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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景观是现代文明的载体。在历史的大

浪淘沙下，文化形态日趋丰富而多样，其中包

含有形的，也包含无形的。在众多的文化形态

中有一部分具有标志性和显著性地位，城市景

观的营造在本土文化传承演化的过程中，扮演

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现今本土文化面临淡化的

危险，急需通过各种途径延续或再现本土文

化。这些标志性的文化形态被广泛应用在城市

景观建筑中，城市的每个角落映射着城市中的

人们生产生活的痕迹。近几年，我国城市景观

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在全球经济、
文化共融的背景下，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日益

凸显，那就是城市景观千城一面，景观个性和

特色丧失，城市的可识别性逐渐减弱，地域特

征不再明显。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所谓的“现

代”景观随处可见，而真正具有本土文化特色

的景观正遭受着空前的冲击，逐渐消失甚至消

亡。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分析造成这种现状的

原因，并探索营造城市景观特色的途径。
一、城市景观特色丧失的主要原因

1.信息社会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在经济

全球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

话、冲撞与融合日益频繁，不同观念、文化的涌

入，对城市景观设计领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欧洲古典主义风格、西班牙风格、荷兰田园风

情抑或是日式的景观出现在大江南北的各个

城市之中。景观的趋同使我国不同城市本来的

传统景观和“历史个性”几乎要丢失殆尽，本土

文化面临着逐步被外来文化所淹没的危险，更

面临着文化的地域性和民族性被国际性所取

代的危机，作为城市景观个性正在衰落，地域

文化面临着消失的危险。①

2.城市景观规划建设存在盲目性。城市景

观人情味尚且不足，部分区域人车混杂，肆意

拆除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街区，砍伐古树古

木等等，诸多事件引起了专家和百姓们的非

议。例如为了建造一座完整矩形的广场，竟然

拆除了一座宏大的传统文化建筑，其所增加的

城市意义，比起损失来小得多，这便是文化的

自残现象。另外“领导意志”主导城市规划，许

多领导对于城市规划并不熟悉，却大搞政绩工

程，急功近利，在没有进行详细勘察评估的前

提下盲目开发项目，以至于违背城市规划的基

本规律操作，破坏了景观的可持续发展。②

3.我国景观规划设计行业不成熟。我国景

观规划设计行业起步较晚，发展还不够成熟。
近年来，许多境外设计团体进入中国市场，为

我们带来了世界前沿的设计理念和新颖的景

观形式，景观的本土特色逐渐受到重视。但真

正将先进的设计理念与我国本土文化完美结

合的作品凤毛麟角。而现阶段城市景观规划设

计普遍存在照抄模仿、受领导意志影响严重、
漠视城市地方文化等问题，“大拆大建”后取而

代之则是那些所谓的“现代主义”和“国际标

准”。
4. 景观中单一形式化的文化体现。浮雕

墙、雕塑、仿古构筑物或者清风商业街是我们

时常看到的城市文化景观。然而，单一的以景

观形式来体现文化，并非真正的具有本土文化

特色的城市景观。景观的功能个性远比形式个

性更加重要，营造起来也更加困难。现代城市

景观设计以将人的活动作为景观规划设计的

要素之一，城市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也是源于人

的活动。所以，营造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景观，

不仅要在形式上体现本土特色，而且应在功能

上赋予景观新的意义。
二、传承本土文化、营造城市特色景观的

方法探索

1.保护与开发文化标志性景观。在城市的

发展过程中，留下了许多各具特色的文化标志

性景观，如园林、古建筑、古街古巷等等，这些

都是这个城市本土文化的积淀，是城市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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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反映。保护和利用好这些景观，充分发挥

其文化内涵，对于塑造城市特色景观大有裨

益。这种保护和利用不是单单体现在景观的外

部形象，更应体现出景观文化内涵的延续，分

析出该城市景观文化性的生成方式，以此指导

新景观的建设，只有在这个层次上保护开发标

志性景观，才能真正实现文化以及景观的传承

和延续。③

2.设计要尊重场地的地域特征。地域特征

包括该区域的自然特征和社会特征，如地形、
气候、历史、民众观念等等，这些对于城市来说

往往具有唯一性，最能体现出城市的特色，设

计之前应进行详细的了解和理解。地形和气候

是影响景观特色的主要因素，如，意大利多山，

很多庄园依山而建，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台地

园”景观，广西、云南等地气候潮湿，为了减少

潮气对人身体的不利影响，底层架空的干栏式

建筑应运而生。景观的形成离不开周围的环

境，要与环境和谐适应，但这种适应并不是指

被动的接受，而是要融入到环境当中去，在城

市景观的建设中也要结合当地的地形气候特

点，营造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景观。
另外，植物在景观构成中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是重要的造景要素。由于地理位置、气候

条件等因素的差异，不同的地区都有着典型的

代表植物，这些本土植物长期生长在这一区

域，对环境有了极强的适应能力，在造景过程

中有着许多的优势，如降低运输成本、减少养

护投入、抵御外来物种入侵、为其他生物提供

生长环境等等，最主要的就是通过这些植物进

行造景，最能体现当地的独特景观。
3.注重城市景观的细节设计。密斯说：“城

市之魂在城市所有的角落渗透延伸。”要使一

座城市具有与众不同的气质，规划设计师们就

不能仅仅关注建筑等大体量的构筑物，还要注

重城市景观的细节设计。有时，城市景观的细

节反而更加重要，更能体现城市的特色。如道

路铺装、景观雕塑、垃圾桶、景观灯等，虽然体

量不大，但数量众多，能潜移默化的影响人对

城市的印象和认识。具有突出形象并能传达城

市文化内涵的城市景观细节元素常常是城市

景观的亮点，也是传达城市文化信息的重要载

体。④所以，在满足城市景观整体统一协调的基

础上，我们应当在城市景观的细节设计中加入

一些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元素或符号，在城市

景观的细节设计中，将城市文化传达出来。
4.关注景观中人的活动规划。市民作为城

市的主体，是景观真正的使用者和体验者。现

代景观设计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理解景观

的使用者———人的需求和习惯。⑤营造具有本

土文化特色的城市景观，最重要、也是最困难

的是探索如何在新的景观中规划出具有本土

文化特色的人的行为心理，也就是景观的功能

个性。这就要求设计师对城市地域条件有充分

的了解，对城市文脉有深刻的认识，对城市本

土文化特征有准确的把握，最后以多种途径将

文化内涵和元素融入新的景观当中，使新的景

观与市民的习俗达到一种契合的状态，使两者

之间产生共鸣。
城市景观是文化的物质结晶，更是自然、

社会和艺术，三种因素的凝结体，他们也共同

形成了本土文化所处的人文环境与生态环境，

共同助推着本土文化的发展。当千百年来不断

传承的本土文化渐渐淡化的时候，当铭刻着人

们点滴记忆的历史景观渐渐消失的时候，保持

本土文化的多样性，营造特色鲜明的城市景观

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只有在现代

景观建筑中继承和弘扬本土文化特色，兼收并

蓄，才能保持和弘扬城市的灿烂文化，创造出

具有地域特色的城市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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