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大遗址保护联动城市发展的自然途径 

吴承照 肖建莉 匡晓明 张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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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然途径(NbS)是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七大挑战的关键措施。从 NbS 视角分析扬州城市大遗址保护

的历程和实际效果,发现扬州在城市尺度上已经探讨了基于自然的大遗址保护方法,在居民幸福感、城市形象和城市

发展动力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从生态系统角度修复大遗址水网景观系统,保护自然生境和生物多样性景观是大遗

址保护规划的重要内容。从城市可持续发展角度全面认识自然系统的多维价值和生态动力作用,从单一的文物保护

走向文境生境共同保护。自然共生作为保护规划的基本指导思想,规划方案的成功实施使得扬州城市大遗址保护实

践成为基于自然解决方案(NbS)的城市尺度的杰出案例,用自然系统滋养历史文化、修复生命栖息环境、激活城市生

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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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实施近 40年，历史城市保护规划研究、编制和实施趋于成熟和完善，一直坚持以历史文化要

素保护为先的保护策略，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等，城市发展策略也是侧重于如何利用这些历史文化要

素。对于自然要素的考量，也大多基于山水格局，山水环境与历史聚落的关系等宏观层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要素的

作用逐渐被重视起来，自然系统对于城市，尤其是大遗址型城市发展的作用成为一个新的视角。 

目前各地大遗址保护展示方式归纳起来主要有露天保护展示、回填保护展示、覆盖保护展示、修复保护展示、遗址重建再

现展示、遗址模型复原展示、异地搬迁保护展示（关伟锋，蔺宝钢，2018）等，关注的是文化遗产、遗址格局保护以及重要历

史建筑的恢复、修复或重建，对大遗址中所保存、繁衍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关注不够，重视不够，对如何利用自然生态系统保护

大遗址的方法探索不多，对如何利用自然系统融合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缺少系统的理论支持（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2016；

朱海霞，权东计，李勤，2019；张馨，裴成荣，2018），本文结合扬州市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契机和规划实施效果

评价与反思，对此开展了深层理论的分析思考。 

1 大遗址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演变 

1.1古城空间格局的历史变迁与保护利用的三个阶段 

古城空间格局的历史变迁与保护利用的三个阶段可分为军事化、园林化、自然化，古代护城河主要用于军事防御，保护古

城安全，明清时期廋西湖演变为私家园林群，现在是世界遗产与公共空间，两者关系古代是瘦西湖与明清城的生活关系，现在

是大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博弈关系。城景关系的性质没变，居园关系不变，使用主体发生变化。 

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是扬州城市大遗址的核心部分，面积 8.33km2,承载了扬州二千多年城池演变的历史进程，从春秋邗

城、汉广陵城、隋江都宫城，到有完整城垣格局的唐城（子城、罗城）、宋城（堡城、夹城、大城）等，留下了不同历史时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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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设与发展足迹，是一个具有完整时间序列叠加的古城遗址区，记载着古城历史的沧桑与繁盛。从保护利用历史演变来看，

瘦西湖古典园林是明清时期古城大遗址保护的园林化阶段，以宋夹城为代表的湿地森林景观是大遗址保护的生态化阶段，体现

了时代特征，不同时代对遗址保护利用的价值取向有所不同，但也有共同的保护理念即自然化。 

扬州有 2500年发展历史，隋唐是其鼎盛时期，扬州城遗址面积约 18.25km2，宋代扬州有三座城池，即宋大城、宝祐城、宋

夹城，明清时期缩小为现在的明清老城。2010 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将唐宋古城遗址定名为国家级城市大遗址保护单位，大遗址主

体是蜀岗-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空间范围，其他部分是以河道为脉络、分散的遗址景观，总体上展示出唐宋古城格局的气势，古城

遗址格局在现代城市发展中逐步被溶解于城市格局中（图 1）。核心区保存相对比较完整，核心区外护城河演化为城市河道，明

清古城保留了 3个历史街区。 

 

图 1扬州大遗址与城市发展空间关系的演变 

资料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15. 

1.2生物多样性现状基础与大遗址生命活力 

唐宋古城护城河水系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步退化为多种生境类型：沼泽湿地、鱼塘、林地鸟巢、沟渠水塘、河流湖泊、园

林绿地、荒野山林等，军事防御功能完全退化，生态功能多样化，成为城市中最具生命活力的自然空间。现代城市发展对大遗

址地表蚕蚀、空间侵蚀、肌理干扰等问题比较突出，既破坏了大遗址的完整性也威胁大遗址生态功能的安全性，对于大遗址保

护来说，遗址格局的完整性、遗址文化的原真性以及历史演进过程中所形成的生态功能多样性是三大关键保护目标，生境多样

性、生物多样性、文境多样性是大遗址生态功能多样性的三大要素，生物多样性是大遗址文化活力的延续、也是新时代大遗址

生命活力的展示和再现。 

扬州大遗址地区地处北亚热带落叶阔叶和常绿阔叶混交林，良好的水热条件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总体上可分为

陆地生态系统和水生生态系统 2 大类型，陆地生态系统主要包括蜀冈地区保留的天然次生林生态系统，槐、枫杨、桑树、槐、

榆、香椿、枫杨、株树、朴树等乡土树种群落；瘦西湖景区由人工林地、灌丛和草坪等组成的绿地生态系统，植被类型多样、

观赏植物种类丰富；在唐子城遗址区分布苗圃、用材林和一些果园的人工经济林生态系统，以及以水稻、小麦、玉米等粮食和

大豆、油菜、芝麻等油料作物为主的农田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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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生态系统是大遗址地区护城河水网系统演变的产物，在漫长演进过程中部分河段沼泽化，成为湿地景观，蜀冈下河段

在人工干预下呈现多样的河岸湿地景观、水生植物景观等多种优美的生态景观，主要类型有菱角（沉水植物）、菱角-睡莲、菱

角-菖蒲、睡莲-芦苇、睡莲-菰、杏莲-虎尾藻、莲群落、莲-黄菖蒲、莲-香蒲、黄菖蒲、黄菖蒲-雨久花-千屈菜、千屈菜-雨久

花、雨久花、雨久花-菰、水葱、再力花、大慈菇-再力花、大慈菇、香蒲、泽泻、萍蓬草、萍蓬草-浮萍、芦苇-菰、喜旱莲子

草、凤眼莲等群落。蜀冈上河段有鱼塘、湿地沼泽、藕塘等生产性水体生态景观，尚未恢复原有的河流生态系统。 

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观赏树木 60 科 131 属 272 种（变种），地被植物 31 种，水生植物 9 种，宿根花卉 18 种，一、

二年生花卉 27种。 

从昔日辉煌城市演变为今日大遗址，人文活力转化为生态魅力，文化价值与生态价值融合增辉。大遗址与城市关系从空间

形态关系演变为生态文化资本与城市发展动力的关系。 

2 大遗址保护的时代需求与规划理念 

2.1自然观的转变 

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最大不同就是自然观的不同，从自然绿地观走向自然资本观，良好的自然系统可以转化为城市发展

的重要自然资本。 

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是 1995年世界银行《人类发展报告》提出的重要概念，同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

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与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相提并论（张孝德，梁洁，2014），自然资本是城市区域发展的关

键基础，重要性位居首位。自然资本同自然资源的根本区别是对自然系统整体性、价值多维性和价值尺度性认识的差别，传统

的自然资源价值观是直接的经济价值观，关注自然系统的 4 类属性：景观、物理、生态、资源属性等，自然资本观关注自然系

统的综合效应和发展动力（赵阳，2020；赵明月，彭建，郑华，等，2018）：社会动力、经济动力、场景动力和文化动力，从可

持续发展角度审视自然系统的根本价值。从扬州大遗址保护实践来看，基于自然途径的保护方法显示了遗址空间的巨大生命力，

对扬州城市发展和城市品牌价值增值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预期将日益发挥更大作用。 

2.2保护观的转变 

保护观的转变，遗址、遗产是社会文化经济活动的产物，要保持其生命力，必须回归到社会生活中，尺度观、文化观、利

用观、发展观是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利用的基本传统理念。生态文明视角下重新审视文化遗址的形成与价值，从非此即彼的空间

保护观走向有机融合的资本保护观，以自然系统滋养文化、创新城市价值。大遗址的变迁是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与生命历时转化

的共同过程，也是文化生态化过程，是大遗址多重价值的形成过程。生态化的尺度、规模与耦合方式决定了资本价值的大小。 

2.3健康观的转变 

健康观的转变，回归自然、运动休闲在现代社会大众健康观念中的份量日益提高，大自然是最好的药方日益成为社会广泛

共识，这就要求遗址保护展示在多种可能情景下选择自然生态景观方式，这是最贴近社会需求、投入最少、综合效益最高的一

种保护方式，也是城景互补、融合共生的智慧之路。自然系统的多维价值体现在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文化发展等

多个维度上：从生态保护到生态融合，从文化保护到文化复兴，从单一保护到综合发展，从单体保护到系统整合，从园林绿化

美化环境到自然系统生态动力，形成城市大遗址规划多维控制体系（Mark Gough,2019）。 

2.4规划观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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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观的转变，从自然资源到自然资本是发展观念的升级转型，也是规划理念与方法的挑战，自然资本规划是从自然系统

的整体性与人地共生角度探求综合效益最大化的途径，是自然空间系统、人地共生系统、价值增值系统、品牌形象系统等四位

合一的综合系统规划（图 2），其核心是以自然系统滋养遗产价值、响应社会需求、激活场景活力、增强城市发展动力。这与传

统的绿地系统规划有本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区别。传统的保护理论、绿化理论需要根本转型和变革，融合智慧生态理念，适

应可持续发展需求（吴承照，2008；沈清基，2013）。规划的作用是保护存量、增加数量、提高流量、提升质量。无论是自然生

态还是文化生态，自然系统多重价值的多维度利用方式的集成是核心方法。 

3 基于自然系统的共生途径 

3.1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理论框架 

经济发展与生态恶化是 20世纪的两大特征，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自然灾害风险降低、经济和社会发展、人类健康、粮食

安全、水资源安全以及环境退化和生物多样性损失等是人类面临的七大挑战。如何有效化解这些挑战？（表 1）人们在研究与实

践中逐步发现自然系统对人类生存、生活质量维持与改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关键作用，2008 世界银行在《生物多样性、气候

变化和适应性：来自世界银行投资的 NbS》报告中首次提出 NbS 概念，对人与自然关系开始系统地理解，2009IUCN 在《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SCO）报告中建议用 NbS应对气候变化，将其定义为“一种保护、可持续管理和修复生态系统的行动”。 

2010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世界银行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等机构联合发布了《自然方案报告：保护区促进应对气候变化》，

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正式应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把 NbS 定义为：采取行动，保护、可持续管理和恢复自然或改变的生

态系统，有效和适应性地应对社会挑战，同时为人类福祉和生物多样性带来效益。 

2015 年欧盟委员会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纳入“地平线 2020”(Horizon,2020）科研计划，把 NbS 作为有效和适应性

手段应对社会挑战，通过资源高效利用、因地制宜和系统性干预手段，使自然特征和自然过程融入城市、陆地和海洋景观，提

高社会的韧性，带来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由最初应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逐步扩展到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多重领域，如生态敏感区的生态系统修复和利用、高密度城市绿色空间的拓展、大城市的综合

性绿色发展规划和仿生设计等（罗明，应凌霄，周妍，2020；陈梦芸，林广思，2019）。 

 

图 2自然途径的理论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表 1城市尺度应对社会挑战的自然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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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切入 
问题识别 

方案比较成

本收益与风

险 

行动计划 空间应对 协调政策 

 
城市竞争

力 

自然资本引

致动力 
增强自然资本 

自然系统空间结

构与尺度体系 

城市发展政策协

同 

 环境危机 
自然与人工

治理方案 
生态化治理 

大气、水、棕地等

治理空间布局 
环境政策协同 

城市 健康问题 
健康促进方

案 
自然系统内促进 

公园绿道系统、文

体场馆系统 
健康政策协同 

发展 自然灾害 
灾害治理方

案 
生态化治理 

灾害治理空间体

系 

灾害防治政策协

同 

面临 气候变化 应对方案 生态化预防 
生态应对空间体

系 
国家战略协同 

挑战 遗产保护 
保护利用权

衡 

以自然系统保护恢复遗

产环境 

遗产空间格局与

自然系统的空间

藕合 

遗产保护政策协

同 

 生态恢复 
恢复方案比

较 

森林景观恢复，资源循环

利用，湿地处理污水 
空间布局 

生态恢复政策协

同 

 生态管理 
生态系统管

理模式比较 

生态系统管理计划，水资

源、自然灾害、污染治理

的综合管理 

不同时空尺度的

生态系统管理 
城市管理政策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图 3扬州城大遗址护城河水网格局图 

资料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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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7月 23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正式发布以自然为本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NbS）的全球标准，

旨在帮助各国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确保实施 NbS 的实效性，使相关措施的效用最大化，有助于应对和解决气候变化、生物多

样性丧失以及其它全球层面的人类社会挑战。 

3.2自然途径（NbS）的规划方法 

自然途径的内涵在不断充实扩展，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也不断清晰，尺度、挑战、背景是自然途径的三个基本要素，把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社会挑战作为一个系统综合探究对策是 NbS 的宗旨，不是以生态保护为唯一目标，其核心方法是基于三个尺

度确定关键挑战：空间尺度、时间尺度及其对应的社会经济尺度与背景，不同空间尺度，不同的区域社会经济基础，面对的挑

战不同，自然途径也相应不同。针对经济社会发展面对的挑战，用生态系统理论方法提出应对挑战的行动策略，包括政策和行

动计划。把这种理论方法应用于城市大遗址保护，就是以生态系统方法修复遗址水网系统，建构具有复合功能的古城池森林生

态系统，适应居民生态与文化体验需求，实现文化保护、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的遗址保护新途径（图 2）。 

3.3扬州城市大遗址保护的自然途径：激活大遗址的多维价值，重建遗址保护对城市发展的动力关系 

3.3.1联通护城河水网系统，保护完整的大遗址空间格局 

扬州大遗址包含核心区和关联区 2个空间层次，前者是以蜀冈-瘦西湖风景区为核心的古城大遗址及其周边城市发展区，关

联区东至京杭大运河，北至槐泗河，南至长江，槐泗河是古代唐宋扬州水源地，从古运河到京杭大运河反映了时代的变迁，从

瘦西湖到长江见证了长江入海口自然地理环境的演变。护城河水网系统是大遗址空间格局的核心骨架，保护大遗址的核心是护

城河网系统的恢复（图 3），河墙系统从军事防御功能转向河网系统缝合与生态系统修复、文化休闲功能的导入，城池遗址森林

化，建构社会文化生态系统，展示、教育、交往、运动与亲近自然等功能溶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融合了保护与发展的机制。 

古护城河是人口开挖的军事防御工程，缺少自然水系的补给，需要人为引水维护，构建遗址水网与区域水系联动的活水净

水系统。 

以保存完整的唐宋古城遗址格局为基础，修复古护城河水网格局系统，突显大遗址独具特色的景观肌理，科学处理三大关

系：城景协调关系、古城遗址与风景名胜关系、遗产保护与绿色发展关系。 

在修复完整护城河水网系统基础上，恢复历史上重要景点如双峰云栈、石壁流淙等，建构水体+水岸的水生态系统（图 4），

修复重要标志性节点-唐子城南城门、宋夹城东城门和北城门，建设宋夹城森林休闲运动公园（衍生于宋夹城古代军事训练场），

再现古城文化、风景文化、生态文化和休闲文化和谐统一的景观风貌（吴承照，王婧，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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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宋夹城护城河生态修复设计图 

资料来源：易道公司，2010. 

3.3.2以文化多样性延伸古典园林景观的活力和魅力 

扬州瘦西湖文化景观历史上是山城之间的人工水道，长约 4.5km，是古代居民划船出城休闲蜀冈的主要水上通道，经历代发

展、积淀，在清乾隆年间（1736—1795 年）达到建设顶峰，成为中国传统卷轴画式的园林集群景观——“两堤花柳全依水，一

路楼台直到山”（图 4）。以景观发展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为依据，可划分为四个阶段：景观积淀期（宋代，10 世纪以前）、渐进

发展期（宋、元、明时期，11至 16世纪）、繁荣鼎盛期（清初至乾隆晚期，17至 18世纪）、维系复兴期（清中叶至今，19世纪

至今）。 

在扬州城市发展历史过程中，瘦西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2 个时期：一是明清时期扬州商业资本、政治资本集聚的载体，在

清代扬州盐业经济鼎盛、社会文化繁荣的背景下，为迎接帝王巡游,由盐商和盐务官员在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集中建成

的园林集群景观，驱动扬州城市的发展；二是改革开放至今瘦西湖的内生动力作用，环境、健康、品牌的聚合成为城市发展的

重要资本。景区水环境改善、河岸生态修复、历史景点恢复、宋夹城遗址公园建设等以文化为内涵、以自然生态系统为基础的

景观工程，实现了四重效益：既保护了文化遗产、又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同时又为居民创造了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态休闲游

憩环境，居民幸福感得到极大提升，也因此成为扬州会客厅，创造了丰富多样的具有扬州特色的生活场景空间体系，带动城市

活力的提升（阮仪三，2016）。 

中国传统风景智慧的核心要义之一就是景点体系和以景寓意，自然与文化、物理空间与精神空间融为一体，形成点-线-面

风景游憩体系，分区定面，主题定线，情景定点（图 5）。在保护瘦西湖文化景观基础上恢复重要历史景点，宋夹城护城河、唐

子城护城河生态景观建设既延续瘦西湖古典园林文化景观的精髓，有更多体现时代需求和时代景观特色。既有传统的风景美学

游憩体验，也有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历史文化游憩体验如历史解说和考古体验等，以及休闲运动健身体验，包括宋夹城体育休

闲公园等在内的休闲场地、景区慢行交通体系，构建沿古运河、玉带河、小秦淮步道及漕河路、盐阜西路、东关街、凤凰桥街

的步行道和自行车道，建立跨越不同历史时空的水上游线等。为满足游客和市民多样化需求，建设信息化、生态化旅游服务系

统，建构景区总体容量和重要节点流量控制体系、外来旅游交通分流与空间组织体系，提高游憩旅游体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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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瘦西湖文化景观的空间结构 

资料来源：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2012. 

3.3.3城景界面高度控制与柔性设计、界面整合 

大遗址保护同城市关系存在四大矛盾：(1)城景交界地带用地矛盾严重，风景区用地被侵占、城景交界带用地和建筑功能同

风景区风貌不符；(2)城市交通穿越风景区，带来噪音和尾气污染，过境交通穿越大虹桥、冈前地带等重要景点，降低了风景体

验品质；(3)城景界面单一，风景区边界处都以单一、封闭的围墙分割，城市与风景区完全隔绝；(4)风景区向城市的文化生态

渗透薄弱，蜀冈上下水系和风景区内外水系不连通，水质差，自净能力下降，护城河垃圾堆积。 

 

图 6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分区 

资料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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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蜀冈-瘦西湖风景遗产周边景域天际线控制范围图 

资料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2015. 

解决这些矛盾的根本措施是科学划定 3类控制线：景域天际线、土地功能线、生态红线。 

(1）城景风貌协调的景域天际线 

风景区外围视域范围内的建筑高度、色彩、建筑立面、屋顶形式的总体控制线。以风景视觉景观要求为第一考虑要素，在

小金山、莲花桥、白塔、二十四桥、平山堂等重要景点及水上游线的视线通廊范围内，禁止建设破坏天际线和景观风貌的建/构

筑物（图 6，图 7）。 

(2）风景区外围保护、协调发展带的用地功能控制线 

对风景区外围保护控制地带、协调发展地带内的土地利用性质提出控制要求，从城市总规和风景区总规中用地规划相互关

系角度，提出地块的功能协调控制范围，保障城景关系的最优化。通过生态防护林、城市公共绿地开放空间、社区发展组团、

文化创意组团、康体休闲组团、商业服务组团、休闲文化组团等文化生态型土地利用方式的划定，引导城景界面合理有序的发

展（图 8）。 

(3）多规合一的生态红线 

对外围保护地带范围内的绿线、蓝线、紫线、黄线进行规划控制，保障水绿交汇的生态廊道向城区延伸。 

 

图 8大遗址外围保护地带空间引导 

资料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2015. 

4 总结与讨论 

扬州城市大遗址保护实践进一步证明以自然系统保护遗产、滋养文化、融合城市的有效性和生命力，为全球基于自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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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模式，也为中国大遗址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是公园城市实践的杰出案例，是一类典型的公园综

合体模式，该模式以保护遗址水网格局系统为基础，通过生态修复把文化系统、自然系统、游憩系统有机融为一体，形成以宋

夹城森林公园、瘦西湖遗产景区、滨水自然休闲带、鸟类栖息地、冈台荒野森林等于一体的城市遗址型公园综合体，承载城市

发展所要的社会交往、文化、会议、休闲、旅游服务等功能，是城市形象的重要代表，是城市发展的绿色发展极，不仅是鸟类

栖息地，也是城市人类的精神栖息地，文化栖息地，是生态、生活、生命的交响乐章。 

自然系统孕育了生命、保护了遗址、赋予城市高品质生活环境，自然系统在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起到了黏合剂、催化

剂、润滑剂、生长剂作用。核心遗址内水网格局的生态修复和生态空间面积的扩大，鸟类数量、种群明显增加，随处可见各类

飞鸟、游禽。植物景观丰富多样，为扬州城市居民创造了一个亲近自然的体验机会，幸福感上了一个新台阶。2017 年瘦西湖景

区游客量较 2010年增长 68.33%，接待游客约 241.5万人次，总收入 2.1亿元，极大地拉动了扬州城市旅游发展，成为城市发展

的重要文化资本、生态资本、风景资本。 

以瘦西湖文化遗产、宋夹城遗址以及蜀冈三峰为代表的保护利用实践展示了自然共生的多重目标实现，以及自然系统多重

价值的多维度实现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为大遗址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是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的代表性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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