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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水景的自然生态与艺术风韵

——从巴黎塞纳河到“东方巴黎"成都府南河、沙河

邱长沛

(四川师范大学艺术学院)

摘要河流与城市有着密切的关系。河流养育了一方水土和人民，改善了城市自然生态环境，为城市

留下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构成了城市无比壮美的景观。巴黎塞纳河沿岸著名的建筑、众多的桥梁、宏

伟的宫殿、历史名人遗址、宽阔的林荫道，向人们展示出一幅幅迷人的水上艺术长廊的画面。从巴黎塞

纳河到具有东方巴黎特色的成都府南河、沙河，我们看到19世纪法国奥斯曼对巴黎大刀劈斧的城市改

造，又看到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成都府南河、沙河大规模的综合治理工程。前者使巴黎变得更美丽，

后者让“母亲河”改换了容颜，富于了新的生命。总结历史的经验，借鉴历史的教训，是为了更好的打

造我们的成都，实现“春江一曲抱村花”的最佳宜居城市环境的无限美景。

关键词艺术长廊水文化奥斯曼母亲河东方巴黎绿色生命走廊因水而兴

人类社会生存环境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人把水比作城市的血脉，也有人把水比作都市的

生命，”水能调节气候，净化空气，清洁尘埃，还能产生美妙的倒影，装点城市环境。世界上许多

城市都建在大江大河或湖泊旁边，如巴黎的塞纳河、伦敦的泰吾士河、天津的海河、上海的黄埔

江、杭州的西湖、武汉的长江、汉江和东湖以及成都的府南河、沙河等。河流养育了一方水土和

人民又映衬着城市，构成城市无比壮丽的景观，都市倒影，美不胜收。有了水，城市平添了几分

诗情画意；有了水，城市的层次更加丰富多彩；有了水，城市注入了活力。河流是城市景观美的

灵魂和历史文化的载体，是城市风韵和灵气之所在。她既是一条自然生态廊道，又是一条文化遗

产廊道；她既是大地景观的血脉，又是城市文明的轨迹。她使城市有一个清晰的画框而显得更加

美丽多姿。

一、巴黎塞纳河——城市水景的艺术长廊

城市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城市是巨大的艺术品。作为欧洲的历史名城一巴黎有诱人之美。“娇

娆的塞纳河，历史发源地‘城岛’，巴黎特有的纵横轴线，开阔的园林，气势壮观的宫殿、教堂等

组成了巴黎独特的城市交响乐。巴黎人引以为自豪，旅游者也为之陶醉，它是历代法国城市文化

的精华。”举世闻名的塞纳河以一条弧线穿城而过，它与从卢浮宫至凯旋门的轴线相切，比肩并行，

组成了巴黎的重要景区。塞纳河两岸精典建筑、桥梁、雕塑及绿荫构成一幅幅艺术长廊。临近水

体的建筑由于水的流动与反射，建筑物与自然浑然一体，给巴黎城市增添了无限的美感。由于水

的作用，迫使看与被看之间拉开距离，其轮廓线清晰可见，空间得以延伸又富有生气，为城市凭

添几分魅力。

巴黎的城市构架在19世纪作了大的变动。19世纪上半叶，为表彰拿破仑帝国的光荣与权威，

在巴黎建了拿破仑的练兵场凯旋门、协和广场和广场以西的雄狮凯旋门，奠定了巴黎市中心的轴

线。以协和广场为枢纽，在规划布局上控制了巴黎市中心。之后修建的明星广场通过放射性的道

路与塞纳河相连。

19世纪50～70年代巴黎塞纳区行政长官奥斯曼对巴黎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工作，完成了

巴黎“大十字”干道和两条环形路。市中心的改建，以卢浮宫、宫前广场、协和广场中心为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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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道路、广场、绿化、水面、林阴和大型记念性建筑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爱舍丽田园大道向东

西延伸，把西郊的布伦公园与东郊的维星斯公园的巨大绿化面积引进市中心，建成了塞纳河沿岸

的滨河绿地以及宽阔的花园林荫大道。奥斯曼这种大刀劈斧的改造受到一些人的反对，给他带上

一顶“搞破坏的专家”的帽子。然而，他“采取的种种大胆改革措施和城市美化运动仍具有重大

历史意义。当时19世纪的巴黎曾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最近代化的城市。”

塞纳河北岸的卢浮宫建于16～18世纪，为法国古典主义建筑的代表作，今天已成为世界上最

大的艺术博物馆。卢浮宫历史悠久，气势雄伟，它与宫外的广场、草坪、花坛、古典与现代的雕

塑群构成塞纳河北岸的重要风景线。卢浮宫隔河与南岸的伏尔泰故居、安格尔故居、内莱古塔、

法兰西学院、美术学院相望，互为对景，使人发出历史、艺术、名人流逝的感慨。

塞纳河的美景还在于河中有二岛，岛上有建筑。著名的“巴黎圣母院”就坐落在岛上。巴黎

圣母院是法国哥特式建筑的代表作。从正面看它共分三层：最下面是三座透视大门，门上刻着天

使和信徒们的雕像；中间层是直立的雕像和带装饰性的柱子以及大玫瑰窗；最上面是两座高大的

钟楼。教堂两侧有支撑墙壁的侧廊和飞券，整个教堂显得高大华丽且协调规范。古典哥特式建筑

的魅力把人们带进雨果笔下的“巴黎圣母院”，那无与伦比的美女，特别是那奇丑无比的打钟人的

、幽灵在你脑海中回荡，在塞纳河上回荡，这时你才真正体会到深层美的所在。巴黎圣母院前广场

铺地设计体现了设计者的匠心，地面用不同图案标出被拆出的旧建筑基址，使你知道中世纪广场

的“痕迹”而产生联想。岛上还有夏尔多内教堂、博佛尔教堂、塞称尔教堂以及夏勒马涅雕像等。

其造型别致，高底错落，产生出丰富多彩的水景，令人陶醉。

塞纳河沿弧形向西的东南岸边屹立着高大的埃菲尔铁塔，这是世界建筑史上具有纪念碑意义

的伟大建筑。铁塔是个雄伟的钢铁巨人，高307米，整个塔呈四方狭长金字塔形，分四层，参观

者沿级梯或乘电梯可登上各层平台，俯瞰巴黎全城，俯瞰塞纳河风光。为了庆祝法国资产阶级革

命胜利一百周年，居斯塔夫·埃菲尔设计了这座铁塔。他在继承国内外优秀建筑传统(如法国哥

特式教堂、埃及的金字塔和中国等东方的古塔等)基础上，结合当时工业与建筑的水平以及他自

己兴建桥梁、教堂的丰富经验，而进行的一次大胆而独特的创新。修建铁塔曾遭到包括莫泊桑、

小仲马等一些著名人士的强烈抗议，而大诗人波德内尔却把它比作“云间玉女”高度颂扬。如今，

埃菲尔铁塔成了巴黎标志性建筑，法国的象征。高耸的铁塔异常雄伟、夺目，它与对岸拿破仑儿

子的行宫、夏约宫遥遥相对。特别是在夜色中，埃菲尔铁塔灯火通明跃眼的轮廓光成为塞纳河上

著名的景点。

塞纳河流经市中心区域内，大约有30座桥梁。如格内尔桥、比尔·阿坎桥、米拉博桥等，每

座桥都有不同的造型、结构、色彩；用钢架、钢筋水泥、石材等各种材料建造；有不同历史时期

形成的各种风格的桥梁，显得十分丰富多彩。还有用巴底士狱石块建造的桥，使人感到历史的重

负与深沉。桥头堡多有各种雕塑，尤其是金色雕塑在阳光下特别耀眼。在一首著名诗中有这样的

句子：桥下流淌着塞纳河和法兰西的爱。游艇穿过桥下，弧形的桥洞犹如框景，远处又一座桥在

水光下映衬多姿的桥身，显得十分壮丽。在格内尔桥外中心转弯处，耸立着美国自由女神仿塑像。

当游艇经过这里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激起阵阵波澜时。你必须行动迅捷，否则很难拍

下这个动人的瞬间。

此外，塞纳河沿岸还有许多著名的建筑、历史遗迹、名人遗址等。如奥尔塞19世纪博物馆、

伏尔泰码头、巴黎大学、亨利四世塑像、小夏特勒门遗址、自然博博物馆、水边游廊、马约尔雕

塑群、旺多姆广场、巴尔札克故居、典型的19世纪初金属建筑物、巴黎当代艺术馆、16世纪的村

庄旧址等。这些众多的著名建筑、遗址与卢浮宫、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及跨河的桥构成塞纳

河壮阔的景观。因此，到巴黎不游塞纳河会是最大的遗憾。在河上穿行如观水上艺术长廊，一幕

幕城市景观从眼前掠过，给人极高的艺术享受。为了加强视觉空间效果，增强亲水感，塞纳河河

岸按阶梯式设计为上下两层，扩大了视域，增强了亲水感，使岸边景物、建筑与水面的融合。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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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通道上常常聚集众多的艺术家在那里写生、作画、展示他们的传统或现代艺术作品，又是一道

城市风景线。良好的自然与人工环境，清澈的河水，清洁的空气，清晰的城市平面，杰出的建筑

物，宽阔的林荫大道，美丽的广场，丰富的文化传统及设施(历史名人遗址、著名大学、杰出的

博物馆、剧院)构成塞纳河富有魅力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法国是一个大花园，所有最美丽的花都

被扎成一个花束，这个花束就是巴黎，塞纳河是这束花的闪光点。

塞纳河水景设计可谓独具匠心。它告诉我们：“应当珍惜这些自然环境，并发挥各自特色，不

要让平庸的规划湮没了它的特色，更不要让劣的建筑与城市设计破坏了它的特色。”f4】这对我们今

天规划建设自己的城市，借鉴历史，珍惜资源，去掉平庸，创造特色，这些都是非常有益的。

二、成都府南河、沙河自然生态的人文追求

如果说19世纪奥斯曼在巴黎大刀劈斧改造城市取得了成功，使巴黎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大花

园之一，体现了设计者的匠心；那么，在20世纪末至2l世纪初成都市政府全面启动的府南河、

沙河综合整治工程，获得联合国“人居奖”等六项大奖也是算成都城市改造的一个大手笔。

成都是四川省的省会，西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具有2300多年的历史，享有“天府之国”

的美称。成都始建于先秦，汉代为中国“五大都会”之一，唐朝时与扬州齐名，号称“杨(杨州)

一益(成都)二”。成都历史悠久，人文荟萃，风景名胜众多。城市具有“二江环抱、三城相迭”

的独特格局。20世纪初，法国人古德尔孟入蜀，写下了这样的观感：“入四川更惊其人工生产，入

其野，桑麻遍野，井井有条，其他之勤可知。入其市，人工制造的物品，成列满场，具发运他省

相望干道。此等未经开辟的绝妙舞台，如加点缀，即可成为一个东方巴黎”。近代白屋诗人据此写

竹枝诗，称颂‘成都富庶小巴黎’，成都有‘东方小巴黎’的雅号就是这么来的。”【5】

由于历史的积淀和长期文化的积累，“两江环抱”的府南河构成了城市布局的特色，体现了以

水为母体，以人为根本的大环境。1993年至1997年成都市政府以保护“母亲河”为主题，对府南

河的综合治理取得了明显效果，沿河4平方公里低矮破烂的棚户居民3万多迁入20多个新住宅小

区，疏通河道16公里，沿河两岸开辟出25公倾绿地，提高了城市绿化面积，改善了城市生态环

境，美化了城市容貌。1997年获得联合国颁布的“人居奖”。

从府南河治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其设计理念注重了自然生态建设，也体现对人文精神的追求。

努力在自然与人文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生态与景观之间，规划与开发之间探索，走出了一条

新的路子。

望江楼崇丽阁经过整修，拆掉了不伦不类的跨河钢筋水泥桥，让盛开的芙蓉花、茂密的修竹

映衬高耸的楼阁，碧波倒影，美不胜收。府河与南河交汇处的合江亭建于唐贞元年，亭下广植修

竹异卉，文人墨客多于此吟诗作赋，为成都八大景之一，南宋毁于战火，1989年重建。合江亭两

亭相抱屹立于二江交汇处，位置十分突出，旁有听涛舫相衬，与对岸的音乐广场相望互为对景，

为府南河重要景点。传统风格的合江亭与现代形式的音乐广场以及周围现代化的高层建筑形成鲜

明的对比，历史与现代并存，使人感到历史的流淌，这种古今对比手法运用可谓匠心独具。合江

亭向东数百米，安顺廊桥历历在目。安顺廊桥两层楼阁，三孔桥墩，石兽横卧于桥下，气势宏大，

朱颜碧水，一廊穿南北，别有巴蜀风姿。13世纪意大利马可·波罗来成都曾记述当年所见的这条

宽800米河流，其所描述的有顶廊桥就在合江亭不远的锦江之上。桥梁贯穿历史，人情贯穿桥梁，

旧址新颜，使人倍感历史脉搏的跳动。安顺廊桥再向东几百米，成都有名的九眼桥横江而过。遗

憾的是历史的老桥已不复存在，代之以新型的仅供交通的现代化大桥。从合江亭向西至银杏园再

至绮霞园，沿岸有多处景点。锦里东路的高架立交桥与彩虹桥并肩跨过南河，一高一底，与其水

中倒影构成丰富的立面景观。临水仿效轮船造型的万里号邮轮大饭店别有一番风趣。百花潭廊桥、

散花楼以及古琴台给人以古香古色的余韵而耐人寻味。

合江亭北的府河西岸的思蜀园又是一景。思蜀园内的主题雕塑“水的丰碑”以古代开明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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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石笋”，浮雕了古人治水图景，集中体现了成都“因水而荣”、“因水而兴”的历史。

“活水公园”位于府河西畔，占地24000米2，呈鱼形，寓鱼水难分之意。它是世界上第一座

以水为主题的新概念公园。该公园由美国女艺术家贝蒂·达莫创意而显得非同一般。方案取自府

河的水依次经厌氧沉淀池、水流雕塑、兼氧池、植物塘、植物床等水净化系统，发生质的变化，

向人们演示了污水由“浊”变“清”的过程。“活水公园”的设计把科学性与艺术性结合起来，在

人工环境中创造自然环境，体现了芒福德的自然观。“芒福德认为不仅一般的绿化空间、休闲地带

对城乡的构成非常重要，而且荒野地区对人类的生存也是必不可少的。”【6】_“活水公园”的苇塘设

计运用了“荒野是人类社区的组成部分，是文明生活的象征，绿化空间不仅是为了游憩观赏，更

重要的是为了作为自然的一贯赖以生存的生存环境”的观念，体现出对生态空间的保护。浣花溪

公园的苇塘湿地设计也运用了这一手法。长满芦苇的“荒岛”别有一番风趣，可惜无小桥相连，

人不能上岛，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活水公园”临河高大的水车具有成都民俗风情，体现出水文

化的品位及乡土特色。

成都府南河的夜景也是很美丽的。望江楼、合江亭、安顺廊桥的彩色灯光在水波的映衬下显

得晶莹多彩，古琴台的灯光落入水中泛滥出古城的韵味。府南河沿岸无数的反射灯形成的光带气

贯长虹，十分诱人。它完全可以与巴黎塞纳河夜色的灯光相媲美。

沙河的综合治理是继府南河之后的又一水上工程。从母亲河到生命河，它在府南河整治的基

础上又向前跨了一步。沙河规划设计遵循以人为本、生态优先、高标准、富有个性特色的原则，

在满足生态、截污、防洪、绿化、文化、交通及工业改造等七大功能的前提下，做到生态性、自

然性、享水性及休闲性的有机统一。大胆采用先进的设计理念和手法，全方位、多角度地体现成

都市传统文化、地域特色及现代都市风貌，力求把沙河打造成为成都市继府南河之后的第二张城

市名片。把沙河建成为功能完善、水质优良、景观优美的城市生命河。沙河沿线城市空间为线型

开敞的、以生态居住为主的、景观环境优美的带状城市空间。

沙河紧扣水的主题，深化人文意韵，体现客家文化、桥文化、茶文化、市民市井文化、工业

文化、对逝去工业时代的追忆，人与自然融合，理性与浪漫融合。河流、人、时空师法自然，天

人合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注重人在景观中的介入，建设符合城市要求的绿色生命走廊，

营造五彩缤纷的园林。

从巴黎塞纳河到东方巴黎成都府南河、沙河，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分析比较，研究得失，从中

吸取经验教训。

(一)从沿岸建筑、景观及城市空间看
巴黎塞纳河沿岸集中了许多经典建筑、雕塑、历史遗址，具有浓厚的文化传统特色。这些建

筑或临水而建，或通过绿地与水相连，高低错落，远近交替，显示出丰富的城市景观，犹如水上

艺术长廊，极大地提高了水文化的品位。沿河的林荫道又使建筑与人融入自然生态环境之中。为

此，巴黎人引以为自豪，旅游者也为之陶醉。成都府南河某些段落建筑密度大，容积率较高，对

两岸风景产生挤压感，空间层次比较单调，建筑造型缺少文化艺术风韵。

(二)从桥的功能与艺术性来看

巴黎塞纳河流经市区段有近三十座桥梁，其造型、色彩及材料丰富多彩，无一雷同，有很高

的审美价值。它与两岸的建筑、雕塑、林荫构成壮美的城市景观。成都府南河上的桥也不下三十

座，除旧址新建的安顺廊桥以及百花潭廊桥外，其它许多桥梁造型单调平板，仅具交通功能。也

有一些新建的桥栏杆刻绘花鸟、人物图样、古诗词赋等直露手法提示文化传统，但从整体上看，

文化特色不太鲜明。

(三)从河岸设计及水质状况看

巴黎塞纳河驳岸为阶梯式两层，它减缓了高度，避免了紧逼的透视感，开阔了视野，增强了

亲水感，建筑与水天更加融合，增强了水上艺术长廊的魅力。河水清澈荡漾，人们乘游艇畅游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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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河，往往令人激动不已。成都府南河河岸陡直，河道深陷，给人产生一种下沉、跌落的惶惑，

造成景与水的分离。且河水水质较差，污染问题未根本解决，水上游览比较冷清。沙河治理吸取

了府南河的经验教训，更加重视生态环境及景观效果，河岸设计为自然草皮斜坡，临水采用具有

川西地方特色的卵石砌岸，实现了景与水、人与自然的融合。

三、城市改造的思考

巴黎塞纳河与成都府南河、沙河的改造都是一项有利当代、造福子孙的伟大工程，也是一项

艰巨的工程。前者已成为历史，后者正在进行之中。千秋功罪，谁人评说，它给我们留下历史的

思考，也给现在与未来提供经验与教训。

(一)长官意志的警示

在巴黎城市改造过程中，当时法国总统蓬皮杜要将美丽的塞纳河岸边改做滨河大道的汽车道。

这样一来，美丽的滨河林荫漫步道逐渐将为快速汽车道所占，沿河的风景走廊及建筑群这一“无

价之宝”将会遭到吞噬。在这个方案实施过程中，国内外建筑界发出一片反对声。所幸的是这个

修快车道的方案在激烈的反对声中，毕竟没有完全贯彻下去，否则将毁了巴黎旧城。19世纪50—

60年代，奥斯曼忠实地为拿破仑三世统治整个欧洲服务，以便使马队能在市区迅速调动，主持巴

黎的城市改建，也遭到许多人的反对，“被讽刺为一位‘搞破坏的艺术家’。可是今天人们却赞美

巴黎具有那么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一座古香古色的城市。”【_7】以铁花栏杆为代表的奥斯曼风格为

人们所喜爱。他使巴黎变得更加亲切、美丽。

(二)城市开发的驾驭

随着我国市场机制的建立，城市规划师的任务不仅仅是象过去那样拟定美好的蓝图，以便按

图建设；还要从控制、引导、协调和管理方面，处理好不同的市场参与者、受益人之间的关系。

芒福德曾经说过：“真正影响城市规划的是深刻的政治和经济的转变”。因此，城市规划的可行性

研究变得十分重要。如何依靠和利用市场经济活力是规划实施的重要一环。府南河的规划和实施

是城市规划理念的创新，规划建设与开发相结合，以规划指导开发，以开发促建设，充分发挥市

场经济活力，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这是十分正确有效的方法。

伴随着府南河面貌的改变，一些问题(如建筑密度过大)也暴露出来。日本某规划家说过：

房地产就像一个魔鬼，你把它从瓶中放出来，它可以为你做些事情；但你若不能控制它、驾驭它，

就难办了。因此，必须看到它既有建设性的一面，也有破坏性的一面。城市规划与城市开发是一

对矛盾的两个方面，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它们互相制约又互相促进。如何提高驾驭城市的水

平，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行政手段有时不一定比经济手段见效，引导性而非强制性更易为开发商

接受。比如，在城市远郊按规划先期以低成本投入生态设施建设，再吸引房地产开发，随之带来

地价的上涨，便可收回先期的成本。调动开发的积极性、创造性，千方百计把消极因素减少到最

小程度，做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需要提高驾驭城市开发、驾驭全局的能力，正确处理科

学规划与适度开发之间的关系，实现双方互补、互赢，这是城市建设面临的需要迫切研究与解决

新课题。

(三)乡情恋土的呼唤

世界本来是丰富多彩的。但当代城市建设的趋同性使城市特色正在无声地消失，千城一面令

人乏味。笔者儿时曾在城西摸底河游泳，一装装胜开着白色绒花的芦苇与翠绿的竹林随风摇逸，

柔美的倒影在碧绿的水中泛出浓浓的乡情，几十年后还深深地眷恋着这一片饱含人性的热土，而

如今却面目全非了。沙河的整治固然不能忘记建筑、雕塑、小品及工业遗址等，但用绿化创造特

色则是理所当然的重头戏。要充分利用乔、灌、草、藤，竹、水上植物以及禽鸟、昆虫等动物组

成自然生态交响乐，各得其所，相互依存，“上天”就是它的总指挥。设计者要向“上天”学习，

模仿自然丛林，采用适地适树原则，组成复层混交林相。林地中透出点点空隙，旷地上点缀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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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景，做到密中有疏，虚中有实。忌讳沿河岸千篇一律的等距离行植，也忌讳单一纯林，以尽量

减少人工痕迹，达到景趣天成。不要简单地因治理环境卫生而把荒野消灭，把虫鸟杀绝斩尽，要

尽量为它们营造栖息场所。(这是城市美的不可缺少的要素)要避免城市环境中比比皆是的珠光艳

丽的冷面美人，刻意创造意、情、美、朴的特色，以留乡情恋土于河畔，还自然生态于都市，现

最佳人居于美境。存特色风韵于人性。

(四)城科理念的探寻

“城市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还应当立志于改造世界。”科学的城市规划就是要掌握

人类聚居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能更好地建设符合人类理想的聚居环境。从巴黎塞纳河到

成都府南河、沙河改造治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城市改造的综合性、复杂性。牵一鬟而动全身，城

市问题是错综复杂的，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问题要像中医那样“辩证施治”，也就是对

城市一些规律性的东西需要有综合的了解。城市科学就是要有引导有计划地按城市发展应有的规

律和我们的意图，进行建设并科学地管理。“对城市系统研究，有助于全面地提高我们建设的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也就是说加强建设的整体效益，而避免片面性。”

现在城市科学这个领域还处于探索和发展的阶段，还有许多空白点，运用新的学术思想、理

论和方法对它进行系统研究，解决好治本与治标的问题，解决好理论与实际的问题，在城市建设

中避免重大失误，这是城市工作者的光荣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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