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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城市天际线的概念、天际线美学讨论了在新时期的城市形象建设中, 创造城市天际轮廓线的重要性 ;并以宁波市三江口滨水核
心区为例探讨了城市天际线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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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ext discussed the i mportance of creating the outline of city horizonline fromthe concept , esthetics of the horizon line in newperiod of
the city i mage construction.And then taking core area of waterfront in Sanjiangkou of Ni ngbo city as an example , the anthor discussed the design of city
horizonli 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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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廓线是城市生命的体现, 同时也是潜在的艺术形

象[ 1] 。虽然这个轮廓是城市形象的外表 , 但其反映了城市的

文化本质和城市的发展水平。因为城市轮廓线的最高点及

由点线构成的轮廓线, 是城市的实力、规模、经济水平、城市

文化特征的显现, 也是城市生活事实的物质反映。不同城市

拥有不同的天际轮廓线, 优美而独特的天际轮廓线是城市特

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识别城市的标志之一, 同时也是城市外

部形象的重要体现。在新时期的城市形象建设中, 应更加注

重创造满足环境需要、满足社会需求、符合当地城市特色的

“城市新立面”和“城市新轮廓”[ 2] 。

1  城市天际线

1 .1  概念 在《牛津英语字典》中, 天际线被定义为建筑物、树

木、山峦等以天空为背景所显现的轮廓, 这显然是一个宽泛的

定义[ 3] 。笔者将天际线纳入城市景观的范畴进行论述。城市

景观可分为硬质景观和软质景观两大类, 前者包括城市中的建

筑物和构筑物; 后者则是指绿化、城市山地和水体等自然要素

占主导的景观。城市天际线大多数情况下所体现的是这2 种

景观要素的叠加组合效果,而且更强调整体性而非局部或者细

部。它不仅为人们展现了一个城市在高空和远距离的城市风

貌, 同时也展现了一个城市的地域文化和历史沿革。在本质

上, 天际轮廓线的形成不是预想秩序的结果, 而是在城市的发

展过程中历经千百年逐渐形成的( 图1) 。

一个城市的天际轮廓线的形成和变化往往取决于以下

因素[ 4] : ①城市所处的自然地理特征 , 如山脉、峡谷、河流等 ,

它决定了一个城市的整体格局; ②城市的建设规划控制, 包

括建筑风格、高度和形式以及高层建筑的布局 , 它决定了建

筑群体在天空中构成的线条曲线; ③城市的动态作用过程 ,

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日益增多的高层、超高层

建筑, 使城市在平面扩展的同时 , 也在高度上迅速生长, 城市

的天际轮廓线在一夜之间就会改变。

1 .2 观赏方式 作为城市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你登高 ,

城市天际线就向远; 当你举步前进, 它就会不断的向前伸展。

它没有终极, 只有不断地变幻。对天际线的欣赏通常有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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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观赏方式: ①城市通道, 如进入城市的高速公路、江河航

道、空中航线等; ②城市制高点, 如高层建筑、观光点等; ③城市

的开阔地带, 如城市广场、大型公园绿地等[5] 。同时, 随着观看

条件不同, 城市天际线也会呈现不同的特色, 这包括观看点( 图

2) 、视距、视角、视高以及照明、气候条件和空气质量等。

图1 17～20 世纪来纽约天际线的动态变化

1 .3  美学特征 城市天际线不仅指高耸的单栋建筑与天地

的关系, 也指建筑群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城市天际线的眺望

也不只是从城外、从远方, 也可从城内。因此天际线可以说

是各种城市实体元素外部空间天地相连的美学。一条成功

的天际线是由无数变量产生的, 它不是一条简单的线形, 它

还蕴含着许多内在的、外在的规律和美学内容。

1 .3 .1 节奏与韵律。有规律的再现称为节奏。天际线的节

奏有规则和不规则2 种, 规则的节奏是由相同或相关的间隔

和实体重复出现产生的; 不规则的节奏则是通过重复不同

的、多样的符号产生。韵律是节奏的深化, 是有规律但又自

由地抑扬起伏变化, 从而产生富于感情色彩的律动感。典型

的天际线韵律美主要指轮廓线的节奏性表现, 它既不是有些

学者所言的“高- 低 - 高- 低”或“实 - 空- 实 - 空”的简单

安徽农业科学,Journal of Anhui Agri .Sci .2007 ,35( 7) :1998 - 2000 ,2003                  责任编辑 陈娟 责任校对 胡先祥



变化, 也不是有些学者所言的“越高越有特色”; 而应该是“实

空有理”、“高低有序”, 再加上城市个性的显示。“实”是指建

筑物等各种实体元素,“虚”是指实体元素间的空隙。“实”有

高低宽窄的变化,“虚”有广狭长短的区分。“实”“虚”以及两

组合的有序变化赋予城市天际线以韵律和节奏的变化 , 成为

生动的乐章, 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

图2 从不同视点观看纽约自由女神雕塑

1 .3 .2 对比与和谐。对比与和谐是艺术构图的重要手段。

城市天际线创造中应用对比, 会使天际线丰富多彩, 生动活

泼; 能吸引和凝聚人们的注意力, 将零散的部分集结成一个

整体。对比可以起2 种作用: ①加强已有的形体; ②给本来

不分明的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现代城市中高层建筑

常起到这种作用, 给城市天际线增添了优美的、富有刺激性

的惊叹号。同时城市天际线创造适用和谐原理, 以求统一和

突显主题。和谐是城市天际线的灵魂 , 没有和谐就是破坏。

天际线的和谐是整体意义上的, 是有清晰感觉的, 当然也是

整体思考、创造的结果。任何整体都不应是各要素的机械相

加, 而是需要它们相互辅助、彼此联系, 以达到融会贯通、内

在和谐的有机整体。

1 .3 .3 比例与尺度。在城市天际线景观中, 比例一般是指

构成城市天际线的各实体元素的各部分相对尺寸。狭义的

说, 比例是指整体或局部的长、宽、高尺寸间的关系; 广义的

看, 比例还包含实体与空间之间、虚与实之间、封闭与开敞之

间以及凹凸之间、高低之间、明暗之间、刚柔之间的关系。尺

度是指城市天际线整体或局部给人感觉上的印象与其真实

大小之间的关系, 或者说是可变要素与不变要素的对比。一

组杂乱无章、松散破碎的天际线无论如何也唤不起人们的美

感反应, 只有具有和谐的比例与尺度特征的天际线, 才能令

人们产生美的认同感。创造城市天际线景观的真谛就是使

建筑所处的自然空间前后参差、虚实相映、高低结合、尺度得

当, 并且同原有的规划、建筑、环境协调统一。

2  宁波市三江口滨水核心区城市天际线现状与问题

2 .1 城市天际轮廓线保护与设计意识不强  众所周知, 城

市建设是一个历史的连续过程, 许多城市的天际线往往是历

史积淀所形成的, 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它体现了城

市的演进和发展, 为市民熟知和认同, 成为城市的标志和象

征。但是, 一些城市由于规划不当 , 不但没有保护其原有的

风貌, 反而破坏了那些早已被市民认同、具有心理归属感的

天际线 , 损失严重, 教训深刻。宁波市三江口核心滨水区天

际轮廓线的变迁便是一个佐证( 图3) 。历史上的三江口岸天

际线由灵桥、新江桥、甬江大桥、天主教堂、天封塔等建筑物、

桥梁组成, 其天际线形象高低错落, 疏密有致, 特色突出, 表

现出丰富的美学特征, 体现了宁波这座城市百年沧桑历史 ,

极富历史和文化价值 , 是宁波市的城市象征。然而 , 近10 年

来, 虽然三江口滨水核心区的天一广场和老外滩的改造取得

了一定的成功, 但是整个三江口滨水区城市天际线却遭受了

严重破坏; 如许多高度和体量巨大的建筑, 混淆了前景天际

线和背景天际线的关系 , 弱化了两者对比, 使城市天际线混

沌无序, 丧失了其基本结构和层次, 弱化了滨水城市天际线

的结构与特点。

图3 宁波市三江口核心滨水区天际轮廓线

2 .2  高层建筑与周围建筑和谐性差  高层建筑是一座城市

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城市的重要景观点和对景点, 它对城市

天际轮廓线的形成有重大影响。当前, 我国的高层建筑外部

造型设计风格上千篇一律, 建筑顶部设计缺乏创意, 让人感

觉平淡; 同时, 楼体颜色变化小, 缺少美感和情趣; 另外高层

建筑布局严重不平衡。在宁波市三江口滨水核心区内的建

筑物就普遍存在上述问题( 图4) 。这使得整个宁波市显得纷

繁无序, 建筑个体外部体量失衡 , 缺乏亲近感 , 建筑群体和谐

性差, 进而造成城市总体形象流于平庸 , 丧失了其作为城市

标志和象征的作用。

2 .3 城市空间小, 城市所处的自然环境不被重视  宁波市

三江口滨水核心区内“三江交汇, 一湖居中”的古城格局, 构

成了城市景观的异质性和美的形态的多样性, 为城市带来了

鲜明的特色之美。但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有些楼盘一味追求

高密度发展, 高层建筑在空间视线上连成一线后将后面的背

景天际线完全挡住; 到处只见高楼耸立 , 却没有留出足够空

间欣赏对岸的景色; 沿岸植被、水景与超高层建筑比例失调 ,

使得原本宽敞的水面与绿地空间显得狭窄。这些建筑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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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强化宁波江南水乡和滨海城市的城市意象, 反而对水体

空间造成了严重破坏, 使城市的识别性受到威胁( 图5) 。

图4 高层建筑布局严重不平衡

图5 从甬江大桥看三江口核心区城市天际线

3  宁波市三江口滨水核心区城市天际线的塑造

对于天际线的塑造是一个复杂过程, 需要城市规划和建

筑、景观设计的通力合作才能取得良好效果。同时, 由于城

市建设的长期性, 天际线的建筑和景观设计需要在遵从规划

的整体安排的同时考虑其对后续城市建设的影响。从城市

轮廓与城市形象的关系来看, 宁波在三江口滨水核心区城市

形象轮廓的建设上应该在以下方面采取措施。

3 .1 深化个性特征, 提高可识别性  城市天际线应该具有

鲜明的个性特征, 具有明显的可识别性, 这是塑造城市天际

线的首要原则。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一书中把城市标志

定义为整个脉络中具有特色或易被记忆的成分。城市天际

线不仅在形象上对一个城市或地区起着统领作用, 还可提供

人们俯瞰城市景观的平台。构成城市天际线的标志性建筑

物或构筑物易成为人们认知城市的重要依据和城市中主要

的旅游景点。因此, 在宁波市三江口滨水核心区改造设计中

应保护“三江交汇 , 一湖居中”的古城格局, 突出古城平面的

轮廓线 , 保护天宁寺塔、天封塔、鼓楼、天主教堂、灵桥等历史

标志性建筑。对一些历史街区应尽量减少高层建筑的修建 ,

加强对原有城市天际线的保护, 以加深人们的印象, 增强城

市的可识别性, 使每一个到过宁波的人都能见到宁波的标志

性建筑以及由此构成的历史天际线( 图6) 。

3 .2 合理确定建筑高度、风格与布局  在城市规划、城市建

设和建筑设计中 , 要对高层建筑的分布、高度、风格、外形进

行统一设计。其目的在于: ①保护文物古迹和历史街区; ②

塑造层次丰富的轮廓线 ; ③强化城市中心形象 ; ④提高土地

利用的经济性, 使地价、土地使用和开发强度相结合。城市

建筑高度的控制依据主要有3 个方面[ 3] : ①进行垂直视角分

图6 宁波市三江口滨水核心区天际线景观

析, 根据历史保护区的范围与等级得出建筑高度控制, 它能

满足各个保护对象对周围环境的要求, 使景区与周围环境协

调统一; ②将高度控制与用地功能布局相结合 , 根据城区空

间层次的要求与整体空间要求, 得出全城区建筑高度控制 ;

③研究各个高耸建筑物之间或景点之间相互通视的要求, 即

进行视廊控制。将这3 个体系综合在一起, 可得出全城的建

筑高度控制。实践表明, 通过建筑物特殊的排列组合, 是塑

造天际线的一个重要手段, 如高度上的强烈对比和起伏、间

距上的疏密相间的韵律变化和布局上的特殊组合等, 都可以

塑造优美的天际线形象。同时, 建筑物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着天际线的视觉效果, 因此要对建筑色彩提出总的要

求, 按照城市形象的主色调要求 , 对城市色彩进行统一管理 ,

分区规划。要确定一个统一的风格, 注重主色调的选择 , 在

不同的功能区中用一个或几个适当的辅助色调使城市色彩

有所变化, 色彩的分区要切合城市空间结构特点, 以形成美

好的城市色调。要防止出现破坏环境的不和谐色彩或各行

其是、互不配合的杂乱局面; 要在总体色彩设计原则指导下 ,

获得既和谐统一又丰富多样的色彩景观。另外, 不能过分的

追求建筑形象的新、奇、特, 要使建筑所处的自然空间前后参

差, 虚实相映, 高低结合, 尺度得当, 使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 图7) 。

图7 奉化江两岸高层建筑布局与风格特色

3 .3 与自然环境结合, 突出环境特色  自然的山水环境对

美化城市、创造城市特色、提高城市天际线景观质量有重要

作用。同时, 优美的城市天际线离不开对自然环境的改造 ,

在设计中一定要注意避免破坏自然景观与生态环境的做法 ,

而应结合城市的用地选择, 在充分利用地形的基础上加以适

当改造 , 使城市的人工美与自然美有机结合( 图8) 。对于天

际线景观而言, 山体是城市天际线设计中可利用的因素 , 远

( 下转第20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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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获得1991 ～1995 年和1995 ～2002 年间武汉市建成区发展

变化图( 图3、4) ; 还可采用主成分差异法, 得出1991～2002 年

多波段组合主成分变化城区扩展图( 图5) 。

图3 1991～1995 年武汉市扩展区

图4 1995～2002 年武汉市扩展区

6  结论

在城市土地利用变化信息准确提取的前提下, 遥感技术

是一种城市土地利用动态监测的有效方法, 可以为城区扩展

提供多时相、大范围的土地利用信息。这些实时、有效的遥

感信息可以对城市土地资源利用进行动态监测, 及时掌握城

区扩展的变化, 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城市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管理, 不仅需要坚实的理论

图5 1991～2002 年多波段组合主成分扩展区

基础, 而且需要探讨新技术、新方法在城市土地开发和城市

扩展中的应用。利用 GIS 海量数据处理功能和强大的空间

分析能力把遥感获取的土地资源属性数据和空间数据紧密

结合起来, 实现两者的相关分析与处理 , 将抽象的数据直观

地用各种地图显示, 使原本简单堆积的数据可以灵活地应用

于纵向和横向比较 , 大大提高了土地资源管理的能力。所

以, 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的结合不仅是一种趋势, 而且是一

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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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月湖公园与三江口岸层建筑的有机结合

山往往形成天际线的远景层次, 近山上则可点缀一些造型优美

的园林风景建筑, 如宝塔、高阁等, 使城市的天际线更加丰富。

城市中的水体提供了天然的、不受遮挡的前景, 沿水体周边都

具备成为天际线观看点的潜质。因此设计中应注意对山水环

境的保护, 注重山水环境与城市面貌的结合, 严格控制建筑的

尺度、体量、高度、密度、色彩等, 使之不影响滨水景观和遮挡后

面的山体环境, 并沿水滨留出一定的绿地、广场, 满足市民临水

公共活动, 使之成为有活力的观看点。

4  结语

当人们去参观一个陌生城市的时候, 留给人们印象最深

的就是这个城市特有的个性和魅力, 而城市天际线是城市总

体形象的轮廓, 是城市个性和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

特色的构筑过程中, 应注重塑造城市天际轮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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