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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特色与城市形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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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了城市的文化特枉，探讨了构成城市形态的内涵要素，强调地区特邑的寻求王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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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城市形态的特征 

近年来对城市形态的研究已经愈来愈引人注目，关于城市形态的涵义也已经有了较为 

统一的认识，概括起来它是“构成城市所表现的发展变化着的空间形式的特征，这种变化是 

城市这个“有机体”内外矛盾的结果。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于生产水平的不同，不同的经济结 

构，社会结构、自然环境，以及人民生活、环境、民族、心理和交通等．构成了城市在某一时期 

特定的形态特征。”注 这里主要强调了城市形态的动态性与表征性。即城市形态由于时间、 

空间的因素而存在着差异和连续性，同时也说明城市形态既可反映出城市总体的外部形式 

特征，又可表现城市内部空间形式的特征。这主要体现在城市的肌理和城市的空间结构方 

面。 

人类的聚居活动产生了路径和住所，当城市形成时，这些错综复杂的道路周与聚居场 

所就形成了城市地面的肌理组织。这是城市最基本的特征．是一种人为的地貌。它反映城市 

平面和空间的状态，并能看出城市新旧更替和发展开拓的轨迹。 

而城市的空间结构是城市的骨架，它主要是指构成城市的各功能片区，道路交通及各 

类节点、轴线所组成的形态特征。或者可说为城市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组合。这种关系组合 

无论简单还是复杂，是松散还是紧密，它们都反映出城市机体的一种平衡、秩序和效率的状 

态与水平。所以说城市的空间结构特征是城市的一种基本属性，它反映不同城市和地区的 

特征。 

城市的形态特征既包括自然地理地貌环境，又包括历史文脉特征，既有城市自身的表 

象特征，又涵盖城市纵探的结构层次，这些要素的不同，将反映出不同的地区特色。反之，地 

区特色的差异又导致城市形态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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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的文化特色 

城市形态不仅是城市内部和外部形态的有形表现。它还包括了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是 

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的总和。 

城市是人类文化的结晶。城市的发展是一种渐进、演变的过程，碱市的历史和文化孕育 

了城市的特色和风貌。城市的文化特色是城市历史发展积累、积淀、更新的表现。文化传统、 

历史环境是城市风貌中的关键因素之一，历史的延续和文脉的发展使城市因有文化的价值 

而更具特色。人们对于城市的社会价值观念随着城市的生存和发展而变迁，由于城市的更 

新与发展，那些陈旧而元价值的东西将不断被抛弃和淘汰。而城市中一些物质和精神文化则 

被保留，如古建筑、古迹和有使用价值的建筑等，这些建筑和遗迹就成为城市发展的历史见 

证和人类活动的印记。其中某些著名的建筑成为了城市的永恒标志。如希腊的雅典卫城，北 

京的故宫，法国的巴黎圣母院，意大利的圣 ·彼得大教堂等。同时从城市的骨架(Sb∞咖le)、 

城市的肌理(Temm )中同样也可以寻找到城市发展的文脉和城市文化发展的轨迹。如研究 

重庆城区的变迁，就可看出城市从最初的沿江地带、到两江环绕的半岛区域、到包古两江对 

岸及九区十二县范围、直到二市三地的大重庆区划。义如法国巴黎。措着塞纳河这根城市轴 

线，卢浮宫、万神庙、德方斯、一直到新城等一组建筑群不断展示开来，各个时期、不同时代的 

建筑风格沿着成网的干道向城市四周摊开。这种文化积淀的轨迹，将成为人类共同文化知 

识的特征，也构成城市的文化特色。 

城市的社会特点也是城市文化特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城市文化特色综合反映了城 

市社会行为模式的特点，反映了城市社会活动的总和，城市的性质和规模影响城市的特色， 

城市的现代化设施和科学技术赋于城市以新的文化特色。现代城市文化离不开现代新技 

术，随着城市的社会改革，经济体制和城市职能的更新，及种种技术在城市中的应用，使人们 

面临一场新的挑战，城市文化特色的变化是大势所趋。高大的建筑物，快速的交通带及立 

交、地铁、智能建筑、生态建筑、健康建筑、仿生建筑的出现等都给城市的形象以新的特色。 

如何在城市建筑中协调历史传统和现代化发展过程，如何适应和创造新时代下城市中的文 

化特色，这个问题已不可避免的摆在了我们的面前。研究城市的文化特色同样也不能脱离 

自然地形面貌，二者是相辅相承的。纵观古今中外城市发展。几乎所有的历史名城都和海河 

湖山毗邻，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左右着城市的形态和特色风貌。 

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城市的文化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管理者、规划 

者、设计者素质的综合反映．同时人类自身的素质和文化修养也构成了城市的文化特色。因 

此可以说，城市的文化特色是城市、社会、经济、历史、环境的综合因素的总和，也是构成城市 

形态的重要因素之一。 

3 城市的形象设计 

一 个城市的形象设计关系着这个城市的风貌、特点，同时也与城市居住者自身的素质不 

可分割，它既可以影响城市形态的构成肌理，又与地区的历史文脉系系相关。城市的形象设 

计实质上是一种视觉环境设计。如何把握视觉控制，这是城市形象设计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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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形象设计离不开对城市自然条件的研究，城市自身基地的原始地貌、气候条件、 

地理位置、地质资源等决定了城市的基本面貌，如重庆城两江环抱，丘陵起伏，就决定了它是 

一 座山城、雾都，而纵横交错的水系就导致了苏州城市的水乡风貌⋯⋯等等。城市历史文脉 

研究是城市形象设计的因素之一．不同的城市发展史，不同的文化素养而形成不同的城市形 

象。这点很好理解，正如古都城市南京、西安、洛阳⋯⋯均以它深厚的历史积累而支持着城 

市的风貌，而大都市上海、香港、深圳⋯⋯则是用它高科技、现代化、高速发展态势构成城市 

的特色。如何保护和更新这些历史轨迹，如何使它们为新城市形象设计掭注内容则是摆在 

我们面前的课题。 

城市空间形态的研究直接影响城市形象的设计，这是城市结构、城市肌理在城市景观设 

计中的具体体现。它决定城市的立体尺度及空间比例，是城市三维空问的形象设计要素。城 

市空间形态的研究体现在城市形象设计上就是城市的轮廓线、建筑的高度与体量、体形、色 

彩、质感、尺度、比倒等一系列视觉环境控制要素，它们是城市形象最直接的定量指标。对这 

些要素的研究分析，则是城市形象设计中最关键的内容。同时对城市土地利用的研究，也构 

成城市形象设计的内容，它主要控制城市中的绿化覆盖率，及城市设计中的指标体系。 

尽管城市的形象设计有着基本的研究要素和指标体系控制，但是具体到每个城市，每个 

地区，又有着它独立的特色。对这些地区特色的研究则是城市形象乃至城市形态研究不可 

缺少的内容。 

4 地区特色构建 

不同的地区，由于民族文化、自然环境、历史文脉、物质经济发展、人口构成⋯⋯等一系 

列的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的地区特色。如何进行地区特色的构建，如何使之成为城市永恒的标 

志，如何使居住者达到心理认同的感受，这将是城市管理者、城市设计者，城市居住者所共同 

面临的问题。 

前不久，笔者参加了“99昆明世界园林园艺博览会”的展区设计。从国内33个展区的不 

同设计构思就可看出设计者对不同的地区特色认同和构建创意。如北京准备建一座威严气 

派的皇家园林；苏州当然准备建一座玲珑剔透的江南园林；内蒙古则是植一片草膪c；立几座 

蒙古包，再点缀几头小白羊，表现一种蓝天白云，离离草原的意境；而上海贝4着重在现代化大 

都市的主题上下功夫，刻意营造一种都市情调⋯⋯。面对这样的设计环境和要求，作为重庆 

展区的设计，我们首先进行了横向范围的问卷词查，看看在市民心中的重庆形象是什么。然 

后对这些答案进行纵向分析，加人地理地貌、历史文脉、人文素养、城市变迁因素，因地制宜 

的设计、构建了一个“巴揄园”。设计紧紧抓住雾都山城，两江环抱这个特征，将重庆历代城 

区变迁慢慢展开，点“红岩魂”，展直辖三峡风貌，紧扣主题 ，精心栽植特色树种及花卉，利用 

朝天门地形特点，巧妙表现不夜城风貌，寓意重庆是即将远航的帆船，乘风破浪，奔向远方。 

从这一设计实践，就可以看出．城市形象的设计和城市形态的研究不可能照搬同一模 

式，它们具有地域性、文化性、科技性⋯⋯同时还应注意动态和静态两种观察特点。目前，存 

在着一种危机，就是文化的趋同将导致城市特色的失落。正如前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会长 

帕金森( ddnⅫ )所盲：“全世界有一个很大的危险。我们的城镇正在趋向同一个模样，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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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遗憾的，因为我们生活中许多情趣来 自多样化和地方特色。”注 地区特色和城市形态的 

研究已经刻不容缓的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城市设计者义无反顾的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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