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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城市景观设计理念和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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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探讨了旧工业改造区的景观现状，提出了以现代城市景观设计理念来改造旧工

业的观点，分别从功能和艺术的角度阐述如何利用现代城市景观理念来改造旧工业: 一是保留旧工

业区主体部分; 二是保留历史文化韵味，将其改造成艺术园区或历史馆等; 三是对破损严重、无法修

复的旧工业区进行拆除重建，将现代城市景观设计理念加入新工业园区的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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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现代城市环境出现了越

来越多的问题，比如污水污染、雾霾等。居住环境不仅反映着城市发达与否，更反映出一个城市的价值观念。
要想拥有一个舒适的生态环境，必须运用现代城市景观设计理念来改造城市的每个角落。现代城市景观设计

理念主要是指以美学、生态学、伦理学、艺术学等为基础对城市开放空间进行设计，包括对道路、广场、公园、环
境等的设计，以达到给使用者提供舒适的活动场所和交流空间的目的，也使设计的景观与城市整体特点相得

益彰。
城市景观设计大致有三个原则: 一是遵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改变地貌景观时要考虑原有景观的

特点，如果原有河流经过，则不能肆意改变河流的流向，也不能建设具有污染的建筑影响河流水质; 二是遵从

传承发扬中化文化的原则。不破坏具有文化价值的景观或建筑，将中华文化以及当地民俗文化的元素融入城

市景观改造中，使城市特点更加鲜明; 三是遵从自然创造的原则。景观设计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每一处的设

计都是需要创新的。城市中比较难改变的区域是旧工业园区。一般来说，旧工业基地既传承着历史文化，又

表现出时代发展的方向和阶段，是城市景观设计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1 我国旧工业区改造的发展和意义

1． 1 我国旧工业区改造的发展

国外学者针对旧工业区改造问题的研究较早。美国园林景观设计大师 Lawerence 在他的改造项目中提

出了将旧工业区再次循环的理论。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已经有部分企业将城市景观设计理念应用

在了实际生活中，把旧工业区改造成大的艺术园区，如北京的 798 艺术工厂和莱锦创意产业园区、内蒙古工业

大学的建筑馆和上海的国际办公空间、岐江旧工业区改造和成都的音乐公园等，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城市景观

设计创意［1］。国外注重从宏观层面去分析建筑和环境的景观形象和功能，而我国对旧工业区的改造更专注

于局部层面。
1． 2 运用现代城市设计理念改造旧工业区的意义

在城市进行扩建更新和结构化改革时，旧工业区改造是一项重要内容。从现代城市景观设计理念出发，

改造旧工业区就是要改造城市的形象，塑造城市的灵魂。现代城市景观设计理念随着城市管理水平的提升越

来越深入人心［2］。我国一些旧工业区域呈现出脏乱、破旧等现象，不仅影响了城市风貌，还降低了企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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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率。一些老旧的工业企业如印染厂、纺织厂和手工作坊等，无论从生产设备的先进程度还是厂房搭建的

美观程度来说，已经不适应现代城市的整体景观设计理念了。因此，有必要运用现代城市景观设计理念将旧

工业区改造成适应当前环境的新工业区。
2 旧工业区景观现状和问题

2． 1 旧工业区景观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兴城市的崛起，一些老旧的工业已经逐渐被人遗弃。我国的旧工业区建筑分布层

次不齐，数量较多，可利用的部分不尽相同，不能将所有建筑都拆除［3］。以前的旧工业建筑大多是工厂、仓

库、煤矿、铁路等，许多采用钢筋混泥土和砖石结构，保存时间久，规模大。一些建筑比较粗糙，修建时只考虑

到经济成本和实用性，并没有加入艺术工艺，普遍外形单调、色彩灰暗。
许多旧工业区建筑存在墙面斑驳、窗体残缺、屋面老化、防水性能降低等问题［4］。旧工业区建筑普遍因

为生产技术落后而被遗弃，它们不仅占用土地资源，还影响城市的合理规划布局和风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

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的扩建，旧工业区在某种程度上会降低城市居民生活环境的舒适程度。旧工业

区改造不仅能够促进生态发展，将人与自然、城市和谐地融合起来，还能够实现节约和节能。将现代城市景观

理念运用于旧工业区改造具有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
2． 2 由旧工业区产生的问题

一些旧工业区被人们忽略，不能跟上城市改建的步伐。一些城市管理部门认为，旧工业区建筑破败不堪，

不具有改造价值，应该将其全部清除，重新建造其他建筑，这样做无疑将抹去旧工业区的历史文化价值。旧工

业区改造工程多采取政府与企业合作的模式，而某些企业缺乏文化保护意识和景观设计理念，将旧工业区改

造成为只具有商业价值而丢失文化理念和现代城市景观风格的建筑。当地政府在文化遗产方面的法律法规

还不够完善，容易忽视对旧工业区建筑的保护［5］。
3 利用现代城市景观设计理念改造旧工业区

旧工业区改造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大部分旧工业区都是闲置的，但其建筑结构并没有被损坏。
可以对其进行简单的改造，比如将其中某部分建筑原地拆除、再重新建立，使其变为有用的“新功能区”或“新

商业区”。其次，大部分旧工业区是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历史见证［6］，应有选择地保留。最后，针对一些破旧不

堪、已经无法改造的旧工业区，只能将其全部拆除，结合城市风貌和人文特色，建造可利用的工业建筑。
3． 1 简单打造，赋予新生力量

对于一些结构坚固的旧工业区，可以通过重新布置规划，将其变为更有价值的场地［7］。利用旧工业区的

主要结构，加入新的独特元素，赋予其新的功能，开发带有时尚气息和艺术韵味的休闲厂所，将商业与旧工业

结合起来，开发出独特的商业街区或社区，形成具有艺术气息的时尚休闲娱乐景区。这样的建筑改造，从主体

结构来看，保持着原有旧工业的建筑结构; 从整体角度来看，每一个细节都透着独特的艺术韵味; 从人文现象

来看，透着时尚气息。独特的商业艺术改造能够吸引年轻的人群和外来旅游观光的游客，将城市的景观设计

导向更加积极的方向［8］。这样的改造满足了广大消费群体的时尚需求，展现了城市的特色文化，以旧工业主

体建筑为背景的商业艺术街区给人们带来新鲜的艺术和价值享受。
3． 2 挖掘旧工业区的历史价值，保护历史文化特色

与新兴发展的工业区不同，旧工业区有着显著的历史文化特色。旧工业区可以被看作旧工业文明的产

物，记载着人类的发展和历史经济动态。因此，应很好地把握可利用的文化价值，争取打造出一个干净、文明、
具有艺术气息的生态苑区［9］，比如艺术馆、艺术园区或生态园区。旧工业区改造不仅要改造工业建筑，更要

将目光投向场地和设施以及周围的环境。需要注意的是，改造时不能破坏旧工业区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适

当加入一些新的建筑元素，使原来的景象换发勃勃生机。
3． 3 寻找替代功能，使旧工业区重新运作

一些旧工业建筑主体结构破损严重，不能再修复，也不具有任何历史文化价值。如果引进新的生产线和

设施设备，将其建设成新的工业园区，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的土地资源，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10］。在建设新厂

区时，应注重新厂区的建筑风格与现代城市景观设计的结合，根据城市发展的理论和整体城市景观形象，将城

市文化与“以人为本”的思想加到建筑设计中，建造功能性与审美性兼顾的具有现代城市特色的工业园区。
同时，根据旧工业区的位置和面积打造出适应周边环境的新型产业园区，注重环保和人文生态环境的结合，尽

·661·



量少破坏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建造适应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园区。
目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人文主义精神越来越深入人心。旧工业区的改造和更新与城市居民的利益息

息相关，需要公众的积极参与。大规模的旧工业区更新改造活动，应普遍采用公众参与设计的方式，听取群众

的意见来决定规划方案，谋求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4 结语

随着城市发展进程的加快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城市景观设计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旧工业区改

造应结合当地文化特色、城市风貌以及人文环境，通过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分析来决定改造方向，同时结合现代

城市景观设计理念应遵从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传承中化文化、自然创造三个原则，将旧工业区打造成适应现

代城市发展的具有文化特色或商业价值的景观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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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三迹”之中，行成最受推崇。和样书风由小野道风开始的，至藤原行成宣告完成。“三迹”在唐代书法基

础上创立的和样书风为以后的日本假名书法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2 纯日本情趣的“假名书风”

假名有“草”，“平假名”“片假名”之别。草借用了汉字的草书体，平假名是把汉字在加以简化，美化的产

物，片假名则主要用于汉文训点，一般不做书法的对象［2］。在当时日本的男子和女子使用的文字不一样，男

子主要使用汉字，女子主要使用假名。当时宫廷的女性为了表现优雅的心情而创造了平假名。故平假名亦称

“女书”“女文字”。日本典型的假名书法笔法极其巧妙，由连绵不断的细线构成，字形是疏朗的，墨色的浓淡

变化很微妙，不像王铎那般大起大落。日本早在唐朝之前就引进造纸术，假名书法的用纸也是华贵高雅的，就

更能衬托出假名书法的独特魅力。西本愿寺《三十六人集》荟萃了料纸装饰的所有技法。由金银泥构成的折

枝纹样最为流行，还有意使色纸断裂而留白，或将色彩重叠拼贴，以造成不同的装饰效果［4］。我们从《源氏物

语绘卷》中的文字书法中也可以看到假名书法的风格变化。
4 结语

日本的书道是在中国书法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紧密不可分的。当今书坛的“现代

书法”却远离了传统，却是在效仿日本的书道，吸取日本少字数，前卫派，墨象派的书法格式，甚至完全的夸大

化。这不得不令我们深思。我们中国传统的书法思想还是不能丢的。应该像唐朝时期的日本不仅仅是吸取，

更重要的是消化。把中国特有的书法文化传播更远、更广，而不是一味的“厚今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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