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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发展和全球化冲击，中国各城市正以

突飞猛进的速度向前发展。受此影响，不少城市景

观逐渐趋向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和设计模式，使本

土地域性文化遭到空前破坏。城市滨河区作为城市

的开放空间，历经长期的历史演变和积淀，凝聚了

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这些资源是滨河城市

的宝贵财富，体现了城市的文脉 [1]。城市滨河区不仅

是居民休闲娱乐的场所，更是人们认识城市、体验

城市风貌的重要窗口。国内外关于滨河景观设计中

地域性文化的研究并不多，如何将地域性文化巧妙

地融合于现代城市滨河景观设计中，创造独一无二

的城市景观，是当代设计师应当思考的问题。

一、地域性文化与城市滨河景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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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是地理学的根本属性，包括物质和文化

两方面。物质层面如本地的地形地貌、气候水文、

建筑形式、动植物资源等；文化层面如民风民俗、

节日、人文历史、宗教信仰等。文化具有时代性、

地区性、民族性和阶级性 [2]。不同民族往往具有各

自独特的文化习俗，如特定的语言、共同的风俗等。

地域性文化则是指在特定区域内源远流长、各具特

色、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包括一定区域内

形成的文化资源、历史遗迹、建筑风格、行为方式

及宗教信仰等 [3]。

（ᵽ）ש ὄ Ѝἆ⅛Ẫ ῄ ו

滨河景观是滨水景观的一个分支，是城市景观

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地带狭长、空间开放、利于

展示城市文化三个特点，往往承载着城市丰富的历

史文化内涵，在体现区域地域文化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一座城市不可以没有自己的灵魂，而它的灵魂

就是历史文化赋予它的独特内涵 [4]。因此，在城市

滨河景观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其地域性文化特点，

把该地区能代表地方文化的典型元素进行适当地提

炼创造，并融于景观设计之中。同时，考虑到滨河

为一狭长地带，景观空间上应具有多样性和连续性，

富有节奏感，使人们在静观和动观的变换中，体验

步移景异的魅力景观。从地域性角度设计的城市滨

河景观传承了该地的地域文化，使城市景观具有历

史性、地域性和归属性，从而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城

市发展历史的印记，成为城市独有的特征。

二、地域性文化在滨河景观中的表达方法

一种新景观形式的产生，来自于多个方面，包

括社会的变革、思潮的转变、历史的延续、技术的

进步、新材料的出现等，地域特征是景观形式的主

要来源之一 [5]。城市滨河空间是人类活动的场所，

人类社会因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各具特色，离开文化，

滨河景观则形如枯木，毫无生机。在进行滨河景观

的地域性文化表达时，可通过一些设计手法和巧妙

构思，将地域性文化元素融入现代景观设计中来，

让人们产生精神的共鸣和认同感。地域性文化在滨

河景观中的表达方法可从设计思想、设计手法和环

境要素三个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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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云南双江南勐河景观规划设计为例

    a， ל     a， a,b 

（南京林业大学 a. 风景园林学院；b. 艺术设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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