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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漕运功能发展鼎盛，激发了沿线聚落活力，促生出一批具有独特地域人文特征的

运河城镇。以山东临清古城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地图判读法、系统分析法，通过分

析古籍文献，对比历史舆图，借助ArcGIS地图配准，剖析古城山水形胜特征，挖掘人居环境营建智慧。

研究表明：受区域水系变迁、运河漕运变化和城市功能完善等因素影响，古城的城址变迁可以概括为雏

形、前运河、后运河三个时期，古城形态演进可总结为集镇粮仓并列、县治砖城建设、土城扩筑完形三

个阶段；古城营建智慧以水安全维系为前提，融合了自然、社会、人文、经济、技术等要素，结合了古代

营城思想与生态意识、田园思想和造园理念，体现在城市生长建设过程，并通过法天象地的度地择址、

因势利导的水系梳理、礼乐并重的城池营建和诗情画意的筑景营境4个方面加以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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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Grand Canal transportation stimulated the vitality of the settlements along the canal. It 

gave birth to many canal towns with unique region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ape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the history map analysis method, and the system analysis method, Linqing ancient city landscape features 

have been analyzed. Its wisdom in building human settlements has been excavat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ancient documents, 

the comparison of historical maps, as well as the ArcGIS map registration. Influenced by the change in the regional water sys-

tem, canal transportation, and city functions, the change of ancient city sites was summarized into embryonic form, pre-canal 

period, and post-canal period. In the same way, the evolution of ancient city form can also be summarized into three stages. 

(1) The market town and the granary had been growing simultaneously across the Huitong River. (2) The granary and its sur-

rounding areas had been built into the administrative center Zhuancheng. (3) The market town and surrounding area had been 

built into a commercial and residential center Tucheng, the ancient city form had been completed at the same time. The wisdom 

of ancient city construction was embodied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growth and construction, which was based on the premise 

of maintaining water safety and integrated nature, society, culture, economy, science, technology, and other elements. It also 

combined the idea of urban construction with ancient China’s simple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idyllic thinking, and gardening 

concepts. In the end, the law of the land selection, the situation of the water system combing, the rites and music of the city 

construction, and the poetic construction landscape are four aspects of 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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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方案》指出：运河沿线名城名镇保护是高

位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重要

环节之一。运河城镇，指分布在运河两岸，

受运河水系、运河漕运、运河码头、运河水

工等因素影响而成的人类聚居空间 [1]，在营

建过程中有着突出的人地矛盾、水地问题，

反映着在地居民的自然观、人文观和实践观，

蕴含着丰富的营建智慧。

临清古城，位于山东省历史文化名城临

清市中心城西侧（图1），是京杭大运河山东

段沿线典型运河城镇，明清时期漕运关键枢

纽和北方城市群中的商业都会，民国二十三

年《临清县志·疆域志·附论形势》对其定位：

“境内广野四达，无高山大川，本无形胜之

足言。然旧志云，数百年来，汶卫交渠，千

樯雲集，观察五方之客，闸通七省之漕，固

南北之咽喉，近畿之锁钥也。故前代多宿重

兵于此，明清两代变乱，常赖此以底定。自

河运停，运河塞，形势已大不如昔。然卫河

一流，上通卫辉，下达津沽，舟楫之往来如

織，平汉津浦夹峙东西，如垂两翼。”[2]大运

河的卫运河与会通河段在城西交汇后并行北

上，跨运河发展是古城典型特征，成为古代

城市“临水而居，择水而憩”的典范，具备

较高的城水适应性。另外，民国前京杭大运

河是南北交通要道，也是陆海丝绸之路关键

连接通道，多元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融，

促进了古城政治地位的提高和文化内涵的提

升，使其具有较高的人城融合性。特殊的地

理区位、自然环境、文化底蕴和营建活动使

得古城人居环境不仅具备“城即园林”的品

质，而且蕴含着独特的营建智慧，在研究当

代城市特色塑造、运河沿线聚落保护和大运

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人居环境营建，贯穿于人类活动与自然

环境协调发展的整个过程，涉及到生态、生

产、生活、生存各个层次的方方面面，涵盖

范围广，涉及内容多 [3]。当代人居环境营建

研究以2001年吴良镛先生的《人居环境科学

导论》[4]为起点，强调人类聚居客观规律的

重要性，研究领域集中于建筑学、城乡规划

与风景园林学科，内容以传统人居环境景

观体系 [5]、山水营建智慧 [3]、生态人居设计

构思 [6]等为主，是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另外，

有关临清古城的研究多聚焦于贡砖技艺 [7]、

地方信仰 [8]、城市历史 [9-10]、空间形态 [11]等方

向，在人居环境营建方面的研究略有不足。

综合上述两点，本研究从风景视角对运河城

镇人居环境营建智慧提炼，立足于中国古代

城市营建思想的山水自然观和“天人合一”

哲学观，通过分析古籍文献、历史舆图，并

借助ArcGIS地图配准，从城市营建展开相关

探讨，重点梳理民国及之前时期区域山水关

系、城址变迁、城市形态和营建特征，以此

挖掘古城营建智慧，为临清城市发展、文脉

传承、文化保护提供理论依据，并丰富大运

河传统地域景观基因数据库。

1 临清境域山水形胜

临清，隶属山东省聊城市，地处鲁西北，

与河北临西县隔运河相望，总面积960 km²，

属温带季风气候区的黄河中下游冲击平原。

境内天然植被以灌木林为主，零星分布于黄

河故道。受古黄河等水系泛滥冲击，地势西

南高、东北低，坡降比1/7 000，起伏小，呈

现岗、坡、洼相间的地貌特征。

在古代山岳崇拜思想引导下，山水形胜

成为城址选择重要依据，“半山半川”成为理

想城址模式。临清境域内地势相对平坦，为

了理想人居环境的建构，古人将视域拓展到

了更大尺度的空间范围，清代《临清州志》

中对临清自然环境描述为“远引恒山，近接岱

岳”。两岳耸立在州境西北、东南方向，圈定

了理念上的理想人居境域和守护边界（图2）。

境内虽无名山，但四处阜形地貌在空间建构

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清乾隆《临清州志 ·山

川志》记载：一阜镇城北，三阜障城西。另

图1   临清古城空间范围示意（基于临清市总体规划结合古籍文献绘制）

Fig. 1   The spatial scope of the ancient city of Linqing

图2   疆域视野下临清古城山川定位示意（基于清代疆域图绘制）

Fig. 2   The positioning of the ancient city of Linqing in the border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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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城东南会通河大堤和城西北卫运河高堤拱

卫。岳、阜、堤，由远及近，互为顾盼，形

成“阻三面而独守一面”的“山脉”布局形

式。境域内水系丰富：卫运河，源出河南辉

县苏门山，自西南向东北沿城西而行，一路

汇集淇水、漳河等众多河流；会通河，由济

宁汶上县分流北上，自东南向西北穿过中部，

于会通镇与卫运河交汇，呈“人”字形延展；

马颊河，由西南流向东北，沿境东出域；尚

于潘渠等近20条引水干渠贯穿境内，形成纵

横交错的沟洫式排灌体系和协调稳定的水网

结构。如此山水布局意识，于平原地带构建

起了盩厔形胜之地，为古城营建奠定了环境

基础。

2 古城城址变迁与形态演进

2.1 古城的城址变迁

临清境内有人类居住，始于春秋战国，

至北魏设县，经清代古城定型。期间水患频

发，为寻求城市与自然协调共生关系，城址

数次变迁，最终形成“城水相依，城水共生”

的存在方式。通过挖掘地方古籍，对比历史

舆图，以城水关系演变为线索，古城的城址

变迁过程可归纳为三个时期。

（1）雏形期。临清境内人居环境营建始

于贝丘古城，远古时代属“有鬲氏”部落范

围，夏设九州后地处兖冀二州交界，商是纣

畿内地古沙邱（建有离宫别馆—沙丘苑台），

春秋战国属齐州卫地，秦属巨鹿郡，汉置

县，魏晋南北朝后因临清河得名“临清”“清

渊”“清泉”。据《尚书 ·禹贡》中记载的水

系分布形势，该时期临清地处“泲河”之间，

“泲”即济水，“河”指黄河。两水之间水网

密布，水患频发，其中黄河肆虐成为影响人

类定居的关键因素。舜禹时期，大河流泛，

危害国土，于贝丘处设渠分水以疏其势。此

后，贝丘成为黄河故道地理界标。根据《管

子 ·乘马篇》中的国都选址原则，“贝丘”因

城址地处水系发达区的丘形地貌，既有临水

之便，又防于水患，逐渐发展为城镇。

（2）前运河时期。即自汉代临清设县，

至元代京杭大运河截弯取直之前。该时期境

内运河主要为卫运河，河道前身为战国清河

南段（先秦黄河决流形成的河道）、白沟，隋

唐永济渠和宋元御河的部分河段。由于兵燹、

政治、经济等原因，治县几经复撤，县名屡

经更易，但因漕运之利，城址始终徘徊在运

河两岸。据清乾隆《临清州志 ·建置志》记

载，北魏时复置清渊县，又于县西设临清县，

两县治共存，跨卫运河相望，俗称“水西临

清”和“水东临清”。宋代建炎二年（1128

年），开封镇守杜充为阻金兵开决黄河，黄

河决口经临清县西入泗水夺淮入海，为避水

患，县治所迁至曹仁镇。

（3）后运河时期。又称“两河”时期。

元代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会通河开凿后

临清境内有了卫运河、会通河两条运河的漕

运之便，迎来了黄金发展期。会通河引源鲁

中山区汶河，又被称为“汶水”[12]。得益于南

粮北运政策，位于两河交汇地带的中州，商

业贸易迅猛发展，催生出新的城镇，又因

临近会通闸，得名“会通镇”。明代，为保

证大运河漕运通畅，政府延承元代“疏塞并

举”政策，但由于黄河日益淤积，河床抬高，

决口威胁仍然存在。洪武二年（1369年），为

避水患，迁县治于会通镇，此后古城建设进

入稳定发展期。

2.2 古城的形态演进

“先有临清仓，后有临清城”，根据城池

建设发展脉络，古城形态演进可以概括为三

个阶段（图3）。

（1）集镇粮仓并列阶段。临清县治迁址

会通镇后，运河环绕的中州地带，形态自然，

状同“如意”，漕运及其衍生产业成为带动区

域建设的主导因素，一时间舟车络绎、商贾

云集、百货萃止，成为北方漕运咽喉之地。

明代宣德四年（1429年），为节省漕力、收存

漕粮，朝廷于中州东北高地筑仓，并设专门

管理机构镇守。民国《临清县志》记载砖城

内有广积、常盈和临清三仓，临清也因此成

为运河沿线四大仓储转运地之一。集镇与粮

仓驻地两大组团于会通河两岸呈并列发展状

态，奠定了古城初期形态。

（2）县治砖城建设阶段。明代正统十四

年（1449年）“土木之变”事件发生，临清由

于扼河南、山东要冲，具仓储之重但无城池

可守，成为兵戎必争之地。兵变结束，景泰

元年（1450年）朝廷以临清仓为基础修筑城

池，古城之砖城形成，临清进入城市发展

阶段，成为朝廷管理地方事务的权利象征。

砖城建设初期，“城围九里一百步，高三丈

二尺，厚二丈”[13]，城墙东西南北分别设威

武门、广积门、永清门、镇定门，戍楼、戍

铺、甬道一应俱全，墙外护城河环绕，形态

方正，具备古代城市防御系统的基本结构。

弘治八年（1495年），兵备副使陈壁在城墙上

增修宇墙、垛墙，于城门外筑月城，对应城

门修建威武桥、广积桥、永清桥、镇定桥4

座石桥。砖城的防御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

形态和功能进一步完善，成为官署和粮仓管

制行政区域。

（3）土城扩筑完形阶段。明代正德五年

（1510年），受起义军影响，兵备副使赵继爵

带领民众在会通河与砖城之间挖濠筑圩，以

增加中州及运河两岸商业集市安保，奠定了

土城雏形，城市建设由此跨入新阶段。嘉靖

二十一年（1542年），文庄公丘浚综合地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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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军事及经济地位，在原土圩基础上修筑

城墙。土城以中州为轴心，接砖城西北、东

南两隅，跨会通河与卫运河，集商业、居

住和漕运功能于一身。城墙设置南 ·钦明、

北 ·怀朔以及东 ·宝阳和景岱、西 ·靖西和绥

远6座带有月城的陆门，并于汶、卫两河上

设东、南、北三座水门。城墙上建戍楼、戍

铺、甬道和守城屋室，城外借运河水系修筑

护城河（通过月河与运河相连），规制与砖城

相当。土城扩筑完工后与砖城相连，城市形

状如同“葫芦含丹系玉带”，又被称为“宝瓶

城”，至此古城的形态定型、功能完备。1964

年，古城卫运河以西地段划归河北省邢台市，

“宝瓶”形态略有缺失。

3 古城人居环境营建智慧

人居环境营建智慧，融合了自然、社会、

人文、经济、技术等要素，是人类在探索生

活需求与空间资源利用过程中寻求宇宙秩序

和社会秩序平衡关系的智慧结晶[14]。临清古

城作为北方运河沿线寄情山水的营城典范，

人居环境营建智慧以水安全维系为前提，将

古代营城思想与朴素的生态意识、田园思想

和造园理念相结合，体现在城市生长建设过

程，通过度地择址、水系梳理、城池营建、

筑景营境4个方面加以表征。

3.1 法天象地的度地择址

人居选址取决于区域山水自然环境 [15]。

度地，以自然环境为基础，辅助以人文思

想，在区域尺度上建立空间秩序，是中国古

代梳理自然环境和人工构筑关系的基础，以

“仰观天下，俯察地理”的方式完成。清康

熙《临清州志 ·疆域志》记载：“临清昔日属

兖赵之交，有扼吭附背之势，炎冈朔雪之重；

东南上游与漳卫合流，又扼会通，河渠延

袤，道路四达。”[16]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古城营

建在度地择址过程中，不仅融合了法天象地

的思想，而且注重空间层次和朝对关系的梳

理、文化意蕴的表述和生态效益的发挥。

宏观层面，以空间意识和文化意蕴将五

岳四海尽收眼底，表达山岳崇拜和文化诉

求。清乾隆《临清州志 ·形胜志》中“远引恒

山通于雍豫，近连岱岳接以青齐”[13]，恒山

在西北，泰山在东南，与城遥相呼应，形成

理念上的对景。清康熙《临清州志 ·疆域志》

记载“沽言其大，由水路诉会通，出崇武，

遵四淮”[16]，以会通河（源于孔子故里泗水）、

卫运河为南北水脉，经泗水、淮河，南抵海

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崇武，在意识上连通南

北文化与经济脉络；清康熙《临清州志 ·古蹟

志》描写沙河“旧城东门外，为古赵河，无

水，则积汰，夏秋开，东流至海”[16]，清乾

隆《临清州志 ·山川志》记载古赵河即当时的

黄河故道沙河 [13]，以黄河为水脉，东西串联

内陆与渤海。纵观，宏观层面的空间意识具

有“巧借山形水势，向古话大都，溯源历史；

问今寻孔儒，引续学风”的特征，以浩荡胸

襟建立起了疆域视野下的宏大空间秩序，将

古城巧妙融入华夏文明圈。

中观层面，重在小气候环境的建构和生

态效益的发挥。根据清乾隆《临清州志 ·山川

志》记载，古城坐落于四阜拱卫、卫汶环绕

的平原地带，具备依山傍水的环境优势。城

西、城北的“四阜”有效削弱了冬季寒冷干

燥的西北风势。“翠帷四绕，碧浪层翻……杂

图3   临清古城形态演进图（基于清代《临清州志》、民国《临清县志》和民国临清城池图绘制）

Fig. 3   The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of the ancient city of Lin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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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燕语，白莲红杏先后赠妍”“一路佳木繁

阴，野芳发幽，草秀鬰葱”“鹢尾飞渡，千里

相接”[13]，卫运河与会通河成为古城蓝绿廊

道、生态纽带和休闲佳地，提供通风廊道，

有效缓解温带季风气候带来的夏季高温和旱

季干燥问题；提供物种繁衍和迁徙场所，保

护环境生物多样性；疏源导流，消减水患，

维系古城生活安全；开辟滨水公共园林，容

纳居民休闲游乐，饱含着“望得见山，看得

见水”的山水情怀。

3.2 因势利导的水系梳理

《管子 ·度地》将水系治理与城市营建视

为“命运共同体”。临清古城建设，在区域水

网的梳理过程中遵循了“顺应自然”的思想，

将水利工程建设与地形、水文等自然条件紧

密结合，因势利导，成功解决了防洪抗旱问

题，保障了基本生活安全 [17]，对城市的稳定

发展尤为重要。

夏商时期，因济水、黄河、漯水等大河

贯穿，临清州境内“泽薮、川、津”俱全。

元代以降，运河及其相关水系的开凿与运行

使水安全成为区域水利工程建设的首要考虑

问题，系列措施围绕此展开：对城郊河道进

行截弯取直，防止运河泥沙淤积引发洪灾；

在古城外围洼地修筑陂塘，用以调蓄雨洪，

补充水源；将城墙外低地疏浚为连通运河的

月河，分导运河余水，缓解行洪压力，巩固

城防。更重要的是，古城水利工程的梳理具

有宏观思路，将区域内沟洫式的农田灌溉体

系纳入建设，全盘统筹，形成了“运河为主

导，河渠、陂塘穿插其间，农田沟洫与之联

动”的网状水系统。

另外，由于地处漳卫河水系下游，每年

7、8月份华北地区洪汛期间，古城洪涝压力

增大，民国《临清县志 ·疆域志 ·河渠》记

载：“至康熙四十七年……河之决口，更为频

数。雍乾至同光……河决不下数十次。”[2]为

此，古城内的水系治理采取了一系列应对策

略。归纳乾隆十四年的《临清州志 ·漕运志》、

民国二十三年的《临清县志 ·疆域志 ·河渠》

等文献中的治运方略，可以将其概括为“疏、

阻、清、控、导”五字方针。（1）疏：明代

永乐十五年（1417年）治理者在会通河鳌头

矶南地势平缓处修建了向南连接卫运河的南

支河，分流会通河行洪压力，解决漕运受阻

问题。（2）阻：在运河两岸修筑高堤，阻挡

丰水期河水外溢。（3）清：定期清理河道，

淤泥积沙就近堆山，完形山水格局，改善区

域环境。（4）控：筑堤建坝调控水势。其中

“三闸两坝”最为关键。临清闸，位于北支

河交卫处，防止丰水期会通河北出和卫运河

南溢；新开闸——头闸设在南支河交卫处；

南板闸——二闸设于南支河偏北地段，枯水

期两闸联动调节河道水位，保障两河漕船通

航、舟旅通行；鳌头矶东会通河分流水坝，

具有增强水势、减少泥沙淤积、保护堤岸免

于水患冲刷的作用；南支河交卫处的拖坝，

巧借新开闸和南板闸调节的水位实现运河间

的漕船拖曳。（5）导：城内民居建筑多采用

微台房式，低处街巷成为导流雨洪的天然通

道，雨水被其顺利导入坑塘、月河、运河等

水体单元存储以备急需，同时有效改善了城

市内涝问题。

3.3 礼乐并重的城池营建

礼，履业，所以事神致福也，表征着规

律、严谨、治法的城市氛围 [18]。乐，在城池

建设中被引申为轻松、愉悦的环境特征。将

礼乐应用于城池营建，赋予城市严肃理智的

礼法秩序和亲切适宜的生活气氛，是人居环

境营建目标。临清古城这种秩序与浪漫的调

和，在布局形态、空间秩序等方面表征得更

加透彻。

3.3.1 因地制宜的布局形态

因地制宜，是中国古代城池营建的核心

原则，是“天人合一”宇宙观的现实追求。

布局，指在既定自然环境中谋划人工环境的

空间分布，是确定空间基本骨架的营建过

程 [17]。受山川布局、运河走向以及仓储分布

影响，临清古城形成了“城中有水，水中有

城，城水交融”的空间格局和“双城联袂，

瓶安如意”的空间形态，在古代人居环境营

建中独树一帜。

会通河东北方向，是以三仓为基础发

展的砖城。会通河承载着南粮北运的重任，

由于河道较窄，丰收季漕运容易拥堵，粮食

因得不到及时储存被大量浪费，明初采取

的“疏凿挽漕”举措又收效甚微，清代乾隆

十四年（1748年）政府在临清设置三座水次

仓，用以收存山东和河南等地贡粮、疏解漕

运压力。为守护粮仓，后期在东南方向设军

备、行政等管理单位。明景泰年间，为了加

强该区域的守备功能而修建砖城。在初步规

划时砖城布局规整，清康熙《临清州志 ·城

池志》记载“城高四寻，广三里，围九里，

百步甃，以甃为门”
[16-18]。实际营建过程中，

受三仓位置影响，城垣西北段向北突出，呈

微拐尺形，整体形状像古代男子的头巾，在

民间又被称为“幞头城”“纱帽城”。又因受

山川定位、水系分布、交通组织影响，城门

不对。

砖城外围的西南方向，是会通河南、北

支河与卫运河共同圈定的中州地带，伴随着

砖城建设和漕运发展，商贾云集，逐渐成为

经济文化核心区。出于安防需求，明代正德

五年（1510年），政府增修城池。新修土质城

山东临清古城人居环境营建智慧探析      宋    凤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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垣由砖城向东南、西、西南方向延袤20余里，

跨卫运河和会通河两岸。土城设置了6处陆

门和三处水门，水陆交通齐备，印证了新城

在商贸方面的重要地位。新增修的土城以中

州为源、运河为脉，形随水势，状如玉带，

俗称“玉带城”“如意城”。随着城市业态的

不断拓展，至民国时期，土城内汇集了各类

宗教、商业、楼馆等建筑以及钞关等漕运和

税收管理机构。

砖城、土城连接后呈现出的“宝瓶状”

形态，寓意美好，刚柔并济，彰显了城池建

设对自然环境资源最大化利用的特征和城市

管理中资源最小化浪费的特点，反映了自然

环境、社会制度、人文思想、商贸活动等多

重因素对城池形态的影响。

3.3.2 置陈布势的空间秩序

“置陈布势”由晋代书画家顾恺之提出，

是古代画作与造园的理论指导，用以确定构

图骨架和位置经营。中国古代城市通过营建

空间秩序达到统治者宣传礼仪法制、巩固政

权的目的，具体表现在空间轴线、街巷肌理

与节点排布上。分析清康熙《临清州志》、乾

隆《临清直隶州志》以及民国《临清县志》

等文献得出：临清古城在营建过程中通过对

建筑功能、位置、形态等特征的具体考量，

采用“砖城行政、土城商贸”的“双核”发

展模式，形成了“北政南商、北官南民”的

空间秩序，表现出稳中求变的轴线组织和因

循自然的街巷肌理。

（1）砖城空间秩序。作为行政中心的砖

城，在空间组织上，秉承了中国传统的“方

正形制”营城思想和“四方、四时”“礼制、

尊卑”等观念，因循自然，灵活求变（图4）。

城外，设置了四处用于祭祀山川社稷、

祈求安泰祥和、宣扬治者怀民的祭坛，囿于

山川定位和仓储、运河分布，与传统分置四

方不同。先农坛和山川坛同时设置在南门外，

先农坛在东遥望泰山，山川坛在西远眺黄河；

社稷坛设置在西门外北侧，东靠“三仓”，西

望恒山；邑历坛在城外东北角，与北门西侧

的万人坟近乎平行，向东在意念上指向蓬莱

仙山。

城内，府馆和州署为中心，城门为参

照，布置功能建筑和街巷。因府馆和州署

在城中心东西并置，又有城门不对，传统的

城市“天心十字”干道变异为“卍”字形。

永清门（北门）—官署—威武门（南门）的

连接通道建构起砖城的南北干道。其西以行

政性建筑为主，县仓和水次三仓分列东西干

道南北两侧，其间点缀服务于中央集权思想

传播的天齐庙、护国寺、文庙和文昌阁，便

于执政者进行土城的管理、粮仓的保护和货

物的运输；其东以庙宇等宗教建筑（近城墙）

和馆驿等居住建筑（近城市中心）为主，官

砖窑和预备仓也以东西干道为界分置南北，

便于加强对外交流、官砖运输和维护安定。

路网结构与城市业态和组团功能密切相

关。行政、宗教、居住等功能性建筑周边的

路网组织注重礼制，采用街坊式布局，呈现

“井”字形肌理。而粮仓、官砖窑等仓储集

散地，因需要通达便捷的交通，由其通向城

门和交通节点的地段出现了斜直线和曲线形

道路肌理，局部路网呈现放射状，以通往三

仓、县仓和预备仓的北门、西门和小西门最

为明显。

（2）土城空间秩序。作为商贸中心的土

城，空间秩序受商贸活动影响明显，利于城

市形象展示，便于商贸和生活（图5）。

为彰显临清“挽漕之咽喉，舟车水陆之

冲”的城市地位，营造出广罗万物的商贸都

会形象，土城外围北、东、南三处水门的入

城重要地段均建有地标性建筑（图6）。汶卫

交汇北去的“天关”——北水门外，是由京

津沿运南下进入临清的第一站，承担着城市

形象展示的功能，因此建了高9层、八角盔

顶的舍利塔，塔檐悬挂铜铃，具有“俯瞰四

方，声震原野”的气势，高耸的姿态拉开了

古城运河景观序幕，成为形象名片，被中外

书画争相描述。会通河与砖城南门相交的空

图4   临清古城空间布局——砖城（基于民国临清城池图绘制）

Fig. 4   Spatial layout of the ancient city of Linqing—Brick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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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节点，是沿汶水北上，由东水门进入临清

的第一站，建在此处的启秀楼成为管理运河

官船、商旅、漕运的重要关口和接续儒风的

关键节点，虽雕梁画栋，但形象端正。进入

南水门的运河东岸，借运河清淤堆筑的龙山

成为鲁西北平原最大的人造山，形如蛟龙腾

跃，以横向延展的姿态与临清塔形成对比，

成为古城运河景观尾声。

土城内，以运河为脉系，“衣、食、住、

行、业、娱”多位一体的复合型空间构筑出

商旅相济、官民和谐的礼法秩序。为方便漕

运、水利、商贸等事务管理，钞关、州分署、

税务局所、镖局等功能性建筑集中分布于会

通河沿岸。帅府、状元楼、邮局、图书馆等

民生场所和前铺后仓、后厂、后居式的民居

建筑以及会通街、马市街等商业街区集中分

布于“中州”内部。中州外，运河与城垣间

以宗教建筑和普通民居为主。其中北支河与

城垣间的宗教建筑分布最多，以佛教建筑和

道教建筑为主；卫运河与城垣围合地带北段

基督教堂、天主教堂、礼拜寺分布位置较为

居中；城南和城东的宗教建筑，数量相对

较少，分布较为分散。环绕在“中州”外围

的宗教建筑在闹市中偏安角隅，满足氛围需

求，利于加强区域内多元文化的交流。沿运

河两岸留有大量缓冲空间，以地势低洼的西

南方向最为典型。这些空间旱季被用于农田、

菜园，涝季作存储雨水的坑塘，发挥着雨洪

调蓄作用。水工设施主要分布在业态集中、

人口密集的会通河南、北支河上，有着调配

河水、组织交通和塑造景观的多重功能。

街巷布局以街坊制为主，但是由于土城

南北过于狭长、中部东西腹深过宽，为满足

内部贸易活动与运输需求，城内主街依托运

河走向南北延展，腹深最宽处设三条东西走

向的次级街道与之垂直，呈“丰”字形布局；

另外受南北文化交流影响，发展出“巷”“胡

同”等形式多样且近乎垂直于运河的狭长街

巷，形成连接卫运河、会通河两岸的交通网

络。清乾隆《临清直隶州志》记载：发展鼎

盛时期，土城内街巷达百余条，主路、次街、

内巷交叉相连，宽可走车跑马，窄仅一人通

行，是南方独特社会意识形态在北方地区的

表现，展示出运河城镇特色景观。另外，受

空间限制和交通流量影响，中州东部会通河

分流点的鳌背桥、南部南支河与卫运河交汇

处的头闸与拖坝、北部北支河与卫运河交汇

处的临清闸所在的三处交通节点道路具有一

定的放射性；土城西北部的绥远门，周边多

洼地，由于地处古城西出交通要塞，交通组

织以便捷和节地为原则，呈现出典型的放射

性特征。

3.4 诗情画意的筑景营境

自隋唐两宋大量文人参与城市营建活动

后，将地方特色的风物景观通过八景、十景

等为代表的景观集称加以诗情画意的表征，

成为后世人居环境建设过程筑景营境的精神

追求，展示出中国传统山水城市“城即园林”

的特有品质。古城在度地择址、水系梳理和

图5   临清古城空间布局——土城（基于民国临清城池图绘制）

Fig. 5   Spatial layout of the ancient city of Linqing—Soil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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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池营建方面充分展示出“营城即造园”的

明确思路。至清代乾隆年间，诗情画意的景

观意境愈加清晰。清代乾隆十四年（1749年）

《临清州志》中的临清州境山水环境图显示古

城具有较高的美学意境：山—水—城—州相

互依托，屋舍俨然，阡陌纵横，林木点染，

津梁引渡（图7）。志中又将这一人居意境结合

地标建筑、山水胜迹、地域植被、文化活动、

生产行为等人居环境要素，凝练出涵盖古城

特色风貌的10处景致：塔岸闻钟、津楼夜雨、

土山晚眺、平岗积雪、官桥晓月、东郊春树、

南林双桧、汶水秋帆、卫浒烟柳、书院荷香，

冠名以“清渊十景”，并配有《清渊十景诗》

和《清渊十景图》（图8）。十景沿运河、山川

脉系铺陈，融合自然景物、特色地标、地域

文化和风土人情，涵盖了天地方位、季相辰

时、五感体验和心理活动，秉承了文脉，延

续了景观（表1）。山水诗、山水画、山水环境

有机融合，高度呈现了古城自然景观的独特、

人文景观的魅力和运河城镇的气质。

4 结语

环境营建是人类追求理想人居过程中

的重要关注对象，是自然景物、人文环境与

空间意境的高度融合。作为典型运河城镇的

表1 “清渊十景”人居环境要素时空分布及功能
Tab. 1   Spatial-temporal distribution and functions of the elements of human settlements of the “Ten Scenic Spots in Qingyuan”

名称
Name

人居环境要素
Elements of human settlements

时间
Time 空间分布

Space

游览观赏
Sightseeing 文化宣教

Cultural 
missions

记事抒情
Remem-
ber lyrics自然

Natural
人文

Cultural
时辰分布

Hourly
季节分布
Season

游赏方式
Touring style

活动类型
Activity type

感官体验
Sensory experience

塔岸闻钟 夜/河 塔/钟/城/老衲 下午 全季 北 远观近赏 动 视觉；听觉 佛教 √

平岗积雪
沙堤/雪/云/夜/
鸟/坷坪/陇树

暮/钟/灯 全日 冬 东北 远观 静 视觉；触觉 民生 √

东郊春树 溪/树/花/鸟 舫屋/人 全日 春 东 近赏 静 视觉；嗅觉 民生 √

南林双桧 桧/泉/石/鹳 园/寺 全日 全季 南 近赏 静 视觉 佛教

土山晚眺 山/树/石/雁 城 傍晚 全季 南 远观 静 视觉 民生 √

卫浒烟柳 河/柳/风/涛 桥/壕 全日 春 西北 远观近赏 动 视觉 行政 √

官桥晓月 河/星月/林/陂 古渡/浮桥/水镜/晨钟 日暮 全季 西 远观近赏 动 视觉 行政 √

书院荷香 荷花/露珠 书院/古佛 全日 夏 中 近赏 静 视觉；嗅觉；听觉
官僚；士

大夫
√

汶水秋帆 河/云/猿/雁 帆船 全日 秋
东南至

西北
远观 动 视觉 行政 √

津楼夜雨 云/烟/水/雨 楼阁/船 夜晚 全季 东南 远观近赏 静
视觉

听觉
士大夫 √

注：资料源自清乾隆十四年《临清州志》。

图6   鼎盛时期的临清古城卫运河沿岸临清塔、砖窑和会通河鳌头矶地段城市景象（节选自《古运回望图》）

Fig. 6   The ancient city of Linqing in its heyday, including Linqing Tower, brick kiln, Aotouji (Excerpt from Ancient Transport Looking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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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清古城，城市生长建设与水系治理、运河

管理密切相关，在城市营建上表现出极高的

人居环境营建智慧，集中表征在法天象地的

度地择址、因势利导的水系梳理、礼乐并重

的城池营建和诗情画意的筑景营境4个方面。

营城即造园，山水环境融合人文气韵，诗情

画意，使得整座古城呈现出“城即园林”的

品质。研究临清古城人居环境营建智慧对挖

掘运河城镇环境特征的规律性与典型性，推

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思路的探讨具有重要

意义，以期将运河城镇的特色人居环境打造

为宣传运河文化的现世活态名片。

注：文中图片，图1-2由作者绘制，图3-6由作者改

绘，图7-8源自《临清州志》。

图7   临清州境山水环境图（源自清乾隆十四年《临清州志》）

Fig. 7   Landscape Environment Map of Linqing Prefecture

图8 “清渊十景”图与“清渊十景”诗（源自清乾隆十四年《临清州志》）

Fig. 8   Picture of “Ten Scenic Spots in Qingyuan” and poetry of “Ten Scenic Spots in Qing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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