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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开篇从地域文化与滨水景观设计的联系出发，介绍了地域文化在滨水景观设计中的重要性。接着探

讨了地域文化在滨水景观设计中的应用，并根据常州市古运河(西瀛里段)滨水景观的设想，进一步分析

了地域文化下的滨水景观应该如何建设。目的是为今后的滨水景观设计提供更多创新性、人文性的设计

灵感，希望历史文化能够得到很好的延续，进一步使滨水景观设计更好地为人们的实际需求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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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connection between regional culture and waterfront landscape design, 
and introduces the importance of regional culture in waterfront landscape design. Then it 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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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in waterfront landscape design, and further analyses 
how the waterfront landscape should be constructed under regional culture according to the vi-
sion of the waterfront landscape of Changzhou City Ancient Canal (Xiyingli section). The aim is to 
provide more innovative and humanistic design inspiration for future waterfront landscape de-
sign, hoping that the historical culture can be well continued, and further make the waterfront 
landscape design better serve the actual needs of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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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域文化与滨水景观设计的相关性 

1.1. 地域文化与滨水景观设计相辅相成 

文化是滨水景观的核心，如果没有文化的点缀，滨水景观设计将是空洞的、虚无的，没有人情味的。

同样，地域文化是众多文化的典型代表，它是一个地域经过长期的、漫长的演变而形成的特定文化，它

的形成与当地的历史人文、建筑、景观环境、民俗风情等因素密切相关，因而，它深深地蕴含在滨水景

观之中。地域文化进入滨水景观设计，使滨水景观呈现其地域独有的魅力，它是一个景观环境中最明显

的特征，是远区别于其他景观环境的。地域文化性不是一个“普遍性”而是独有性的存在，它在很大程

度上避免了“千城一面”景观现象的出现，它给滨水景观设计创造带来不竭动力，营造出独特的文化氛

围，使得滨水景观设计更具历史承载性[1]。 
同样的，滨水景观的存在也使得地域文化由“虚幻”的内在感受转化成真实是的物化体验，将文化深

深的扎根于人们的头脑中，成为当地文化精神的承载者，它将深深影响着当地人的行为活动、思想和情感，

让该地区的独有文化内核得以呈现。因而，了解一个地域的滨水景观也会更好地了解当地的地域文化[2]。 
换句话说，地域文化与滨水景观设计属于息息相关、相辅相成的联系。地域文化强烈的影响着滨水

景观设计的形成，成功的滨水景观设计可以让地域文化被更多人所认可。二者的融合使城市景观更具地

方特色，使今之中国景观设计更能扎根于我们脚下这片沃土。良好的人文景观可以吸引更多人群，进而

提升城市的总体竞争力。 

1.2. 地域文化在滨水景观设计中的意义 

滨水景观是城市中最活跃的景观空间，因为它是城市水陆地带的交汇，它们的景观特征远区别于其

他城市绿地景观空间的特点，而且它们是复杂多变的。然而，由于城市的不断发展、更迭，越来越多的

滨水空间趋于雷同化，设计手法也呈现单一化，也就很容易产生“千城一面”现象[3]。改善这种情况的

一个方法是引入当地本土文化。 
近年来，本土文化进入中国景观设计领域，为中国的本土设计增添了新的视角，也为滨河景观设计

的提升做出了贡献。首先，地域文化是城市的基本要素，它可以为滨水景观的设计提供丰富多彩的灵感

来源。譬如，可以利用良好的人文符号、民风民俗、特色历史建筑及雕塑等结合设计立足于当下，形成

本地区独有的人文景观[4]。其次，地域性是当地人民对本地区最深刻的理解，它能够使冰冷的设计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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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人心，拉近景观设计与人的距离，从而增进群众的参与度。最后，则是它独有的文化性，地域文化在

滨水景观中诞生，将其本身的历史性、地域性、独有性加以传播与继承，形成城市品牌效应。 

2. 地域文化在滨水景观设计中的应用手法 

2.1. 历史文化的合理应用 

了解一个地区文化的最快捷方式是通过其历史和文化。中华文明是四大文明中唯一一个至今没有断

代的文明，它经过漫长的演变与进化，以至于，今人仍能够从一栋栋古建、一幅幅古画和历史街区中感

受着古老的文明史。中华大地辽源广阔，不同的气候环境等因素影响着各地文化的形成。例如，像位于

秦岭淮河以北的地域被认为是北方文化区，而长江中下游一带称为江南文化区，此外还有岭南文化区、

四川文化区等等。每个地区都有各自深远的文化，但想要呈现地区文化性，并不意味着过度使用，任意

使用，忽视该地区的自然和社会环境[5]。文化资源的应用一定是因地制宜的，合乎人们情感的，并在一

定区域内进行的滨水景观设计，不能过度开放、跨线开发。 

2.2. 自然资源的合理应用 

深得人心的滨水景观设计是尊重自然环境的，并应可持续地利用该地区的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自

然的馈赠，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不合理的设计只会加大资源的浪费，这样的设计也很难成功。因而，在

滨水景观设计中要充分尊重当地地理环境现状，做到充分的实地考察、勘测，在最有限的资源下创造更

多合理化设计，一定程度下可尽量减少设计，少动土，综合运用场地现有资源。对于当地植物资源，要

做到合理开发、运用，要以本土树种优先[6]。设计者可选用本地所产材料，以土生土长的气息打动人民

之心。同样，自然资源的应用并非是刻意的、表面化的、大工程的，它应该是注重细节的，在无形中给

人以自然之态，人文之貌，例如它可以是场地的自然铺设或竹子制成的座位和凳子。 

3. 基于地域文化下的古运河滨水景观设计 

3.1. 常州市地域文化概括 

3.1.1. 历史文化 
常州市位于江苏省南部，今天我们可以回顾其城市近 3000 年的文明史。自春秋始，吴王在此封邑，

常州开始其 2500 年的确切发展史，它是吴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常州市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文化资源

十分丰富。像在常州市武进区考古发现的“淹城遗址”被考古学家认为是古代民居活动的遗存，其开始

建造是在春秋时期，距今约 2700 多年的历史，但对于淹城的建造者和其建造的意义，文学界至今仍未解

开。淹城遗址也被认为是我国最古老的地面城池建筑，它构成了常州市独有的历史文化[7]。 

3.1.2. 运河文化 
运河文化是“流动”的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两岸有许多建筑和桥梁，有时也称其为“母

亲河”。在这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京杭大运河见证了城市的兴衰与更迭，与周围居民构连了深厚的感情。

京杭大运河的建设始于春秋时期，在隋朝时期基本完成，在唐宋时期扩大，至元朝时形成联通南北的水

上交通要道，其发展至今未断联。航运是运河的最主要功能，常州段运河贯穿整个城市，连通着整座城

市的交通枢纽，与各城市之间的经济往来。随着城市的经济、旅游业等发展需求，如今，其航运功能已

大大减弱，今日之运河更追求其景观观赏等休闲功能，成为城市的一项地标性景观。运河沿途孕育了美

丽的人文风情和自然景观，譬如有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平江历史街区等等[8]。
常州人民自古依靠运河而生，运河文化所形成的无形文化深深扎根于每一个常州人民心中，进而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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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城市深厚的文化内涵，生生不息。 

3.2. 西瀛里段总体概括 

3.2.1. 场地区位分析 
常州市地处江苏省南部，属于平原地区，整体地势地貌良好，区域内河流众多，水纹良好，其经济、

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此项目场地位于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中的古运河西瀛里景观带。 

3.2.2. 场地交通分析 
场地位于常州市的市中心，其西侧为古运河滨水景观带，场地主道位于城市的次干道，地理位置良

好。同时，地铁 2 号线经过此地，游客通达性较为便利。 

3.2.3. 场地周边环境分析 
场地周围区位呈现以商业区为主，居住区与商业区混合的业态分布。周围设施大多以娱乐性为主。

因此此次设计则要结合周围地标性建筑功能和形态，控制提升滨江建筑风貌，与景观结合，塑造活力、

多维度的滨河景观。并且场地地处常州市中心，人流量较大，周围区块也以商业区为主，主要类型为大

型商场主。临靠居民住宅区，居民对公园有游览、休闲的需求，其中以中老年人、儿童为主[9]。 

3.3. 西瀛里段景观现存问题及优势 

3.3.1. 现存问题 
1、文化体现层面 
项目所在地拥有明城墙、古运河等历史文化遗产，周边拥有像篦箕巷、青果巷等历史文化街区，可

谓是文化资源丰富，但场地并未很好的营造文化氛围，也未很好的应用场地文化资源来呈现多姿多彩的

常州地域文化。因场地本身便为历史印记，若过多明显的植入文化，又过于刻意甚至产生设计堆砌现象，

引起人们反感，也很难产生共同的文化记忆和认同感[10]。 
2、视线观赏层面 
作为城市滨水景观，其沿江堤岸形式单一，没能给游客带来多样的观赏角度。因场地内有一城墙，

其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游客观赏视线，无法与沿岸运河景观带起到沟通的作用，形成了孤立的景观带。 
3、人的需求层面 
对于城市景观，人的需求往往是置于首位的。场地位于市中心，但因其周边环境的竞争，可替代性

过高，也因场地文化性单一等问题，其竞争力度不足，常常呈现人流量较低。最明显问题是，场地活跃

度不高。场地人群类型基本分为儿童、中年人及老年人。对于不确定性过高的儿童，这一类人群渴望游

乐、宽敞的空间，需一定的游乐空间，供其施展[11]。同样对于大多数为上班族的青、中年一代，其更多

的时间在周末及晚上，结束一天的繁忙，他们更渴望安静、休闲的空间，需要一定的健身休憩区，以放

松身心及陪伴家人为主。而对于时间较为宽裕的老年人，其出行时段充裕，但因其生活大多枯燥乏味，

缺少陪伴，因此其对静态休憩场地要求更高，例如，打牌、跳广场舞等娱乐需求。了解不同人群的生活

需求及习惯，能够更好的设计景观。因而，作为人文性质的景观，要充分考虑人的需求。 

3.3.2. 现存优势 
1、区位优势层面 
场地位于市中心，运河中心地带，且对接市区最繁华商业区桥头堡，坐拥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几

乎是人群的必经之地。场地周边临靠居住区，居民日常活动也会经过此地，确保了一定的人流量。场地

在整体区位上占有一定优势，保有一定量的固有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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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化资源层面 
场地位于的常州市拥有丰富的底蕴文化，有被列为“实际文化遗产”的京杭大运河，也有饱经历史

风霜的明长城以及众多民俗文化，这些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给予这片土地厚重的文化土壤。其场地自身

也是文化场所，在当地人心中具有一定历史印记。 

3.4. 设计策略 

3.4.1. 设计主题解读 
项目以“古运生生”为主题，寓意着古老的运河在时代的更迭下仍能焕发新机，象征着城市的发展

离不开文化的滋养，一个地域的文化是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心中，它不会消失殆尽只会在一次次更新中生

生不息。滨水景观改造旨在唤醒原有运河景观公园，使其更能为当下人服务的同时让地域文化得以繁衍。

因而，本项目从“运河”“新”“共享”三个维度出发，使其成为活力、创新和开放的新运河景观街区。 

3.4.2. 设计目的解读 
整体目的为改造使原有场地更具有活力，形成标志性地域景观，吸引人群前往，让人们能够更充分

了解常州文化的同时也能够拉动周边商业区(曾经的人们心中市中心)经济，让附近城市居民能够更好的享

受运河沿岸景观，带动城市整体旅游业发展。 
 

 
Figure 1. Site function chart 
图 1. 场地功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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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场地总体评价 
首先，从空间上来看，街区功能单一化，空间功能单一化。其次，从生态上来看，植物配置单一化。

最后，从人文上来看，场地景观与当地历史人物不协调，滨水景观与运河基本无接触。 

3.5. 设计规划 

3.5.1. 设计推演 
针对原场地空间尺度把握不够，场地重点景观不突出等问题进行删繁就简，放大景观亮点，从经济、

社会和自然三个角度思考整体规划，运用特色园路将整个场地贯连。最初设想，加入过多节点设计，让

整个园区显得过于繁琐，也不利于对运河周边环境的保护，因而，在最终设计中，将场地南侧的游憩场

地删去一部分，改为阳光草坪，将儿童游乐场地放大，扩大其活动区域。考虑到视线影响，整个场地在

竖向设计上不会超过城墙高度，保证两岸视线观赏。 

3.5.2. 功能分析 
从园路分析、节点布置及视线方向三个方面来分析场地功能(图 1)。 

3.5.3. 空间策略 
1、栈桥景观空间策略 
原场地沿岸景观单一，未能很好的与运河发生关联，因此在结合现有城墙，运用红色构筑物与其交

相呼应，在视觉上形成对比(图 2)。 
 

 
Figure 2. Trestle view 
图 2. 栈桥景观 
 

2、音乐台空间策略 
参考南京音乐台造型，在驳岸利用原本场地 2 米高差做出休憩空间(图 3)。 

 

 
Figure 3. Music stand space 
图 3. 音乐台空间 
 

3、儿童游乐区空间策略 
原场地未设置明显儿童活动区，而儿童这一特殊群体是一个场景中最活跃群体以活力动感为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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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场地进行游乐性设施的改造,增强景观周边商业区，活力增加人流量(图 4)。 
 

 
Figure 4. Children’s play area 
图 4. 儿童游乐区 
 

4、平行宇宙镜像装置 
因时代的变化，传统景观设计应与时俱进，也为在后疫情时代这个大背景下，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

阂，因而将互动装置设于其中，以镜面反射作为设计原理，探究其在景观中的更多应用，形成有趣的景

观装置，增强体验感。该装置为镜像装置(图 5)，利用光的镜面反射原理，因地制宜的利用了运河水面，

使游客产生视觉差，犹如是在平行宇宙中看到另一个自己。它的原理是强光照射下，物体形成镜面反射，

(见图：镜面反射成虚像) (图 6)，形成景观装置，在运河内看到自己的镜像。 
 

 
Figure 5. Parallel universe mirror installation 
图 5. 平行宇宙镜像装置 
 

 
Figure 6. Mirror reflection into an imaginary image shows the diagram 
图 6. 镜面反射成虚像显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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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就地性策略 
场地设石凳座椅，石凳结构为顶部混凝土浇筑或大理石铺贴，坐基为碎石，就地取材，节省物料的

同时传递了生态环保的理念。 

3.6. 整体效果图 

1、场地平面图(图 7) 
 

 
Figure 7. Site plan 
图 7. 场地平面图 

 
2、场地鸟瞰图(图 8) 

 

 
Figure 8. Aerial view of the site 
图 8. 场地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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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场地夜景图(图 9) 
 

 
Figure 9. Night view of the site 
图 9. 场地夜景图 

3.7. 项目总结 

总而言之，因不同的地理环境、人文氛围继而造就了不同于他处的常州市地域文化，而文化总是深

刻体现在当地的人文景观中。基于对常州本土文化的深入分析，以及对本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推陈出

新，站在时代变革的浪潮下，打造新时代的城市滨水景观。以希望运河文化“生生不息”的美好愿望构

建滨水景观设计[12]。滨水景观是城市景观中较为活跃的区域，人们渴望亲近水、触摸水，因而在设计策

略中将人的感受放在前位，保护和传承区域内现存历史遗址，运用廊架等抬高视线手法使人们更多角度

的观赏、触碰到文化的痕迹。 

4. 结语与展望 

城市滨水景观是一个区域内地域文化的积淀和城市发展的物的体现，它向着今人展示这这片土地的

古今变化史。但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城乡的变迁，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景观

差异也越来越小，设计师和建造方常常因现实等因素，进入雷同性模仿，使得滨水景观设计越来越枯燥

无力，很难引起人们共鸣，并且有些设计师喜欢模仿西方现代设计，常常会造成不伦不类的现象[13]。因

而，应充分考虑将本土地域文化融入滨水景观设计当中，创造出专属的人文景观特征。 
滨水景观的发展也会影响地域文化的演变，若总是被同质化驱逐，将会影响整个地区的文化保护与传承。

设计，应是为千千万万子孙后代而谋，它从来不是简单的设计师个人喜好而为之的，它一定是能够起到一定

作用的，为大多数人设计的，为文化的可持续传承而存在的。设计前期之所以要进行大量调研，也是为能更

好地理解场地的地域文化等要素，景观设计只有充分与地域文化结合，才能更好地走进人的内心需求。 

注  释 

文中所有图片均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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