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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on the Compi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Urban Landscape Planning:
A Case Study of the Urban Landscape Planning of Sinan County Central District, Tongren

城市风貌规划编制与规划实施的若干思考
——以铜仁市思南县中心城区城市风貌规划为例

陈晨杰     CHEN Chenjie

重点思考中心城区风貌规划编制如何能够更加契合当下以建设人民城市为目标、城市公共空间环境精细化提升的城市

更新改造需求。以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中心城区风貌规划编制为例，探讨规划实施过程中具有创新性和差异性的方法

经验，区别于传统的以“景”为出发点的风貌规划体系，结合“人民城市建设”的目标向导，提出以“人”为出发点的

风貌规划体系，即“一底四象”城市风貌构筑框架体系。基于城市风貌规划编制的亲民性和合理性的探索，以期为国内

其他地区同类型规划的编制起到参考作用，为建设人民城市提供新的规划工作思路。

This paper focuses on how the central city landscape planning can be more in line with the needs of urban renewal and 

transformation to build a people's city and improve urban public space environment. By reviewing and summarizing Sinan 

County central city landscape planning ideas, planning strategies and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process with innovative and 

different practice experience, combined with the goal of "people's city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landscape 

planning system based on "people". That is to build a framework system of "one base and four images" urban landscap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landscape planning system. This paper is a summary of the exploration of the affinity 

and rationality of urban landscape plann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uilding a people's city,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other areas of the same type, and provide new planning idea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eople's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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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上海时提出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

念，深刻回答了人民城市建设依靠谁、为了谁的

根本问题，是人民城市建设的根本遵循[1]。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时期，城市更新进一步向纵深推进。然而，现

代经济和科技快速发展，新的事物层出不穷，

文化的交流与影响不断扩大，导致本地区“充

满人的温情”的地域差别、文化背景差异，以及

众多承载着情感的历史城镇的个性和人文特

征很容易被逐渐地遗忘和破坏，城市魅力日益

淡化[2]。许多城镇在快速发展中出现“千城一

面”现象，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特色风貌

几乎荡然无存。

随着国家产业政策倾斜和西部开发的决

策导向，以及我国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持

续大规模投资建设，在新一轮更广领域、更高

层次的区域竞争中，许多中小城市将逐步在

更大的区域范围崭露头角。在以建设人民城

市为目标的城市更新和转型升级、迈入“高

速（高铁）经济时代”的过程中，城市景观

风貌和精神面貌的提升成为中小城市发展的

重要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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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风貌的内涵

有关城市风貌概念，目前大致有以下两种

解释：一种泛指城市的人文特征和地质景象，另

一种认为城市风貌归属于审美范畴，涉及承载

着城市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空间和其构成因素

的审美系统视觉形象[3]。从广义的角度看，城市

风貌涉及城市人文风情和城市空间环境情景两

大内涵，而归根结底城市物质空间是城市人文

风貌塑造及表现的物质基础和重要载体。

笔者认为，城市的风貌形象的塑造和确

立涵盖的专业内容十分广泛，涉及社会经济、

历史人文、城镇格局、建筑布局、景观、交通、生

态、旅游等众多学科领域。城市风貌所反映的

城市生活氛围和文化底蕴是一个以人为核心

的动态景象。城市物质空间建设引导只是城市

风貌建设的基础。从城市规划的角度研究在城

市物质空间环境内结合人的活动所形成的特

色城市风貌，并提出建设引导是城市风貌规划

的主要任务。

2   国内外风貌规划研究概述

2.1   国外城市风貌问题的相关研究与实践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国家许多城市就

已经针对城市的重要广场、主要街道、重要建筑

等展开美化研究与建设。19世纪，以丹尼尔•

伯纳姆主导的“芝加哥规划”为标志，西方许

多城市开展了以城市美化为目的的建设活动。

经过一系列实践之后，城市风貌构筑在理论体

系和实践经验方面日趋完善。

与城市风貌关联度较大的理论主要有

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诺伯格•舒

尔茨的“场所精神”理论等。由于风貌规划

及其导控是一种针对目标城市风貌特征的

规划，因此在规划实践中十分注重城市地域

特色的塑造。

2.2   国内城市风貌问题的相关研究与实践

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的制度建设，开展了关于城市传统风貌保

护的相关研究，出台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2000年以后，

城市风貌规划及管控方面的理论研究逐渐增

多。例如张继刚[4]提出城市景观风貌系统具备

空间生态结构和时间文态结构的双重属性。俞

孔坚等[5]认为生态基础设施与城市风貌的结合

是规划及实践过程中优化城市风貌的重要途

径。蒋朝辉等[6]提出宏观层面把握风貌格局、中

观层面落实风貌分区特点、微观层面重点塑造

特色空间和单体层面准确定位建筑角色的风

貌规划路径。张松等[7]认为历史文化名城和历

史风貌保护都需要从消极控制向积极保护的

方向主动转型，等等。在理论研究方面，相较于

国外，国内更加注重生态、人文因素在城市风

貌中的作用。

国内许多城市进行了大量的城市风貌规划

和风貌改善建设的实践。在规划方面，国内关于

风貌规划的实践活动一般有3种方式：①列入城

市总体规划专门的风貌规划篇章或专题研究；

②作为独立的风貌专项规划或者采用城市设计

的形式进行替代；③设立城市风貌相关的研究

课题[8]。在风貌改善建设方面，有宁波三江口城

市风貌区旧区改造（2000—2005年）[9]和浙江

小城镇综合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2016—

2019年）等实践案例。大量的风貌改善实践主

要针对城市特色面貌和特殊文化进行打造，注

重地域特色的塑造，使得不同城市特色得到较

好的凸显。但是，部分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只注重

对“无人”的空间特色美化，而忽略了“有人”

的空间活动需求。例如，在许多历史风貌街区的

打造过程中，一味强调小街小巷空间肌理的保

护，却未考虑居住在其中的居民和汽车的出行

需求。强调传统建筑外立面风貌的管控，而居民

的空调室外机却无处安装等。

3   思南县中心城区风貌的主要问题

随着近年城镇中心城区建设和改造过

程的延续，许多城市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老

城区已经不是人们所乐见的景象，呈现在人

们视野中的是混乱交错的城市形态、杂乱无

章的环境品质、紧迫压抑的建设密度、破败

失修的历史传统建筑和不完善的城市公共

基础设施等 [10]70。

3.1   城镇空间层次感逐渐消失，建筑空间尺

度失衡

由于城市发展遇到地形限制，贵州省铜仁

市思南县中心城区的城市空间结构一直表现为

新旧混合交错，城市拓展演变成一场旧城更新

改造的进程。从城市空间天际轮廓线分析可见，

相当部分的新建筑天际线已经遮挡了第一层山

体轮廓，将思南城区原有的层层叠叠六层台地

退向江边的生动城市景象给淹没（见图1-图3）。

究其缘由，这些年来的开发建设活动主

要是“见缝插楼”，缺乏整体意识。高密度、高

容积率的开发使得城市公共空间尺度失衡，也

使原本就缺乏绿地与公共空间的城区更加拥

挤，从而失去空间秩序，破坏了城市原有的空

间肌理。

3.2   街道空间组织无序，环境形象杂乱

思南城区的街道经过多年的建设积累，具

备一定的历史感，但沿街景观缺少本地建筑特

色，缺乏本地文化民俗个性。一方面，道路十分

狭窄，街道空间给人以强烈的压迫感，现状沿街

又缺少开敞空间来改善街道空间压抑的状况。

另一方面，街道空间视觉要素过于复杂，过分追

求个体元素的视觉冲击，严重破坏了城市沿街

空间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见图4）。

街道是城市居民认知和体验城市的重要空

间，是城市最具活力和魅力的地方，是城市独具

特色的窗口。因此，以人的体验为出发点的街道

风貌规划引导对于城市风貌的传达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

3.3   城与江的滨水过渡空间断裂，亲水性

缺失

近年来，思南滨江大道的建设反映出政

府对城市滨水区开发建设的高度重视。但是，

滨江大道建设实际上把乌江水边与城区隔

开，新的笔直而宽阔的道路线型和走向既与

原来的城市肌理毫无关联，道路开口空间与

滨江的景观节点也未发生有机的对景与对话

（见图4）。

滨江岸线改造主要着眼点在防汛水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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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兼顾城市景观和以人为本的亲水需求，大

部分地段的防汛墙阻挡亲水视线，也阻碍了人

与江体之间亲水性的建立[11]。

3.4   城市更新与历史风貌保护的冲突

思南老城区内确定了两片古街区保护性维

护整治的规划，现已启动实施工程。在风貌规划

研究分析中发现：若按现有的城市规划去实施，

一方面，多条现有道路两侧建筑仅有的空间根

本无法达到规划要求，规划成果难以在城市建

设管理中予以贯彻实施；另一方面，无论是规划

新建道路还是拓宽道路，都与城市形成的历史

格局不协调且难以融合，也失去历史地区在空

间尺度上的整体性。

无论是风貌保护还是改造，都牵涉历史

风貌保护区居民的情感和生活便利性[12]。仅仅

依靠政府主导急于进行穿衣戴帽式的修缮、整

治，而缺少机制与市场运作手段，缺乏社会、机

构、百姓的共同积极参与是不够的，不具有可

持续性。需要真正提高居民的生活环境、基础

设施配套和完善社区功能，历史建筑及周边环

境既要保持历史风貌又要融入当前居民生活。

这样的保护对于历史风貌区才具有可持续发

展的意义[13]。

4   “一底四象”城市风貌塑造的理论探索

对城市风貌的塑造要从居民的场所体

验角度出发，这是在建设人民城市背景下对

城市风貌塑造的重新思考，“一底四象”城

市风貌框架由此而来。 “从居民的体验角度

出发”的主线贯穿于整个城市风貌构建中，

在一张城绿融合的底图上从空间景象、活动

景象、视觉景象和文化景象4个方面进行构

筑和系统管控，赋予其张弛有度的风貌节

奏，强调风貌的整体性、系统性，强化动态功

能（见图5）。

4.1   “一底”： 城与自然和谐共生、城绿融合

的城市风貌特色底图

在以人民城市为目标的建设背景下，城市

更新主张“以人为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

图1  思南中心城区鸟瞰图（2016年）

Fig.1  Aerial view of Sinan central city (2016)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图2  思南中心城区建筑天际线分析图

Fig.2  Analysis of skyline in Sinan central c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思南中心城区主要地标视线分析图

Fig.3  Analysis of the sight of landmark in Sinan central c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128 | 规划实践

部分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一种逆城市

化现象。这与大城市发展中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的失衡有紧密联系[14]。2015年，

国务院提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新时代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思想从理念到制度

逐步确立[15]。近些年“两山”理论、海绵城市、

韧性城市和公园城市等理论的提出，更加提倡

引导城市向生态回归。通过对自然地形、地貌

及滨水空间、建设空间的改造，结合构建景观

绿地系统的主要手段，编织出城市与自然生态

相互融合的城市风貌特色底图[16]。 

图5  城市风貌构筑框架体系

Fig.5  Framework system of urban landscape construc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思南城区主要街道 b 思南城区滨江岸线 c 思唐古建筑群

图4  思南城区现状照片（2015—2016）

Fig.4  Photo of Sinan (2015-2016)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一
张
城
绿
相
融
的
风
貌
特
色
底
图

4.2   “四象”：城市的空间环境景象、居民活

动景象、视觉空间景象和文化感知景象

4.2.1    空间环境景象：城市地域性认知

一个城市的空间环境景象一般分为城市建

成区环境景象、城市郊区环境景象和城市特殊地

段环境景象。例如杭州的西湖片区、上海的黄浦

江沿线片区和青岛的滨海岸线等，往往是体现城

市特色风貌的空间环境。在风貌规划中通常需要

明确一定的界限，针对不同的空间环境景象提出

不同的风貌管控要求，一般包括城市地形地貌特

征管控和特殊地段环境景象的总体管控。

4.2.2    居民活动景象：城市功能性认知

居民在城市公共空间活动的情景是城市

功能的具体表现。著名建筑师理查德•罗杰

明在1998年就指出：“对于城市来说，一个最

为吸引人的因素，是因为它是一个集工作、购

物、社交、教育、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场所。”

城市不仅是从业人员工作、办公的地方，更是

充满人情味与活力的生活场所。居民的活动

景象反映了现代生活的多样性。城市中不同

年龄、爱好、性别、工种的各类人群需要使用

各种不同的活动空间，表现出不同的活动景

象，犹如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一个充满生命

活力的居民活动景象。风貌规划需要统筹考

虑城市居民各种活动情景的公共空间需求，

以及所形成的特征风貌。

4.2.3   视觉空间景象：城市美好环境空间认知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地标、河湖、山水环

境等居民喜闻乐见的景观空间。所谓的江景房、

湖景房、公园房等以景观为卖点的房地产项目

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许多城市的高层建筑遮

挡住城市的山体轮廓和原本开阔的大江大河。

风貌规划需要提出视觉空间景象的管控措施，

让更多的居民能够享受到美好的环境空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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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包括：需要为标志景观点、重要视觉区域预留

视觉通廊；需要对视觉区域的整体形象、绿化布

置、公共空间、建筑体量、建筑高度、建筑色彩、

第五立面等进行控制指导；根据视觉整体形象

的不同要求，采用不同的设计手法。

4.2.4    文化感知景象：城市文化认知

城市文化认知是居民精神文明的表达，

是地方传统服饰、历史、传说、语言、民俗或当

代文化与公共空间结合的情景，是地方传说、

历史名人、历史建筑、建筑色彩、创意设计等

各类文化元素与城市公共空间的融合。每个

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基因，城市的文化特殊

性往往是其区别于其他城市的重要特征。例

如上海的海派文化、成都的川蜀文化、重庆的

巴渝文化、北京的胡同文化和京剧文化等。可

以通过对地理位置和自然、历史资源的分析，

结合公众参与调查，确定城市文化的特点。但

是，规划在发扬和保护当地文化的同时，需要

以改善居民不断提高的生活条件为基础，避

免出现建筑外立面无处安放空调室外机、室

内木质楼板无法安装抽水马桶、私家车辆出

行不便等以牺牲居民生活条件来塑造和保护

城市文化的做法。

5   “一底四象”城市风貌规划实践

5.1   基于生态回归， 构筑城绿融合的城市风

貌特色底图

城市生态系统是构建城绿融合底图的基本

要素。城市风貌特色底图的构筑需要将不同层

级的生态廊道进行层次化管理、网格化联通，并

按照层级结构形成生态网络系统。

思南中心城风貌规划基于建成区的地形地

貌，按区位的重要性把城市绿化生态空间分为

游憩绿地、防护绿地、街道绿带、绿廊、游憩广场

和山地绿化，组成完整的城市绿色生态网络，从

而构筑成一张思南独有的绿色城市风貌特色底

图。同时，由于建成区的客观条件有限，绿色空

间的连通性受到一定的限制，规划整体保留网

络状的绿色空间肌理，从而确保城市居民绿色

共享空间资源的均衡性（见图6）。

5.2   打造因地制宜的城市空间环境景象

因地制宜地梳理城市与环境的独特空间序列

关系，这是作为城市特色塑造的基本依据。梳理整

体空间布局，通过对城市地貌空间特色组合、城市

肌理、环境构建特征等进行规划[17]，在凸显城市特

色的同时解决近期城市发展的突出问题。

思南县城市总体空间序列规划分为3个层

面：城市建成区、城市周边自然山体和城市特殊

地段（乌江滨江带）。

第一层面：城市特殊地段（乌江滨江带）。

以乌江水系自然景观为要素，强调其作为城区

的城市景观廊道作用，强调人与自然的共生共

融。规划以乌江为城市最重要的风貌景观轴，并

作为整个中心城区的环境形象焦点。这是思南

中心城区整体风貌景观中最重要的层面。

第二层面：城市建成区。在城市更新过程中，

城区保持适当的开发强度，合理确定建筑高度。

保护思南层层叠叠六层台地退向江边和城市台

阶巷道延伸到江边的生动城市景象。土地开发强

度要综合现状建筑量，满足功能发展、景观影响

分析等因素确定。风貌规划提出综合管控措施，

对总体地形地貌、城市肌理进行管控引导。

第三层面：城市周边自然山体。根据自然景

观要素资源的分布状况，将东西两侧环抱的郁

郁葱葱的群山森林和典型的乌江喀斯特地貌自

然风光组织到城区的物质环境空间中，通过人

工景观的培育配置、道路交通系统的有机衔接，

组织起有序的城市吸引点。

乌江和第三层面的山体是自然形成的，是

思南固有的、优质的景观资源；第一、二层面是

人为地在自然基础上进行的动态的城市建设的

成果。所谓“天人合一”就是城市的“山、城、

水”和谐相处。

5.3   塑造丰富多彩的全龄段居民活动景象

居民活动景象的特点是现代生活的多样性

和多种功能的综合性的相互结合。城市需要大

量开放的公共空间，才能使全龄段居者的活动

找到栖息之所，并且要以体现魅力与活力的公

共空间来缝合全龄段居民对活动空间的多样化

需求。

思南中心城区风貌规划结合当地居民工

作、学习、娱乐等生活习惯特点进行分析，公共

开放空间布局注重不同年龄段居民所需要的不

同开放空间的和谐融合，注重各年龄段人际交

往、信息传递等隐形功能，共享空间，彼此融通，

有机组合。通过规划的引导，思南中心城区近年

完成了滨江步道、城市步行巷道、桥下空间以及

多个商业广场的城市更新建设。基于多样化的

活动空间的更新建设，居民丰富多彩的活动景

象得以展现，城市风貌得以提升（见图7）。

 

5.4   多维管控还景于民

视觉体验是城市风貌中美好环境景观最直

图6  中心城区绿地分布规划图

Fig.6  Green space distribution plan of central urban area
资料来源：《思南县中心城区城市风貌与色彩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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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多样化生活场景空间规划实施对比
Fig.7  Comparison of spatial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a 步行巷道

规划效果图

改造后实景
b 滨江步道

规划效果图

改造后实景

规划效果图

改造后实景

规划效果图

改造后实景
c 滨江广场 d 历史街区

图8  景观视廊与眺望系统规划图

Fig.8  Landscape corridor and view system plan
资料来源：《思南县中心城区城市风貌与色彩规划》。

图9  重要节点设计示范位置图

Fig.9  Location of important nodes
资料来源：《思南县中心城区城市风貌与色彩规划》。

图10  铜遵路节点现状照片（2015）

Fig.10  Photo of Tongzun Road (2015)
资料来源：《思南县中心城区城市风貌与色彩规划》。

图11 铜遵路节点风貌改造设计效果图

Fig.11  Renovation design of Tongzun Road
资料来源：《思南县中心城区城市风貌与色彩规划》。

资料来源：《思南县中心城区城市风貌与色彩规划》和网络。

接的传递方式。对于位于“大山大河”边上的城

市，其城市特定的自然环境往往从“大山大河”

中即可得到充分的表达。因此，通过景观视廊与眺

望系统规划布局和管控（见图8），建立起山、水与

人的“对视关系”，对于城市居民城市文化认知城

市风貌中的美好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在思南众多的城市风貌界面中，最富于城

市魅力之处当为乌江滨江地带。一方面，规划最

大化构建“山、水和人”对视的空间管控，将滨

水区空间环境形态和氛围景象尽量引入更大

范围的居民家中。另一方面，以重要的山体、建

构筑物等观景制高点、观景亭建筑、眺望平台等

共同构成城区的眺望系统。在眺望点的观景扇

面分析基础上，对视觉区域在整体形象、绿化布

置、公共空间、建筑体量、建筑高度、建筑色彩、

第五立面等进行控制指导，根据视觉整体形象

的不同要求，采用不同的设计手法。

 

5.5   复兴老城意象构筑生动多样的文化感

知景象

城市意象理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城市规划

领域中，它要求规划师不但考虑城市本身，也同

时考虑生活在其中的市民对城市的感知，以此作

为城市形态和空间环境塑造的依据[10]72，[18]。通过

对城市重要公共节点的色彩、文化、景观等进

行风貌管控的方法，增强老城区的意象特征，

凸显特色。

通过对思南县老城区地理位置和自然、历

史资源的分析，结合公众参与调查，确定老城区

独有的众多文化特点。充分利用老城区的文化

资源优势，在整体保护历史文化及其历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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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本文总结了国内外城市风貌规划相关的理

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国外以“景”为主的、与城

市风貌规划相关的理论，对于我国城市风貌管

控研究实践具有较为深远的影响。但是在建设

人民城市为目标的城市更新背景下，以人为本

的建设理念被提到新的高度。从居民生活体验

的角度出发进行城市更新，会发现居民对城市

品质的需求与日俱增。在更新过程中，为避免与

其他城镇千篇一律、丧失城镇特色，探求适合的

城市特色与整体风貌塑造的有效手段具有十分

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从“人本主义”的视角出发，探索城

市风貌规划方法的转型和理论框架，以期对国

内其他城市同类型规划的编制工作提供借鉴，

为建设人民城市提供新的规划工作思路。随着

人民城市建设理念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落实，

今后城市风貌规划还需结合不同类型城市自身

特点和实践经验展开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