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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地区

城市风貌特色的构建途径探讨

杭小强 褚 药 刘 畅

提 要 纵观国内外滨海地区的城市设

计实践�以下 个方面时滨海地区的城市

风貌特色的构建起着决定性作用�即�鲜
明的海洋文化主题、差异化的海岸利用模
式和独特的建筑景观风貌 通过研究海洋

文化�策划特色鲜明的主题功能是塑造独
特城市风貌的内在核心 通过研究海岸形

态类型、滩涂类型、水体类型及利用方式
等方面�形成差异化的海岸利用方式是塑
造独特城市风貌的基础 城市空间尺度、
城市轮廓线、建筑和景观风貌等方面是塑
造独特城市风貌的外在表象 构建有特色

的滨海地区城市风貌不仅要在总体上深刻

理解有形和无形的资源特征�最大限度彰
显城市风貌特色��币且要在建筑和景观等
细节上形成独特的风格�从而强化城市风
貌特色

关键词 滨海资源 地域文化 空间格

局 建筑实体 城市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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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八 年联合国缔约国文件指出 “ 世纪是海洋世纪 ”。海洋将成为世界各国争
‘ 夺利益的焦点�也是当前高新技术引导下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方面国际竞争
的主要领域 为顺应这种国际形势�我国将沿海发展战略 仁升为国家战略�国务院
和沿海各省市先后作出了天津滨海、辽宁沿海、江苏沿海、上海浦东、浙江沿海、
海峡西岸和北部湾等区域开发开放的战略决策�奠定了全国新一轮 “蓝色经济 ” 的
发展格局一在此背景之下�全国沿海城市兴起滨海地区建设高潮。以杭州湾为例�
卜海、嘉兴、杭州、绍兴和宁波等城市都无一例外地围绕杭州湾进行滨海城市的开
发

纵观世界范围内滨海地区那些具有独特风貌特色的城镇�它们有以下几点共同
的特征 首先�它们都根植于其所处的地域文化�海洋文化与地方传统文化的融合
发展�使得这些滨海城市具有独特的主题功能和风貌特色 如我国 大中心渔港之一

的沈家门 在港日布局和城市风貌等方面处处展示着以渔文化为主导的主题特色。
其次�它们都与其所处的海岸资源有着密切的联系�城镇特色的形成往往是因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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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因势利导地利用海岸资源的结果。如意大利的威尼斯结合
滨海 个岛屿的资源特征�形成世界著名的滨海水城风貌
再次�它们往往都有特色鲜明的建筑和景观风貌�或依山就
势�或色彩醒目。如突尼斯的蓝白小镇西迪布撒以德

记 �坐落在地中海南岸的悬崖峭壁上�所有实体建筑都
以白、蓝两色为主基调�与蔚蓝大海相互衬托

滨海地区城市风貌的内在核心

海洋文化在风貌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实际情况人为地界定 张谦益� 。我国滨海地区从南至北
横跨热带、亚热带、温带 个气候带�海岸线长达 万 �全
国有 多个大小岛屿�岛屿岸线有 万 海岸资源是滨

海地区最宝贵的资源�是地区的核心吸引物�差异化的海岸利
用模式是独特城市风貌的形成基础

海岸的岸线形态特征决定其利用方式

一般而言�海岸线有 种形态类型— 平直型岸线、海湾
型岸线和岛陆组合型岸线 胡伟� �不同形态类型的岸线
给人不同的空间感受 相应地形成不同的功能区和风貌特征

图

海洋文化是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因海洋而创造
出来的精神内涵。《易经·系辞》中有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
下者谓之器 ”。道没有具体的形状�但无所不在�器是可见的具
体的物质形态�是道的外显。道在器中以存�器不离道而生
杨保军�等� 。因此�就滨海地区的城市建设而言�城
市总体环境硬件特征的综合是 “器 ”或 “貌 ”�海洋文化等软件
系统的概括是 “道 ” 或 “风 ” 杨华文�等� �海洋文化
是形成滨海城市风貌特色的内在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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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海岸线的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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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作者自绘

基于海洋文化的主题策划

明确的主题功能是滨海地区建设成功的重要经验�城市风
貌依附于主题功能�而滨海地区城市的主题功能往往是依托海
洋文化和结合实际情况提炼策划形成的。好的主题功能往往既
能确定滨海地区的产业功能�又能传承当地海洋文化。基于海
洋文化的主题功能策划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与渔文化相
关的主题功能�二是与海洋休闲文化相关的主题功能

与渔文化相关的主题功能是滨海地区主要的基本功能�以
象山县石浦镇为例�其发展主题可以概括为 “渔来天下 ” 其内
涵既涵盖海洋渔业和海洋旅游业等产业功能�也强烈地展示着
石浦的渔文化。在这样的主题指引下�策划形成了中国渔村、
远洋渔业和海产品交易等等一系列与海鲜相关的产业和项目�
石浦城镇空间适应了这些项目的展开�并形成相应的城市风
貌。为进一步宣传石浦形象�成功策划了 “开渔节 ”�将渔文化
与节庆相结合�更强化了石浦以 “渔 ” 为核心的城市风貌内涵

世纪进人消费时代后 海洋休闲是滨海地区的热点主

题。以三亚亚龙湾为例�其主要功能为休闲度假�体现海洋休
闲文化的主题。在此主题指引下�策划了滨海浴场�度假村、
海底观光世界、海上运动中心、游艇俱乐部等一系列海洋休闲
项目�结合这些项目布局物质空间�并形成休闲度假氛围浓烈
的城市风貌。

滨海地区城市风貌的形成基础

差异化的海岸利用模式

规划学科 上的海岸是一个空间概念�包括一定范围内的海
域和陆域�是海域和陆域的结合地带�其空间范围一般是根据

平直型岸线比较单调乏味�空间缺乏变化�滨海地区为获
得更多土地而填海的岸线一般都是此类岸线�通常功能多为城
市生产型岸线�譬如唐山曹妃甸城市临港产业区

海湾型岸线一般多为城市生活型岸线 海湾型岸线有 岸

和凸岸两种形式�凹岸空间内收�城市空间往往围绕岸线展
开�可形成湾城互看的空间效果 而凸岸空间向海面开敞�可
获得开阔的空间感受

岛陆组合型岸线一般为城市生活型或生态型岸线�依据陆
地与海岛之间距离的远近分为两种类型 当陆岛距离小于

时 根据人的肉眼视觉 �两岸空问可以互动 空间最为丰富多

样�根据不同的需求可设计多种岛陆联动的空间格局�进而塑
造不同特色城市空间�譬如阿联酋迪拜的 “世界岛 ” 与 ‘棕搁
岛 ” 与城市相得益彰�被誉为 “世界第八大奇迹 ”「、当陆岛距离
大于 时�海岛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问单元�根据其与陆地
的距离和本身面积的大小�一般有城市开发、旅游开发和生态
保育 种方式�不管是哪种方式都需要与大陆联动 以大陆为

根本�在这种宏观视野的指导下�海岛地区的发展就不需要面
面俱到�可以抓住最核心的资源�形成具有独特魅力的地方�
譬如我国著名海岛城市舟山就提出了 “一岛一功能 ” 和 “一岛
一特色 ” 的发展目标。海岛作为城市开发�难点是与陆地的交
通联系和淡水资源的储量�而城市风貌特色借助海岛丰富的临
海景观资源很容易形成�海城相映是这类地区的显著特征�比
如厦门和香港等 海岛作为旅游开发比城市开发相对容易�由
于旅游人口规模比城市要小的多�交通方式也可以有多种多
样�淡水也可以从岛外运输配给�这类海岛容易形成世外桃源
般的休闲度假岛�目前已经成为城市高端消费人群的度假圣
地�譬如马尔代夫 为保护海洋资源�大多数的海岛应作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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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保育岛�这些海岛仁鲜有人迹�有些可以打造成影视大片中
的神秘探险岛�这同样对滨海城市形成独特的风貌意象起到积
极的作用 〕

海岸的滩涂特征决定其利用方式

海岸的滩涂一般有沙滩、石滩和泥滩 种类型�滩涂类型
不同�利用方式也不同。沙滩是滩涂中最优质的类型�也是最
宝贵的滨海资源之一�沙滩浴场是世界各地滨海旅游胜地的核
心吸引物�譬如三亚亚龙湾 石滩虽然大多不能被利用 但经

过改造可形成滨海石滩浴场�譬如台州松门镇石子滩 长三角

沿海岸线大多为泥滩�经过改造可形成特色鲜明的滨海湿地公
园�譬如 卜海崇明东滩湿地公园。

海岸的水体特征决定其利用方式

滨海地区是 “海纳百川 ” 之地�大陆淡水在此汇聚入海�
滨海地区具有多样的水体类型�水体利用方式的差异性往往可
以直接导致不同的城市风貌特色。
纵观我国滨海地区�虽然自然特征各具特色�但水体类型

从海洋到陆地一般可以分为以下 个层次 第一层次为自然海

水水域�具有外海特征 第二层次为可控制的安全海水水域�
也是咸淡水交汇水域�具有内海特征 第三层次为淡水集聚水

域�具有内湖特征 第四层次为湿地缓冲水域�具有湿地特
征 第五层次为陆地淡水水域�具有内河特征。规划设计应根
据每个层次的特点�布局合适的功能�形成鲜明的城市特色
图

为发展滨海旅游产业而塑造休闲度假的核心特色场所�尤其是
在外海水域较差的长三角地区�譬如嘉兴乍浦的九龙山旅游渡
假区内的游艇基地。

内湖是水域较广、换流缓慢的水体�基本上常年风平浪
静 从水资源调蓄角度而言�内湖是滨海地区淡水资源的调蓄
库�其周边地区往往需要加强生态资源的保护力度 就心理学

角度而言�内湖地区离海岸线有一定的距离�比外、内海地区
更具安全感�适合人口集聚 就城市建设角度而言�内湖地区
往往景观资源丰富�容易形成良好的人居环境�譬如上海临港
城市滴水湖将是未来城市的核心区。

湿地是水域与陆地之间的过渡地带�是 “地球之肾 ”。湿地
不仅是调节净化水体的地区�更是各种生物的栖息地�湿地地
区应严格保护�控制人类活动的频率。就城市建设角度而言�
应在保证其自然属性的前提下�适当植人科普教育等功能�展
示城市自然风貌特色。

内河系统往往成为很多滨海城市内部最具魅力的地方�譬
如荷兰阿姆斯特丹和意大利威尼斯都是通过内河系统将其独特

的城市风貌特色展示给世人。河道是景观、交通和游憩等多种
功能的集合体�一般因其宽度不同而功能相异。宽度 以下

的河道亲水性强�容易形成 “水巷 ” 城市空间 宽度 以下

的河道�两侧结合水岸可形成城市休闲场所�完善沿河城市功
能 宽度 以仁的河道�一般以交通功能为主�沿岸应有防
护设施

当然�具体到某一滨海城市�一般而言�五种水体类型不
会同时存在�应本着因地制宜的态度�创造性利用滨海城市的
水体资源。

图 滨海水体 个层次类型

资料来源 作者自绘

外海的利用方式因水质的不同而各异 优质的外海水域是

开展海 卜活动�并体现滨海城市活力和魅力的最佳区域�如海
南二亚优质的外海水域是其成为国际旅游度假圣地美誉的重要

支撑 我国长三角滨海沿线外海水质虽然普遍较浑浊�但是外
海广阔的视觉前景同样使得城市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内海是指陆地与陆地之间的狭窄海域�有天然内海和人工
内海 通过工程方法 两种类型 内海与外海相比�最大的特
征是风浪小�内海对当地渔民而言是天然避风港�对外地游客
而言是体验海滨生活的重要场所。由此�天然内海周边地区一
般是当地渔民的集聚区�譬如宁波的石浦镇 人工内海一般是

基于海岸利用模式的城市空间模式

对一个城市而言�城市空间模式犹如文章的框架�好文章
必然有好框架�城市也如是。对滨海地区的城市而言�空间模
式确定意味着城市风貌基础框架的形成。综合海岸的岸线形
态、滩涂特征和水体特征�滨海地区有 种最典型的城市空间

模式一一 外海模式、内湾 内海、内湖 模式和河网模式。
外海模式是城市空间沿海岸线直接展开布局�使城市空间

与大海直接关联 内湾模式一般并不和大海发生直接关系�而
是将海水引人城市形成内海或者开挖汇水形成内湖�城市空间
围绕内海 湖 布局 河网模式则通过密集的水网系统形成均

质的城市空间。 种模式特征鲜明�选择哪种模式应因地制宜�
因势利导 图

外海模式在海水水质和海岸资源条件好的滨海地区被广泛

采用�这种模式的核心是将优质的海岸资源作为公共开敞空
间�城市发展沿着海岸带展开�使城市景观界面最大化。滨海
城市界面是外海模式滨海城市展示城市风貌最重要的要素�必
须注重滨海界面的设计与控制。

内湾模式在外海水质和海岸资源条件较差的地区或者外海

岸线条件虽好但短的滨海地区被广泛采用�这种模式的核心是
塑造或者延长岸线优质的海岸资源�塑造优质的景观水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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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城市空间结构的 种模式
目 一

资料来源 作者自绘

为城市公共开敞空间�城市布局围绕内海 湖 展开�使城市
景观界面最大化。内海 湖 城市界面是这种模式下展示风貌

最重要的要素�应作为设计与控制的关键点。
河网模式在滨海线状水系密集的地区被广泛采用�这种模

式的核心是将水网作为交通和城市开敞空间的复合体�形成水
网交织的水城风貌。这种模式下展示城市风貌的核心地区是城
市滨河景观和界面。

建筑和景观是城市内部街区塑造特色风貌的主导因素�譬
如传统历史街区与现代城市街区风貌的不同首先表现在建筑风

格方面的差异�其次表现在景观环境要素方面的差异一滨海地
区的建筑和景观风貌的塑造一般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延续历史
风貌�另一种是结合景观环境植人新的风貌

延续历史风貌模式一般有两种倾向 一是简单复制当地的

传统建筑风格和景观风貌 适用于当地传统建筑和景观风貌保

存完好的地区 二是在研究当地传统建筑和景观风貌的基础

上�提取核心风貌要素进行重组�形成富有传统韵味的建筑和
景观风貌�适用于传统建筑和景观风貌不完整或消失的地区

植入新风貌模式一般也有两种倾向 一是简单复制其它地

区获得成功或受欢迎的建筑和景观风貌 二是捕捉具有时代性

和创新性的要素�形成新的建筑和景观风貌「总体而言 植人

新风貌模式的风险较大�成功几率也较低。
不管采用哪种模式�建筑和景观风貌特色都要借助建筑类

型、建筑风格、建筑体量、建筑色彩、建筑高度、材质细部和
绿化环境等方面展现出来

滨海地区城市风貌的外在表象

结语

城市空间尺度

空间尺度一般跟人的感受有着直接联系�尺度的大小也是
与比较对象以及参照物有关�滨海地区城市的空间尺度关系实
际上就是人、大海和城市三者之间的尺度关系。大海的尺度是
不可感知的�而城市的尺度是可以感知的�滨海城市应艺术性
地处理这两种尺度的过渡关系�我们需要从宜人的城市空间尺
度过渡到广阔的自然尺度空间�从城市的生活空间过渡到滨海
的游憩空间�形成尺度对比和空间趣味。另外�城市自身的空
间尺度也应该根据城市功能的不同而变化�从而形成各具特色
的城市风貌区。

在当今全球化和我国新一轮滨海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为
提升滨海城市的品质和吸引力�我们必须努力探索塑造独特滨
海城市风貌特色的多种途径一构建有特色的滨海城市风貌并不

在于刻意去追求具体的构图形式�而是将海洋文化主题内涵与
海滨资源等结合起来统筹考虑 滨海地区城市的风貌特色首先

取决于以海洋文化为主题的功能策划�其次取决于海岸资源的
差异化和创造性运用�再次取决于城市空间尺度和建筑景观风
貌 而能否深刻理解这些有形的和无形的资源特征�并提炼形
成有特色城市风貌�能否形成简单明确、管理方便的风貌控制
指标体系�这些都考验着城市规划师的基本素养

城市轮廓线

城市轮廓线是海上展示城市风貌最重要的要素�每个滨海
城市都是一个地区的海上门户�当从海上观察一个城市时�城
市轮廓线最能体现这个城市的风貌特色�譬如纽约和香港等的
城市轮廓线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而当进人城市之后�建筑实体
包括体量、高度和色彩等便成为塑造城市风貌特色的主导因素
之一。滨海地区塑造有特色的城市轮廓线�主要应处理好两个
方面的问题。首先�要处理好前景、中景和远景的层次关系�
个层次应形成相互衬托的关系�多层次的轮廓线组合是塑造城
市立面形态的基本方法 其次�在前景、中景和远景等各层次
应形成有节奏的韵律�处理好高低错落的建筑群组合关系�这
样就容易形成视觉焦点�这些焦点往往成为城市的形象名片。
但需要注意的是�城市轮廓线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
程�富有魅力的轮廓线往往要经历几十年至上百年的时间才能
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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