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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城市空间特色规划编制方法探索

——以黄山市实践为例
*1

陈雨 伍敏 刘中元 李鹏飞

【摘 要】：城市空间特色是城市空间不同于其他城市的个性特征,是城市历史、文化和城市建设过程的物化体现.

城市空间特色规划将体现城市空间特色纷繁庞杂的内容整合到一个逻辑框架内,建构城市空间特色格局,使其成为

指导下层次规划编制和城市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历史文化城市本身具备鲜明空间特色,空间特色规划编制方法首先

需要在传统城市风貌中提炼能够指导现代城市建设的原则,以问题为导向,聚焦重点问题和重点地段,构建规划体系.

黄山市是徽文化的发源地和主要承载地,其城市发展目标是打造著名国际旅游城市,城市风貌建设需要坚持“徽韵统

领”的指导思想.在此目标引领下,规划通过多角度调研,寻找现状主要问题,提炼实现目标的主要要素系统:风貌、

高度、山水,提出核心要素管控措施,围绕核心要素建构城市空间特色格局,将控制措施落实到分片区规划和节点设

计指引条件中,有效指导下层次规划,体现徽派城市风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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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快速城市化时期，由于追求城市化的速度，忽视城市空间特色的塑造，造成“千城一面”，历史文化丧失的问题。

随着我国城市化逐渐从重视数量到重视质量转型，城市空间特色开始受到各个城市的关注，城市空间特色规划逐渐被纳人各城

市的规划编制体系。我国多数城市的的空间特色规划致力于解决城市特征不鲜明问题，规划重点在于发掘城市空间特色，并通

过各系统设计建构特色框架。我国有一批历史悠久，文化特征鲜明的城市，在快速城市化浪潮中失去了城市传统历史文化特征，

除了历史文化街区外，城市其他地区与多数城市相似。此类城市的规划任务不在于空间特色的 i 只别，而在于用现代城市建设

的技术方法，体现城市的传统韵味。规划技术方法重点在于提炼传统空间特色，并形成能指导现代城市建设的规划要点，具备

较强的可实施性。探索此类拥有特定文化特色的城市空间特色规划编制方法，对于丰富城市空间特色规划编制方法具有重要意

义。

徽文化是我国三大地域文化之一，徽派建筑风格体现徽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在我国建筑历史上自成一格。

黄山是徽文化的发源地和传承地，保 S 有大量徽派历史文化建筑遗存，城市格局也受到徽州文化影响。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

黄山市中心城区建设失去了徽派城市应有的风格，尺度失当，城市空间特色丧失：在黄山建设国际旅游城市的人竹景下，如何

营造具备徽派城韵的中心城 K 是黄山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黄山城市空间特色规划的汀:务在于提炼能桁导现代城市建设的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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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要点，并针对城市现状突出问题提出设计原则和措施，有效解决中心城区传统空间特色不足的问题。能否找到准确、

合理且具备可操作性方案是规划编制面临的重要挑战。

1 城市空间特色规划内容

对城市空间特色内涵 H 前包含多种认识整体而言城市空间特色足•个城市的空间形式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个性特征。城市空间

特色规划任务是挖掘、提炼和梳理城市空间特色资源，协调城市空间特色要素间的相互关系，提出塑造空间特色的目标和方案，

构建体现城市特色内容的框架。其内容通常包含城市空间特色认知和城市空间特色格局建构两部分。

1.1 城市空间特色认知

体现城市空间特色的内容纷繁庞杂，具有整体性与层次性两个特点。城市空间特色的调查主要通过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和

空间解析方法，内容包括问卷法、文献法、访谈法、观察法、空间解析法、对比法等，最后在此基础之上进行综合评价，从而

得出较为全面和客观的判断。随着软件技术的发展，定量分析的方法也逐渐被引人城市空间特色 Wo

1.2 城市空间特色格局建构

城市总体特色格局是城市特色系统的整体纲领，由典型特色要素和城市空间结构关联整合所形成；是对城市特色的整体判

断。

城市空间特色格局具备层次性，通常划分为宏观、中观、微观 3 个层次。宏观层面整体特色格局为风貌特色要素的整体结

构；中观层面为风貌分区指引；微观层面通常包括能够充分展现空间特色的节点地区和对城市空间景观特色有重大影响的特色

意图区。

城市总体特色格局的确立，是一个城市的特色营造工作的基础，为总体城市设计的其他重要研究内容，如城市形态格局、

城市景观格局、城市高度控制等提供了依据，也是下层次控规和详规编制的重要依据。

1.3 我国空间特色规划实践现状

空间特色规划在我国已经经历一段时间的实践，大家认可空间特色规划的对于城市风貌的纲领地位，提出了空间规划多种

技术方法和路径。段进在传统技术路线上提出问题导向的方法，避免大而全的撒网式规划，使宏观层面城市设计重点突出且具

备可实施性（段进，等，2015）；王承慧等在南京浦口中心区的实践则从空间演进研究、资源调查评价、衔接功能定位等三方

面基础研究得出了空间特色格局的建构方法（王承慧，孙世界，阳建强，2011）；段进则认为，城市空间特色具备高度复杂性，

认知需要结合调研得出（段进，2002b）;而杨俊宴等则用量化分析的方法得出城市空间特色资源的等级与特点。

现阶段多数城市的空间特色规划面临的问题是“城市空间特色不鲜明，需要空间特色规划予以提炼和规划”。针对此类城

市，规划的技术方法侧重寻找和发掘城市空间特色和建构承载特色的要素系统。而对于自身传统特色鲜明的历史文化城市，空

间特色鲜明，空间特色规划需要在现代城市建设的技术方法中，寻找体现传统特色的合理路径，并使之符合现代城市需求，要

具备较强的可实施性。规划技术路线需要在传统特色建构与现代城市建设技术方法中寻找平衡，找到现阶段恢复和体现城市传

统文脉的最优路径。

《黄山市中心城区城市空间特色规划》就是在现代城市建设技术方法下体现传统文脉的典型案例，作为徽文化的发源地，

黄山市中心城区希望寻找一条符合城市现实的徽派特色复兴之路，其技术方法在此类城市中具备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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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历史文化城市空间特色提炼

历史文化城市通常具备鲜明的传统特色。现代城市建设除少数特色地段外，多数地区建设无法简单沿袭传统建筑建设模式。

因此空间特色规划首先需要提炼传统风貌特征要点，并指导现代城市建设，体现传统城市风貌韵味。

以黄山市为例，黄山市以国际著名旅游城市为建设目标，中心城区建设必须体现徽派城市的风貌特点，以此形成吸引外来

人群的独特城市魅力。解读徽派城市的空间特色是黄山市中心城区城市空间特色规划的首要任务。黄山市是徽文化的发源地，

也是古徽州主要空间载体，徽州地处皖南山区，地形地貌复杂多样，与世隔绝，环境优美。东晋开始，中原士大夫阶层为了躲

避战乱，纷纷迁人徽州地区。士大夫阶层的文化、审美与徽州环境相融合，诞生多姿多彩的徽文化（高敬，2015）。徽州城市

基本空间特色是基于文人审美的山、水、城有机融合，具体表现在山水关系、建筑体量、建筑形式三方面。

2.1 山水关系

徽州地区山水环境优美，徽文化的创造灵感多源于徽州地区自然环境，徽州城镇也同样注重与山水的和谐关系。与中国古

代城市一样，“天人合一”的思想贯穿选址、设计到建设的全过程。古代徽州城镇与村落的选址注重风水，选址之初进行全面

的风水勘测，风水师通过觅龙、察沙、点穴等步骤，了解风水的正邪，然后框定城镇范围。所不同的是，徽州城市选址通常要

具备较高的审美品位，迁人徽州的中原氏族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佳山秀水、茂林修竹、如诗如画，是他们普遍取向。巧妙因借

山水，因地制宜，既与山水环境和谐统一，又寄于了人文理念和人文理想。

以黟县为例，黟县紧邻黄山，溪流萦绕，自古被称为世外桃源。黟县旧有“桃源洞”，为南向进人黟县的必经人口，穿过

“桃源洞”，再经“浔阳台”，则眼前豁然开朗，一大片村落出现。黟县的空间序列设计巧妙因借了山水环境。

以歙县为例，歙县得名取“山水歙聚”之意，歙县周边则有乌聊山、问政山、西干山、紫阳山四峰耸立，扬之、布射、富

资、丰乐四水汇流，歙县临练水而筑，古有“静江如练”一说，因为练江即便在汛期依然波平如镜，清澈见底。每逢黄昏，练

江与天色辉映，形成“练水一天”的独特景色。

黄山中心城区源自屯溪，“唐宋黎阳、明清屯溪”，最早的聚落位于黎阳镇，后逐渐东扩至屯溪老街，其交通区位位于皖

浙赣三省交汇处，新安江上重要码头，近代逐渐成为徽商重镇。建筑形式以传统低多层徽派建筑为主，城市天际线平直低矮，

与三江交相辉映，是黄山中心城区现存的主要历史文化空间（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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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建筑体量

徽州建筑体量精巧，多依山临水，自然布局，借助山水自然形势，没有固定的几何形式和模式。徽州建筑一般都是以天井

为中心组成方形或矩形，平面形式可以因环境不同，组成各种不同群体平面，房屋可以随地形起伏，从而形成丰富多姿、错落

有致的建筑群体。精巧的建筑体量，丰富多变的平面形式，使徽州建筑可以与自然山水有机融合。

2.3 建筑形式

徽派建筑形式特点具体体现在色彩、装饰、格局形制三方面。

徽派建筑颜色采用黑白灰为主基调的色彩，一般为青瓦、白墙，黑白灰的色调天然可以与青山绿水相融合。徽派建筑细部

装饰设计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准，砖雕、木雕、石雕的“三雕”艺术是徽文化的瑰宝。徽州文化源于逃避战乱而迁人的北方世家

大族，他们依然保持士族宗族制度，宗族文化非常繁荣。徽州建筑突出祠堂和牌坊，使之成为传承礼法和宗族家规的工具。徽

州建筑聚落形式注重“聚族而居”，街坊格局与宗族聚落形式紧密相关。

2.4 小结

徽派城市空间特色基于文人审美，以士大夫文化与审美组织山、水、城的关系。其中城市与山水的关系、建筑体量、建筑

形式特点是黄山市现代城市建设中可以沿袭空间特色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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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历史文化城布空间特色规划行法探索

3.1 问题导向里重点

我国很多历史文化特点鲜明的城市，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仅关注历史街区的保护，忽略了城市整体特色的塑造。在城市

格局基本成型后，无法大规模新建传统风格建筑，塑造城市空间特色难度加大。这就要求规划聚焦重点地段和重点问题，提出

近阶段塑造城市空间特色的现实方案。空间特色规划宜采用问题导向的技术路线，对照城市空间特色梳理核心问题，提出规划

重点。

黄山市中心城区建设过程中，建设思想经历多次摇摆转换，现状城市风貌徽派风格明显不足，距离“徽韵统领”的 B标、

有较大差距。对照徽派城巿空词特色，通过现状与历史地醐析、现场调研与访谈等方法提炼城布风貌存在的主要问题，发现问

题主要集中在建筑风貌、尺度和山水关系等三方面，规划重点也聚焦于风貌、高度、山水三方面(图 2)。

（1）建筑风格杂糅，徽派风貌断裂严重

屯溪老街等历史街区周边许多新建、改建建筑未与历史风貌相协调，老城区存在大量建设年代较早，无风格倾向的现代建

筑，部分旧城改造地区在更新过程中风格杂糅，拼贴感严重；新城区建设风格多变，历史与现代混杂，役有统一标准，甚至出

现欧陆风等风格建筑。总体上导致城布文脉传承度不够，文化标志性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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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筑高度混乱，尺度失当

城市缺乏总体层面的高度分区梳理，高度分级不明确，对于新建高层建筑高度、形式及环境影响缺乏有效管控，导致城市

高层布局缺乏总体统筹，重要地区天际线缺乏控制。东部新区等新建区域以高层为主，但分布较为无序，并未形成富有韵律感

的高层序列。老城区高层建筑点式出现，严重破坏了老城肌理，严重影响老城地区包括历史风貌区的城市天际线，对山水环境

影响明显。

（3）对自然山水尊重不够

黄山地区山体层次丰富轮廓优美，大山、小山与田野具有丰富的景观层次，现状城市建设并未完全尊重原有的自然山地特

色，如小型山体被城市建设包围，低丘缓坡被侵蚀或简单粗放的平整，次干水系不受重视，滨水绿地被破坏。徽州城市与自然

山水相互因借的传统难寻。

3.2 分区、分类管控

由于城市内各地段风貌敏感度不同，需要根据不同地区风貌敏感度提出相应控制策略，风貌重点地区控制要求严格，而城

市一般地区控制相对宽松。在规划方法上，采用分片、分级、分层控制，将规划区划为不同类型风貌区，分级、分片制定设计

原则，使之符合不同片区城市建设的现实要求。

以黄山市中心城区空间特色规划为例，黄山市中心城区用地面积约 70km
2
,不同地区的由于功能不同，城市风貌要求也不同，

例如屯溪老街所在的三江口地区是重要旅游景点，需要尽可能体现徽派建筑风貌特征，周边地区风貌也需与之协调；而经开区

周边的新城区以服务本地居民为主，风貌控制力度可以适当放宽；产业园内工业建筑可以无风格倾向的现代风格建筑为主。为

使规划方案具备较强的可实施性，确保重点地区解决重点问题，规划将黄山市中心城区分为历史区、门户区、文旅区、老城区、

新城区和产业区六类控制分区，各分区控制力度不同，实现对主城区的分区分类管控(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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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以核心问题为靶向建构规划体系

提炼历史文化城市空间特色后，需对照空间特色寻找现状问题和差距，以主要问题为靶向确立规划重点，形成能够管控全

局的规划设计体系。黄山市中心城区空间规划重点关注最能体现徽派城市风貌特点和现状问题最为突出的要素方向，即风貌、

髙度、山水三个系统，提出每个系统的控制目标：风貌清新雅致，高度错落有致，山水蜿蜒别致。在每一项控制目标之下提出

有针对性的设计控制原则，以此构建管控中心城区的宏观层次框架。

（1）风貌：清新雅致

城区内现状建筑风格杂糅，为使风貌控制具备可操作性，规划对建筑风貌实行分类引导，参考黄山市现有建筑形式，提出

以下五类徽派建筑风貌：创新徽、传统徽、徽而新、新而徽和现代风格，并对不同控制分区提出控制原则。

提出城市设计原则，首先保证徽韵贯城，禁止其他风格建筑。杜绝诸如欧式、斯堪的纳维亚等其他无关风格建筑。其次在

历史区、门户区构建徽式建筑场景。历史区、门户区主要面向游客和休闲人群，因此应着重体现传统历史风貌和本地特色，历

史区完善“传统徽派”，门户区增加“创新徽派”。再次，在老城区改造更新引导建设“徽而新”。改造更新需要与历史文脉

和谐。最后，新城区、文旅区引导建设“新而徽”。在新建区域融人徽派意象，采取现代设计手法，在建筑形式、色彩上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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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派元素并有所创新，体现现代与历史的融合(表 1)。

表 1建筑风貌分类

风貌特点 片区性质 控制要求

创新徽
未必有徽派符号，但具备徽派

神韵

关键景观节点区、城市形象核心展

示区

慎重选择功能业态、严密研究论证评审，严格审批

备案管理，推荐邀请国内外建筑大师设计

传统徽 体量、形式为传统徽派
历史建筑及其保护协调区、历史街

区

严格保护，新、改建建筑严格按照徽派建筑风格和

制式，景观环境应协调统一

徽而新
较多徽派元素、符号， 形式、

体量偏徽派

风景名胜区、旅游景区、城市山水

环境敏感区、城市更 新地区

要求传承和发扬徽派建筑风格，尊重自然山水人

文环境的基础上，适当运用现代设计手法将徽派

元素嫁接到现代

新而徽
较少徽派元素、符号，形式、

体量偏现代
城市新区、主要交通廊道两侧

要求运用现代设计手法，在运用徽派元素的基础

上有所创新，体现现代与传统的良好融合

现代风格
几无徽派符号，现代建筑风格

为主
城市外围产业区

采取现代设计手法，建筑风格时尚、简约，注重功

能性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黄山市中心城区空间特色规划，2016.

（2）高度：错落有致

对现状建筑高度影响最大的是高层建筑的随意布局，规划重点关注高层建筑布局，对老城区内严控高层建筑，新建高层建

设范围做严格界定。

历史区、老城区严禁新建高层建筑(12 层以上)。新安江沿线视线严格管控。根据景观视廊控制原理对滨江沿线建筑高度进

行严格控制。

新城区引导高层建筑集中布局。新建高层建筑应集中于两片商务价值最高地区，其他地区严禁建设高层公建设施(图 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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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山水：蜿蜒别致

保护自然山水资源，重点关注微丘缓坡、次干水系的保护。形成“一心五脉七水”的生态本底结构。保护生态绿心，保留

集中连片的低丘缓坡。保留田野绿廊。加强次干水系滨水带利用。合理利用次干水系，滨水塑造城市宜人生活典范，营造多变

化的、宜人性景观。加强网状支渠的排蓄、景观和生态作用(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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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分片区设计控制

对风貌、高度、山水三个系统的控制需要通过分级导控传递到下层次规划中，规划划分控制单元，将系统控制要求以单元

图则的形式落位至下层次规划体系。

单元分为五大类，即老城区、新城区、文旅区、工业区和生态区共计 23 个分区控制单元。各分区根据城市空间特色规划的

系统控制内容制定单元控制要求，指引本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其他详细规划设计的编制，以形成总体结构明确，各片区风貌

特色多样的理想效果(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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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对于多数城市而言，城市缺乏特点，千城一面，空间特色规划的任务是发掘城市空间特色要素，构建城市整体特色框架。

历史文化城市的空间特色规划技术路线则有明显不同，历史文化资源本身是重要的空间特色资源，城市的历史形态、格局、建

筑形式就是城市基本的空间特色，城市空间特色规划的任务不是发掘城市空间特色，而是提炼传统城市空间要点，指导现代城

市建设。其技术路径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1)空间特色提炼需准确且能能指导现代城市建设。传统建筑形式不适于在现代城市中大面积使用，现代建筑更多是做到与

传统建筑的“神似”而非“形似”，建筑设计中关注色彩、体量等特征。同时，在城市设计中，不是简单复制传统建筑的街巷

形式，而是提炼城市格局特征，包括山水关系、城市尺度、天际线特征等。

(2)聚焦核心问题、分片分级管控。城市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历史文化城市的空间特色规划适于采用

问题导向的方法，对照目'标寻找现阶段最突出的问题，分片分级进行控制管理。聚焦重点问题和重点片区，片区风貌敏感程度

不同，体现传统风貌的程度也不同。

历史文化城市的空间特色规划不是简单恢复传统风貌，而是针对城市现实情况，使用现代城市建设技术方法体现传统风貌

韵味，提出符合城市实际的现实方案，解决现阶段核心问题，才是此类城市风貌特色提升的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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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段进等将城市特色分为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两大类，而前者又可细分为气温、日照等气候性的无形要素和地形、地貌、

山河湖田等有形要素，后者则主要包括建筑、广场等物化要素和社会风俗等非物化要素(段进，2002)o 杨俊宴等将城市空间特色

划分为包括山水环境、城市格局、开放空间、公共中心、建筑风貌、历史名胜、园林绿化、滨水景观、景观地标等九个方面的

要素(杨俊宴，2013)。

②钮心毅等通过视觉上曲线度和层次感建构了评价城市天际线的要素体系(钮心毅，等，2013)，王建国等通过以高度和开

敞度对城市空间特色进行量化评价(王建国，等，2011)，王承慧等(2011)则从历史人文特色、自然山水特色、以及现代风貌特

色三大格局直接对城市空间特色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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