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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活与共生%城市边缘的文化抗争
000杭州西湖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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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几个世纪以来"杭州西湖都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西湖之美像一位永葆青春的女神"

从古到今"一直顺应着时代的发展需求&由西湖景观发展而来的历史文化不仅体现了人与自然的

完美结合"而且还表达了一种中国传统精英文化&文章简述了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的发展沿革和政

府的保护措施&该文化景观通过对原始地貌和自然环境的保护"吸引外部投资"带动了整个城市的

发展&在刺激地方就业的同时"不仅提升了市民的责任感"还宣传了景观的文化价值&文章通过对

其规划要素的分析"探寻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价值得以留存至今"生生不息的可能性"探讨在文化基

因的影响下"遗产与新城市如何在新社会经济环境下和谐共存"博弈发展&

关键词!精神家园+文化景观+普世价值+城市规划+世界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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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在申遗文本中被定义为&)十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精英的精神家园'是中国各

阶层人们世代向往的人间天堂'是中国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文化名湖*%宋代大文豪苏轼更留下了)欲把西

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千古绝唱%西湖之精(美由此可见一斑%如何将文化与景观相契合'适应时代

发展的多维度需求'是本遗产着重挖掘的价值要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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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遗产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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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以来'西湖的湖光山色引得无数文人骚客(艺术大师吟咏兴叹(泼墨挥毫%景区内遍布庙

宇(亭台(宝塔(园林'其间点缀着奇花异木(岸堤岛屿'为江南的杭州城增添了无限美景%数百年来'西湖景

区对中国其他地区乃至日本和韩国的园林设计都产生了影响'在景观营造的文化传统中'西湖是对天人合一

这一理想境界的最佳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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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改进的西湖景观被看作是佛教理念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一个映射'它所体现出来的一种佛

教的平静和一副大自然的画卷对整个东亚地区的景观设计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它的堤道(岛屿(小桥(寺庙(

佛塔和轮廓分明的景观在中国都得到了广泛应用'特别是在北京的颐和园和一些日本地区%景点命名诗意

化的概念不仅在中国延续了
"

个世纪'而且在
#.

世纪时'传递到了朝鲜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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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在传统文化景观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它是一本体现了人与自然完美融合的图片

集'一个从唐宋时期一直进化到现在的文化传统%改善后的西湖'具有人造堤道(岛屿(小桥(花园(宝塔和寺

庙的完美排列'以及这一背景下树木繁茂的小山'被视为一个整体'通过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体现这一文化

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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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文化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存通过岛屿(堤道(寺庙(宝塔修建和植物栽培来展现'通过对

西湖景观改进'从而形成诗人和画家笔下如诗如画的美景%这种传统的价值已在西湖持续了七个世纪'并遍

布中国传入日本和韩国'形成一种优秀的传统%

$

!

遗产概况

西湖位于浙江省省府杭州西侧'三面环山%湖中岛(堤道和小山坡搭配许多寺庙(宝塔(亭台楼阁(花园

和装饰树木'与自然景观完美融合%这个大型景观花园所带来的视觉冲击一直从湖面位置上升到了周围的

山脊'在杭州城内便可欣赏到%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体现了湖泊 )普世价值*的所有关键属性%西湖本身和周围景色(景点(历史遗迹等

实体结构和重要特点都得到良好的保护%杭州城在过去
#,

年间'经历了显著的城市化进程'从一个地区性

的城镇变成一个拥有
D,,

万人口的大都市'西湖东侧景观紧靠杭州市区'最容易受到杭州城不断扩张的影

响'尽管如此'西湖文化景观的视觉完整性'特别在靠近城区一侧'依然还是得到了很好的管理和控制%在杭

州城'严格的市政法规一直控制着周边建筑物的质量'保持现有高度'杜绝城市扩张对西湖上空造成的影响%

%

!

发展沿革

西湖主要的人工元素是由)两堤三岛*包括)白堤*)苏堤*和)小瀛洲*)湖心亭*)阮公墩*共同组成'形成

于
?

至
#+

世纪时期的多次湖底清淤工程%从唐代开始'文人墨客就对其美景赞不绝口%正如作家和学者在

唐宋时期的诠释'西湖的文化景观非常清晰地展现了中国景观美学的理念%从南宋!

#!

世纪"开始')西湖十

景*题名景观得以确立&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花港观鱼(柳浪闻莺(三潭印月(双峰插云(

雷峰夕照(南屏晚钟%从那时起'作为一处拥有广大山峦湖泊(大尺度的特殊景观'西湖声名鹊起'而其以)三

面云山一面城*为特色的景观环境'也于这一时期成型%

在过去的
C,

年间'西湖东侧的杭州城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区的高楼大厦让西湖边的建筑

显得相对低矮%然而'南北两边山丘的轮廓线看起来依然完好'保?塔和天空的和谐搭配也清晰可见%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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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轮廓线的保护和控制山丘后方城区的扩张是维护西湖文化景观的关键%

&

!

政府措施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由国家级和省级法律法规的保护%这些措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国家级"(#世界的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条例$!国家级"以及#杭州西湖文化景观

保护管理办法$!地方级"%杭州市人民政府在
+,#,

年实施了对西湖文化景观缓冲区的控制计划%杭州市花

园和文化遗产行政机构在浙江文化遗产省局和国家总局文物!国家文物局"的意见指导下'负责对西湖文化

景观的全面管理%该行政机构既作为)内部机构*又作为)基层单位*运行'与各地方单位(社区和村庄共同

工作%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保护管理办法!

+,,D

/

+,+,

"$'为系统保护和遗产管理以及实施符合世界遗产保护

和国家标准的保护措施提供了基础%与此同时'还制定了#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

+,,+

/

+,+,

"$%为了

控制潜在的变化增量可能对景观和谐以及主要景点产生的影响'需要为基础视觉元素列出清单以便于监督

管理%

市政当局已经起草了西湖景区内的
?

个专项规划%其他的专项规划也已经编制成文'例如#杭州西湖风

景名胜区总体交通规划$#杭州西湖风景区南线综合规划$#控制向西扩张的细节规划$#西湖北山历史文化街

保护总体规划$#灵隐景区管理的细节规划$以及#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

'

!

价值类型分析

'"!

!

环境价值!保护环境元素%维护原始地貌

西湖三面环山'树木繁茂的小山搭配堤道(岛屿(桥梁(寺庙(佛塔和景观植物所形成的美景都融入了西

湖十大景点之中%尽管东侧城区的发展速度惊人'但西湖的重要元素和属性并未受到严重威胁'对以三面环

山的视觉完整性为主的自然地形地貌特征一如既往地良好维护着%

'"#

!

社会价值!刺激地方就业%提升市民责任感

西湖文化景观的不仅为全世界的游客提供理想的休闲去处和游览场所'增加了城市内外部资源的流动

性'最重要的是为杭州城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政府职能部门对现有景观的精心维护也增强了地方百姓

对西湖文化景观乃至整个城市环境的保护意识和责任感%

'"$

!

经济价值!吸引投资%带动城市整体发展

西湖文化景观的存在'是杭州旅游业成熟稳定发展的根源'也是是杭州主要的城市盈利模式之一%西湖

文化景观一直都是杭州引以为傲的经济价值的体现%由景点带动'不仅吸引投资'也促进着城市的整体发

展%与此同时'也正因为城市与西湖文化景观紧密(和谐的融合'特别是东侧湖滨一带'乃至整个杭州城区的

商业价值得到完善的开发%

'"%

!

文化价值!重视人文元素%宣扬文化价值

历代画家和诗人分别对西湖经典的岛(堤(寺(塔以及特色植被等景观作画(命名(题词'是人文与自然的

完美融合%此外佛教(道教和儒家文化等重要的传统文化都能在西湖找到相对应的代表景观%西湖从唐宋

时期开始到现在'

"

个多世纪以来'这一传统文化价值一直得以继承发扬'传遍中国和东亚地区%

(

!

规划要素

("!

!

文化基质!文化景观结合%凸显核心要素

)西湖十景*独特的题名'将中国传统的文化植入其中'既依托于文物古迹'又借助于自然风光'是人与自

然的联合作品'呈现出系列型的观赏主题'分布于西湖水域及其周边地带'是留存至今最经典(最完整(最具

影响力的作品%其突出的文化特性'是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中最具原创性和文化性的核心要素%

("#

!

空间形态!"三面云山一面城#"花园里面有城市#

西湖文化景观周围的空间自
#+

世纪以来就形成了独特的)三面云山一面城*的空间特征'并传衍至今%其

与东侧城区的和谐组合'将传统的)城市里面有花园*的概念'转变成为一种)花园里面有城市*的空间形态%

("$

!

生态要素!保护特色植被%突出景观特色

西湖文化景观完整保留了
#!

世纪以来自然山水的基本规模及西湖的特色植物%植物种类繁多'春桃(

夏荷(秋桂(冬梅四季花卉与西湖十景的四季观赏特征相应'位于湖西侧的群山中还孕育着中国茶禅文化重

#.

+,#-

年增刊
#

!!!!!!!!!!!

陈若薇"等,苟活与共生,城市边缘的文化抗争



 http://qks.cqu.edu.cn

要价值的传统龙井茶园及其景观%

("%

!

土地效能!合理控制管理%避免资源过度开发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其脆弱之处&在吸纳数目庞大的游客的同时'倘若发展过量'游

客的需求对景观本身和游客自己可能带来负面影响'难以在游览西湖的过程中完全体会该有的身心愉悦%

因此'在配合对景区硬件综合管理的同时'需要在游客管理方便给予高度重视'最大限度的发挥该片地区的

土地效能%

("&

!

交通系统!"公交优先(绿色环保#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综合交通规划的执行'规划年限分近(中(远三期!近期为
+,,"

年(中期为
+,#,

年(

远期为
+,+,

年"'范围包括西湖风景名胜区面积
C?',-

平方千米的区域'以及外围
!?'.C

平方千米的保护区%

西湖风景区内交通以)公交优先(绿色环保*为原则'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提倡自行车(电瓶车(水上交通(步行

等绿色交通方式%

("'

!

景观风貌!山水完美结合%提高观赏价值

从云雾缭绕的山丘和湖滨设置'到单独的一棵柳树'再加上西湖本身'所有的景观就如同
#,

世纪时候古

文里描述的一样%西湖两堤三岛的景观格局分布于整个西湖水域'结合保存良好的地方特色植被形成一系

列既独特又丰富的景观观赏层次'是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具有整体架构作用和广泛影响力的景观要素%

("(

!

发展机制!加强管理%协调城市和景观发展关系

西湖文化景观清晰表达了)湖与文化意义*的概念%关于西湖的发展'丰富的历史官方资料为西湖区域

的保护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加强社区管理系统'平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由此制约城市整体发

展对西湖景区的潜在影响力'以确保群山不被城市吞噬%

(")

!

建筑体系!宗教历史建筑繁多%承载丰富文化传统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在上千年的持续演变过程中'由于政治(历史(区位等原因'融汇和吸附了大量的中国

儒释道主流文化'在现存上百处文化史迹中最具代表性的
#-

处建筑分布于湖畔周围与群山之中'承载深厚

和丰富多样的文化与传统'成为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的支撑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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