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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地景观风貌的特色营建

—以江苏武进中心城区为例

谷　康，赵梦蕾，刘广宁

（南京林业大学 风景园林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３７）

摘　要：城市绿地景观风貌能够改善城市的空间环境景观、反映城市的气质个性。阐述城市绿地景
观风貌特色营建的重要性，对特色营建的方法进行了新的探索与思考。规划过程分为宏观和微观

２个层次，宏观层次上解决城市绿地景观风貌定位，构建城市绿地景观风貌结构，微观层次上对城
市绿地景观风貌感知系统做以控制引导，并以武进中心城区为例进行实践分析。不同层面的绿地
景观风貌塑造，目的在于强调城市绿地景观风貌的特色营建，让绿地景观真正融入人们生活的同
时，提升整个城市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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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城市化的发展背景下，城市绿地与城市建

设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城市绿地建设的风格复

制现象也越来越普遍，人们越来越向往绿色自然的

有文化历史气息的空间环境，独特的有可读性的绿

地逐渐成为城市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着城市

的核心竞争力。城市风貌是通过自然和人文景观体

现出来的城市传统文化、现代文明和城市生活的环

境特征［１］，其中“风”指城市在历史文化、人文民俗和

社会经济等精神文化方面的展现，而“貌”则是城市

的 整 体 外 貌、环 境 特 征 等 物 质 载 体 的 综 合 展 现。

“风”又是“貌”的内涵，而“貌”是“风”的载体［２］。

城市绿地景观是城市风貌的有机组成部分，它

们给城市的 形 态、功 能 布 局 等 景 观 以 很 大 的 影 响。

本文所研究的城市绿地景观风貌是以人的视角，观

察和体验城市绿地空间和环境，以及构成城市绿地

景观的建筑、公共设施等多种视觉要素后给人留下

的印象，它是具体的，与人的活动和体验密不可分。



１　城市绿地景观风貌的特色营建

特色是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典型事物的最集

中最典型的表现［３］。城市特色景观的呈现是以审美

主体的感性经验为基础进行描述，通过分析城市文本

不同诠释 主 体 的“偏 好 阅 读”，以 及 城 市 设 计 师 经 验

的、自由创作的感觉体验，挖掘城市的文化内涵，赋予

城市特色景观深层次的意义［４］。

城市绿地景观风貌特色是在一定时空领域内某

城市绿地景观相对于其他城市所体现的不同审美特

征，本研究的城市绿地景观风貌特色营建就是在分析

城市自身基础以及上位规划的基础上对构成城市绿

地景观风貌的各种要素进行合理的再梳理和再设

计，形成布局合理、特色鲜明、尺度宜人、生态协调的

绿地风貌景观，从而凸显城市的个性魅力。

城市绿地景观风貌规划的对象是城市的绿地景观

空间资源，要发挥的是引导控制城市绿地景观建设的

目的，这就要求其与城市规划建立联系。城市规划分

为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２个阶段［５］。城市绿地景观风

貌特色规划相应可划分为２个层次：基于宏观层面的

城市绿地景观风貌总体规划阶段—城市绿地景观风貌

总体定位；基于微观层面的详细规划阶段—城市绿地

景观风貌分区控制、城市绿地景观风貌核控制、控制城

市绿地景观风貌轴控制、城市绿地景观风貌圈控制以

及针对城市绿地重要节点的引导控制（表１）。

表１　城市绿地景观风貌特色营建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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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
观
层
面

城市绿地

景观风貌

定位

１）分析调查城市现状绿地资源，提炼最能代表城市特色的自然和文化景观

２）提出城市绿地景观风貌规划目标与定位

３）根据城市绿地景观现状的调查分析，提出影响城市绿地景观风貌的层次因子，建立能够传递这 些 典 型 因

子的途径，构建城市绿地景观风貌层次结构

４）融合各层次结构，提出城市绿地景观风貌特色整体规划结构

微
观
层
面

城市绿地

景观风貌

感知系统

控制引导

１）依托城市地块规划，提出城市绿地景观风貌分区控制

２）依托城市重要的线形廊道景观，提出城市绿地景观风貌轴控制

３）依托城市中最具影响力，最能代表城市特色的绿地，提出城市绿地景观风貌核控制

４）依托城市中各绿地景观节点，提出城市绿地重要节点引导控制，注意与其他城市功能、景观上有所侧重和

区分

２　武进中心城区绿地景观风貌的特色

营建

武进位于江苏省常州市南部，介于上海和南京

之间，是一颗镶嵌在长三角经济带中的“苏南明珠”。

武进中心城区位于武进中心地区，紧邻常州市区，并

有常武路贯通，以居住组团为主，以南为高新工业片

区，以西为特色产业经发区、综合生态西太湖片区，

以东为工业遥观片区和宋剑湖（图１）。城市绿地景

观形象塑造应充分发挥城市建成区的核心作用，有

机链接城市其他斑块和廊道［６］。近年来，随 着 城 市

经济的发展，武进城区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城

市的建设活动同城市绿地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新

时期武进中心城区的目标定位为打造“国际”、“高品

质”和“精致”城区，与此同时，第八届中国花卉博览

会将于２０１３年常州武进嘉泽举行，这为武进中心城

区绿地景观风貌提出了新的机遇。如何优化改善武

进城区的城市环境，凸显城市特色，成为研究建设具

有本地特色的绿地景观风貌体系的迫切需求。

图１　武进中心城区区位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ｕｊｉｎ　ｃｉｔｙ　ｃｅｎｔｅｒ

２．１　宏观层面—城区绿地景观风貌定位

２．１．１　城区现状绿地景观资源分析　城市的自然

景观和人文景观是形成和创造城市地域特色的２个

基本要素，自然景观是骨架，人文景观是魂魄，需处

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７］。人们对于城市绿地空间需

求已不再仅满足于绿化功能，市民渴望在城市绿地

景观欣赏中引发心灵的共鸣，感受来自城市地域性

和文化性的独特魅力。在城市绿地景观特色风貌营

建中，自然景观资源来源于自然界中各因子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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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武进区属江南平原水网地区，河流纵横密布。

武进中心城区北临京杭大运河南线，与西侧的西太

湖共同构成城区的生态背景，城内又形成以武南河、

大寨河等为经，长沟河、湖塘河、采菱河等为纬的天

然水网。另外，武进的嘉泽、夏溪又素有“花木之乡”

之称，拥有良好的花木基础。由此，其典型自然景观

资源确定为水乡风貌与花木之乡。

人文景观资源来源于城市的历史文化积淀。历

史上武进所在地叫延陵邑，是吴王寿梦之子季扎的

封地，是吴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境内的春秋淹城遗址

是我国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地面城池，有“明清看

北京，隋唐看西安，两汉看徐州，春秋看淹城”之说。

城区人文景观资源代表有春秋淹城、伍子胥墓等历

史遗迹，吴文化、春秋文化等地方文化，海纳百川、灵

动睿智的精神文化以及雕刻、纺织等民间工艺文化。

２．１．２　城区绿地景观风貌定位　从武进的自身自

然资源、人文历史和城市发展出发，将中心城区的绿

地景观风貌特色营建定位为“绿波荡吴韵，花香绕水

城”。一个城市的主体文化的形成需要经过漫长的

过程，可以通过梳理不同时期文化的影响程度来确

定。武进城区文化以吴文化和春秋文化为代表，吴

文化时间跨 度 大，以 季 札 为 代 表，是 武 进 的 历 史 之

根，人文之源，对武进后期的文学、绘画都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而春秋文化以淹城为代表，影响力日渐增

长，应在大力倡导吴文化的同时扩展春秋文化的影

响。规划力求将春秋文化与吴文化充分融入绿地系

统的特色中，体现“绿波荡吴韵”的景观风貌。

城市自然环境的独特性必然为绿地风貌的建设

带来一定的特色，规划应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加以

梳理［８］。武进城区的绿地景观风貌规划中，重 视 对

水资源的提炼，结合绿道布置联系城内各公园绿地，

营建城市的滨水绿色休闲廊道，同时引入花境的造

景手法，催生水城灵动之韵，花都浪漫之风，打造" 花

香绕水城" 的绿地景观风貌。

２．１．３　城区绿地景观风貌层次结构　结构的确立有

利于保障功能的实现，绿地景观风貌结构的确立有利

于绿地建设的条理化和清晰化，易于协调绿地与城市

其他景观风貌构成要素，如建筑、街道等的关系［９］。

城市绿地景观风貌结构的形成就是在塑造优秀城市

景观风貌的基础上将各种影响绿地景观风貌的因素

进行解读提炼后，有机地整合叠加为表达城市精神气

质的统一体。针对武进中心城区而言，提炼出３个层

次—文化、绿 道、花 境，分 别 建 立 层 次 结 构—以 文 为

脉、以绿为纲、以花造境，实现特色的打造。

２．１．３．１　以文为脉—建立武进中心城区绿地特色

文化层次结构　无论是物质形态的城市绿地还是非

物质形态的地方文化，都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当

这些非物质 形 态 的 文 化 融 入 物 质 形 态 的 城 市 绿 地

后，绿地所传承的就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生活风

貌［１０］。将城区各 类 绿 地 进 行 梳 理，包 括 公 园 绿 地、

道路绿地和滨水带状绿地，在已有历史遗址的区域，

绿地主题定位依托已有的文化景观资源进行，如春

秋淹城景区的淹城遗址和南田文化园的伍子胥墓分

别定位为春秋文化和吴文化；对于绿地景观暂无定

位的，将文化的典型性与绿地的代表性进行匹配，根

据其在城市绿地景观整体中的作用大小定位典型文

化景观。如城市主干道延政路绿地可融入绿地景观

风貌规划时在宏观层面整体定位上突出文化的重要

性。如淹城路以春秋文化为主题，武宜路以吴文化

为主题（图２）。

图２　武进中心城区绿地特色文化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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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２　以绿为纲—建立武进中心城区绿道网络

层次结构　绿道是一种线形绿色开敞空间，连接高

密度聚居区与公园、自然保护地、名胜区、历史古迹

等，在地方层次上，可以是公园路（ｐａｒｋｗａｙ）或绿

带（ｇｒｅｅｎｂｅｌｔ）或带状公园［１１］。在武进中心城区中

进行城市绿地建设，可突出城区的水乡风貌资源，大

大提升滨水和道路景观品质。武进中心城区根据各

河流、道路的不同位置及功能地位，规划建设９条５
种绿道，包括滨河游憩型、滨河生态型、历史游憩型、

道路游憩型和道路生态型绿道。以主要水系和道路

为骨架，突出 了 对 城 区 水 资 源 的 利 用，串 联 春 秋 淹

城、南田文化园、三勤生态园、新天地公园、采菱公园

等开放空间联通，成为一个完整的网络系统。同时

规划形成自行车道与游憩步道建设相结合两条绿色

慢行环（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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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武进中心城区绿道布局

Ｆｉｇ．３　Ｇｒｅｅｎｗａｙ　ｌａｙｏｕｔ

２．１．３．３　以花造境—建立武进中心城区花境层次

结构　花境是运用艺术手法模拟自然界中林地边缘

地带 多 种 野 生 花 卉 交 错 生 长 状 态 的 一 种 设 计 手

法［１２］，能给人强 烈 的 色 彩 感 和 美 感，能 反 映 武 进 浪

漫的品质。武进中心城区绿地花境建设以混合花境

和灌木花境为主，配合观赏草花境、一二年生花卉以

及球宿根花境进行营建。分为重要、辅助和次要花

境景观营建节点，以延政路、湖塘河、长沟河绿色廊

道和长沟公园绿色斑块为主要花境景观轴，其他如

聚湖路、武宜路等绿色廊道和牛塘公园、采菱公园等

绿色斑块做以辅助景观，形成完整的体系（图４）。

图４　武进中心城区绿地花境景观

Ｆｉｇ．４　Ｆｌｏｗｅｒ　ｂｏｒｄｅｒ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２．１．４　城区绿地景观风貌整体结构　对城区绿地

景观风貌层次结构进行梳理叠加，构建武进中心城

区绿地景观风貌整体结构。以中心城区最重要的人

文节点春秋淹城景区为核心，结合其天然的水网格

局，构建城区绿地特色景观风貌骨架：一核、六廊、五
区、双环串珠（图５）。

图５　武进中心城区绿地景观风貌特色结构

Ｆｉｇ．５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ｔｙｌｅ　ｉｎ　Ｗｕｊｉｎ

２．２　微观层面—绿地风貌感知系统控制引导

通过对武进中心城区绿地景观分区、景观轴、景
观核、景观节点的引导控制，实现以点带线，以线促

面，完成整个城区的绿地景观风貌特色营建，真正让

绿地景观融入人们生活，与绿地对话的同时凸显城

市的特色。

２．２．１　城区绿地景观风貌分区控制　风貌区在空

间上由一个或多个街区构成，具有某些共同的景观

特征。根据城市各个片区的发展现状及其承担的城

市职能，武进中心城区绿地景观共分为５个区：历史

文化风貌区、现代都市风貌区、教育科研风貌区、高

品质居住风 貌 区、行 政 办 公 风 貌 区，分 别 以 历 史 雅

致、现代舒适、严谨时尚、品质精致、大气庄重为各自

绿地景观风格。另外，廊道绿地跨越多个景观区域

时，以自身已有定位为主，如淹城路绿地以春秋文化

为表达主题。

２．２．２　城区绿地景观风貌轴控制　风貌轴依托城

市道路和河流而建，给人们提供了移动观赏城市的通

道，往往是城市中最有代表性的绿地景观存在。主题

突出，文化内涵丰富的园林景观作品才是优秀的、可
传承的设计作品［１３］，同样，明确定位的景观轴线才是

富有特色的。武进中心城区绿地景观风貌６条景观

轴的建设或表达文化，或表达生态，位于交通干线或

滨河两侧，注重市树广玉兰和市花月季的应用，成为

最先直观感受城区绿地景观风貌的绿色走廊。

表２　武进中心城区绿地景观风貌轴定位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ｇａｌｌｅｒｙ　ｉｎ　Ｗｕｊｉｎ

风貌轴 淹城路 武宜路 延政路 湖塘河 聚湖路 采菱河

文化定位 卷轴春秋 水墨江南 花漫新都 花暖人心 清雅流光 晴岚卷香

２．２．３　城区绿地景观风貌核控制　风貌核是一个

城市绿地景观的浓缩。春秋淹城景区位于武进中心

城区，其淹城遗址影响力广，且绿地面积最大，无疑

成为城市绿地景观风貌建设之核，其绿地建设尽量

扩大其春秋文化的辐射范围，并带动其他公园绿地

节点的建设，分别演绎不同侧面的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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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４　城区绿地景观节点的引导控制　景观节点

是城市绿地景观风貌的集中焦点，与居民生活息息相

关。在景观节点的营建中应注重与周边环境相结合

的连续性设计，不同功能的区域内应结合不同功能的

开放空间设置，满足人们多样化的活动内容和不同

人群的使用要求［１４］。武进中心城区绿地景观节点在

服从景观区域风格的引导下，提炼自己的文化核心和

功能核心，各有侧重。如采菱公园、长沟公园、牛塘公

园分别以水景园、儿童公园和花卉园为定位。

３　结论

城市绿地景观风貌的特色营建在整合城市绿地

景观资源的基础上，为市民和游人创造舒适宜人的

绿地环境，使市民产生认同和归属感，能够激活城市

旅游潜力，提升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彰显城市形象，
树立城市品牌。本文着眼于城市根本的绿地景观资

源，从宏观层次上提出城市绿地景观风貌定位，既而

从微观层次上对城市绿地景观风貌感知系统进行详

细控制引导，致力于城市绿地景观风貌特色的形成。
但一个城市美好的景观风貌特色的形成，是在城市

建设发展进程中累积沉淀形成的，往往需要几十年

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城市绿地景观风貌特色的营

建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希望能够为全社会所关注，共
同为城市美好的明天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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