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9Landscape Architecture Academic Journal

    园林／2024年／第41卷／第03期

文章编号：1000-0283(2024)03-0069-09     

DOI: 10. 12193 / j. laing. 2024. 03. 0069. 008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23-11-30

修回日期：2024-01-26

摘    要

城乡遗产保护的矛盾从扩张性开发对建成环境的蚕食转向存量更新对遗产价值延续的冲击，历史公园作为

建成文化景观遗产，其风貌演化见证了近百年来城市公园从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型。但由于历史公园存续时

间较长，存在不同时期的功能叠加，其完整性及真实性已受损，正在面临历史风貌特征破碎、遗产价值认

知不清等严峻挑战。因此历史公园的风貌演化特征及机制是什么以及如何评估历史公园的文化景观遗产价

值成为关键议题。借助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工具，择取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和CNKI数据库中2000–
2023年的相关研究进行可视化计量分析，首先通过发文量、关键词、机构合作网络等图谱梳理研究热点及

趋势，而后针对其文化景观视角下的特征识别、风貌演化、价值认知及评估等研究展开探讨。结果表明：（1）
相关政策的颁发对研究动态具有明显的引导作用；（2）微观层面的物质研究正在被宏观的层积性动态演进

所取代；（3）研究方法由文献考古拓展到数字信息、地理空间等多维可视信息技术的应用。由此明晰历史公

园在由静态物质保护向价值认知转向过程中存在的研究不足，以期为历史公园的活态保护更新、城乡遗产的

可持续演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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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radiction of urban and r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has shifted from the encroachment of expansive development on 
the built environment to the impact of stock renewal on the continuation of heritage value. Historical parks, as built-up 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 their style and feature evolution have witness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parks from traditional to mod-
ern 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 in terms of landscape evolution. However, due to the long existence of historical parks and the 
superposition of functions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ir integrity and authenticity have been impaired, and they are facing serious 
challenges such as fragment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torical landscapes and unclear recognition of heritage values. 
Therefore,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d mechanisms for the landscape evolution of historical parks? How to assess the 
heritage value of cultural landscapes in historic parks has become a key issue. With the help of CiteSpace knowledge mapping 
analysis tool, relevant studies from 2000 to 2023 in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and CNKI database were selected for 
visualization and metrological analysis. Firstly, research hotspots and trends were sorted out through the maps of publication 
volume, keywords, and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network, and then the studies on feature identification, landscape evolution, 
value recognition and assess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landscape were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issuance of relevant policies has an obvious guiding effect on the research dynamics. (2) The material research at the micro 
level is being replaced by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macroscopic layer accumulation. (3)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has been 
expanded from documentary archaeology to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visu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is clarifies 
the research shortage of historical parks in the process of shifting from static material conservation to value perception,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renewal of living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al parks and the sustainable evolution of urban and 
rural heritage.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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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公园承载着城市文脉和集体记忆，

是人地关系长期互动的结果 [1]，是中国近现

代城乡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遗产价

值关系城市的时空演变、社会集体记忆遗存

以及公共生活的发展。城市发展从快速城镇

化建设时期向物质空间生产动力减弱、信息

技术兴起的后城市化存量更新时期转变，价

值延续与城市更新的矛盾加深，历史公园的

文化景观风貌及文化遗产价值受到严重冲

击，面临风貌破碎、文脉断裂的现状。党的

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

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坚持保护第一、挖掘价值、有效利用、活态

传承 [2]。而风貌演化机制及遗产价值认知作

为历史公园保护更新的前提，此前国际对于

历史公园的文化景观风貌演化与遗产价值认

知的关注主要针对“古迹”进行管理宪章及

法则的制定 [3-4]，重点聚焦在基于物质层面

的风貌特征识别保护。随着价值导向保护原

则的提出[5]，遗产价值层积认知、数字化遗

产档案、遗产价值评估等方式的引入将历史

公园从单体的静态物质保护转向置于更广阔

的城市背景和地理环境中进行整体风貌及

文化记忆的活态保护 [6]，为其数字化保护和

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契机。但已有研究仍然存

在风貌演化机制挖掘不够深入、遗产价值评

估赋值主观、指标因子雷同等问题，历史公

园的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的二元对立局面仍

然存在，亟需辨析已有研究的脉络，以探索

进一步的研究路径。鉴于此，本研究从文

化景观视角切入，从历史公园的风貌特征识

别、演化机制，以及基于风貌所沉积的遗产

价值等层面剖析其风貌演化的研究进展。以

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工具对Web of Science核

心数据集和中国知网CNKI中2000–2023年的

相关研究进行可视化呈现，系统梳理与回顾

等，探讨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亟须将历史

公园置于城乡遗产活态更新的背景中，从多

维时空视角认知其风貌演化内在规律及遗产

价值，建立完善的遗产价值评估体系，归纳

城园作用模式，探寻协同发展的路径，为历

史公园的文化景观风貌科学管控及遗产价值

认知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及实践参考。

1 历史公园的概念及内涵界定 

历史公园（historic park）的概念衍生于2017

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关于城

市历史公园的文件》（Documenton Historic Urban 

Public Parks）[7]，是对1982年《佛罗伦萨宪章》

（The Florence Charter）作为古迹认定的历史园林

（historic garden）的延续 [8]，但更强调其在城市

场域中的公共属性，即城市公园的属性。近

年来学者对于“历史公园”的界定主要为近

代公园，时间段一般指1840–1949年，但实际

上在1840年之前中国已出现了城市公园，另

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1960年、改革

开放后以及1980–2000年建立的公园按照“当

代遗产”“二十世纪遗产”，概念也不断被列

入历史公园，并因其历史性沉积而具有遗产

属性。因此本研究中的历史公园包括自近代

建造起就具有公共属性的公园、留存更早但

在近代时期被改造为公园的历史园林 [9]，以

及2000年前建造的城市公园。国外的历史公

园研究在欧洲主要针对欧洲工业革命之后建

设的早期现代公园，也涉及新艺术运动、现

代主义等思潮下或侵略殖民影响下建设的城

市公园，早期的研究聚焦于公园的产生背景、

建造风格 [10]，而后扩展到生态价值评估、集

体记忆、风格修复等方面并不断延伸 [11]。

“风貌”是源于文化学的用语，主要用

于描绘人物的风采和体貌特征，其用于描述

历史遗存和景观的独特风格，其文化美学意

涵则是出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2年发表

的《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征的建

议》中[12]。伴随国际社会遗产保护观念不断

深入，文化景观遗产的概念也被引入世界遗

产保护领域，为历史公园的研究提供新的视

角。当前历史公园文化景观面临着历史风貌

破碎、价值认知不清等严峻挑战 [13-14]，亟需

厘清其风貌的演化机制及生成规律，并对其

遗产价值进行多元认知与识别。将其风貌的

形成、演化融入城市特色肌理，与城市社会

环境关联互动，以推进遗产保护理论研究与

活态更新的实践（图1）。

2 数据来源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为使数据全面、可信，本研究的中文数

据以中国知网CNKI为数据来源，英文数据以

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集为数据来源。在阅读

相关文献及搜索测试后，中文文献的高级检

索方式设置为“主题=历史公园OR主题=历

史园林 /历史园林保护/历史园林遗产OR主题

=近代公园OR主题=城市公园OR主题=历史

景观AND主题=遗产/遗产保护/遗产价值/

文化和自然遗产/城市遗产”，英文文献的高

级检索式设置为“TS=historic park OR TS=historic 

garden OR TS=morden park AND TS=heritage”，时间

设定为2000–2023年，通过剔除相关性较弱

的文献，最后筛选出中文有效文献519篇，

英文有效文献446篇。 

2.2 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对相关研究

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绘制出研究领域在

一定时期内的发文量、关键词及研究机构共

现图谱、时间线图谱，其中图谱节点的大小

反映出词频的大小，节点颜色的深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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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节点出现的时间先后，结合大量的文献阅

读，明晰研究热点与方向。根据相关研究的

年发文量（图2），将历史公园文化景观风貌

演化与遗产价值认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分

别为初期以介绍和溯源为主的初步探索阶段

（2000–2010年）、中期多元丰富的平稳积淀

阶段（2011–2016年）、近期构成多维视角构

建的极速发展阶段（2017–2023年）[15]。可以

发现，阶段的转折与相关法规的颁布休戚相

关，1982年宪章中对历史园林的认定引发国

际对其开始关注探索，2011年颁布《关于城

市历史景观建议书》[16]，将城市中的历史景观

作为遗产纳入城乡规划体系中，阐明历史景

观是文化和自然属性在历史上层层积淀所产

生的历史区域，强调遗产资源及价值在城市

可持续发展中的动态作用，引发学者对其研

究的转向，涌现大量学者对其进行多维视角

的探索。

3 文化景观视角下的历史公园风貌演化研究

进展及趋势

3.1 历史公园风貌演化

3.1.1 文化景观视角引入

根据CiteSpace关键词共现可视化结果

（图3，图4），文化景观是中外学者重点关注

的切入点之一，文化遗产、保护、价值、城

市历史景观是国内外学者共同关注的议题，

但国内重点关注其保护更新及价值认知，国

外研究重点聚焦于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管

理、规划层面。研究尺度方面国内涉及历史

园林、公共空间、历史城镇及古典园林等多

个研究对象，国外更多针对城市层面的遗

产、公园。国内外共同关注的文化景观的概

念最早由美国地理学家苏尔（Sauer）在地理

学领域引入，而后为弥合文化景观与自然景

观的二元分类，在1992年召开的第16届世界

遗产委员会大会中首次将文化景观的概念纳

入世界遗产保护体系中[17]，由此引发了国际

上对其理解偏差引起的讨论。随着文化景观

的认知、实践的不断更新，世界遗产体系中

的文化景观与文化地理学中的文化景观概念

逐渐区别开来，强调以动态、文化的视角来

剖析人与自然之间的演进与互动。国内研究

学者主要包括同济大学的韩锋、周向频，重

庆大学的肖竞、李和平、曹珂，以及清华大

学、天津大学等高校、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ICOMOS）、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文化景观

科学委员会（ISCCL）等相关合作机构（图5）。

图1   历史公园风貌演化与文化景观遗产研究概况
Fig. 1   Overview of historical park style and feature evolution and 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 research

图2   2000–2023年中英文献发表量
Fig. 2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2020–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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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文献的发文机构以美国、英国、西班

牙、意大利、澳大利亚为主的教育高校为核

心辐射不同国家对此开展研究（图6）。世界

范围内对文化景观遗产的研究包括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委员会、国际

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美国文化景观基

金会（TCLF）、澳大利亚国家文化遗产委员会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Committee）及国家文化

遗产账户（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Account）、国际

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等，

这些组织联合国内外的高校、科研院所针对

文化景观遗产展开跨地域的国际合作、培

训、研究，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资源

及信息共享。在国内外不同院所展开国际学

术会议研讨的基础之上，通过共同策划和实

施研究项目、合作计划，关注文化景观遗产

的保护、数字化研究和可持续发展，促进文

化景观遗产的独特性及多样性并推动其跨国

界跨文化的交流。

3.1.2 基于文化景观的历史公园风貌特征识别

文化景观概念的引入扩大了历史公园的

遗产视野 [18]，将其置于持续演进的时空范畴

中，更加关注动态演化过程中的文化景观特

质 [19]。欧洲诸国将景观保护政策与文化遗产

政策、领土规划政策相联系，将文化景观视

作文化资产，在地理、考古、遗产层面进行

管理。英国历史景观特征描述应运而生，利

用谷歌地图和遥感卫星，通过描述和绘制

不同时期的景观特质地图分析景观的历史演

化特征和变化 [20]，传统的以遗址为导向的历

史景观撤回到广阔的历史环境中，增添连续

性，避免历史文脉的断裂。国际古迹遗址理

图3   中文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 3   Keywords co-occurrence map in Chinese

图4   英文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 4   Keywords co-occurrence map in English

图5   中文文献发文机构分析
Fig. 5   Research institutions co-occurrence map in Chinese

图6   英文文献发文机构分析
Fig. 6   Research institutions co-occurrence map in English

5 6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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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以及相关组织在1992年世界遗产文化景

观类设立以来对于文化景观的定义、分类、

标准进行了激烈讨论，从CiteSpace关键词共

现时序图中“文化遗产”“景观”“非物质遗

产”“保护”等足以体现对文化景观的关注

（图7，图8）。但在国际上对文化景观进行激

烈探讨之时，国内的文化景观研究于2005年

才刚刚起步，此时的研究侧重于理论层面及

研究，主要参考国外相关理论并针对国内现

状展开保护与利用研究，而后由韩锋 [21]较早

引入到遗产保护领域。历史园林作为城市文

化景观遗产最早被关注是基于对古典园林的

探讨，学界及城乡规划者意识到历史公园不

能被孤立地视作物质遗产，需要纳入到非物

质的政治、社会环境中。随后诸如周向频、

肖竞等学者逐渐开始关注具有公共属性的

历史公园，展开对近代出现的城市公园的研

究 [22-23]。在理论研究层面，从园林美学、史

学角度识别、挖掘城市历史公园的文化景观

特征及遗产价值 [24]。但相对于动态的演化分

析，目前的研究依旧囿于传统的思维模式，

更偏重于单个时间切片的分析，少有研究能

够建立遗产时空模型，对其文化景观遗产资

源进行动态的全面梳理 [25]。

  

3.1.3 文化景观视角下的历史公园风貌演化机制

探讨

伴随《关于城市历史景观建议书》中

“层积”概念的提出，历史公园作为文化遗

产特质在特定的范围内随时间不断叠加、沉

淀的动态遗产，需要关注其整体风貌的动态

演变 [26]。针对城市及乡村风貌演化已有学者

开始展开相关研究，有针对少数民族乡村文

化景观风貌演化特征及内在驱动的探索 [27]，

有借助ArcGIS等空间分析工具对时空风貌演

变机制的梳理 [28-29]，提出历史文化景观遗产

的风貌变迁及重心偏移与军事活动、宗教发

展、社会文化活动关系密切。此外有学者针

对城市活态遗产保护面临的新挑战和新问

题，探讨历史风貌保护与城乡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机制 [30]。但以上城市或园林景观风貌感

知与评估的研究大多以风貌保护为目的，针

对城市风貌生成机制的研究，对历史公园的

研究还较为少见。历史公园与近现代城市社

会共同发展变迁，参与城市风貌的塑造，其

自身长期演化的风貌要素积淀成遗产特征，

代表了时代与地域的造园特色与精神内涵。

探究其文化景观风貌演化机制必须充分考虑

内生动力、外源动力及自然驱动力等各种因

素，各因素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制

约，但由于缺乏对公园风貌特征形成和演变

机制的内在研究，导致无法把握风貌发展方

向，许多风貌保护措施因缺乏针对性而导致

特色的弱化。

图7   中文文献关键词时间线          
Fig. 7   Keywords timeline chart in Chinese     

图8   英文文献关键词时间线
Fig. 8   Keywords timeline chart i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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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历史公园遗产价值

3.2.1 历史公园文化景观遗产价值评估体系构建  

历史公园的文化景观遗产价值认知及评

估是保护的基础和前提，1992年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UNESCO）将文化景观遗产纳入《实施

<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31]、《佛罗伦萨

宪章》和《公约》等国际准则指导下，英国、

美国、苏格兰、澳大利亚等国家相继展开对

文化景观遗产的价值评价体系及标准。而后

国际权威话语体系下对遗产突出普遍价值、

完整性、原真性的建构树立了半个世纪的遗

产价值理念 [32]。在遗产认知方面，基于价值

导向的遗产保护已经开始主导历史公园文化

景观遗产的研究，其价值认知涉及考古学、

人类学、建筑学、艺术学等多元学科 [33]，有

助于全面理解文化景观的多层次性质。在价

值阐释及体系构建方面，由于中国的文化特

质与国外存在差异，因此进一步的体系构建

尚无统一的标准，但都致力于建立涵盖历

史、社会、人文、艺术以及公众参与在内的

更完善的体系框架。此前普遍认同的有《公

约》中阐述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

值，但此分类过于笼统，并不能体现历史公

园的特殊性及地域性，还需针对性地提出更

契合其二十世纪遗产独特价值的标准。

国内对于遗产价值认知方面的探讨主要

基于国家政策及学术研究。国家政策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保护法》《中国文物古

迹保护准则》《关于实施中华传统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立法体系都推

动了历史公园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价值转向。

学术研究方面，目前大部分的研究将历史公

园文化景观遗产的价值要素主要解析为：历

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生态价值、

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评价的标

准涉及景观遗产要素的完整性、延续性、原

真性等 [34-36]（表1），根据遗产价值特性将其

遗产价值构成分为本底价值、直接应用价值

和衍生间接价值 [37]，但此种分类认知与现代

城市公园的评价体系并无相差，忽略了历史

公园与古典园林、现代公园的迥异，因此迄

今为止并没有一个可供广泛参考和使用的价

值认知体系。

此外，已有的价值认知更多基于对现状

层面的研究，但历史公园作为动态演变的活

态遗产，不同层积的历史价值也不尽相同。

有学者开始关注历史公园的层积遗产价值，

刘祎绯 [38]根据城市研究中的“地标—基质”

提出了“层积—锚固”理论，应用于历史公

园的研究，即将不同层积切片的公园基底风

貌视为“固”，衍生出的历史文化景观遗产视

作“锚”，基于不同层积的持续演进分析其价

表1   历史公园文化景观遗产价值构成体系
Tab. 1   Heritage value component system for historic parks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价值分类
Value category

价值构成
Value component

认知标准
Cognitive standard

本底价值

历史价值

历史丰富度

历史重要性

历史完整性

艺术价值

艺术风格

空间氛围

建造技艺

科学价值

工艺智慧

科学研究

土地利用

直接应用价值

生态价值

生物多样性

自然环境调节

绿地覆盖

文化价值

文化载体

文化代表性

文化延续性

衍生间接价值

社会价值
公共服务度

精神传承

经济价值
农业经济

旅游经济

值关联。基于此，有学者按照朝代更迭对其

进行分层 [39]，也有按照遗产本体的发展脉络

进行解译 [40]，为历史公园文化景观遗产演化

中的历时性层积价值研究提供了思路，但受

限于史料及历史地图的稀缺，更微观层面的

研究有待挖掘。

3.2.2 历史公园文化景观遗产活态更新利用   

对历史公园文化景观遗产风貌演化及

遗产价值认知研究的目的是针对性保护及更

新，以缓解城市更新对遗产价值延续带来的

冲击，反之，历史公园的活态遗产更新是存

量时代背景下对其文化景观风貌及遗产价值

研究的实践性衔接。国内外对历史公园的遗

产保护与更新经历了从静态的单体保护到达

成整体活态保护的共识，区别于建筑及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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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遗产，历史公园遗产具有更高的公共属

性，是城市公共生活变迁的见证，需要统筹

兼顾城市、公园、市民三者的关系进行保护

更新。目前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研究模式：其

一，采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在对遗产价值评估

的基础上记录、保护和恢复景观遗产，包括

激光扫描、三维建模、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

等技术的应用，能够精准识别历史公园动态

演进中文化景观风貌的要素特征，以提高遗

产保护的效率和精度 [41]，杨晨、韩锋等学者

利用三维点云、激光点云等技术对遗产信息

及空间特征进行可视化分析，以确立历史公

园保护和更新中监测、管控、建设等环节的

分级实施强度，从而确定决策者、管理方、

设计方、建造方等治理主体的参与方式、介

入程度和合作模式，在制度层面结合自然基

底、历史层积和当代需求提出制度层面的措

施 [42]。其二，将历史公园遗产的研究范畴延

伸到周边环境、遗产旅游、城乡规划的范畴

中[43]，基于当代的情感、功能认知需求，将

历史公园的遗产资源与时代精神接轨，转化

为遗产活化再生的路径。周向频等 [44]以近代

公园为载体，从公众视角提出修复更新原有

历史风貌时需要保证景观的可逆性等。

3.3 文化景观视角下的历史公园风貌演化研

究方法转向

3.3.1 定性向定量转变 

对于历史公园的研究，早期以历史文

献为主的定性描述为主，随着数字时代的发

展，计量史学、空间句法、谱系学等地理信

息系统（GIS）、虚拟现实（VR）等数字技术的

介入体现了定量研究的趋势。在遗产价值评

估方面，在对历史公园遗产价值评估中，针

对公园的现状评估常采用AHP层次分析法、结

合模糊综合评价法。首先构建历史公园的文

化景观遗产评估体系，确定各评估因子，然

后利用层次分析法对其进行赋值，也有学者

在此基础上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计算评估结

果，为遗产保护提供基础。但是研究发现，

层次分析法通过指标之间的相互比较，然后

用特征向量计算综合权重，容易存在前后的

误差，而且现有的对历史公园的文化景观遗

产评估体系存在指标因子雷同、赋值主观性

过强的问题。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需要结合

历史公园的特殊性讨论出更适宜的评估体系。

3.3.2 静态向层积转变

在历史公园的文化景观风貌演化研究

中，时空分层的动态模式成为新的研究趋

势，层积性的方法为时空维度下的风貌演化

特征识别及遗产价值评估提供参考。200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历史性城镇景观

（HUL）的概念与方法，主张建立一种整体、

动态的历史景观保护观念，应用于包括历史

公园在内的不同尺度城市景观遗产的认知与

保护实践中[45]。强调文化景观遗产在历史层

积中的演进过程，将其与价值内涵一并置入

更宏观的历史背景中，在景观表征与价值内

涵中寻求动态关联。HUL方法包含6个关键步

骤及4个实施工具，为历史公园的文化景观

风貌演变提供了从资源勘测—公众参与—价

值认知—建立框架的研究机制 [46-47]，成为历

史公园文化景观风貌演化研究的新方法，正

在被关注。

在层积遗产价值评估中，目前国际上认

可的景观特征评估方法（LCA）和历史景观

特征评估体系（HLC）对于历史公园的遗产

价值评估有重要借鉴意义，国内对LCA、HLC

等体系已有较充足的认识和一定的应用。此

外，借鉴英格兰对土地利用模式、历史景观

特征进行描述和评价方法的基础上演变而来

的层积遗产价值（HLA）也提供了一种新的思

路 [48]，以历史层积深度和历史景观丰富度为

核心建立遗产评价体系，以时间的纵向维度

结合全域历史风貌解译每个历史时期的风景

特质。其旨在建立一种具有时间深度的评价

体系，运用ArcGIS将不同时期的历史地图进

行空间解译，得出区域面积及遗产要素面积，

计算不同层积切片的历史遗产价值，进而对

多重历史层进行加权处理，得出层积遗产价

值。已有学者运用此方法对历史古城的层积

遗产价值进行了评估，但在历史公园中的研

究几乎未有。另外，此方法需要不同时期的

详细地图，但目前针对历史地图的数据库有

限，对于了解近代公园历史地图的详细程度

不足，造成研究的阻碍。

4 研究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通过对2000–2023年中英文文献的可视

化梳理及重点文献剖析发现，对于文化景观

视角下的历史公园风貌演化研究存在以下趋

势：（1）相关法规政策的颁发引导研究动向。

从发文量及相关研究关注度来看，相关重要

法规的颁布对研究阶段的转折起决定性的作

用，在政策的驱使及城市存量更新的背景下，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正处于急速发展阶段，研

究方向存在以文化景观、遗产价值、城市文

化为切入点的共性。但由于中外文化背景及

面临社会问题的不同，研究侧重点也存在差

异，国外建立了相对更完善的筛查、保护、

评估体系，更注重自下而上的公众社区参与

来对其进行保护更新，国内更关注传统文化

基地与本土文化的延续，注重自上而下的政

策引导和制约。（2）研究内容从静态的物质

层面转向动态的价值层面。研究内容上呈现

多元化交叉，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历史公园

文化景观视角下的历史公园风貌演化研究进展及趋势      李旭芳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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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景观风貌的演化机制、文化景观遗产价

值评估，以及基于此的历史公园遗产活态更

新利用。研究内容呈现从关注单体遗产本体

到关注动态的层积演变过程并将价值评估作

为认知和后续研究的基础，从“物质性”层

面向“基于价值”层面转变，研究范围随之

扩展到更广泛的周边环境及城乡背景。（3）

研究方法由定性转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多

元层积性研究。由传统的考古文献等主观

定性分析向景观数字技术、地理信息空间解

译、三维空间复原等更具可视化、定量化的

多元学科发展。城市历史景观（HUL）、层次

分析法（AHP）、层积遗产价值评估（HLA）是

近年来逐渐兴起的方法，但是对于历史公园

持续演进中的价值认知和风貌演化机制的深

层探索尚浅。

4.2 研究局限

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尚存在一些局限

性：（1）研究内容的偏向性，由于历史公园

与历史园林的概念及范围有相互交叉的地方，

导致学者的实证研究更关注对于传统古典园

林的研究，对于近代兴起、承载一个世纪城

市集体记忆的历史公园关注度较低。（2）历

史公园风貌和遗产特征的形成过程更为复

杂，构成更为多样，需要结合多种内外部影

响因素来进行遗产价值的判断。目前虽然已

有研究在探讨历史公园文化景观风貌的演化，

但大部分研究重点在于对动态“层积”视角

下的风貌特征，而对其动态的演化模式及演

变机制的探讨不足。（3）遗产价值认知及评

价体系不够完善，已有研究对遗产价值的认

知多停留在对传统遗迹的评估框架之下，对

历史公园的适配度难以掌握，存在指标因子

及价值分类过于雷同僵化，缺乏针对历史公

园特殊遗产价值挖掘的评估体系。

4.3 研究展望 

历史公园是城乡文化和自然遗产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文化景观的风貌演化及遗产

价值认知对于城乡历史文脉的赓续、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城乡统筹发展提出

以下研究展望：（1）多重视角认知历史公园

的文化景观遗产价值，从建成遗产、二十世

纪遗产、城市遗产等多维视角对历史公园的

遗产价值进行认知，建立具有普适性和特

殊性的遗产价值分类评估体系，为动态发

展中的历史公园提供更新利用的参考。（2）

在研究方法上与数字技术、地理空间信息技

术联动，建立更完善的历史公园文化景观遗

产数据信息库，完善古地图的空间解译程

序，为历史公园的风貌演化机制研究提供更

详实的资料。（3）未来可通过对重要城市的

历史公园风貌普查，采用空间图景解译等方

法对其进行分层，继而从内外因素作用力分

析、作用力模式归纳、作用规律，探讨历史

公园文化景观风貌的演化模式以及导致风貌

形成和演化的各个作用力具有的关联性和规

律。（4）将历史公园的学术研究与更新实践

有效衔接，置于城乡活态遗产的保护更新范

畴中，弥合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公

园从风貌演化—规律探索—价值认知—活

化更新的保护体系，为其当代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借鉴。

注：文内图表均由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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