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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黎塞纳河看城市滨水空间
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文／沈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洪菊华

I摘要】巴黎塞纳河是世界著名河流，其沿线城市空间形态丰富，特色突出，已成

为巴黎城市的象征。通过对巴黎塞纳河滨水空间的发展历程、整治利用、城市更新

方面的研究，分析如何发展滨水空间并塑造城市形象，包括空间、功能、形象、使

用、实践及文脉上的特征总结，提出促进城市滨水空间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则。

I关键词】城市更新；滨水空间；整治利用；公共空间

0引言

河流是孕育城市的摇篮，是展现

城市空间识别性的载体，是城市发展

的结构性元素，并见证城市的时空转

变。塞纳河沿岸的城市空间充分体现

了城市进化。

1塞纳河的发展历程

巴黎起源于塞纳河上的西岱岛，

可以说塞纳河是巴黎生成的基础，塑

造了巴黎的特征，也成就了巴黎的辉

煌，但这一过程并不平稳，也同样经

历依水而生、驯化河流、回归河畔的

过程。

1．1依水而生，沿河生长

塞纳河自东向西流经巴黎。M1 1

世纪开始，原为西岱岛上一个小渔村

的巴黎开始向右岸拓展，并逐步向四

周发展(见图1)。到中世纪时期，

河流成为城市发展的能量源泉(见图

2)。随着不同日寸期政治、经济及社会

发展，沿塞纳河建设许多具有巴洛克

及古典主义风格的宫殿、教堂、花园

等，其中，巴黎圣母院就是古代巴黎

象征。

1．2驯化河流，与水麓离

从1 8世纪开始，欧洲大多数河流

城市都在驯I化河流，占据河岸，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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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坝，防治洪水，以便商业活动及航运。

港口和工厂也随之形成，并越来越多地占

据沿河土地，河流污染越来越严重。河流

成就了当时的工业文明，但也对河流造

成严重伤害(见图3)。1 889年在塞纳河

畔，为了世界博览会而落成的埃菲尔铁塔

成为当时席卷世界的工业革命象征。

1．3回归河畔。以水兴城

战后城市重建过程中，巴黎不断向外

蔓延和扩张，城市更新成为城市发展的重

要引擎。

塞纳河沿岸曾经的宫殿、教堂、花园

成为城市重要的公共建筑与公共空间。随

着工业外迁，城市滨水地段的工业弃置地

加速了大型城市项目建设步伐，河流再次

发挥其潜存能力，在密集的城市空间寻找

城市发展新的可能性。如今，塞纳河沿岸

景观已成为巴黎旅游的必经之地，体验沿

河景观和丰富滨水活动成为巴黎人民生活

的一部分(见图4)。

图1 61 5年巴黎城区 图2 1 800年塞纳河卢浮宫附近的景象

～鑫。．'二蠲

图5 900年塞纳河河岸和码头

图4 塞纳河沿岸贝西公园至雪铁龙公园之间重要公共开放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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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塞纳河沿岸整治与开发利用

塞纳河巴黎市区段长约1 2km，作为城市规模最大且最

重要的公共空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塞纳河及其两岸空

间整治备受关注。

2．1开放空间，连接城市

大众对水与自然的向往成为滨水空间发展的巨大动力，

大型公共开放空间成为滨水开发项目的引擎。

20世；880年代以来，巴黎市区新增不少大型绿地，使

河流与城市开发项目紧密联系。如贝西公园和雪铁龙公园作

为塞纳河沿线大型开放空间，将人们日常生活、场所f,B'l'Z、

现代文化和生态环境密切联系，并将河流空间向城市延伸，

创建了高品质的公共开放空间，为密集的城市开辟了透气通

道，同时将河岸还给市民。雪铁龙公园通过坡地处理与高架

铁路等措施，将公园直接延伸至河岸，体现良好的连续性和

可达性。

2。2多重治理，政策保障

在城市更新中，政府对塞纳河提出多次规划及政策性纲

领，以保障其科学健康发展，如1 978年编纂《塞纳河长期利

用宪章》，将堤岸功能明确定位为开放的休闲活动空间；通

过对沿岸工业重新布局，将原本只局限于城市核心历史保护区

的休闲堤岸向上下游延伸；鼓励市民利用宝贵的滨水空间资

源从事文化娱乐活动；重新规划原本不连贯的堤岸和步道。

1 989年巴黎在修改《土地分区使用规划》时将河堤划入

规划范围，并根据用途将其划分为：以卢浮宫为分界点，包

括塞纳河上游左岸与下游右岸的休闲步道区；以餐饮表演及

展览活动为主的娱乐商业区；分布于市区边缘的上下游河段

的工业与港口区。此后10余年这一措施凭借法规约束得以逐

步实现。

2．3突出特色，美化提升

1 997年提出《巴黎市区塞纳河美化计划》，对塞纳河景

观进行提升，确立“始终力求避免古迹与现代生活脱节”原

则，将提高滨水空间的适用性作为核心目标，将改善水质列

为重要目标，鼓励群众利用沿岸的城市开放空间组织文化及

商业活动。对于陆续实施的措施和整修工程要求相互协调，

并努力把塞纳河纳入城市总体空间结构。

为使塞纳河切实成为市民乐于使用的开放空间，计划提

出将原岸边停车逐渐转向沿河街坊内部，堤岸空间逐步禁止

停车，河岸工业迁往市郊；对堤岸进行整修，建成长12km的

连续休闲步道及连接两岸步行空间的通道，部分码头、道路

区域作为休闲活动场地适时向市民开放(见图5)；开展水上

游船观光，以“塞纳河节”等活动发展旅游；为配套河面交

通，在上、下游各布置1座大型停车场，供观光巴士停留，乘

客则可利用观光游船到达沿线各景点。此外，开通快速地铁

线路串联沿河主要景点，为观光客提供便捷的公共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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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与时俱进，不断更新

巴黎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针对塞纳河“自然、活

动、文化”三大主题进行改造提升。

规划提出在通向河岸的区域以多种方式预留便捷

通道，使滨水区建设更人性化；提供更多活动场地，

包括建造人工沙滩、浮岛花园、休闲广场等，并将部

分沿河车行道改造成休闲空间，未改造的道路限制车

行速度以提升休闲利用的安全性与舒适度(见图6)；

通道、场地周边环境种植丰富的植被；结合城市发

展，河道整治向两端延伸，东侧延伸约8km，西侧延伸

约1 2km，建设措施比原有市区路段更自然生态。

3塞纳河滨水区的城市更新项目

近40年来巴黎城市布局发生明显变化，城市滨水

地段废弃工业用地成为城市更新的基地，构建巴黎城

市新格局。

3．1贝西地区的更新与开发

贝西地区位于巴黎十二区西侧塞纳河右岸，占地

约50hm2，原是葡萄酒储存仓库。该地区开发特点是通

过引入重要公共建筑提升地区竞争力，以公共开敞空

间作为地区布局中心元素，建立与塞纳河的联系。

图5 2002年乔治莲皮杜大街打造的临时海滩

图6埃菲尔铁塔至奥赛博物馆段取缔现状车行道，布置连续

的滨水步行道及滨水活动场地，增设浮岛花园以扩大亲
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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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财政部、奥米尼多功能体育馆是当时巴

黎的标志性建筑，也是城市东部发展的重要象征，

拉动地区发展。贝西公园平行于塞纳河，拥有长约

700m的沿河界面，内部保留场地历史痕迹，并将城

市路网延伸引入，形成与城市肌理的衔接，将公麸

空间延伸至周边街区，体现很强的渗透性。公园与

塞纳河岸边高速公路之间建有高5m的大型观光漫步

高墙及平台(见图7)，既可消除沿河快速交通对公

园的噪声及视线干扰，又提供俯瞰公园和塞纳河的

平台。连接两岸的步行桥借助贝西公园高墙和左岸

图书馆平台跨越在塞纳河上，加强了两岸交流(见

图8)。

3．2左岸地区的规划与建设

巴黎左岸地区位于十三区，是沿塞纳河左岸

2．5km的三角地，用地被铁路和河流包围，内部有大

量工业厂房和道路基础设施，实际用地面积70hm2，

含26hm2铁路用地。

基地内的铁路割裂了城市和塞纳河岸的联系，

又是坡地，为此左岸提出在基地上盖物业的方案。

在铁路线上方建城，很好地缝合了城市肌理，有效

利用和整理零碎空间。长2．5km的法兰西大道建于铁

路轨道之上，处于基地最高处，与塞纳河平行。法

兰西大道与河堤是左岸项目中最主要的结构元素，

这2条轴线间倾斜的土地形成一片向塞纳河开放的平

台及建筑高度向河方向逐渐降低的街区。

3．3塞根岛一塞纳河岸协议开发区

塞根岛一塞纳河岸协议开发区紧邻十六区，规划

面积32hm2，是雷诺汽车厂区旧址。这里创造了新型

城市概念—公园城市。
开发区秉承“建立50％公共空间”原则，采用

“高强度开发+大型公共空间+小尺度网络化的花

园式散步道”模式，建设平行于塞纳河的公园和多

条通向河岸的花园式散步道，将城市与河岸紧密串

联，构筑人性化街区(见图9)。

新区在规划与建设方面体现了生态可持续发展与

创新，除建设绿色环保建筑，还建设7hm2平行于塞纳

河的公园，是连接河流和城区的关键，也是雨水管理

和防洪的工具，集中管理整个新区雨水资源。该大型

中心公园通过地形处理，形成蓄水空间，雨后容纳新

区剩余雨水。结合植物搭配、儿童活动空间与休闲空

间的布置，公园成为邻里生活的公共中心。

图7 碉西公园高起的平台

图8连接贝西公园与国家图书馆的步行桥

图9 塞根岛一塞纳河岸协议开发区规划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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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巴黎塞纳河滨水空间资源保护与利用启示

人类自古傍水筑城，以享舟楫之利和取水之

便。因此，几乎每座城市都有1条河流与之相伴，河

流哺育城市，城市也装点河流。虽然每个城市的河流

尺度和规划模式不尽相同，但都合理利用河流构建

城市结构与特色，这一点上，巴黎塞纳河具有借鉴

意义。

4．1空间开放性

塞纳河高度的开放性使其成为巴黎城市必不

可少的一部分，真正使河流融八城市，通过河流连

接城市。开放性是实现城市滨水空间连续性和可达

性的前提，城市滨水空间必须打通河流与城市的纵

向联系，打破边界，缝合城市与河流空间。建立城

市直达水岸的通道，包括交通、绿地空间及视线廊

道，最大限度地提高河流开放度。

4．2功能公共性

塞纳河岸大量公共文化建筑将城市历史与现

代编织在一起，呈现巴黎当代景象。参考塞纳河经

验，城市滨水区功能应以公共性为主导，混合商

业、居住和文化等复合功能，通过规划确定公共性

最大化的用地功能布局，为河流健康发展保驾护

航。通过引入高品质公共建筑，打造集聚中心，拉

动滨水区发展；结合公共建筑及河流沿线重要建筑

区域，打造大型公共空间。

4．3形象可读性

作为可识别空间，河流使周边地区发展更具可

读性，在更大尺度上成为城市开发与改造的导体和

结构性元素。塞纳河周边充满可读性元素，标志性

建筑、特色景观桥梁、标志性景点等与河流一起勾

勒出难忘的画面。城市滨水空间应通过构建地标、

建设主题性人文景观等手段增加景观坐标，塑造滨

水区的可读性，从而提升滨水区域的城市意象。

4．4使用便利性

大众亲水性使滨水空间成为城市发展的宝贵资源。塞

纳河通过美化提升，建设便利的公共交通，完善河流使用

功能，开展活动吸引人们亲近河流。城市滨水空间应以公

共性为出发点，引入便捷的公共交通体系，吸引滨水区外

围人口向滨水区聚集，为不同人群提供活动与交往空间，

如提供全线贯通的滨水步道、自行车道，设置各类运动场

地及广场、亲水平台等休闲场地，设置满足不同人群使用

需求的餐饮、休闲、售卖等各类服务设施。

4．5实践创新性

滨水区的城市更新项目为滨水区发展带来巨大契机，

塞纳河沿岸的贝西、左岸及塞根岛～塞纳河岸协议开发区

为巴黎城市建设注入新活力，在新城更新中以可持续发展

为动力，体现极具时代感的创新性。城市滨水新区建设应

体现创新理念，落实生态可持续发展，融入高效节能的生

态技术，建立绿色建筑体系及雨洪管理体系等。

4．6文脉延续性

城市河流是见证城市发展的重要载体。塞纳河沿岸

著名景点是城市发展延续与传承的杰作，如代表古代特征

的巴黎圣母院、见证工业文明的埃菲尔铁塔、体现现代主

义的国家图书馆及雪铁龙公园等，这些延续构成塞纳河乃

至巴黎独特的美。城市滨水区的建设也应充分挖掘历史遗

存，在后续建设中注重地域特色文化的注入，为后代留下

文脉传承与延续。

5结语

保罗·魏尔伦(Paul Verlaine)在《巴黎夜曲》中

描述： “你，塞纳河，你什么都没有。两条河堤就是你的

全部⋯⋯”塞纳河滨水空间的保护与利用见证了巴黎城市

的进程，而优秀的城市滨水区就是要体现这一特征，与所

在城市相互关联、相互成就、相互辉映，以此造就名水与

名城。C洲

注：作者有幸参加住建部组织的“中国城市规划师在法国”的实习交流项目，文章是交流学习成果之一，感谢住建部、法国生态可持续发展与能源部及法国
大使馆提供的学习机会，感谢赵永革先生及马艾玫(ARMELLEGuYOMARCH)女士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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