”与“三谭印月”，从这一点上就不难看出城市景观艺术与文学艺术 

的内在联系。中国传统城市的营造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绘画的原则，使城市“山水”呈现 

出是诗情与画意。 

因此，传统城市的空间形式绝非平铺直叙，而是在有意无意 中运用了各种构景要素， 

形成了变化丰富、极具戏剧性的空间序列，从而使空间变化有序、层次清晰而又不显支离破 

碎。这个序列的安排一般由前奏、起始、主题、高潮、转折、结尾构成，在此之中还往往穿插了 
一

些欲扬先抑或欲抑先扬的对比手法，并强调人在变换的空间中行进的感受，追求步移景异 

的观景效果。 

这种既变化流动又统一流畅的空间，呈现出起伏的韵律感，产生出动人的诗意。因此，人 

们在观赏传统城市山水时，仿佛在朗颂一首酣畅l淋漓的诗篇，而经过精心组织的城市山水景 

观，则无异于凝固的音乐、无声的诗歌。 

有人认为西方古典建筑是雕塑性的，而中国古典建筑是绘画性的。线的艺术是中国画的 

造型基础，是区别于西洋画的特点之一。这种情况也同样存在于中国传统城市景观艺术之 

中。比起西方传统城市，前者具有更丰富、更突出的线美感。 

对于整个城市而言，大的山水格局被抽象成几条线 ，而城市的大多数建筑就被组合在这 

若干条看不见的轴线之中。在北方，城市轴线由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被强调为笔直的中轴 

线，建筑物呈现出一种极强的秩序性，而自然山川所呈现出的流畅的曲线则穿插在这种秩序 

性之中，仿佛一幅幅匠心独运的传统工笔画。而在南方城市中，建筑布局顺应山水格局的自 

然曲线，因势利导 ，同时由于风水或观景需要而产生的视觉轴线被有意无意地强化出来 ，其 

风采各异、朴实无华的气质映于山水之间恰如一幅幅水气淋漓的水墨画，无论是工笔画还是 

水墨画，刚劲的直线和柔美的曲线的组合对比，充斥了整个城市景观的构图，极大地强化了 

大地景观艺术的感染力，增添了传统城市景观如画的意境。 

传统城市的景观艺术同中国其他的艺术门类一样，是讲求意境的。由于它与诗画的内在 

本质联系及三维空间的形象性，它的意境的显现更加清晰、易于把握，对整个城市以及城市 

各个层面的影响也较大。 

4 思想 内涵的象征性 

在中国传统城市中，人们把自然的山水看作美好事物的象征和自己理想的寄托，山水之 

中包含了世世代代的思索和梦想，激发着人们的想象。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城市的山川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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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主义的手法不仅表现在传统城市总体山水景观的营造之中，而且也融入城市景观 

的每一个细部，比如蝙蝠，在西方国家是不祥的象征，但在中国却被常用于建筑的装饰，原因 

之一就是图为“蝠”与“福”谐音。又如龙是传说中中国最荣耀的动物，是帝王的象征，用于建 

筑装饰以代表力量和智慧。 

5 表现手法的多样性 

中国传统城市山水景观艺术不仅藉助于具体的景观——山、水、花木、建筑等要素的组 

合作为表现手法，而且还运用景名、景题、刻石、匾额、对联等文学手段和汉字的书法艺术来 

深化景观艺术的内涵，例如：江南园林中的“与谁同座轩”的景名，使建筑获得情感的价值，凭 

添了令人回味的情趣。以文学手段升华环境意义，使得中国传统的城市山水景观意境的表 

现获得了更多的手法：状写、比附、象征、寓意、点题等等。这种多样表现手法在城市山水的 

运用使人们所领略的已不仅是眼之所见，而且还是“景外之景”和“象外之旨”，如海南三亚 

“鹿回头”的景名，升华了城市的文化价值，南京的城市格局寓意着“虎踞龙蟠”的气势，这些 

表现手法的运用，虽是廖廖数笔，却使中国传统城市山水景观艺术达到了一种高度情景交融 

的境界，这也正是其独特魅力所在。 

6 人文涵义的解读性 

中国人对山水的欣赏，虽仍是因为自然景致的秀美．但更重要的是“山水”之中凝结了中 

华五千年的文化糟粹，以山比禧，以水比智的山水观．使中国人心里的山水具有了人文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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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对人们长期的熏染所造成的。历史中经 

典的诗词歌赋、散文游记和民间的神话传说、历史事件往往附着在山水之上，借山水之形，构 

山水之意，使山水形神兼备，成为人类文明的一种载体，同时也使自然山水融于文明之中，使 

之具有更太的景观价值。 

这种充满了文化气息的“人文山水”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狭义的自然山水，其景观价值 

的认知往往依赖于人们的文化修养。由于时代的局限使中国古代下层民众受教育的机会很 

少，出现了“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的审美差异，这种雅俗分离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代，虽 

然已经消除了很大部分的悬殊差别，但由于人口众多，文化差异仍是巨大的。因此要使山水 

城市景观的人文涵义被解读和意会，不仅需要提高全民的文化水准和审美情趣，同时，也要 

求规划师、建筑师们深刻理解山水景观的特质和内涵，提高自身的艺术修养和设计水平，把 

握山水审美心理中从形的欣赏到意的寄托的层次性和差异性，并与人们的审美经验、文化素 

养和心理素养相结合，创造出反映大多数人心理意向的山水景观，以沟通不同文化阶层的审 

美情趣，成为具有较强艺术性和解读性的城市山水景观。 

总之，今天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山水城市”，创造风格各异的城市景观，应当立足于 

挖掘中国传统城市“山水”景观的精华，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在不断提高城市山水景观质量的 

前提下，创造出雅俗共赏的属于人民大众的艺术。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导师黄光宇教授的指导，在此谨表深深的谢意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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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 Shui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Of Chjnese Traditional Cities 

CⅡ YuI~I／,a?／,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and U rban Planning，Chong~ng Jianzhu U niversity，400045) 

Abstr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blemB occurred in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our 

country，especially the crises such as the loSS of traditional urban culture and character- 

isties． this article discusses“Shah Shui”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ities．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W estern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ecology．1and． 

scape science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esthetic taste，the author researches the 

design method of modern“Shah Shui”city an d pays equal attention to nature and human． 

ities in urhan design．M orcover．the author displays the means of expression for “Shan 

Shui”landscape，and its significance in modern urban landscape desig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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