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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助长了城市的同质化倾向，碎片式与多元文化结合的冲击也

使得城市景观渐渐失去自有独特的文化属性，建构城市特色景观文化很有必要。文章通过

城市历史景观保护的研究为切入点，提出了特色景观文化的建构原则，并以审美体验下的文

化认同为依托引入象征理论，尝试揭示隐藏在景观文化背后的运行机制。文章还涉及城市

特色景观文化的表达策略，总体来说意在唤起对于当代城市特色景观文化塑造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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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科技进步很大程度上摆脱

了地理位置的束缚，信息交流与传播也日益广泛。在

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现代化的城市设计理念促使城

市的发展呈出现同质化倾向，而现存的传统城市历史

景观则存在消亡的风险。这是由于在具体实践中，人

们对于传统城市历史景观价值的认知存在偏差，加之

这些城市历史景观遗存的尺度比例、界面层次及周边

环境与现代人的空间需求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导致了

承载城市历史文脉的景观文化地位岌岌可危。如何

保护和整合现有城市景观资源，建构激发大众情感体

验和审美需求的公共空间，同时保存代表城市历史的

文化标签，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一、城市特色景观文化建构的基础与原则

( 一) 从“城市历史地段”到“城市遗产”———城

市特色景观建构的理论基础

城市特色景观文化建构的理论与方法来源于对

于城市景观遗产的保护，它是随时间的推移不断深入

完善的。1964 年的《威尼斯宪章》第一次打破了以往

只对城市历史建筑单体保护的范围，扩展到了对城市

历史地段的保护，这其中就提出: “找出一种独特的

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时间见证的城市

或乡村环境，纳入古迹保护。”［1］ 到了 1987 年的《华

盛顿宪章》，进一步完善了城市历史地段的内涵与外

延，指出城市历史地段保护“应处理好地段与周边环

境的关系，包括自然的和人工的”［2］。
不难看出，之前的城市历史地段保护理念都是建

立在 20 世纪社会现状语境下的，而当今的社会背景

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应对一系列变化，世界

遗产委员会在 2005 年组织召开了“世界遗产与当代

建筑”会议，会议正式思考了城市建筑遗产与城市发

展框架的关系，会议的《维也纳备忘录》提出了“城市

历史景观”的概念。之后 2011 年发布的《关于城市

历史景观的建议书》突破了历史城区和城市历史地

段的边界，将因历史文脉及人们生活记忆沉淀生产的

城市景观统一视为城市遗产。另外，在手段上，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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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的保护也不再局限于对历史城区和周边缓冲区

的保护，而是将城市遗产保护纳入到更广泛的城市发

展框架之下。［3］

( 二) 城市特色景观文化建构原则

至此，对于城市历史景观已由过去单纯的空间保

护变换为积极的营造空间，这是由被动到主动的转

变。《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承认了城市巨变

带来的社会层面影响，也为建构城市特色景观文化提

供了依据。现代城市规划中，城市景观是城市动态演

变过程中调节自然环境和历史建筑的“润滑剂”，其

地位不可替代。以往的规划更多强调的是城市功能

划分，而今天则更强调相互关系、价值及管理的延续

性［4］。建构城市特色景观文化应树立整体性的原则。
这是因为现有的城市历史建筑及景观自身具有的空

间属性及文化属性已无法抵御城市碎片化和多元文

化的发展，如果没有整体连续性的理念城市最终将失

去历史特质。
整体性在城市特色景观文化表达中主要体现在

三个方面。首先，实现城市景观在时空维度的整体

性，打破以往历时与共识的分离关系，使历史文脉在

景观场所中得以完整表达。其次，整体性还体现在关

注城市发展的多样性，正如罗伯特和赛克斯所指出

的:“城市远不止是建筑群或简单的生存之地，它们

是社会与经济活动的摇篮，在这里，多样性的碰撞创

造了新行动、新观念和新能量。”［5］城市特色景观文化

应建立于自然、社会及文化等因素共同“生产”之上，

同时，应对城市多样性以动态发展的角度体现景观价

值。再次，应关注城市居民整体生活环境的美学层

面，创造让人“敞开心扉”的景观空间。这种景观空

间既是城市的文化标签也是居民的文化景观，是建立

在景观审美体验下的文化认同感。
我们通常理解的文化认同是指个人在群体和城

市空间中营造归属感的心理活动。美国文化学者爱

德华·豪尔( Edward T． Hall) 在《超越文化》一书中

明确阐述了文化认同、自我认同的过程不能脱离具体

的语境与场所［6］。而基于审美体验的文化认同则不

仅需要整合城市景观的本体空间、精神意义及表达的

语境，还要探究景观美学层面的认同，这是以往研究

中并未深入涉及的。只有增加了美学内涵的景观空

间才会在场所精神和语境表达中更加全面，实现这一

因素需引入景观象征的相关研究。

二、城市特色景观文化的建构机制

( 一) 象征理论

象征最早源于希腊文 Symbolon，原意指的是一个

陶器或者是木板被分成了两半，两方各持一半，等再

次相遇时又可以拼成一块，以示友情。后指揭开藏匿

在万物世界中的一种理念，需要使用比较、暗喻、联想

等方法，依据相对完整的外在形象和隐藏于后的意

象，来揭示日常形象深处的内涵。通俗地说是使用一

种符号或者形式来象征某一种被大众熟悉的形象。
象征最初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还有其更深层次的含

义。首先，象征追求高于现实社会的丰富心灵世界及

其内在生命力。其次，象征是一种“创造读者”自由

的艺术创新。再次，象征作者虽然在手法、见解、感觉

和方式及美学理想等方面有差异，但它们在精神上却

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与强大的凝聚力［7］。象征本身是
不单局限于满足外在的自然法则，而是要摒弃为了描

述自然而描述自然的被动性，透过艺术作品的外表揭

示其要表达的核心思想。
( 二) 景观象征理论及城市特色景观文化建构

在象征理论发展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类型。第

一种是用形象来喻意特定概念的比附性象征，它更多

是符号学中常说的象征性符号; 第二种是通过熟悉的

象征形象创造一种促使人们情感体验和想象的表现

性象征。引入象征理论在城市特色景观文化建构中，

我们不单要关注比附象征符号塑造的认知形象，更要

注重人们对于城市景观情感和审美体验的范畴。这

是因为基于情感体验和审美活动城市景观，才使景观

跳出城市媒介概念的核心价值，它相较于单纯的历史

符号提炼更为高级，在这过程中不仅形成了特有的文

化属性，还生成了代表内涵与精神核心的景观意蕴。
表现性象征的意蕴生成是主体( 设计师) 通过景

观形象塑造的一种认知和情怀，它和主体对于城市文

化的理解表达密不可分。正如查尔斯·摩尔在《风

景》一书的序言中提到的: “无论我们觉得多么壮丽

动人，大自然中的某些地方却还不是园林本身; 只有

通过对我们的行动加以塑造并与我们的梦想浑为一

体，它们才能够成为园林。”［8］景观作为中介本身是一
个完整的系统，当客体( 观者) 感知到景观特征时，就

会激发内心产生一种记忆的经验图式，这种记忆反映

到景观塑造的形象上，会促成一种审美幻觉的生成，

同时也会有似曾相识的场景感，这就是记忆场所与象

征意象共同建构的景观文化，也可以说是景观意蕴。
在建构过程中，主体塑造的记忆图像是诱发审美体验

的前提，同样也是情感认同的来源; 客体的感知强度

是促使主体塑造强度的直接因素，两者相辅相成、不
可偏废。

实际操作中，优秀的城市景观作品往往可以很快

在主客体中形成一种意蕴的表达。如苏州博物馆，人

们见到作品时会从“纯净”“移景”“借景”“幽静”“庭

院”等一系列元素中建立江南园林的特质，心中生成

小桥流水的意境。原住民更易在观景后唤起对于记

忆场所蕴含的情感体验原型，投射在博物馆景观几何

抽象的象征元素中，唤起人们对于苏州特色景观文化

的认知与提炼。

三、城市特色景观文化的艺术表达

当代城市景观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摒弃了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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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景观形式和功能设计的注重，转而关注意义的层

面，将情感体验与审美内涵耦合于复杂的城市空间之

中，塑造独特的景观文化，并借此来抒发对于城市的

情感记忆。在象征理论建构的空间里，城市景观进一

步定义了人与自然、社会及城市的关系，同时传递了

景观的价值信息。另外，从审美的角度去理解景观文

化，就是促使设计者创构出具有鲜明特征的艺术形

象，去激发观者的想象和内心情感活动，重视对艺术

特征的理解。这种特征不是简单的临摹和再现，而是

经过艺术加工后形式化的特征，即媒介材料构成的独

特的结构样式［9］。具体的景观设计表达应当关注以

下三个维度。
( 一) 自然与都市维度

景观文化的表达过程中不能只限在对城市空间

的“填补”，而是应超越范围的界限，用景观元素将纷

繁杂乱的单位空间进行整理，进而将诸多城市空间连

接成有故事情节和内涵意义的城市意象［10］。另外，

将自然环境有机融入建筑，或者在设计中注入自然文

化因子，让使用者在满足对建筑及景观功能使用的同

时体会到自然带来的乐趣，营造出人与自然彼此共融

的理想生活状态。
( 二) 历史与当代维度

在景观文化的创作中，通过对城市特殊事件、历
史故事的演绎凝结于实体空间中，就可以将碎片化的

城市历史文化串联在一起，这种串联不止是为了见证

历史，更多的是引起人们的思考、促进未来城市的发

展。在实际体验中，个人对于城市历史文脉的传承和

理解会赋予城市景观更为深厚的底蕴。
( 三) 审美体验维度

景观的审美体验是象征景观创作的核心。从创

作主体来分析，景观在经过抽象提炼后，需通过客体

对于意象的感知来进行反馈，如果无法产生共鸣，则

这种创构只是主体思维中的抽象概念，无法顺利传达

到受众层面。换句话说，对于景观主体的创构更多是

意境的塑造，这就要求设计者在设计过程中把晦涩的

意蕴和其他特质转化为可感知的形象。或许这种意

境很难界定，但它却是激发客体情感体验虚拟图像的

必要条件。

四、结语

城市特色景观既是城市的标签也是当地居民赖

以生存的环境。城市特色景观文化的建构，一方面为

了抵御同质化和碎片化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为了探

讨景观文化塑造的内在机制。引入表现性象征理念

的城市特色景观文化建构更应关注主体创构与客体

感知的共融性问题。 ( 责任编辑: 贾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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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Artistic Expression of Urban Characteristic Landscape
ZHAO Shu － wang，ZHOU Wu － zhong

( School of Media and Design，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

Abstract: The rapid urbanization promotes the homogeniza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The impact of fragmental and
plural culture makes the urban landscape gradually loses its peculiar cultural attribut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characteristic urban landscape culture． Based upon a research of protection of urban historical landscape，we propose
the principle of constructing characteristic landscape culture，and depending upon cultural identity in aesthetic experi-
ence，we introduce symbolism theory and try to disclose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hidden behind landscape culture． In
addition，this paper also refers to the expressive strategy of characteristic urban landscape culture，so as to draw atten-
tion to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tic urban cultural sha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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