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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Urban Parks 
and Urban Spatial Development in Nanjing Old City

南京老城公园时空演化与城市空间发展的关联性
解析*

刘  哲    LIU Zhe

在“公园城市”背景下，公园与城市二者的辩证关系被重新审视，追溯“园—城”的形态关联可为未来公园城市的空

间形态塑造提供基础依据。江苏省南京市自20世纪初开展公园建设活动，距今已逾百年。历史古都的城市积淀和近代

首都的城市职能，使其公园发展具有典型特征。基于城市形态学视角，聚焦南京老城公园形态，梳理和揭示公园时空演

化的历史阶段和总体特征，通过公园及相关城市空间形态要素的关联性解析，探究关联性演化规律及动因机制。以期

为形态学视角下认知“园—城”的辩证关系提供借鉴，为公园城市形态塑造中绿色空间格局保护提供参考，同时为理

解南京老城空间形态提供全新的视角。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rk city" concept proposed,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ks and cities has been re-
examined. Tracing the morphological correlation of these two can provide a basis for shaping the spatial form of a future 
"park city". It has been more than 100 years since Nanjing started to construct park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deed, 
Nanjing possesses certain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regarding the development of parks, as it had been the capital city during 
the modern period.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morpholog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parks in Nanjing. In particular, the paper reveals their historical stage progression and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law and motivation mechanism of correlations between parks and citi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link between parks 
and related urban spatial elements. This resear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ks and 
cities from a morphological perspective. It is also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green space structure in shaping 
the "park city", and it also provides novel insights into understanding the morphology of Nanjing's old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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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公园城市”①理念，为重新审视公园与

城市的辩证关系提供了契机。有研究指出了

“公园”和“城市”二者关系的发展方向[5]，

“公园与城市将实现多层次、多维度的融合发

展，是当前及未来新时代‘公园—城市’关

系发展演变的必然路径”[6]。认知公园形态时

空演化与城市物质空间发展的关联规律，将

为实现公园城市的形态塑造提供历史依据。

0 引言

公园作为重要的城市绿色空间和公共空

间，兼具生态、社会及形态等多重价值。近年

来，公园的生态价值被普遍关注[1]，其社会价

值也被广泛认知[2]207-214，但对公园形态价值的

探讨仍较为缺乏。绿色空间是城镇形态历史特

征和独特个性的重要组成部分[3]27，具有不可

忽视的形态价值[4]5。习近平总书记于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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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相关的研究涉及景观生态、历史文

化和空间形态等视角。较多研究聚焦于景观

生态学领域，考察公园绿地的景观生态指数

和宏观格局变迁[7-8]。历史文化学的研究大多

考察特定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公园源起、发

展和建设特征[2]3-154，[9-10]，国内相关成果的研

究内容多聚焦于近代公园[11-12]，南京公园的

相关研究多集中于该视角下近代公园的历史

分析[13-14]。空间形态视角下，较多成果关注单

个公园内部空间形态的演化历程[15-16]，虽有

少量研究涉及公共空间[17]或开放空间的整体

系统[18]，但缺乏公园形态时空演化的细致探

究。近年，国际城市形态学领域愈发关注绿色

空间的形态问题[3]27-44，[4]5-17，揭示了目前研究

的空缺及未来趋势。

本文基于城市形态学视角，运用时间维

度历时性分析和空间维度要素解析的研究思

路[19]，采用史料挖掘与爬梳、实地踏勘和图解

分析等方法，描述并梳理南京公园形态的时空

演化进程，归纳其总体发展特征，分层解析公

园与城市关键物质空间要素之间的耦合关系，

揭示关联规律并诠释演化动因。

1 南京公园时空演化进程梳理

研究的空间范围界定为公园形态演化与

城市空间互动最为密切的南京老城及近周区

域，大致以明城墙为界定线[20]。形态学视角下

关注公园的动态变化[21]，通过搜集、爬梳历史

文献和地图等，追踪公园辟建、扩建、改建和毁

弃等建设和规划历程，获取南京城市边界、街

道、水系和区块等空间形态要素的变化信息。

南京城市公园的发展进程大致可划分为

清末（1901—1911年）、民国（1912—1948年）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1949—2010年）

3个主要阶段。依据公园的实际建设情况，选取

3个阶段内的4个典型时间切面对公园分布等

信息进行空间转译（见图1）。

2  南京公园时空演化总体特征

2.1   突变与渐进式阶段发展

南京公园的发展过程具有较为明确的阶

段性特征，经历了两次突变及3个渐进式发展

阶段（见图2）。

2.1.1    突变式置换阶段

1937—1945年、1966—1976年为公园

建设的突变阶段，两个阶段内公园数量减少或

增速较慢，公园总面积下降。1937—1945年，

战争对公园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如第一公园被

夷为平地，莫愁湖和白鹭洲公园等风景名胜公

园荒废[22]51；1966—1976年间，公园的建设工

作停滞，既有公园内的土地和建筑被侵占而转

化为生产场所，例如清凉山公园被划归自来水

厂，园内山坳处布满建筑厂房[23]。据档案数据

记载，1978年与1965年相比，公园数量仅增

加1个，面积却下降了一半②。

2.1.2    渐进式发展阶段

1908—1936年、1946—1965年、1978—

2010年为南京公园的渐进式发展阶段，公园的

数量和面积渐增，其中1927—1936年、1952—

1958年、1978—1990年和2000—2010年为建

设的密集期，其间公园数量和面积显著增加。

1927—1936年，南京作为首都的城市职

能定位及规划理念的引入，使得公园的规划和

建设成为市政建设的重要部分[24]，建设工作全

面开展[22]50；1952—1958年，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初期3年恢复的基础上，“一五”计划发

展时期公园扩建和新辟工作增速，例如8个新

公园建成③；1978—1990年间，城市公园数量

和面积逐渐增多，1986年新辟近20座公园，

到1990年代公园总数超过40座；2000—2010

年间，结合老城区更新和改造，小型公园数量

和面积持续增加[25]。

2.2   孤点到环带式耦合布局

2.2.1    孤点式空间分布

公园孤点式分布首先是指公园呈散点式

布局，公园之间缺乏结构性关联；第二重内涵

② 来源：南京市档案馆藏，关于南京市园林绿地普查情况报告，1979年。

③ 来源：南京市档案馆藏，南京市城市建设九年来的成就，1958年。

注释：

图1 南京老城各阶段公园空间分布图
Fig.1  Distribution of urban parks in 1910s, 1930s, 1960s, and 2010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c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公园空间分布图（1960s）        d  2010年公园空间分布图（2010s） 

a  清末公园空间分布图（1910s）                                      b  民国中期公园空间分布图（193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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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南京老城各阶段公园数量和面积图
Fig.2  The number and area of parks in Nanjing in different stag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图中数据来自南京档案馆历史档案及南京市历年年鉴。

是指公园与周边建成环境之间的关联较弱，

具有封闭的边界或远离城市建成区。清末民

初时期，公园未呈现出明确的聚集性和结构

性关联特征，与周边城市空间要素的联系较

弱。1980年代之前，一部分风景名胜公园受

制于自然和历史遗迹等既有资源的具体位

置，公园之间散点布局且关联较弱（见图1a-

图1c）。

2.2.2    环带式耦合布局

公园的环带式耦合布局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公园之间的空间联系增强，逐渐形

成“环带”及“条带”式的空间格局；二是

公园与城市空间要素的耦合关系加强，尤其

表现在空间分布与边界、街道和水系等空间

要素的形态关联，公园之间依靠这些空间要

素作为结构脉络相互联系。形态关联的形成

经过了概念的提出和渐进式的建设落实两个

典型阶段。

南京公园之间系统化关联的概念来源于

1929年拟定的《首都计划》，初步构建了“点、

线”结合的公园系统框架，提出沿城墙、街道

及河流开辟“线型”的公园式林荫大道来联

系各个点式布局的公园，虽规划内容并未完全

实施，但其概念上的影响十分深远[26]105-110。

渐进式的建设落实自1960年代开始，陆

续编制的多次城市总体规划和绿地系统专项

规划都更为科学地提出量化指标，公园系统

的整体性和结构性建构逐步完善，“点、线、

面”的形态建构在多部规划内容中均有体

现。2000年之后关注重点从“点、线、面”转

向“环、网、带”的网络式布局目标，着重建设

沿城墙、滨水带状公园及沿街林荫带[27]510-516。

公园环带式耦合的形态初具雏形大致在2010

年之后，其布局结构初步形成沿明城墙和沿线

湖山的“环带”，以及沿部分干道和内秦淮河

的“条带”，公园与城墙、街道、河流和区块等

城市空间形态要素之间的耦合关系愈加密切，

公园之间依靠林荫大道等带状公园联系（见

图1d）。

3  关联性分层解析

为深入理解南京公园时空演化的规律，

选取与城市公园形态演化密切关联的物质空

间形态要素，分别为城市边界、街道、水系和区

块，以关联性的视角探讨其与公园演化之间的

互动关系。

3.1  公园演化与城市边界

本文所界定的城市边界具有双重内涵，

既指城市建成区的边缘区域，也指南京明城墙

这一重要的人工物质边界。公园与城市边界在

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关联关系，这取决于特

定时期内相应公园的职能定位、功能种类及其

所依托的资源类型。

公园与城市建成区域具有明确关联特征

的时期为清末民初，大型综合公园位于城市建

成区域的边界外近郊，被定位为向外拓展的先

行核心要素：一是考虑到建成区内无面积合宜

的大尺度空地；二是该时期的公园具有极强的

功能复合性和现代性，兼具游览、教育、展示和

餐饮等现代功能，试图以此带动周边新区的建

设，如城北的劝业会场公园被定位为推动城

北区域发展的前置性基础设施[22]51（见图3中

1910s）。民国中期之后，大多公园依托城墙沿

线自然或历史资源开辟而成，其空间分布与建

成区边界并未形成明确关联。1980年代左右

建成区全面突破明城墙的限制[28]86，老城公园

被嵌入建成区域，随之与明城墙的关联更为凸

显（见图3中2010s）。

公园与明城墙的形态关联发端于清末城

墙东北侧玄武湖公园的辟建和相应城门的开

辟，之后基于城墙沿线资源零星建设公园，呈

现为“散点”被动分布，1980年代以后，明

城墙沿线公园的空间分布格局逐渐形成沿城

墙的“环带”式主动利用（见图4）。这一形

态关联的转变主要有两个推动因素：一是南

京古城的外侧边界因防御需要依照山丘和湖

泊等自然地势建设而成[29]，是造成山水名胜

公园沿城墙分布的重要内因；二是随着对明

城墙保护规划力度的不断增强，为了加强城

墙作为老城边缘的历史格局认知，多部规划

推动依托城门、局部转折段或遗址等城墙节

点辟建一些公园和广场，同时结合旧城改造

拆除部分紧靠城墙的建筑建设带状公园，以

联通城墙整体环带。

3.2  公园演化与城市街道

街道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定时期的城市

空间发展状况，公园的公共性和可达性依靠其

实现，同时公园的辟建也反过来促进其周边街

网结构的完善。南京公园形态与街道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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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南京老城公园演化与城市街道关联解析
Fig.5  Analysis of park evolution and streets

图4 南京老城公园演化与城市边界关联抽象图示
Fig.4  Abstract analysis of park evolution and urban boundary

图3 南京老城公园演化与城市边界关联解析
Fig.3  Analysis of park evolution and urban boundary

联方式与公园功能类型和辟建方式等特征密

切相关，另外也受到各阶段空间发展目标和交

通方式转变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

清末民初时期的公园选址于重要的城市

干道沿线，公园的建设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周

边路网的完善（见图5中1910s）。随城市公园

的数量和类型增多，民国中期不同类型公园

的空间分布与街网呈现出3种不同关联方式。

第一种方式最为典型，即“Z”字型城市发展

重要轴线——中山路与沿线节点性公园和广

场的耦合，意图借此展现首都形象[22]52（见

图5中1930s）。第二种方式为游憩型小公园

与局部稠密路网之间的关联，老城南部区域

建设了少量零散布局的小型公园（见图5中

1930s）。第三种关联关系并不明确，部分城

墙沿线名胜公园周边街道的连通性和密度不

足，这一关联特征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七八十

年代，如清凉山公园（见图5中1960s）。随着

穿越城门和沿城墙的街网逐步完善，2000

年之后老城周边地区公园的可达性水平明显

提高，但部分公园周边路网密度仍不佳。增

加公园入口、整理周边区域路网和调整公共

交通等方式是解决该问题的有效途径。大量

沿街道布局的小型公共绿地随着老城更新和

环境整治陆续增建。这类公园与街网关系密

切，但总体网络化的分布尚未形成（见图5中

2010s）。

3.3  公园演化与城市水系

南京老城及近周的水系自古以来就是重

要的景观资源，古代园林的选址和造景中都体

现出对水系的利用[30]。近代公园兴起后，其空

间布局呈现出与线型和面状水系的不同形态

关联。

线型水系与公园之间的形态关系从最初

偶然性自发运用，逐渐发展为公园时空分布

的“串联脉络”和“景观廊道”。偶然性自发

运用主要集中在清末民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初期的时间阶段，例如在清末城北和城东

局部段落被当作大型公园辟建的形态边界，

分隔公园与外部城市环境（见图6中1910s、

1930s）；民国初期若干点状公园依托历史遗

址建设，与历史河道之间表现为结构性关系，

但这一关联并非有意规划的结果（见图6中

1960s）。有意识的规划和建设最早可追溯到

《首都计划》提出的林荫大道概念，利用内秦淮

河等滨河林荫道串联沿岸各个公园[26]71。该规

划提到“脉络”和“廊道”两种形态关联雏

形。但一直到1980年代，多项绿地系统专项规

划、南京总体规划和地段级详细规划才对滨河

公园和绿地的实际建设提出具体要求，尤其强

调利用秦淮河串联沿线公园[27]440-441，775。伴随

21世纪以来老城的环境整治，沿线节点进一步

增加，如2002年建设完成的内秦淮河南段节点

东、西水关公园[27]442。同时，利用滨河隙地、置换

部分居住用地或者就地退让河道等多种方式

来辟建沿河带状公共绿地。演化至今，南京老

城南、城中水系成为公园分布“以河为脉”和

“依河为廊”的形态骨架（见图6中2010s）。

公园与面状水系表现为从局部互动到

整体利用的演化关系。在水系完成其公园化

转变之前，多以自然形态为主，且受到当时

土地私有制的限制，未能统筹利用和大规模

开发滨湖及湖内洲岛的土地[31]169（见图6中

1910s、1930s）。随着景观近代化的发展，逐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城市研究 | 101 

步加深对水系的利用程度。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之初实施的“以工代赈”项目对玄武

湖、莫愁湖和白鹭洲3处水系进行多次较大

规模的人工疏浚和水利设施建设[32]，水系形

态基本稳定（见图6中1960s）。1980年代后

滨湖人工设施进一步增加[33]，公园化利用从

局部岸线逐渐扩展至水系全域，滨湖公园的

形态边界几乎包裹整个面状水域（见图6中

2010s）。

3.4  公园演化与城市区块

借鉴城市形态学城镇平面格局分析中

“平面单元”的概念，将城市区块界定为街道、

地块和建筑物在平面上的复合体[34]。纵观整个

演化进程，公园与城市边缘街道低密度、规模

较大及建筑密度低的组团区块关联密切，而与

街道密度较大的街区组团关联较弱。

公园与低密度城市区块的关联始于清末

民国时期，公园分布于远离居民聚居的街区且

边界较为封闭（见图7中1910s、1930s）。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园周边逐渐被工业和

军事等封闭单位型用地填充，形成内嵌于周边

区块的关联形态，边界依然封闭。后来“退二

进三”政策实施，公园周边的工业用地置换为

居住和商业功能，公园与紧邻街区的联系日渐

密切。随着2000年南京老城内的大部分公园

陆续免费开放，公园的公共性临街边界增长。

但由于周边用地的复杂性，公园临街地块的功

能置换和建筑拆除面临一定阻力，空间融合仍

处于发展阶段。

公园与街道密度较大街区组团的关联

从清末到1960年代都较弱，仅有零星规模较

小的游憩型公园类型与之产生联系。虽早在

1933年就曾拟定小公园计划[35]，试图在老城

内南部及中部路网密度较大的街区内规划多

处小公园，但老城中心的土地权属私有制及地

价过高等问题成为小型公园建设的阻力，实际

建成的公园数量较少（见图7中1930s）。直到

2000年后，随着“老城添绿”行动的实施，老

城中心的小型游园和社区公园等公园数量和

覆盖率指标显著提高，并提出居民“出行300

米，步行5分钟的绿地可达性达到95%”[36]的

布局目标。2010年小型公共绿地数量显著增

加，与路网密集区块的关系逐渐紧密（见图7

中2010s）。

3.5  关联要素整合分析

公园形态的时空演化与各个重要的城市

空间要素密切相关，各演化阶段内空间要素与

公园的关联程度和方式不同。（1）城市边界对

公园形态的影响是间歇性的，最为突出的作用

是在1980年代后，城墙成为公园辟建的结构

基础之一。（2）街道的影响较为持续，不同等

级的街道与不同类型公园之间的关联方式不

同。（3）水系一直都是影响公园空间演化的基

础要素，从民国时期的“概念骨架”，演变为现

今作为公园分布的“脉络”和“廊道”的形

态耦合。随着滨水公园建设的不断完善，近年

来水系对公园分布的影响开始减弱。（4）公园

与街道密度较低的区块具有持续的较强关联，

表现在空间分布格局的耦合和临街界面的公

共性演化方面，街道密度较高的区块与小型公

园之间的联系近年逐渐紧密，是影响公园网络

式布局的关键要素。

南京老城公园形态的演化印证了城市形

态学的“城市边缘带”（fringe belts）现象，边

缘带的主要特征为街道穿越性较低、较少的硬

质表面、建筑覆盖率较低及规模较大且形状不

规则的地块[28]80。对城市边缘带形成起关键作

用的物质实体为“固结线”（fixation line），作

用最显著的是城墙和河流[37]。具体表现为南京

公园与城市边缘低密度建设区域及街道低密

度区块的空间吻合，另外还与明城墙和老城内

河这两种固结线之间形成越发紧密的结构性

耦合关系。

4  南京公园时空演化机制分析

从表象看来，各个层级的规划文件决定

了南京老城公园的时空演化：总体规划在城

市职能定位、发展方向和系统构建等方面，指

导了公园的数量、面积属性以及布局、结构关

系；地段层级的规划内容则影响具体公园的

建设和落实。这些规划文件的内容导向及实

图7 南京老城公园演化与城市区块关联解析
Fig.7  Analysis of park evolution and block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6 南京老城公园演化与城市水系关联解析
Fig.6  Analysis of park evolution and urban water system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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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力度实则受到5个深层因素的推动：政治背

景、科技发展、文化理念、自然资源和经济实

力（见图8）。

4.1  政治背景

政治剧变是导致公园演化“突变式置换”

和连续性较差的直接外力因素。公园因近代公

共空间的重要属性，诞生之初就被赋予一定的

政治意涵，形成特定的内部景观要素。不同政

治背景下的城市职能决定整体城市空间格局，

如首都时期服务于形象展示和政治功能分区

的总体城市结构，影响公园的空间演化及与街

道和区块等多个要素的耦合关系。

4.2  科技发展

科技进步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对自然景观的人工化利用程度，科技

水平的不断进步使得公园人工景观的大规模

营造成为可能，尤其体现在建国以后对湖泊水

系所展开的大规模疏浚活动促使水系形态趋

于稳定[31]168，公园利用从局部州岛扩展至滨湖

全域，影响了公园与周边城市区块的关联。二

是随着科技进步导致的交通方式的转变促使

老城边缘公园的可达性水平提升，聚集活力的

提升使城墙边界公园成为重要的公共场所，促

成了沿线景观廊道的实际建设和全局形态体

系的进一步完善。

4.3  文化理念

公园在一定程度上可谓“文化性装置”[38]，

体现和承载着特定时期的文化理念，不同的文

化审美影响了公园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决定

公园的功能设定和布局形态，进而影响与各城

市空间要素的耦合关系。清末时期现代化文化

理念推动了公园在南京的诞生，之后的民主思

想决定其服务民众的内部功能设计，再后来的

多元文化理念催生了多样化的公园类型[31]169。

4.4  自然资源

自然山水格局是南京重要的城市风貌特

色之一，也是公园系统建设的结构基础。从清

末利用自然资源辟建单个公园，到民国时期对

既有山水名胜公园化系统利用，再到当代对生

态价值的重视将公园作为城市空间的绿心。自

然资源逐渐成为南京公园网络的核心要素和

基础架构，不仅是大型山水公园赖以存续的核

心，滨河公园还成为串联公园系统的脉络和廊

道，公园与水系的关联较为紧密。

4.5  经济实力

特定时期的经济水平影响公园的边界形

态和发展模式，对规划文件能否推进起到关键

性作用。在经济实力较弱时，土地开发成本过

高导致部分公园形态不规则，一些规划的公园

未能顺利建设。而在经济实力较强时，不仅可

以顺利新辟多处公园，甚至拆除部分建筑设施

而开辟公园，推进公园整体规划系统的形成。

5  结语

南京老城公园经历了两次突变式置换和

3段渐进式发展时期。突变期内公园的建设工

作基本中断，渐进式发展时期公园布局逐渐展

现出与城市空间要素的耦合关系。城市边界、

街道、水系及区块等要素影响公园的分布、边

界和结构关系等形态属性。边界、街道和水系

是公园时空分布的基础架构，主导了公园从

“孤点”到“环带”分布的总体结构格局转

变，城市区块则反映出公园与居民日常利用之

间的关系，近年来逐渐成为公园开放边界形成

及网络化增长的主导因素。基于演化规律的总

结，进一步归纳出政治背景、科技发展、文化理

念、自然资源和经济实力是影响南京公园时空

演化的重要内因。

城市景观管理、保护和传承不应仅仅包

含历史建筑、街道和古城墙，还应将城市绿色

空间纳入考量范畴[3]28。公园是绿色空间的重

要组成部分，通过充分理解公园的时空形态演

化进程，发掘其环境景观发展的历史规律，可

为南京老城环境的历史价值建构和重构提供

基础依据。

图8 公园形态时空演化各动因关系及机制简图
Fig.8  Diagram of the parks'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mechanism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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