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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从景观艺术设计学科的角度，就城市历史地段景观文脉的延续途径在历史延续性、空间连续性，多样统一性、心理继承性

四个方面进行论述。论证了历史地段的正确延续不仅在整体上作用于未来城市景观结构的发展，而且可以通过以上途径对历史地段景观文

脉作深层挖掘、策划、更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景观设计突破。 
关键词：城市景观、历史地段、文脉、设计途径 

文脉（context）一词，最早来源于语言学的定义，有人将它译成“上下文”，它的意义是来表达我们所说、所写语言的内在联系。一个

词汇，一个句子的意义独立存在时，它的意义是有限的，不明确的，需要根据其所在的整个段落，整篇文章的意义而决定。广义的理解，

文脉是指介于各种元素之间对话的内在联系。引申开来，从景观艺术设计角度来看，是关于人与建筑景观，建筑景观与城市景观，城市景

观与其历史文化内容之间的关系。有人称其为“一种景观文化传承的脉络关系”。美国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柯亨把“文脉”界定为:
“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的式样系统”。总的来说，这些关系或系统都是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对话关系，必然存在着内在的本质联系，只有对

这些关系的本质进行认真的研究之后，城市历史地段景观的丰富性才能被理解，景观文脉才会更清晰，或者说一个新的景观空间的意义才

能被引申出来。 

强调城市景观文脉，就更强调其文脉的延续性，历史地段景观的延续是由景观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共同构建起来的，而“历时性”

是其基础。所谓“历时性”即城市景观构成有一种历时的过程与先后顺序，以历史的遗存给人以自然、亲切而不刻意的印象，多指城市历

史地段的历史纵向关系；“共时性”是指地段景观的建筑、场所、设施无论古代、近代还是现代都在同一时空中，在“四维空间”中作为

共存的事物呈现，多指景观不断更新的部分，是否与历史部分相匹配，兼容、协调。因此，要想实现城市历史地段景观文脉的延续与更

新，就当前景观艺术设计实践来讲，只有做到“共时性”的横向关系与“历时性”的纵向脉络相协调，才可能实现。下面就历史地段景观

文脉的延续途径分四部分分述如下： 

一．历史延续性 

城市是一个流动的生生不息的有机体，城市景观是与这一机体的时间与空间纬度相关联，城市在历史的长河中处于动态的演变之中，城市

景观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演化与更新。在城市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作为人文景观的城市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紧密的结

合在一起，形成了城市景观的地域特征，这种特征所形成的城市总体格局久而久之作为景观特色成为人们的共识；另一方面，在城市演化

的不同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人工景观作品及其有历史印记地段中的场所、建筑、环境，反映了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作为

“人化自然”成为值得珍惜和保护的历史遗产形成了城市人文景观的基本特征。这种地域特征及人文景观特征，共同构建起城市独特的景

观风貌，很显然“景观风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的，它是历朝历代痕迹积累的结果，而“景观风貌”的延续正是城市自然景观历史与

人文景观历史的不间断演化与更新的结果。 

保持城市历史地段的历史延续性，是保持城市“景观风貌”延续的必要条件。同样对历史地段仅作一次性的景观规划与设计就形成该地段

的“景观风貌”是不可能的，一定历史时期只能是在地段原有景观基础上延续或更新它的特色。因此对于“历史地段延续性”较确切的表

述是：在该地段原有历史信息的基础上，将新的信息通过某种手段、手法与历史信息连接起来，而这两种信息都应具有相同的文化渊源。

但新的信息应当反映当代的特点，在这里历史信息的传递，使得城市景观具备了生存的传统与发展的基础，而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当然，鉴于文化上的原因，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民族，不同的个体对城市景观的认识是有差异的，甚至有根本性的区别。

但是，对历史性景观的普遍认同都原于历史地段由内容到形式不断积淀的结果。因此历史延续性在当今城市景观艺术设计中至少可以提供

以下几方面的启示： 

1． 历史延续是城市景观发展的根与源，城市的景观设计实践，只能在保护基础上发展，在发展过程中更新，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这一根

与源的本质，城市在丧失传统的同时，也将被现代所抛弃。 

2． 历史延续是建设独特城市景观的基础，当一座城市能够深刻的体验他的历史演绎中沉淀下来的文化传统，就能够正确地认识自身并外

延其独有的景观、气质、特色，也才能够建立持久的吸引力。 

3． 历史延续是城市景观创新的原动力，人类历史是人们为了改善生存状态而不断突破物质和精神的现存局限所进行的努力，因此，创新

是人类生存的动力源泉，历史地段的延续不仅在整体上作用于城市景观结构的发展，而且可以通过对历史价值深层挖掘、创新、策划并不

断更新，实现新的突破说明创新不是凭空想象，而是对约定成俗一种突破。www.dolcn.com 

二 . 空间连续性 

在城市中不同类型的历史地段具有不同景观形态，这是由于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结构，科技水平、文化背景状况以及人们的风俗不同所

形成的。因此要保护城市历史地段所携带的历史信息的真实性，必然要求其景观形态空间的连续性。在所有有历史遗存的城市历史地段，

虽然各空间形态不尽相同，但却有很明晰的空间秩序。比如生活类历史地段多是线性多变的街巷空间为主，结构多层次，并相互渗透贯

通，所采用的是一种往复循环式的序列空间形态。文物类历史地段则大多表现为点状封闭的结构，总体上是属于通过围合限定形成的内向

空间，景观布置也有内向、内聚的特点。产业、商铺类历史地段多具有独立的边界空间、形态则更强调垂直界面的围合作用，这种空间感

与边界空间的性质、规模、形体、尺度材料质感及构成方式有关，因此处理起来更加考究。以上都说明，无论是何种历史地段的空间形

态，都能使人们理解环境在空间与时间中所形成的过程。如果景观空间延续符合了上述空间的特点，并将不同历史时期的空间形态展现在

人们面前，那么这座城市的文脉与环境就会给人以明晰的认同感，并展现出应有的文化品味。 



每一处历史地段都有着明显的空间特征，这样才有易于识别和记忆，与其它地方不一样才能够生动和引人注目，这些是感性认识必须具备

的客观基础。对某一地方的人来说，这有助于加强他们的乡土感情，而且这也是反映各地不同景观风貌的标志。因此，城市历史地段的景

观空间设计，应是对其空间组合的有机连续；同时也应是历史地段空间形态不断生长、更新的过程；地段内新旧建筑及景观设施应在一定

程度上体现地段的变迁和发展，力求做到在连续地段原有空间序列的基础上对地段的历史遗存加以新的解释。 

三、 多样统一性 

每一座有特色的城市，其景观特征并不仅仅只是取决于城市中的主体标志物，更多的是有不同历史地段中的场所和普通建筑环境所具有的

多样性决定的。这种多样性环境是人们多样生活内容的物质反映和历史积淀。凡是城市历史地段多数具有较复杂的街区结构，多样的空间

形态、多元的民居生活，这是因为历史地段的形成一般都经历了相对较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因素影响着历史地段的形成，而每

一个因素都可能会变异地段景观的样式与风格。可以说历史地段的景观始终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这种不断变化的特征在中国很多古

城镇都有所体现。历史地段街区的形成反映了使用者在传统营造心理的影响下，根据自身所需及各种具体情况确定建筑功能和环境样式，

并且始终有改动的可能性。同时，在同一文化心理的影响下街区的各种建筑或景观虽然形态各异但又产生了一种亲缘关系，所以凡是老街

区看起来往往是形态多样丰富，但又整体统一。老街区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多样与丰富总能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视觉感受，时常会有戏剧性

的空间效果，让人们体验高度丰富的生活情趣 。 

因此在景观设计中应掌握历史地段景观多样性这一特点，只用单一的设计方法，片面追求平面几何化形式或轴线对称构图，只会造成城市

景观的平庸和陌生。可见有些地方所新建的“景观街”或“商业街”与真正的历史街区的差异，除了各自传达的历史信息不同外，而前者

所缺乏的生趣感是与其缺少应有的多样性有关。 

四、心理继承性 

城市历史地段的实体环境是历史的存在，而对历史存在文化上的认同构成了历史的记忆，尽而构建起依附于特定环境的传统心理，因此，

传统心理的延续就是文化上的延续。伊利尔·沙里宁曾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知道你的市民在追求什么”。文化对城市景观有着潜移

默化的影响，这种根深蒂固的作用深刻地影响着不断发展变化的城市景观。生活在城市历史地段中的人们其原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

文化习俗和其所属的实体环境，共同构成了历史地段的全部特征。保护历史地段的历史信息，不仅要保护实体环境同样也要对地段中人们

的真实生活方式和传统心理加以保护，张扬优秀的传统民俗、民风，使其与物质环境共同继承下去。 

然而，如今在许多城市历史地段的改造和再利用过程中，过度地商业活动，以及所谓“时尚”气氛的渲染，导致一些城市历史地段过度商

业化、“现代化”。这势必造成对原有历史地段文化传统的冲击和破坏。城市历史地段实物环境，一旦遭到破坏很难恢复，同样历史地段

原有的民风、习俗，传统生活方式的流失就更难恢复。 

追求城市历史地段经济文化复兴是正确的，也是景观艺术设计对城市历史文脉传承的使命之一；关键是历史地段所展开的各类活动及其与

之配套的设施、场所及形象设计，必须与原地段的实体环境、文化环境相适应，并做到和谐统一，才是历史地段文化长期存在发展的根

本，才会是城市文脉真正延续的福祉。  

结束语 

纵观当今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处在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型和变迁中，然而在飞速转型的过程中，我们传统的独有特色正悄然隐

去，越来越多的历史遗存，正在被所谓的重建“复兴”着。历史地段原本的景观形象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正被同质化、工具化、平庸化。

因此城市历史地段的延续在今天显得就越来越重要，正确地保护原有的历史地段景观会使人感到文明的延续，文脉的传承不仅仅是因为怀

旧，使城市充满记忆和历史的细节，而是要使未来的城市充满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创造出高品位的人性化的城市空间，满足人们日益多

样化的精神需要。只有当一座城市能够深刻地体验它在历史演进中沉淀下来的文化传统，才能够正确的认识自身，也才能够以独有的景

观、气质、特色而面对世人。www.dol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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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s the way by the city history land sector landscape arrangement of a piece of writing
Content abstract: This article from the landscape art design discipline angle, the city history land sector landscape arrangement 
of a piece of writing continues the way in the historical continuous nature, the space continuity, diverse unified, the 
psychological four aspects carry on the elaboration. Will prove the historical land sector correctly to continue not only affects 
in the whole in the future city landscape structure development, moreover might make the in-depth excavation through the 
above way to the historical land sector landscape arrangement of a piece of writing, plan, the renewal, in the realization true 
significance city landscape design breakthrough.
Key word: City landscape, historical land sector, arrangement of a piece of writing, design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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