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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凯文%林奇城市意象理论为依据!在道路&边界&区域&中心节点与标志物
"

大认知地图元素基础上揭示兴

城古城的空间意象结构及其特征!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兴城古城空间形态的控制方法'为今后古城空间形态保护与控

制提供借鉴与实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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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它是人们对它所经历的环境所建立的心理图像%

或称心理印象+

,

)

-

'印象的建立%是观察者与环境之间两向

过程的产物'环境提示了特征和关系%观察者则在感觉过滤

的基础上建立印象'

'(

世纪
*(

年代初%美国著名城市规划

与设计专家凯文.林奇#

R832.M

F

.56

$出版了/城市的意象0

#

G68P;/

<

8$0768127

F

$一书%首创了从感觉形式出发研究城

市景观特征的方法%开创了城市意象研究%他突出的贡献是

从环境知觉与人类行为的角度对城市空间形态进行研究'

其理论核心是*研究人们对物质环境的知觉#即对城市形式

的知觉$%以及形成的心理意象#外部世界的主观反映$+

,

'

-

'

根据其理论%由于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这
"

种要

素组成的认知地图对城市的可意象性起到了关键作用%观察

者主要通过对这
"

种要素的认知%有效地识别了城市的空间

视觉形态%他将这
"

种要素归纳为城市意象中物质形态研究

的
"

种元素%

"

要素的叠加形成城市空间物质形态的整体印

象'由此可见%古城空间形态在保护控制过程中%要获得其

*可识别性+%可以将道路&边界&区域&节点&标志物
"

大要素

作为该城空间形态和文化特征的载体来进行塑造'通过控

制好各个意象要素%并结合空间布局&结构安排等手段%来营

造印象深刻的古城空间形态'使得这些意象元素在现代化的

洗礼下得以保存%这也可以说是古城空间形态保护与传承的

一种途径'笔者以城市意象理论为依据%在认知地图
"

大元

素基础上%揭示兴城的空间意象结构%探讨兴城古城空间形

态的控制方法'

A

!

兴城概况

兴城古城位于辽宁省的西南部%居*辽西走廊+中部偏

西%是辽东地区通往中原的交通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古城始建于明宣德
!

年即公元
)B'>

年%面积
(&*AU;

'

%城墙

周长
!'AB;

%城墙高
>&>;

%城墙地面宽
*&";

%顶宽
";

'它

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
B

座明代古城之一#西安&荆州&平

遥&兴城$%也是现存唯一一座正方形古城'城中有多处国家

与省级保护单位如表
)

与图
'

所示'古城轴线严格有序%是

古城格局的根本所在%延辉大街上的两座祖氏牌楼增加了其

轴线关系%使其成为了兴城古城的脊梁)鼓楼居中的城池决

定了鼓楼的核心地位%形成了鼓楼为最高&

B

个城门次之以城

墙为主的的古城城市天际线)当地民居通常采用三合院或四

合院的布局%屋顶采用囤顶形式'兴城古城在特定的自然和

社会环境以及共同的生产实践和社会交往中%形成了自身的

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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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

兴城文物保护单位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B

处
'

处
)

处

古城墙&文庙&钟鼓楼&

祖氏石坊
城隍庙&郜宅 周宅

图
A

!

兴城古城主要历史建筑

B

!

意象元素分析

BCA

!

道路

道路是与建筑实体相对应的呈线性分布的二维存在的

虚质空间'*当大量道路的重复关系很有规律并且可以预料

时%就是一种网路+

,

!

-

'路网在整体上呈面状分布%在每一条

道路则呈线状分布'

兴城古城道路#见图
'

$存在以下特点!

)

$道路呈现平直的方格网状肌理%东西向的道路多于南

北向道路%几何型加强了路网的整体性'

'

$道路结构为十字形%沿城墙内侧形成环路%支路均匀

与主干路网结合'

!

$道路的方向性明确%路网使基地呈现均质状态%地块

则没有明确的方向性和内聚性'兴城的十字形路网分别由

中心处#钟鼓楼$通往四座城门%并与城墙以外的城市干道

相连'

B

$在古城中有一些支路被建筑阻隔%两侧道路缺乏联

系%这些建筑多是后来加建的%需要对这些部位进行梳理%合

理组织交通网络'

图
B

!

兴城古城路网关系图

BCB

!

边界

边界通常表现为不同层次空间的界限'边界的存在预

示着一类空间形态的结束和另一类空间形态的开始%是空间

形态转折的界限'其限制了空间形态的扩张%制约了空间的

无限蔓延'中国大多数历史城市都是拆除城墙后向外扩张

的%边界的存在起到限定的作用%这也是城墙对历史城市保

护的作用与价值之一'兴城古城中最明显的边界就是城墙%

如图
!

所示为兴城的城墙'其呈现出以下特点!

)

$作为边界的城墙非常清晰完整%具有明显的空间结构

特征%城墙形状方整&连续和封闭'

'

$城墙的存在使内外空间呈现不同的形态%对比强烈'

城墙以内的建筑低矮%尺度较小%以传统的肌理方式分布%空

间发展受到限制)城墙以外的建筑高大%尺度较大%开放空间

较多%空间发展较自由'

!

$城墙厚重高大%在视觉上限定了城墙两侧的交流)城

墙封闭%只有
B

个城门与外界连续%成为内与外交流的节点)

城墙连续%城墙两侧空间顺应城墙走向呈线性扩张'

B

$受保护的限制%由城墙向外逐渐形成由低到高的台阶

式形态变化%在外围形成隐形的边界%这是城墙对外影响所致'

图
D

BCD

!

区域"街区#

*区域是指观察者心理上所能进入的城市较大面积地

区%并且本身具有某种共同特征%可从内部去认识+

,

!

-

'区域

的划分原则直接影响城市的形态结构'一般以道路分割&形

态变化&功能变化&文化差异等为依据划定%兴城古城以城墙

为边界形成整体性的一个区域%城墙以内又根据道路&功能&

空间形态等又形成
B

个下一层次的区域'从图
B

可以看出!

)

$城墙以内空间形态统一%形成完整的区域)城墙以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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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

!

区域划分

一直到外围的道路形成过渡的区域%该区域形态各异%是出

于古城保护而人为限定的区域'

'

$城墙内部被十字形的街道和城墙分割成
B

个区域#街

坊$%在形态上有相似性%在结构上又相对独立%在空间上互

为平衡'

!

$主要道路及道路两侧同样有一种过渡区域的存在%这

是以商业功能为前提形成的区域%在所有古城都普遍存在%

具有商业价值的街道成为区域划分的一种手段'

BCE

!

中心

中心是区域中的一个点%起到影响区域和统领区域的作

用'中心的确定标志着社会结构关系的形成%也意味着空间

秩序的确定%权威性&秩序性&统领性从中心向外扩散'*中

心+的确立帮助人们确定方位%在观念上形成了*择中观+'

*中心+在视觉意义上要求有主要的空间标志物%*标志物是

观察者的外部参考点%是变化无穷的简单的形体要素+

,

!

-

%它

能从背景中分离出来'*这一类的关键特征是单一性%在整

个脉络中具有特点的或被记忆的一些成份+

,

!

-

%如佛罗伦萨

主教堂的穹顶'标志物通常是以某一*集中性+的体量出现

的%它使空间形成稳定的形态并加以组织'

我国古城的中心都相对比较明确%如兴城的钟鼓楼&平

遥的市楼&西安的钟鼓楼等%与这些建筑在城市中的作用有

密切关联%同时也受到 *择中而居+观念的影响'兴城的钟鼓

楼是古城主要的标志物'如图
"

兴城古城的中心有以下

特征!

图
F

!

$中心%一钟鼓楼

!!

)

$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在平面上处于几何中心%

在空间上成为标志中心%在认知上成为人们的*心理图式+'

'

$四面有直接到达中心的道路%中心的布局以拥有较好

的可达性为目的'道路与中心一起将古城分割成多个区域'

!

$为突出中心%在通往中心的路径上采用设置标志物起

到限定和强化的作用%如兴城南大街上的两座石牌楼'

B

$兴城古城的规模较小古城的中心只有一处%较大的古

城如西安会形成主次不同的中心'

"

$从城市发展的趋势看%古城的中心也融入更多的功

能%标志物与周围街巷一起形成多重意义的中心%边界也越

来越模糊'

BCF

!

节点

节点是有一定功能意义的开放空间%如广场&公园&街

角&路口等%具有向心性&闭合性和通达性的特点'节点作为

区域内的一处中心%对周围地区有着吸引力和辐射力%带动

周围地区的发展%人们往往汇集到这里进行各类公共活动%

它成为人们心理上*复杂的完形+%是人们区域认知的心理图

式'图
*

为兴城古城节点%具有以下特征!

)

$空间节点分布不均匀%这与文化遗产保存完整程度有

关'

'

$反映古城格局的景点或历史上重要建筑的节点被优

先开放%如兴城古城的文庙&城隍庙等'沿主要道路两侧民

居被优先开放%如兴城古城的周宅&郜宅'

!

$除作为旅游观光对象的节点外%古城缺少为市民活动

提供的节点%几乎没有一处绿地与广场%市民普遍聚集在街

角或与游客一起利用街道安排各类活动'

图
G

!

$节点%分布图

D

!

空间形态控制

对认知地图
"

大元素的特征分析%是兴古城空间形态整

体保护与控制的基础'路网关系起到限定&梳理古城肌理与

连接个体意象的作用)城墙是控制形态变化的最主要边界%

只要城墙存在%形态就不容易扩张)区域更多的体现同质形

态%营造古城的整体性)中心的存在强化了归属感%实现了空

间定位)节点的存在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公共空间'

DCA

!

道路控制

!&)&)

!

路网结构
!

兴城古城的路网结构一直延续明代所建

卫城的格局%主要道路骨架为十字形%通往四座城门并一直

延伸到外城城门'其次是胡同与直接通向住户院落的&尽端

式的小弄'图
A

所示
!

种路网体系功能明确&主次分明&层次

清晰%

!

种路网的叠加构成古城整个路网体系和基本脉络'

路网关系的保护首先是对路网结构积极的保护与控制%

对改变路网结构的建设行为严格控制'在现状结构关系中

如图所示%一些次一级的胡同并没有贯通%原因是一些住户

在建设过程中占用了道路上的土地%致使道路隔断%对于这

类道路应顺应道路的走向延伸&疏通%形成体系#图
>

所示$'

!")

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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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H

!

路网改造

!&)&'

!

街道尺度
!

道路尺度是路网关系控制中关键内容%

是衡量街道是否宜人&舒适的要素'芦原义信认为%街道宽

度#

!

$与临街建筑檐口高度#

"

$的不同比值给人带来不同的

街道空间感受!当
!

"

"

"

)

时%空间是较为封闭的)当
)

"

!

"

"

"

'

时%空间感较为舒适)当
!

"

"

#

'

时%空间封闭感不强%

显得较为开阔%如图
>

所示'从图可以看到主要街道&胡同

的
!

"

"

比值均在
)

"

'

%说明总体街道的尺度是合适的'一

些小巷#由胡同通往院落的小路$的
!

"

"

小于
)

%有条件时需

要拓宽%由于小巷的长度较短%在满足防火条件下是可以接

受的'古城街道空间的更新改造应该接受这种街道尺度关

系%应以现状道路尺度为依据实现道路尺度的保护与控制'

图
I

!

道路尺度关系

DCB

!

边界控制

兴城古城最主要的边界就是城墙和护城河'护城河道

现被民居覆盖%暂时无法恢复'城墙的各个组成部分特征强

烈%具有明显的可识别性和可参照性'对城墙本体的保护以

及城墙周围环境的控制成为兴城古城空间形态控制的重要

内容'

!&'&)

!

控制的范围&内容
!

兴城古城墙控制的范围包括城

墙本体&城墙内环&城墙外侧绿化带及外环建筑'城墙本体

包括墙段&城门楼&角楼&城台&垛口&女儿墙&敌楼&马面&瓮

城以及东南角的魁星楼等部分'城墙内环部分包括内侧绿化

带&内侧道路及一定距离内的建筑)城墙外侧绿化带即外环建

筑包括城墙外侧的游园&护城河以及在控制区内建筑等'

!&'&'

!

城墙特色天际轮廓线的控制
!

天际轮廓线的形成与

人们的视野&视距&观察点等有关'视野是脑袋和眼睛固定

时%人眼所能观察到的范围'眼睛在水平方向能观察到
)'(Z

的范围%在垂直方向能观察到
)!(Z

的范围%其中以
*(Z

内最为

清晰'根据水平观察角度可以确定能够完整观察古城墙天

际轮廓线的最小视距和观赏点'如图
E

所示是对兴城古城

墙的视觉分析'

图
J

!

城墙内外侧空间关系

!!

经测算%站在古城中轴线上距离城门
'B>;

处能完整的

将城墙收在眼底%也是能够完整感受古城墙天际轮廓线的最

小距离'中国古代外部空间尺度有*千尺为势&百尺为形+

,

B

-

的规定%*远为势%近为形)势言其大者%形言其小者+'古代

的千尺为
'!(

"

!"(;

%百尺为
'!

"

!";

'可见对于兴城而

言%在
'B>

"

!"(;

之间是城墙天际轮廓线最佳的观赏距离%

超出后%形象较为模糊%整体气势不强%小于此距离则不能看

出完整形象'人们在
'B>;

处观赏古城墙体的垂直角度约

为
'Z

%在
!"(;

处约为
)&BZ

%要求在城墙后面建筑的高度不

应超过此角度的约束'

!&'&!

!

城墙内外侧环境的控制
!

)

$内&外侧建筑距墙根的

距离控制'出于对城墙本身保护的目的%紧邻城墙两侧的建

筑物&构筑物清理出来%并距城墙形成一定的保护距离'城

墙外侧大量房屋依墙而建%影响了观瞻%也破坏了城墙%如图

))

所示为兴城城墙内侧&外侧的断面图%城墙内侧女儿墙高

为
E&">;

%临街建筑物的高度为
!&";

%建筑距城墙的距离

为
))&>;

'从视觉角度宽度与高度的比值较为合适%但从保

护看%道路边石距城墙有
!

"

";

%远远不够'该距离应为城

墙保护的控制范围%应大于城墙高度在水平方向上的投影%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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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距离内可以布置小游园%种植小灌木&小乔木%布置座椅&

健身器械等设施'城墙内侧建筑物距城墙的距离调整为

)"

"

)A;

较为合适%有利于城墙的保护'

'

$内&外侧绿化环境的控制'古城墙内侧&外侧形成了

环状绿化带%既成为古城墙的衬托%又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

去处'但从保护的角度对绿化应加以控制!树木的根系对城

墙根破坏较为严重%大型乔木种植应距城墙一定距离%以成

年树树冠不覆盖城墙为宜'树木的种植不应破坏城墙的景

观价值为宜%不能拆除了建筑用大片绿化覆盖%绿化应以平

缓的灌木&草本植物为主%乔木作为点缀存在'绿化带中的

水系同样距城墙保持一定距离并做好防渗透处理'

DCD

!

区域控制

对兴城街区空间形态控制的内容主要包括!街区结构的

控制&街区高度的控制&街区建筑风格控制&色彩控制等

内容'

!&!&)

!

街区结构的控制
!

街区结构更多地反映了场地原有

的场所关系%是多年形成的生活情境%对历史街区发展的控

制就是对情境空间的延续&更新的过程'土地使用控制是形

态控制的基础'对兴城古城控制内容主要有!尊重传统街区

最初的使用性质%尊重居民居住的事实%对后来插入的与居

住功能毫无关系的功能进行搬迁)对街区重新插入的功能进

行充分论证)严禁对街区功能进行较大规模的置换'

!&!&'

!

街区高度的控制
!

高度控制是保护传统风貌的重要

措施'高度控制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范0中有严格的规

定!对历史风貌保存完好的历史文化名城应确定更为严格的

历史城区整体建筑高度控制规定'对街区高度控制的目的

在于保持街区风貌的整体性%并对重要标志节点周围环境进

行保护和控制'

兴城古城高度的控制与下列因素有关!原有传统建筑的

高度)现状已经取得相协调的各类建筑的高度)重要视觉中

心的高度%如钟鼓楼&城门等)其他重要节点的建筑高度等'

主要区域与建筑物的控制高度如表
'

所示'

表
B

!

主要区域与建筑物高度控制

内容 兴城

古城面积"
U;

'

(&*>

周长"
; !'AB

城墙高度"
; >&>

城门楼高度"
; )"

魁星楼高度"
; )A&B

钟鼓楼#市楼$高度"
; )*&)B

城墙以内高度控制
有

!

个层次!

!&"

%

B&"

%

*&";

%分别为民

居&临街商业和局部两层

城墙以外高度控制

城墙外
B(;

%原有建筑不超过一层%

B(;

到
)((;

%范围保持
)

"

'

层#

!&"

"

*&"

$%

)((;

到
''(;

不超过
E;

%其他协调区

内不超过
)";

%呈阶梯状分布

!&!&!

!

街区色彩的控制
!

街区色彩是指街区内所有裸露在

外的被感知对象的色彩总和%它们是被观察者直接感知到的

所在区域的整体意象%是街区可识别性的特殊标志之一'兴

城古城色彩的控制从以下方面着手!

)

$确定古城内街区的基本色调%以此为依据对街区色彩

进行控制'兴城古城常见的传统建筑材料有小青瓦&青砖&

水泥&白灰土&浅黄石等%装饰色彩有红色&绿色等%故定调为

冷色调灰色系为主'

'

$对色彩进行分层控制'根据不同性质的建筑分类控

制%如处于文物保护单位周围的环境改造要与其在色彩&材

料上相协调'

!

$在宏观上取得统一协调的同时%微观上要突破古城单

调的色彩%用一些色彩去点缀%如兴城传统木门窗框漆成绿

色或红色%丰富了古城的色彩'

B

$对除建筑本体以外的设施的色彩进行管理%如霓虹

灯&墙面广告&店铺招牌等%避免一些现代材料的过渡使用%

如铝复合窗&瓷砖墙面&玻璃幕墙等'

!&!&B

!

街区风格的控制
!

*拉普卜特将表现文化意义的环

境分为1固定特征因素2&1半固定特征因素2以及1非固定特

征因素2'+

,

>

-

*固定特征因素+是建筑物固有形式内容%变化

很少或缓慢)*半固定特征因素+是建筑物的装饰&广告&陈列

等内容%变化较快%时刻更新)*非固定特征因素+是指街区的

使用者或居民%他们是在一定时期不变的'

兴城古城历史街区中%延续下来的是所谓的*固定特征

因素+%它们是建筑形式的存在根本%体现在建筑物和构筑物

的形制&布局&样式&材料&色彩等内容%是古城街区形态控制

的核心要素)古城居民作为*非固定特征因素+%是古城空间的

使用者和文化的接受者&传承者%他们的生活习俗&社会信仰&

价值取向&使用要求都与空间形式密不可分)*半固定特征因

素+需要与其它要素取得协调%要发挥其烘托氛围的作用'

街区风格应重点控制以下内容!

)

$明确街区的控制等级%要从整体性角度控制街区的风

格%对重要的街道&重要的建筑物周围严格控制%对其它地段

要一般控制%不能突破整体性的保护策略'

'

$单体建筑在两维空间的重复构成整个街区的风格%要

对单体建筑的改造定下基调%采用古城原有的形式&材料&尺

度&布局是保持街区风格的前提'

!

$当地民居的屋顶形式为囤顶%从外观上看囤顶的曲度

约为
)([

%类似于平屋顶%只是从山墙上可以看到微微的曲

线%从城墙上下望%一座座倒置的曲线构成了平缓统一的秩

序#如图
)(

所示$'应遵循传统的屋顶形式&材料和装饰构

造%保持原有*第五界面+的形态'

图
AK

!

囤顶形态

!!

B

$对影响街区风格的一些色彩&装饰材料&图案要严格

限制%门窗&装饰应予以保护与修复#如图
))

所示$'

!!

"

$招牌和幌子是街区氛围营造的重要手段%控制它们的

尺寸&风格&色彩以及传达的历史意义%并将历史的形式与现

代的信息结合起来'

DCE

!

轴线&中心和节点控制

在空间形态上%轴线与中心&节点是共同作用的%轴线是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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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A

!

建筑细部

由中心或节点之间的视觉联系产生的%中心或节点带有向心

性%轴线则带有方向性'根据特兰西克在/找寻失落的空间0

的连接理论*1以线连接各元素2%就是空间轴线的概念+

,

*

-

'

轴线的形成%将两处毫不相关的两个点联系成整体%在空间

上&时间上或观念上取得联系'兴城的轴线主要是视觉通

廊%如图
)'

所示'

图
AB

!

兴城古城轴线分析图

!!

视觉起点所在区域具有空间*节点+的性质%形成一处具有

内聚性&闭合性的场所%容易聚集人气%成为视觉通廊的起点%如

城门入口处&十字形道路交叉点&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等'

作为视觉焦点的*中心+始终都具有高大的形象%超出了

古城其它建筑的尺度和高度%是纵向的空间%容易成为观赏

的对象%如钟鼓楼&城门楼&魁星楼等'

*中心+建筑在空中形成互相借用的对景'将无数个单

独的*景观点+组织成统一的整体%保证观察的连续性%在空

中取得呼应%形成景观网络%从而定位整个城市格局%有助于

人们实现对城空间市格局的认知'

!&B&)

!

轴线)))视觉通廊的控制
!

作为轴线的视觉通廊要

保证具有方向性&连续性%古城内主要道路担负有视觉通道

的作用'对道路的控制主要是对街道形态的控制%包括两侧

街道尺度&地面&两侧界面连续性等内容'街道尺度影响通

道的视觉效果%街道的
!

"

"

越小%街道的夹峙感越强烈%作

为远处的中心景观越为高大%街道的
!

"

"

越大%街道的夹峙

感降低%形成疏离感%视觉引导性降低%如图
)!

所示'兴城

应维持原有的尺度关系%保证原有视觉通廊效果是根本'通

道两侧的界应保持整体性&连续性%即在形式上&色彩上&材

料上保持一定的关联性%做到彼此呼应'地面是通廊的基地

界面%是衡量视线角度的标尺%地面铺砌材料要统一&能引导

性并强化通廊的方向感'

!&B&'

!

节点)))视觉起点的控制
!

作为视觉起点的节点%

也是空间的转折点%聚集了人流%是人群的集散地'对节点

空间的控制有以下方面!

图
AD

!

街道宽窄导致视觉感官变化

)

$对*文物保护单位+而言%自身进行保护%挖掘视觉通

廊的存在%在庭院内形成与重要高大建筑物的对景关系%如

文庙内庭院与魁星楼的对景关系'

'

$公共性强的节点既要考虑交通性%又要考虑集散性%

形成较大的空间%空间边界的界面要连续统一%结合建筑形

成入口广场%满足人们聚会&休闲与娱乐的需求'

!

$节点空间的周围环境在高度上&风格上&色彩上要统

一协调%要具有一定的引导性'

!&B&!

!

中心)))景观点的控制
!

强调中心钟鼓楼在古城中

的景观价值%处于空间的统领作用%对影响范围内的建筑尺

度&高度&形式要整体上取得和谐%如图
)B

为兴城钟鼓楼周

围环境的控制示意图%设定最佳视线控制范围%发挥中心在

空间上的统领作用%对其影响范围内的空间进行改造%形成

古城最主要的场所%建筑则为场所中的中心%有中心统领的

广场边界要连续统一&风格一致&高度一致&色彩协调'

图
AE

!

钟鼓楼控制示意图

E

!

印象

林奇认为%虽然每个人对城市的感应都有所不同%但

*任何一个城市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意象%它是由许多个别

的意象重叠而成+兴城古城空间各个要素之间的系统性&关

联性%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整体存在构成了兴城古城空间

形态保护内容的整体性%各类要素在平面上的叠加构成了完

整的城市空间形态格局'如图
)"

所示为各要素的叠加关系

图%反映了空间上的点线面的关系与虚实关系!实体#点$

\

古城墙&钟鼓楼&文庙&武庙以及各类文物保护单位等)虚体

#线$

\

肌理关系&路网关系&轴线&通廊等)虚实结合#面$

\

历史文化街区'上述元素是兴城古城中各尺度层面上的意

象素材%虽然能独自使人们形成对城市的感知%但当它们共

同构成图景时%则能够提供给人们更满意的形式'首先%这

些元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固有联系
\

连接

节点自然出现在主要的道路交叉点和交通终点处%以其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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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F

!

要素叠加

加深了人们在行程中关键时刻的意象)接下来%这些节点意

象又因标志物的存在得到加强%同时还为保证这些标志物受

到关注提供了一个环境)再进一步%道路所获得的个性和速

度%不单单是因为其自身的形式或节点的连接%而且道路穿

行的区域&经过的边界和沿路的标志物也在其中起到重要作

用'可见%元素之间的固有联系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将它们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作用加强人们对空间的感知过程%从

而获得整体全面的城市意象'

F

!

结
!

语

路网关系&边界&区域&中心&节点以及轴线这些物质空

间形态内容是古城整体空间形态与景观得以延续的关键%也

是古城的非物质性城市意象元素%如民俗风情&历史事件与

人物&城市活动的物质空间载体'通过对兴城古城的
"

大认

知要素的分析与控制%形成兴城强烈的空间意向特征%促进

古城空间形态的保护和可持续的开发与利用'同时%也为其

他古城的空间形态控制与保护研究提供相应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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