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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景墙与城市公共空间融合发展研究

李小娟

（安徽工程大学艺术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0）

摘要：文化景墙作为一个城市的“名片”，是现代城市景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占有极其重要的

地位，理应受到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与规划者的重视。但在目前城市公共空间的景观设计中，文化景墙的设计大多千篇一律，

景墙的设计与城市历史文化发展格格不入，无法融入城市公共空间中。本文将以南京长江路公共空间的文化景墙为切入点，

对历史文化景墙与城市公共空间的融合发展展开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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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城市公共空间能够为人们提供休憩、步行等

多种空间形式，在这些空间中最为重要的是设置

好满足人们活动需求的设施以及考虑到景观设计

元素的搭配，为人们打造具有层次感的城市公共

空间。景墙作为现代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既

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一道靓丽的风景也是一座城市

文化形态的延续与历史的见证。但景墙在发展过

程中却并没有受到设计者们的足够重视，很多城

市公共空间设计都过于雷同，并没有注重个体城

市的文化背景特点，千篇一律的景墙让一座城市

失去了应有的特色与个性。因此，在景墙的设计

方面应当要做到因地制宜，充分把握景墙与城市

公共空间的关系、景墙的构成要素以及在空间的

整体设计等方面，在使其具有形式美的同时也考

虑到其能够反映出一个城市的发展与文化，让其

形成具有可识别性的城市公共空间景墙，使人文

价值与城市景观相互依存发展。

1 城市公共空间艺术与文化景墙

城市公共空间是一种非自然的空间艺术，带

有一定的主观改造意念。对于城市公共空间而言，

其既是自然与人文环境结合下的产物，也是人们生

存与理想的物质载体。人类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

持续寻找适宜的栖息地，而这一栖息地的景观首

要条件就是与自然达到一种和谐相处的状态，其

次还要为人类提供与人对话的人性化空间。现代

城市空间的景观设计在综合这两点之外，还试图

寻找更富有趣味化的空间形式，为人们提供更为

理想化的城市公共空间环境。从本质上来说，公

共空间艺术又分为狭义和广义上的艺术，狭义的

公共艺术指的是艺术活动、艺术设施、艺术品以

及雕塑性建筑。而广义的公共艺术则指的是美化

环境的艺术。因而，由景墙衍生而出的文化艺术

品对公共空间也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尤其是在

现代科技与艺术不断发展的前提下，城市文化景

墙越来越富有动态性，其所具有的内涵也具有了

更为广泛的定义。

景墙是处于城市公共空间中的墙，又叫景观

墙。现代环境下的墙早已摆脱了单一的建筑承重功

能，不仅脱离建筑单独成景，甚至脱离了常规的

方正形态，以各种独特的方式呈现与空间中。尤

其是城市公共空间中的景墙，其通常都是以肌理

纹路、尺寸大小以及色彩明暗来对空间进行装饰，

并且为空间提供阻隔、限定和引导等作用，在美

化城市公共空间的同时，又为人们提供了更为丰

富的精神体验和心灵的休憩空间。 

2 文化景墙的构成要素

文化景墙是由文化、色彩、质感、尺寸以及

造型等要素组成的，这些要素通常具有一定的关

联性，只有通过这些要素的组合，文化景墙才能

够得以创造出不同的景观，给人们带去适宜的休

憩与观赏空间。

2.1 文化

《园冶》中提到“凡园之围墙，多于版筑，或

于石砌，或编篱棘……从雅遵时，令人欣赏，园

林之佳境也……历来墙垣，凭匠作雕琢花鸟仙兽，

以为巧制，不第林园之不佳……”这说明景墙建筑

是因地制宜，依靠自然的事物才能够创作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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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景观中也往往具有深远的意境。景墙中所

使用的图案往往带有寓意，而寓意真是文化要素

的一部分。如葫芦图案。自古以来葫芦就被人们

看作藏有神灵之气的事物，葫芦多籽，也象征着

多子嗣。再如宝瓶，在古代人们取“瓶”为“平”音，

将其视为平安的象征 ；龙体现了帝王人家的威严 ；

荷叶指代文人具有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情操 ；海

棠花象征富贵荣华等。这些带有浓厚文化意蕴的

景墙，往往能够引发游园者对大自然的情感共鸣。

2.2 色彩 

色彩是人对于视网膜接收到的光线做出反应

并在大脑中形成的某种感觉。而色彩与景墙的结

合，为景墙带去的鲜艳动人的信息元素，更是让

景墙拥有了别样的韵味。色彩丰富的景墙往往能

够给人们带去更多的情感体验。就色彩而言，明

度与纯度较高的颜色视觉侵占性较强，运用在景

墙中一般作为主体与视觉中心。明度与纯度较低的

颜色则能够给人带去收缩感。明艳的色彩常见于

商业景墙当中来丰富场所氛围，而位于居住空间

的景墙当中却多采用朴实温暖的颜色，让人们在

观赏过程中感受到景观的亲和。色彩这一文化景

墙要素赋予了城市或空间更多的特征，在人们心

里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如一谈到北京城，人

们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红色的宫墙和宫墙内外苍

郁的树木，红色宫墙与树木共同构成了北京特定

的历史文化色彩。

2.3 质感 

谈到质感，人们可以采用各种词汇来形容，

如柔软、粗糙、刚劲、光洁等等。景墙的建筑材

料也往往依照其质感而命名，如亚光砖、水晶砖

以及抛光砖，这些材料都是因为自身独特的物理

特征而向人们呈现出不同的质感。此外，景墙的

面积大小与表面质地等都能够给人们带去视觉上

的差距，粗糙材质的景墙一般来说更容易在视觉

上产生扩张感，而材质越细腻的景墙则更容易在

视觉上形成狭窄的比例。如透明玻璃与石块在同

样距离中被人们的视觉感知时，玻璃的距离要明

显比石块远的多。因此，在很多历史文化景墙中

常常能够见到运用不同材质来打造空间质感、划

分空间视觉距离的实景，如选用仿古砖来表现石

器时期的古国文化，在景墙中镶嵌刻有国家历史

的景墙等等，这些景墙都巧妙地运用了质感元素

为空间创设一种灵动的观感。

2.4 尺寸

景墙的空间尺寸的不同，对人们的行为和心

理也会起到不同的影响作用。日本当代著名建筑

师芦原义信层对景墙空间高度对人的影响进行了

剖析，其认为，景墙高度在三十厘米内时，既不

会对人的行为造成阻碍，也不会阻隔人的视线。

当景墙高度在三十至六十厘米范围内，空间在被

划分的同时也不会阻碍空间连续性。而当景墙高

度达到一米五时，则成为了一种中介性的高度，

人们在站立和行走时的视线能够看到墙外的事物，

但当坐下的时候则处在了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

给人带来较多的选择性，并满足了人们多重的心

理需求。一米八以上的景墙高度就完全阻隔了空

间，人们无法获取墙外的信息，此时的景墙也就

成为阻隔空间的最佳事物。因而，在景墙设计中，

尺寸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大元素，设计者应当要把

握好景墙的长、宽和高等尺寸与空间的比例关系，

以此为人们创造更为适宜的需求环境。

2.5 造型

景墙的造型较为丰富，主要分为点、线、面、

体四种。点能够通过运动形成不同的线，并进一步

形成面。点的造型界定需从其所属空间分析，点

从本质上来说是具有一定的空间位置的视觉单位，

但其不存在方向性与连接性。而线则是经过点的

运动而形成的，在视觉上超过了点所构成的限度，

也比点具有更多的形态。但终究线还是一种抽象

的形态与概括，没有大小界定，也不能代表固定

的物体，面作为几何形体，有长度、宽度和高度，

却没有厚度，其多样性较为丰富，在形成方面可

以是由点形态外轮廓形成的面。而体的形成是通

过面的移动来构成的，其主要功能是给景墙造成

一种厚重感，使景墙变得立体。

3 南京长江路文化景墙与城市公共空间融合

发展设计

1927 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并在该地设立

两江总督署，于第三年将路面拓宽到 28 米，是为

国府路。国府路经历了多次改名，终于在 1949 年

定为长江路并一直沿用至今。南京流传着一句俗语

叫做“一条长江路，半部南京史。”由此可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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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路上的文化建筑设施可以说是南京发展的见证。

在这条路上所留下的大多数都是民国时期的建筑

与景墙。也包括了一些现代的文化建筑。这些文

化景墙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沉淀，并逐渐成为了

极具文化氛围和历史气息的景观，同时也与城市

的发展融合在了一起，成为了城市公共空间的一

部分。

3.1 文化休闲街区的整体设计

南京文化休闲街区地处珠江路与长江路的相

交处，沿长江路至总统府为休闲区，而长江路至太

平北路则为餐饮区，沿街部分为酒吧区。文化休

闲街区周边遍布历史建筑遗迹，同时还参杂了一

些新民国建筑群，这种新旧建筑交杂的方式，巧

妙的给街区带去了一个独特的景观空间。在这一街

区中能够看到，设计师采用折中主义复建了民国

时期独具特色的建筑，将民国时期建筑中普遍的

“青砖”、“坡屋顶”等旧元素提取出来，并加入了

现代材料进行组合，同时还采用了民国时期的建

筑肌理与色彩进行描绘，从而形成一种历史文化

与现代时尚相互碰撞的新融合，打造出一种特殊

的文化公共空间。既表现出了对历史的一种延续，

同时还是这座城市历史的回忆所在。 

文化休闲街区的景墙在整体设计与细节刻画

方面也极为注重历史与现代的融合，将过去与现

在的文化杂糅在了一起，这种古典与现代文化元

素的碰撞，为人们展现了两种时空文化交错的美

感。在这一街区随处可见历史与现代的结合，如

文化休闲街区的西南角以直角折叠的石雕牌坊景

墙，这一景墙由祥云雕刻石柱组成，石柱中间还

镶嵌着 90°直角的透明玻璃，用金字雕刻着《“南

京 1912”记》几个大字。该景墙通过古典的金字

浮雕来体现景墙的古朴质感，而现代化的玻璃所具

有的独特通透感也给景墙增加了空间层次感，很

好的与周围公共空间融合在了一起。 

3.2 长江路文化长廊的整体设计

长江路街道周边有省美术馆与人民大会堂，

也有高档民居区，是一条艺术文化与生活气息并

重的文化长廊。这条长廊总长五百米，长廊中的

景墙设计主要以流线型为主，对人们行走的空间

路线进行了较为完整的改造与设计。如采用浮雕

景墙来重现南京十里秦淮风景、外交部大楼以及

中央体育馆等名胜古迹，还有诸如林散之等书法

家书法作品浮雕、齐白石、吴昌硕等名画家的印

章浮雕等等。而在这些浮雕景墙中又穿插了部分

木质墙面，给人一种雅致之感，这两种全然不同

的墙面材质以间隔顺序排列，再加之周边木质座

椅和花坛的设计，可谓是相得益彰，在使景观变

得更为丰富的同时，也给游客带去了更为多样化

的情感体验与休憩空间。

文化长廊的街道中还设有不同形态的雕塑，

分布在街道中央和两旁的木质座椅上。这些雕塑

有民国时期的女学生雕塑造型，人们仿佛看见了

穿着民国校服的少女从一旁的浮雕景墙中漫步而

来，这种有趣的互动使得街道景色更为丰富与灵

动。再加上抽象的几何雕塑、伫立在街道旁极富

旧感的红色电话亭与街道栽种的梧桐树交相辉映，

在人们眼前徐徐展开了一幅古典的画卷，向人们

细细诉说着这座城市的历史，从而给整个南京的

空间都笼罩了浓厚的人文历史气息。

4 结语

景墙以其独特的文化、色彩与造型等元素在

城市公共空间构成了多样化的形式。但无论景墙

以何种形式进行呈现，其本质还是需要与周边环

境相结合，与空间达到一种相互依存与融合状态，

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为人们构建丰富的城市公共

空间。尤其是在信息技术日渐发达的当下，设计

师更应当多找寻能够与城市空间融合发展的景墙

元素，深入挖掘景墙的历史文化内涵，让越来越

多的城市的景墙文化像南京长江路那般，用景墙

重现和凝固城市历史文化，使街区具有特定的意

义，从而打造出独属于一座城市的公共空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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