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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在城市滨水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张晓辉

中外建华诚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天津 301700

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的迅速发展，我国的城市发展和建设也加快步伐。在这个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城市建设逐

渐丢失了自身的特点，各个景观逐渐变得几乎一模一样。这个问题对于城市景观设计师而言，从情感上去接触群众是

很重要的处理方式，而其要融合当地的地域特色，联系景观的自身条件展开设计研究，做到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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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水景观是城市形象的部分内容，在城市发展中有

着极其重要作用。通常情况下，城市滨水地区都有着比

较长久的历史，蕴含着厚重的文化内涵，充分的保护滨

水地区有助于城市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两方面得到传

承。地域文化是在某个地区经过无数的历史变迁逐渐形

成的社会风俗、文化形态以及生活方式，具有一定的地

方特色。所以，在城市的滨水景观的设计中送融入地域

文化是极其关键的。

地域文化是指当地区域的人类生存习性、生态人文

的综合体现；它是根据当地环境、气候特点所反应的特

定差异。根据当地范围内的自然环境情况、人类习俗，

从而产生的文化景观和自然风光聚合的综合体。地域文

化包括广义和狭义；广义即拥有广泛地理范围，地方性

的物力财力和精力之和；而狭义则指在规定的地区范围

及环境中拥有的当地独特性。

滨水景观是由城市滨水地域和周围土地的空间与物

品所构成的整体，具有错综复杂的自然环境过程与人类

在此区域土壤上的烙印，水陆交织是这一地区最突出的

特点。而地域文化则是每个区域所特有的独特风景线，

最富有本地情感和本地特征的人文符号。地方传统文化

凭借其自身的丰富人文内容，给城市社会发展带来了精

神力量、文化氛围和智慧支撑。而随着城市化发展进程

中的复杂化，滨水景观的发展与变化也在很大程度受到

影响。针对复杂多变的外在自然环境，城市的滨水景观

在建设过程中应格外注意对地方文化底蕴的使用和对外

来文化的吸纳，如此城市的滨水景观就可延续和发扬本

土的地方文化底蕴。

满足大众审美、文化需求

我国很多的城市中，滨水景观均融合了历史、现代

的要素，把地方独特的文化与城市的滨水景观设计有机

结合，极大的拉近滨水景观和该地区群众间的距离。有

关的设计人员要在设计中充分的体现自然景观的社会性

要求，这样不但能够让群众有更好的观赏体验，还可以

让其感受到城市景观的文化。把自然景观和人民的需要

互相融合，能够充分的提高人民的参与度，增强人们对

于滨水景观的认可程度，进而使群众能够自主的参加与

滨水景观有关的活动，在城市中营造非常好的地域文化

的气氛[1]。

提供基本的设计素材

在对城市的滨水景观展开设计时，设计师选择的最

本土化的设计元素肯定是来自于当地特别的地域文化。

其中，城市的地域文化包含非常丰厚且宝贵的历史资

料。所以，在对城市的滨水景观展开设计的这一阶段，

必须要全面的探究该地区的自然地理特点以及风俗文

化，选择带有地方色彩的素材，作为滨水景观的主要设

计资料，要积极的运用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及地域符号等

要素，促进滨水景观的设计。比如：当今西安的古街以

及古寺等，均可作为地域文化的材料，突显了陕西省特

别的文化内涵，极大地满足了大众的人文需求。同时，

在对城市的滨水景观展开设计时，很多地域文化的符号

是独一无二的，把其和该地区的水景有效融合起来，有

助于实现游客的玩赏需要。

丰富地域文化的内涵

最近几年来，我国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改

革日益加快，很多城市新增了一些开发区以及旅游产

业。滨水观景是城市开发的重要载体，是城市美好形象

的重要构成。在开始设计城市的滨水景观时，必须要充

分的融合当地的文化，进而表现出城市独特的文化内

涵，将地域文化与滨水景观有机地结合，能够更好地塑

造城市形象。增强对滨水景观的设计工作，不仅仅能够

提升城市的景观文化，而且还可以使地域文化的含义变

得充实，实现了滨水景观的品牌价值，大大促进了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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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健康发展。例如：在兰州的滨水景观的设计中加入

丝绸之路和黄河母亲、平沙落雁等主题的雕塑物品，它

们身为兰州的标志性建筑，体现了浓厚的地域文化的氛

围，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兰州的文化品位。

生态优先原则

生态环境最能够展现区域文明的应用效益。所以在

城市滨水景观设计的过程中，就应当将生态优先原则摆

在首要地位。20世纪时在滨水都市中，由于人们提倡日

常生活与工作均无法远离水域地区，已变成滨海人民生

存的必要资源。除此以外，其也变成军队守卫领土的主

要区域。而众所周知，由于都市滨水地区一直都是城市

人员较为稠密的区域。所以滨海区域也是人们展示都市

景观与人文价值最理想的地方。要想做到保护生态优先

原则，就特别需要注意:一、保护当地植物多样性，并留

下一些可供人类游憩、玩赏的自然区域。二、保证城市

水资源的自我调节力，因为大家都清楚，水资源在流转

的过程中，能够从自然界吸纳并放出不同类型的能源和

物质元素，不仅有助于城市环境的自主调节，而且还有

利于城市环境的自我净化。三、积极利用城市水体的经

济功能。水土一体化能够全面提升城市不同类型能源流

量的生产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效益。在城市滨水景

观设计中，保护和合理的利用城市自身的生态资源。

因地制宜原则

很好地展示区域文化底蕴，就必须自始至终贯彻因

地制宜的发展理念，生动地展示出本区域具有独特性的

地域文化，在遵循自然环境发展特征、把握滨水生态景

观发展的自然肌理、因地制宜打造自然景观的基础上，

使景观和自然充分地融为一体，进而将独特的滨水生态

景观展示在世界眼前[2]。所以要进行地方景观文明的建

设，必须有机融合自然景观因素和历史元素，形成滨水

生态景观的特色氛围。

将历史文物与时代元素相结合的原则

历史遗存的文物遗迹都是十分富有特色的，是中华

民族的文化瑰宝。不但是古代我国民族智慧的结晶，而

且还是该地区的重要文化遗产。滨水地区见证一代代人

的生活与发展，同时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源泉。所

以，即便是为了现代发展需要，人们在改造古城的过程

中，也决不能损毁或者拆除我们先辈给人们留下的珍贵

遗产，而一定要掌握好度，进行合理开发利用，保存好

有代表性的历史古迹，让它更好的为现代城市化发展服

务，起到城市名片的功能，从而创建富有地方历史人文

特点的现代都市滨水风景。

直接使用地域文化符号

在对城市的滨水景观展开设计工作时，可直接实现

对地域文化符号的使用。这种方式被称为“借代”是景

观设计的惯用方式，可以对地方民俗文化加以直接表

达。作为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的国家，我国地方文化非常

丰富多彩，可以在公共空间设计、传统工艺品、建筑造

型等各个方面以固有符号形态进行表达。按照传统城市

文脉传承理论，设计者在景观设计时可利用场景雕塑进

行历史场景再现，从而引导人们回顾历史，做出具有思

想意义的地方文化景观设计。具体的建设过程中，设计

者应该适当保留具有都市传统建筑特色的实体，并且通

过将实体和周边自然景观结合在一块进行区域的传承，

完成延续城市文脉的任务，提升自然景观的亲切氛围。

比如，在设计中山市的岐江公园时，由于该地点曾是闻

名的澳中造船厂的厂址，标志着中山市社会主义工业化

建设的发展，并为了保护刻画着历史和真诚的老工厂等

文化设施，设计师们进行了景观改造。直接以历史留下

来的建筑标志为景观元素加以滨水园林绿化设计，不但

抓住中山市地方特点，而且还很好的融入新时代的技术

因素，终于建成有代表性的景观设计。在风景重构的整

个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滨水风景由于位于都市的生态敏

感地区，所以必须按照生态规则，以自然绿化方式进行

都市景观设计，并按照“因地制宜”的植物造景原则把

城市景观和环保融合到一起，继而更好的促进城市景观

的发挥。

景观设计方式

设计师在对滨水景观展开设计时，能够把以前的设

计手法和当今的技术进行有效的结合，形象生动的重现城

市的传统文化。比如：采取先抽象，后形象的设计手法，

展示滨水景观的地域文化，先对当地的文化进行系统地分

析，再确定地域文化的主题，之后再对其展开包装，变成

全新的艺术形象，进而能够更好地让群众追忆城市的传统

艺术[3]。例如：在西安曲江池遗址公园的设计中，结合地

域文化以及生态保护的手法，在公园以北体现很多的生态

观赏，以历史博物馆为中心，在公园景观里包括曲江关

宴、守护门狮、芳洲临流、怅望江头、长安花讯、曲江胜

迹等诸多景点，更好地体现当地历史文化。

完成地域文化重组创新

在城市化持续发展与提升的过程中，传统地方文化

也将得到进一步发挥，从而完成对都市各个时期元素的融

入。在都市滨水园林绿化设计中，还应体现城市化的发展

性，对各个时期的传统地方人文要素加以整合创造，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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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具有美感的都市生态景观系统。在实际工程设计中，

必须强化对传统园林语言元素的使用，以表现传统人文特

征。而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强化对现代科技与新时代观念

的融入，以实现新时代地域文化景观的形成，从而对传统

都市文明实现良好的传承。而为了实现这一宗旨，还必须

在园林绿化工程设计中对历史、人文、地域等不同的资源

元素加以平衡，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园林绿化设计。

因此，在池州香格里拉滨河公园景观中，就在成功诠释

“秋浦传说”等老基地城市文脉的时候，又在自然资源、

技术、生态建设等应用领域中实现对自然环境与生态元素

的融入，并透过增加对材料和新科技的使用，实现具有地

方特点的现代景观设计。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城市的滨水景观的设计中，有效的融

入地域文化可以更好的表现城市的文化特点，这使景观

不仅可以表达生态美和自然美，而且还能体现出人文

美，也能更好的引起该地区群众的情感共鸣。在具体的

设计操作中，还必须联系其周边环境和地区的历史背

景，并进行全面的研究分析，同时确保景观能够实现可

持续发展，进而能够更好的发挥景观设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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