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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AIN LANDSCAPE专题：山地景观

中国传统城市的营建以自然山水本体肌理为基础，普遍重视自然风景的

形势与格局、要素识别与组织。在城乡人居营建过程中，自然山水被赋予了道

德伦理、风水取向、地理标识以及山水审美等文化价值，使得山水风景成为了

摘要

自然山水本底资源是城市风景建设的重要依托，“城—山”风景是自然与文化相融合的城

市风景的重要类型。当今生态文明视野下，探讨中国古代城山关系对于城市风景保护与

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阅读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古代城市与山岳

的关系，分别从“城—山”风景蕴含的山水思想、“城—山”风景要素与类型等方面对已

有研究进行梳理，并从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次归纳“城—山”风景的组织营构相关研

究，最终从现代语境探讨当下的城市山体风景保护及相关城市设计策略。未来研究可深

化城市与山岳的风景体系建构和审美意象、空间图示的探讨，并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以

期促进现今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山风景格局的保护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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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ural landscape background resource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urban landscape construction, and “city-

mountain” landscape is an important type of urban landscape that integrates nature and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y 

and mountain in ancient China for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landscape. Through article reading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ties and the mountains, this paper 

studied the landscape thought of “city-mountain” scenery, elements and types of “city-mountain” landscape 

in existing research. The paper summarized the related research from the macro, meso and micro levels to 

explore the present “city-mountain” landscape protection and the relevant urban design strategies from the 

modern context. Future research can deepen the construction of “city-mountain” landscape system and explore 

the aesthetic image and spatial diagram, and apply the theory to practice, so as to promote the prote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city-mountain” landscape patter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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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地方知识体系和城乡风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由此形

成了中国特有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居环境哲学。

中国传统城山风景模式是指中国古人在营城的过程中充

分考虑山水关系，城市与山体之间互相关联的营构方式，进而

影响城市城郊的风景建设，形成典型的城市与山林营建范式。

近几年国家对山水城市的发展逐渐重视，绿水青山成为城市

发展的核心理念，山水城市思想追求人类建设活动对自然环

境的有机利用。山岳作为城市建设重要的基底条件和城市风

景的控制性要素之一，是城市风景建设的自然人文要素载体和

重要空间骨架结构。

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城市生态环境出现了山岳风景资源

破碎化、城市文脉忽视一系列问题，其建设或破坏了山水肌

理，导致自然原生环境的割裂以及文化资源、归属感的缺失。

因此关注城市建设与山体协同保护、文脉传承等尤为重要，城

山风景关系相关研究亟待突破，这对生态文明要求下城市发

展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对中国古代城市“城—山”

风景关系进行综述研究，分别从其蕴含的山水思想、风景要

素、风景类型几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归纳“城—山”风

景的组织营构在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次的相关研究，评述

“城—山”风景已有研究的现状情况与不足之处，以期促进当

下对于城市山水风景生态智慧的研究进程，为城山风景的保

护实践提供参考。

1 “城—山”风景蕴含的山水思想

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对自然山水的选择蕴含着丰富的传统哲

学美学思想与文化内涵，山水文化始终渗透于中国古代城市布

局中[1]。“城—山”风景蕴含的山水思想基础涵盖了儒家的礼制

伦理、道家朴素的自然观、宗教信仰以及风水意识。

儒家礼制伦理思想体现在天地自然、城市形态、建筑空

间等各方面 [2]，其中，自然山水是中国古代城市礼制空间的重

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成为城市历史景观的文脉组织媒介 [3]。儒

家礼制的影响下，都城严谨的城市形态中礼制建筑统摄城市

轴线，同时也将自然山岳纳入到礼制秩序中。道家哲学思想

则赋予山水以自由，城市与山水风景关系顺应自然而变化。道

教洞天福地作为中国名山风景的经典类型之一，在宗教山岳景

观中占据独特地位，通过山岳的神性赋予以及自然空间序列，

可强化洞天福地思想在自然山水中的具象表达 [4]。魏斌探讨了

宗教信仰和政治权利影响下的江南山岳景观文化面貌和地理格

局 [5]。杜雁认为，民间信仰促进地方性名山风景建设 [6]，居住

地附近、城市中有大规模寺观建设。杨欣认为山地人居环境

传统空间实践是以原始空间哲学为根基，儒家空间哲学为主

干，道、佛空间哲学为补充的复合实践体系，通过对宇宙论、

本体论、工夫论、境界论的探究，架构了山水文化体系 [7]。牛

雄等认为都城的营建与周边的山川要素的关联现象的核心机制

源自于中国城市空间文化基因，从中国传统哲学整体关联的宇

宙观出发，阐释整体观下的空间构图、阴阳变化哲学和尚中求

变的思想 [8]。

站在风水思想的研究角度，城市营建与风水思想密切相

关。王其亨认为中国古代城镇、官宅、寺观、园囿、陵墓、道

路、桥梁，及至打井修河等，几乎一切建筑活动深受风水理

论影响，而且常常是决定性的影响 [9]。汪德华认为风水观念以

及以此为基础发展的“形胜”环境理论，实质是一种整体规

划理论 [10]。李先逵认为，风水学说本质上就是研究人居环境

与自然环境的共生关系 [11]。风水观念是剖析传统城市形态的一

种手段 [12]。杨柳研究了城市选址与风水的区域观念，以及城市

风水的典型格局分类 [13]。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与风水思想密切相

关，风水思想指导着城市营建的选址布局等，并最终体现在

城市山水格局之中。

从历时性来看，中国古代山水审美由神性山水到诗意山水

发展演变，并逐渐走向世俗化。陈明松认为“山水美”是一种

精神价值，先人们以“审美观点”来看待自然，把山水作为审

美的对象，这是一个长期的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 [14]。人们对

名山的认识不断发展：先秦、两汉时期，名山是自然敬畏、求

仙通神、崇拜祭祀的对象；魏晋时期，名山成为畅怀抒情的

审美对象；唐宋时期，山地寺观的建设和文人游山活动促使名

山发展进入全盛期；明清则是守成阶段 [15]。杜爽进一步阐释

了先秦至西汉年间的宗教名山发展 [16]。先秦时期山水祭祀体系

的建构以九镇、五岳及其他大山大川的识别和神性形象为基

础（图1），通过“正位”，形成了天神、人鬼、地示之祀的位置

及相应的祭祀体系 [17]。在秦汉城市中，山水风景以宏大的“神

性”符号出现，“城—山”风景格局呈现出天子居所“君权神

授”的合理性 [18]。汉代儒学将自然绝对人格化，披上神学的外

衣 [19]，西汉中期后，儒家礼制官方哲学的推崇影响城市形态，

重要的山水风景多远在城郊，山水与城市呈现的是隔绝、远望

的“神—人”空间。魏晋时期，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风

景游赏成为赏心乐事，山水诗、山水画兴起，文人在山水“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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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中寄情畅神。唐宋时期，审美意境理论形成，山水蕴含

着诗情画意；到了宋代，人的精神诉求和城市与风景建设的

整体自然观得到重视，城市内外风景有机融合在城市空间中，

群众公共游赏兴盛，相关山水审美对象符号化并广泛流传。元

代则更加倾向于主体审美情感、意绪的表达。明清时期，山水

审美走向世俗化，以山水画为代表，山水审美接近世俗生活，

常用日常题材体现市民文艺 [20]。

山水思想的发展对城市形态与风景演变具有重要的影响，

儒家礼制、道家自由、风水理论等是城市各类空间营建的文化

根基，而政治、社会、经济的演变等是促使城市风景关联形

态变化的现实动因。对于城市山水的哲学本体与物质空间的认

知有待进一步研究。

2 “城—山”风景要素与类型

2.1 “城—山”风景要素

中国古代城市多依托原有自然山水格局进行营造，并与自

然山水相互融合 [21]，形成了山、水、田、城一体的山水风景系

统 [22]。基于图文史料解读，归纳风景营建的山水审美及相应要

素的空间组织是主要的研究方向。

城市山水风景的要素构成包含了自然风景要素、城市人工

营造要素等。蔡云楠的《中国传统城市的山水景观特征》一文

归纳中国传统城市的山水景观特征为山、水、城、人的共生

性，景观要素的层次性，山水的人文涵义解读等 [23]。有研究

根据城市空间要素审美属性所展现出来的符号信息来阐释城

市空间特色，段进从城镇风景特色审美出发，借鉴符号学方

法中词汇、语句和章法3个递进的分析层次，通过问卷调查

论证了南京城“山、水、城、林”的特色要素 [24]。宁玲等提

出“实体型城市景观系统要素”与“空间型城市景观系统要素”

的概念，进一步从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面论述了城市景观

的系统结构 [25]。而本文所提到的山水风景要素则是属于“空间

型城市景观系统要素”这一范畴，即为空间型要素而非单个实

体要素。

王越等将景观体系构成要素分为自然山水、人工体系及意

象空间 [26]。达婷研究传统城镇风景组织方法，认为传统城镇

风景空间的基本功能要素以山、水要素为核心，山水起到了风

景组织和控制功能，并生成风景基本空间 [27]。梁斐斐根据川

1. ��������（源自参考文献[27]）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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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沿线方志史料等，选取6个典型城镇，梳理城镇建设相关

的空间要素，分为山水基底、城镇建设要素与相关风景要素3

类，并归纳各要素间具有密切的关联性以及相互间具有内在组

织建构的序列性、过程性特征 [28]。城市山水空间以自然风景要

素为基础，城市人工建设要素为点缀，以及相关风景建设要

素共同构建。

2.2 “城—山”风景类型

（1）空间距离角度。根据中国古代城市与周边山水环境

距离远近，分为城内、近郊、远郊3种类型。王树声提出城

市风景的“城内范围”“郊野范围”“四望范围”[29]。王吉伟等

以都城长安为研究对象，综合古代城市的都、郊、野的过渡

特征及人居环境系统模型等，提出将景观营造与自然山水格

局关系分为外圈关隘景观体系、中圈水利农田景观、内圈都

市本体景观 [30]。还有研究选取山岳风景区城内、近郊、远郊

的案例，分析其与城市的关系。江施云等以石头城、钟山、

栖霞山为例，将南京山岳景区分为城内名城历史怀古、近郊

王陵、远郊山水佛寺3种类型，梳理其开发历史脉络及与城

市的关系 [31]。该文关注3个风景区各自的历史发展，并未分析

其与南京城市在山水格局城市形态上的关联。

（2）空间分布角度。李和平等将山地城市总体景观特征划

分为4种类型，即峡谷“显山”型、丘陵“融山”型、层叠“依

山”型和交错“互衬”型景观 [32]。汪德华将城市与山岳的空间

分布进行分类：山在城市外围，形成拱卫之势，通常产生对景

等观赏与崇敬的效果；山在城市中央，偏北或偏东，以显示山

的尊崇地位；利用山体的一部分筑城楼与城墙，承担城市防

御功能的同时形成一定的城市意象 [33]。

（3）城市意象角度。王欣等通过比较杭绍两城山城关系

异同，形成“仙山”“形胜”两种不同的城山意象类型，绍兴

城围绕孤丘构建了“仙山”城市，城市形态以三山为中心；杭

州以山为骨，以水为心，形成了著名的“形胜”城市 [34]。因此

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城—山”风景类型的审美意象特征。

3 “城—山”风景的组织营构

自然山水是城池选址与规划营建的依据、城市具体各类

空间营建的对位基准、空间调试的参照（图2）。中国早期的聚

落就已自觉利用自然山水环境进行选址营建，并形成相关聚落

空间模式 [35]。古代城市相地为先，以山川为地形骨架来规划

城市 [36]，“山水相连，封闭内向”是中国古代城市理想的外部

环境模式 [37]。城市建设融于自然山水，城市与山水和谐共存，

城市山水风景营造在城市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38-40]，山水风

景与城镇协同发展演变 [41]，聚落与周围山川环境形成了周密的

整体性构图空间 [42]。

3.1 宏观层面：“城—山”风景规划设计

中国古代城市的环境选择采用“形胜评价”理论以及“相

土尝水”的技术方法考察城市所处的大尺度山水格局 [43]。在

宏观规划布局方法和山水秩序的研究上，武廷海通过定量复

原《考工记》记载的匠人营国图，抽象概括提炼出方圆相割的

规画图式与画圆以正方的规画技术方法，具有立极、为规、正

方等程序性特征，认为古人在规画时掌握了多种较为精确的确

定中心点的方法，如“环中”或山川定位 [44]。风水对中国古代

城市的影响不仅在山水思想意识层面，还体现于古代城市的选

址和空间规划布局。风水有着独特的空间模式，包括龙、穴、

砂、水、向5大因子，并且影响着城市规划过程 [45]。张效通

等提出将风水运用于山水城市规划，提炼觅龙、察砂、观

水、点穴、择向、明堂等规划原则 [46]。郭巍等从传统堪舆理

论出发，分析了福州通过定位、朝向和水口经营形成传统城

市结构 [47]，这是分析风水理论与城市结构的实例。袁琳研究

了古代成都城山关系的营建，以名山镇域构建城市山水坐标，

山水秩序体现在斜向的城市坐标、武担北镇的南北轴线，以

及多层次的与轴线相关的天阙意象 [48]。可知先人们对自然山水

的考量贯穿古代城市设计。

自然山水不仅在城市规划之初影响城市选址布局，也是城

市风景空间营建时对位的基准，影响建筑布局、空间调试等。

在新城选址规划时，考虑自然山水将城市空间整体规划，并

以外部山水的方位、坐标为基准，对城内空间进行调适 [49]。当

发现城市与山水关系背离时，找准空间症结，重塑城市与山水

环境的整体关系 [50]。自然山水的基准对位使得城市与山水之间

建立空间形态和文化上的关联，城市空间布局经过连续性的

规划设计调试，空间形态顺应山水的形势。

八景规划是对人居环境营建中风景的发掘和整理，城市

八景的遴选注重城市的山水格局，关注近郊远郊的重要游赏

地，注重城内的重要节点、标志性建筑等，以展现不同层次

的城市景观风貌。张玉尊对名城八景进行了统计性研究，得

出八景整体分布与城市的空间分布关系呈现出山岳、近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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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圈层化特征，最外围为山峰，近郊为寺院、田野等景观，

城内为楼、阁、城墙等景观 [51]。古代城市八景体现了传统风

景审美的山川风物整体观，提炼了城内外“四面八方”的典

型景观 [52]，成为基于自然山水的标志性符号以及地方的地标
[53]。八景确是城市特色景致的凝练、山水自然的彰显以及城市

人文风貌的表达，八景的空间分布与城市空间关系呈现出圈

层均衡的特征。

从城市风景空间营建主体的角度，相关研究提出基于营

建主体认知的历史语境重构方法，回归营建主体，探究主体在

风景建设过程中的目标和行为[54]。文人循吏群体在中国古代城

市风景营造中具有重要主体地位 [55]，主导城市风景的营建思想

与实践 [56-57]、基于水环境治理风景营建 [58]等。武廷海分析了

唐代城市规划师宇文恺巧妙结合自然形势，“举势以立形”“聚

形而展势”的“规画”过程 [59]。孙诗萌以“人物思想”为线索，

研究规划设计活动主体的实践、思想等 [60]，认为中国古代城市

规划有三方营建主体力量，即“官方传统”“民间传统”“士人

传统”[61]。从城市营建主体出发，可进一步探求城市规划中风

景建设的力量以及营建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3.2 中观层面：城市关键建筑与山川秩序

城市中的治署、学宫、书院、文塔等关键建筑的选址

择向与山水秩序相呼应，形成了重要的地理标志与文化标

识。王树声对中国传统城市规划与关键建筑、山水关系营造

手法进行研究，建城之初山水的发掘和建城之后山水的再发

现与城市的关键地段、关键建筑的营建密不可分 [62]。从“踞

山”“环峙”（图3）“绾合”“并立联辉”（图4）“胜绝宜学”

等归纳论证了依凭山水形胜构建城市格局、营造标志建筑的

规划方式 [63-67]。关键建筑并非仅作为建筑单体，其在古代城市

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毛华松等认为城市楼阁具有由官方主导

建设，控制城市历史风景空间结构，承载公共文化价值的典

型特点 [68]。王建国探讨了常熟“腾山而城”的独特城市形态，

虞山为常熟建城的有利山水条件和天然的军事防御设施，而

关键建筑方塔的兴建与虞山相互对应成为辨认城市空间方位

结构的标志，并奠定了城市的天际轮廓线 [69]。镇庙、岳庙作为

山川崇拜意义上的重要建筑，其布局更为强调与山岳的关系，

而常常弱化与城市的联系 [70]。杨博等论证了五岳岳庙所在城市

应为祠庙而设，以示帝王尊崇五岳，且岳庙的选址与布局都与

山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71]。王歆研究了杭州郊居山寺与城市空

间营造的关系，认为由于杭州郊居山寺对山岳的影响，其所

在的山岳转变为以山寺为核心的文化空间 [72]。古代城市建设常

常设置关键建筑，以强化城山轴线关系，或突出山势，或补

足风水上的不足，或作为山川崇拜的建筑呈现，承载了礼制教

化、山水审美、公共游赏和风水形胜等城市社会集体价值取

向，成为城市空间标志以及人文风景标志等。

3.3 微观层面：名山风景组织与建筑营建

从名山城景关系角度，吴良镛在著作中以泰山、武当山为

例论述了古人在山岳地区人居营造的智慧 [73]。王超等认为，五

3.�������（源自参考文献[77]） 

4.���������（源自参考文献[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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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基地，形成了“以城奉山”的功能关系 [74]。赵烨认为名山

城景关系以山岳空间格局为主，山是城镇的核心 [75]。

在山岳风景营建和建筑布局方面，陈青慧实例剖析了山岳

风景区空间结构创作规律 [76]。周维权对名山风景名胜区进行了

系统全面的研究，名山开发过程中宗教建筑与风景建设紧密结

合，总结了名山区域格局和宗教建筑总体布局的4类模式 [77]。

谢凝高研究了名山的发展与演变及山水审美 [78]，冯纪忠认为通

过旷奥风景组织可获得整体感受 [79]。潘谷西探讨了名山理景中

游览线路的勘定、景点的设置及其与环境的融合、群体建筑

的选址与布局等方法 [80]。还有相关研究探讨了山岳风景的历时

性审美变迁 [81]、山水游赏空间 [82]、因借手法 [83]等。卜菁华、王

波峰、宋峰等人对山岳风景名胜的建筑营造进行了研究，探讨

了山岳中建筑选址、平面、空间组合等相关问题，总结了山岳

风景名胜的风景建筑类型，建筑营建的立意和布局力求与自然

山水融合 [84-86]。

4 总结与展望

在当下城镇快速发展与山体自然环境破碎化进程中，相

关研究从多个角度探讨山地人居建设经验以及山水地脉特征

保护传承途径。吴良镛指出，生态构成的复杂性、文化传承

的多样性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使得山地的人居建设既

有独特个性又充满探索性，不能搬抄平原地区的经验，而是

要找寻自己的道路 [87]。常青提出“地脉”的概念，认为要保

护聚落的风土遗产，就得先保持住环境的性格及结构关系，

即地脉构成特征 [88]。陈薇在南京和杭州的道路遗产保护中认

为，通过对道路的保护实际上可以和山水关联形成具有特色

的廊道保护 [89]。在山地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方面，相关研究的

城市设计策略有：分级划定山水资源的保护界限，优化景观

视线 [90]；将重要的山峰、滨水岸线通过开放廊道的形式引入

城市内部 [91]；打通望山通水的廊道和城中主要节点的望山视

廊 [92]，控制“山—水—城”之间的视廊 [93]，构建山体景观眺

望体系 [94]；归纳常用的山体保护线划定标准和山体周边建筑

高度控制的技术方法 [95]。

中国古代城市山水风景和城市关系的研究涵盖面广、成果

丰硕。“城—山”关系蕴含着丰富的山水思想，包括儒家的礼

制伦理、道家朴素的自然观、宗教信仰以及风水意识等；“城—

山”风景的要素主要包含了自然风景要素、城市人工营造要素

及其他要素等；“城—山”风景类型的研究集中于空间距离角

度、空间分布的角度、城市意象角度等；从宏观层面上“城—

山”风景的规划设计、中观层面上关键建筑与山水秩序、微

观层面上名山风景营建3个方面对“城—山”风景组织营构相

关研究进行归纳。如何将传统生态智慧运用于当下的城市风

景实践和生态保护是当前的重要研究趋向。

综述发现，已有研究对于“城—山”风景要素和类型的

研究尚不完善，中国传统城市风景的空间秩序组织有待深入

探讨。其次，已有研究多关注到了山岳风景区建筑的营造，研

究山岳建筑与城市关联性精准识别的较少，有关城市关键建

筑与山川秩序具体空间布局的研究尚为不足。下一步研究需要

进一步完善“城—山”风景体系研究的逻辑框架，归纳“城—

山”风景审美意象与空间图式。在理论研究的同时关注城市山

体景观生态保护等现实问题，为城市风景遗产活态保护提供

基础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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