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城市风貌规划的编制对于城市主题的确定、
城市景观的提炼、城市形象的树立具有指导性意义。
本文从城市景观风貌概念入手，阐述城市设计和城市

景观风貌规划的关系，探索用城市设计方法解读城市

景观风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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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景观风貌概念
关于城市景观风貌的定义，国内外学者观点

论述极多，角度各异，各有侧重，目前对其概念的

界定并不十分清晰，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1）郝慎钧所译的《城市风貌设计》一书中指

出：“城市风貌是一个城市的形象。反映出一个城

市特有景观和面貌、风采和神态，表现了城市的

气质和性格，……总之，城市风貌是一个城市最

有力、最精彩的高度概括。”

2）张继刚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城市风貌探》

中对城市风貌做了如下定义：“城市风貌，简单地

讲就是城市抽象的、形而上的风格和具象的、形

而下的面貌。”

3）彭远翔在《山地风貌及其保护规划》中将

城市风貌解释为：“城市的风格和面貌，是自然因

素和人类活动综合作用的结果。”

总结以上，我们认为，城市风貌是通过自然

景观、人造景观和人文景观而体现出来的城市发

展过程中形成的城市传统、文化和城市生活的环

境特征。“风”是对城市社会人文取向的软件系统

概括，是社会习俗、风土人情、戏曲、传说等文化

方面的表现；“貌”则是城市总体环境硬件特征的

综合表现，是城市的有形实体和无形空间，是

“风”的载体，两者相辅相成，两者有机结合形成

特有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取向的城市风貌。

2 城市设计和城市景观风貌规划

的关系
城市设计是关于城市空间和环境品质的研

究，是以人为中心，从城市的整体环境出发的城

市形态设计，侧重于城市物质空间形态的最优

化。其主要目标是通过形态研究来改进人们生存

空间的环境质量和生活质量。一般来说，相对于

城市风貌规划而言，城市设计偏重于形体艺术设

计，包括城市的空间形态和建筑物形态。城市风

貌规划侧重于对城市的文化、历史传统、文态文

脉、风土习俗的研究，并通过将城市特有的自然

与文化资源与城市物质环境相结合同时在城市

物质空间中进行合理有效的分布，从而更好的

塑造并展示一个城市特有的物质环境特征和精

神文化特色。城市风貌规划偏重于在城市宏观

层面把握城市的整体环境面貌，而城市设计则侧

重于对微观具体的形体环境进行刻画与规定。城

市设计的主要方法与技巧是城市风貌规划的重

要借鉴。

3 城市设计方法在城市景观风貌

规划中的运用
3.1 城市设计就是“设计城市”

城市设计是对城市体型环境所进行的规划

设计，它实际是在城市规划对城市总体、局部

和细部进行性质、规模、布局、功能安排的同

时，对于城市空间体型环境在景观美学艺术上

的规划设计（陈为邦，1998）。简而言之就是“设

计城市”。

综观国内外的城市设计理论与实践，无论是

卡米勒·西特的中世纪“建设艺术的原则”，还是

培根在费城的“同时运动体系”实践，还有亚历山

大的“俄勒冈实验”，各个流派、各个国家的城市设

计各有千秋，互不雷同。但是“设计城市”的理念

始终贯穿于各国、各流派的理论和实践中。“设

计”是城市设计有别于城市规划的核心所在。
3.2 几种可供借鉴的城市设计途径

学界的研究公认，在当今国内城市所处的这

样一个大规模物质扩张的阶段，城市景观风貌建

构的核心与关键所在，是城市物质空间的视觉环

境。在实际的规划设计中，这一部分也常常就是

城市景观风貌规划的主体。
3.3 反映城市景观风貌五要素理论的引入

3.3.1 城市意象五要素理论简析

近年来，国内城市开展城市风貌与景观规划

一类的规划设计者甚多，其中大多数比较严谨和

成系统的规划设计，理论基础与规划设计体系的

主干基本都是依托于美国学者凯文·林奇的城市

意象理论，进而发展、演变和应用。
凯文·林奇指出：“环境形象是观察者与他的

环境之间两向过程的产物。”林奇把意象的概念

从心理学领域引入城市研究，从此开创了城市设

计的新时代。他对环境意象做出了精辟的分析之

后，把城市意象中物质形态研究的内容归纳为五

种基本元素———路径、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

物。这五种基本元素的归纳超越了原有把城市空

间作为几何物质体的认知方法，是把行为地理学

和环境心理学综合研究后，得出的人类认知城市

的方法总结。
林奇的城市意象五要素论主要关注于城市

空间结构与物质特性。林奇理论的不足在于他

过于注重空间形态物质性的绝对作用，忽视了

不同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文化背景的人对城市

形态认知的差异性，没有充分考虑到城市空间

的场所性。但是其确立的城市认知方法，把意象

结构作为城市客观环境与市民或旅游者主观感

受的连接过渡点，从发展方向而言是合理与进步

的。
林奇城市意象论应用于城市整体环境认知

时，还存在另一个缺陷：城市意象论中人们通过

意象的主导元素“路径”去观察组织其它四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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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元素，从而形成城市的整体意象。对于复杂多

变的城市而言，这样形成的城市整体意象未免过

于简单、机械。与之相比较，中国古代的风水思想

虽然是处于一个较低层次的认识水平，却具有先

天的直觉性与整体联系性。

3.3.2 城市意象理论的应用要点

首先是借助城市意象结构强调空间意义，通

过把城市重要的建、构筑物或者是自然景观要素

置于城市意象结构之上达成这种目的。值得注意

的是城市空间的无序与有序是辩证统一的，过分

追求城市结构的清晰将会以丧失城市的活力为

代价。

其次是在运用城市意象理论时，要结合城市

不同的自然与历史特点，确定景观观赏的重点，

灵活运用动静相宜、角度各异的观景条件，综合

形成城市独特美好的整体意象。

3.4 城市景观风貌规划建设中需注重的环节

3.4.1 需要符合自身城市文化特征的景观风

貌规划

3.4.1.1 处理好自然因素和人工因素的关系

凡是优美而富有特色的城市，一般都是依山

傍水、山水相映、顺应地形、随坡就势、突出自然、

保护生态的。如果对难以再生的自然条件不加以

保护和利用，必然适得其反，并将遭受大自然的

报复。

3.4.1.2 处理好多样化和统一性的关系

建筑师的创作，有的往往注意突出自己的个

性，而对建筑周围的整体环境有所忽视。为防止

这一现象的产生，首先要做好详细规划阶段的城

市设计，同时当地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在核发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要提

出相关的设计要点，并要认真组织审查设计方

案。建筑师在创作时一定要有整体观念，照顾左

邻右舍，力求在统一中立异。

3.1.4.3 处理好新与旧的关系

在处理新建筑与旧建筑的关系方面，不外有

两种办法：一种是协调、体现和谐；另一种是对

比。协调的手法、对比的手法，都需要建筑师们具

有整体的设计构思和高超的艺术功力。一般来

说，应以前者为主。

3.1.4.4 处理好重点与一般的关系

所谓重点就是必须有一个总体构思，结合本

城市的自然和历史文化条件，形成自身独特的用

地功能布局和道路绿化系统，精心规划建设好几

条街道、几个广场、几个居住区以及若干有代表

性的建筑群。如果处处都要求有特色，人力物力

财力达不到，也就难以形成特色了。

3.4.2 需要远近结合的实施计划

城市景观风貌建设具有面广、量大、复杂的

特点。制定一个详尽的远期与近期相结合的实施

计划非常重要。

在景观风貌规划建设中，可以通过选择时间

短见效快的子项目进行试点，总结技术难点和建

设经验，达到了宣传的目的。一般来讲，近期建设

应大刀阔斧，以塑造整体的城市风貌为主要工

作；而远期建设则要精雕细琢，以创造精品为主

要目的。

3.4.3 需要综合协调的实施保障机制

城市风格的形成要经历复杂而漫长过程。同

样，城市景观风貌规划的实施也是一个复杂而漫

长的系统工程。城市景观风貌规划与建设目标的

实现，有赖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实施保障体系。

一般而言，这个体系应该包括组织机构、审批程

序和资金筹措与保障三个主要部分。

3.4.4 需要切实可行的质量安全保证体系

城市的建筑外观是城市景观风貌规划与建

设中的最为重要内容。无论是本地市民还是外地

的游客，城市给予他们最为直观的印象就是整个

城市的建筑外立面。所以，建筑立面的工程质量

在风貌建设中尤为重要。再者，旧建筑的改造也

是城市景观风貌规划与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大部

分旧建筑年久失修，设施老化，甚至岌岌可危，安

全问题是在这些旧建筑风貌改造中应该放在首

位的问题。因此，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质量安全

保证体系是非常必要的。

表 1- 几个设计理论框架比较

设计途径

“风水”途径

林奇的“城市意象”
途径

“场所精神”途径

马克哈格的“设计

遵从自然”途径

景观生态途径

形式美途径

意境美途径

过程模型

气流与择居过程：气流变，其在景观中之聚散，以

及人的择地而居（葬）以顺应气流的过程。

（城市）景观的意象过程：景观作为视觉感知和体

验的空间，关注人的空间认知和定位过程。

栖居过程（Dwe lling）：人在环境中的定位和

认同过程。使人适应于环境、归属于环境、以环境

为自我从而关怀环境。

（垂直）自然过程：地段内的地质、地貌、水文、生
物等过程及其对景观的内在价值和人类使用之

决定作用。

（水平）生态过程：景观中的物流，能流，干扰，生

物流。强调水平的功能流。

视知觉过程：景观感知作为一个视觉审美过程，

作为“看”的对象，成画的过程。惟美的。
体验过程：景观作为一种生活体验和陶冶情操的场

所。人同时是看者和被看者，是画中人。惟美的。

评价模型

（结构和功能的关系）

生气：阴阳冲和之穴，形态上为藏风聚气的四神

兽结构，强调环护有情、水口关栏、蜿蜒曲折、连
绵不断、结构完整等对生气的意义。

可想象性（Im a g e a b ility）：可读性、清晰性、可见

度，强调个性和结构特征对意象过程的意义。

场所性（Pla c e ne ss）：强调场所精神 - 人所必须

面对的和必须适应的实在和预设的力量。场所精

神体现于场所的性格和空间结构中。

适宜性（Fittne ss）：强调人类活动适应于自然过

程，通过土地适宜性及限制性的评价揭示土地的

内在和使用方式。

生态的有效性：强调景观的异质性、连续性和完

整性对维护生态过程的有效性。从景观元素的形

状、尺度和空间构型来评价景观结构与过程的相

互作用。
形式美：强调以形体、线条、色彩和质地的对比、
均衡等原则对形式美的意义。
诗情画意：强调意味，场景。通过曲折幽深，风花

雪月，小中见大等使触景生情，创造诗情画意。

陈述模型

（对景观现象和结构的描述）

葫芦模式：以龙、穴、砂、水、向作为描述的基本元

素。景观被视为一个环环相套的盒子中的盒子空

间分形结构。
点 - 线 - 面模式：节点、地标、路径、边界、区域。景

观被视为由主导元素构成的点、线、面或网络序

列，一个多层次的等级系统。
空间（Sp a c e）模式：景观被视为是由一系列场所

构成的，场所则由空间和性格（氛围）来分析。空

间由边界围合而成，空间内外由豁口强化。
千层饼模式：非生物 - 生物 - 人类活动属性相叠

加，景观被视为反映土地内在价值（适宜性和限

制性）的资源斑块镶嵌体。本质上是个点、线、面
模式。

斑块 - 廊道 - 基质模式：景观被视为离散的斑块

结构、网络结构、指状交叉结构、棋盘结构或上述

各结构的组合。本质上是个点、线、面模式。

形体、线条、色彩、质地：将景观作为视觉艺术的

对象，进行描述和分析。
葫芦模式：把景观作为山、水、植物、道路、建筑的

综合体验空间，进行整体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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