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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影响下的城市道路景观设计
———以沈阳市沈阳路为例

孙　 迟ꎬ韩　 啸

(沈阳建筑大学设计艺术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

摘　 要:论述了城市道路景观设计的方法、基本原则及国内外城市道路景观设计发

展现状ꎬ以沈阳市沈阳路的道路景观设计为例ꎬ探究地域文化影响下的城市道路景

观设计方法ꎮ 分析了沈阳独有的地域文化特征和区位特点ꎬ针对城市发展过程中

出现的地域文化缺失提出了彰显地域文化特色的城市道路景观设计方案ꎬ为沈阳

地域人文特色与历史街区的保护开发利用研究提供了参考ꎮ

关键词:地域文化ꎻ城市道路ꎻ景观设计ꎻ沈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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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的兴起不仅是经济的发展ꎬ也是文

化的进步ꎮ 城市道路景观作为城市的主要物

质载体ꎬ充当着城市的文化使者ꎬ呈现了城市

的生机与活力ꎬ彰显着城市的特色面貌ꎮ 在经

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城市道路景观设计雷同的

大背景下ꎬ城市历史街区景观设计更应该强化

地域文化的表达ꎬ这不仅能够提升城市的文化

品质ꎬ而且能够带动商业文化的发展ꎮ

一、国内外城市道路景观设计发展现状

１.研究目的及意义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ꎬ城市道路景

观也发生了巨大变化ꎮ 尽管不同国家、城市

对其具有特色文化的历史街区进行的保护与

开发利用有着不同的背景、动机和对策ꎬ但是

其中反映出来的趋势却是明显类似的ꎮ 城市

的地域性人文特色ꎬ包括建筑、文化标识、商业

形态以及体现其独特文化氛围的社会生活与

文化活动等ꎬ已经成为城市吸引、发展旅游业

及商业的重要手段之一ꎮ
沈阳路作为沈阳市的清代一条街、城市发

展脉络、重要文化元素ꎬ承载着人们的历史记

忆ꎬ是地域文化特征的载体ꎬ是城市可持续发

展的主要内容ꎮ 因此ꎬ通过对沈阳路的城市道

路景观设计ꎬ彰显文化特色ꎬ挖掘地域文化ꎬ纠
正其地域文化缺失的现状ꎬ延续城市文化精华

显得尤为重要[１]ꎮ
２.国内外城市道路景观设计的发展现状

我国的城市道路景观设计虽然历史久

远ꎬ但由于保护资金缺乏、管理制度不完善以

及认识不足ꎬ相较于西方国家仍显保守ꎮ 而

欧美国家已认识到城市道路景观所担任的重

要角色ꎬ在设计中往往注重其与周围环境的

融合ꎬ在加强生态保护的同时ꎬ充分利用自然

环境资源条件ꎬ进而挖掘其多方面的价值ꎬ并
以此作为推动老城复兴的重要手段ꎮ 可以

说ꎬ西方的城市道路景观设计已经相当成熟

和完善[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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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ꎬ我国的城市道路景观设计存

在很多问题ꎮ 以沈阳市为例ꎬ沈阳作为一座

历史文化名城ꎬ其传统地域文化极具特色ꎬ故
宫前的御街沈阳路更是老沈阳文化的缩影ꎮ
展现历史文化名城风貌就必须挖掘其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独特的人文景观风貌、真实的

历史遗存、典型的清代传统风格和浓郁的民

俗风情ꎮ 然而ꎬ这条曾经拥有辉煌历史的道

路如今却略显混乱ꎬ道路景观缺乏地域特色、
两侧整体建筑破旧、交通环境混杂、小品设施

不健全等因素都影响着未来的发展ꎬ整体上

疏忽了北方城市的自然生态背景和人文内

涵ꎮ 围绕市民对沈阳路城市道路景观的感受

等问题展开调查后发现ꎬ公众对于城市道路

景观比较关心ꎬ对沈阳路的整体景观并不满

意ꎬ觉得环境较差ꎬ没有特色ꎬ但拥有较高的

历史文化价值ꎮ 因此ꎬ把沈阳路改造成为既

服务于城市居民ꎬ又能体现历史文化价值的

历史街区尤为必要ꎮ

二、城市道路景观设计方法及基本原则

１.城市道路景观设计方法

(１) 重现与概括ꎮ 重现指在进行景观设

计时ꎬ根据当地环境存在的景观特征再现历

史文化景观[３]ꎮ 而概括的表达手法ꎬ不是简

单地模仿原来道路的风貌ꎬ而是根据当代景

观的功能和结构ꎬ结合新的材料技术创造新

的表现形式ꎬ并赋予地方特色ꎮ
(２) 对比交融ꎮ 指将传统建筑的材料、

构造等与现代材料技术相结合ꎬ在质地、形态

等方面展现对比创新[４]ꎮ
(３) 隐喻与象征ꎮ 即通过空间、形态、细

节来表达地域文化的深层含义[５]ꎮ 如上海

世纪大道绿化广场“东方之光”景观雕塑设

计ꎬ以日晷为原型ꎬ用不锈钢管构成网架结

构ꎬ以一天的时间变化象征世纪重大事件ꎬ借
沙漏计时法融入立柱ꎬ“五行”的一组雕塑以

甲骨文为基本造型元素ꎬ成为以本土文化为

根基的新时代雕塑ꎮ
２.城市道路景观设计原则

通过设计方法及结合城市道路景观的实

际情况ꎬ提出城市道路景观设计应遵循以下

基本原则ꎮ
(１) 坚持以人为本ꎮ 以人为本ꎬ也称人

文主义ꎬ主张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ꎬ以人为中

心ꎬ考虑是否满足人类户外环境活动需要ꎬ是
否符合人类户外行为需求ꎮ

(２) 展现地域风格ꎮ 根据城市不同的历

史氛围、地形、气候、市民不同理念及生活习

惯ꎬ充分展现城市独特的形象特征ꎮ
(３) 尊重、继承和保护历史脉络ꎮ 城市

中历史文化建筑的形态、空间、色彩以及生活

方式等要与公民的社会价值观相一致ꎬ进而

达成共识[６]ꎮ
(４) 突出整体性ꎮ 整体性对城市景观道

路设计最为重要ꎮ 体现在空间形态的整体化

和道路景观小品的整体化两方面ꎮ
(５) 可持续发展ꎮ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

对城市空间结构、景观格局、城市功能、生态

安全格局等方面进行整体评估ꎮ

三、沈阳城市道路景观设计中地域文化

的展现

１.沈阳市地域文化特征

沈阳市地属平原ꎬ土质肥沃、地理区位优

越ꎬ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ꎬ后期由于受移民文

化的影响ꎬ出现了混合型的文化形态ꎬ包括北

方汉文化、狩猎文化、齐鲁文化等[７]ꎮ 同时ꎬ
独具特色的是清满族文化ꎮ 在建筑风格上ꎬ
有硬山起脊式、黄琉璃绿剪边、口袋房、万字

炕等建筑构造ꎻ在地域文化上ꎬ有海东青、满
八旗等独特展现ꎻ在生活习俗上ꎬ岁时节令、
满汉婚礼等都属于清满族文化的典型代表ꎮ
沈阳有着历史悠久的工业文化ꎬ例如:早期的

奉天机器局、铸币车间ꎻ新中国成立后ꎬ机床、
挤压机、喷气式飞机的生产ꎬ使沈阳享有“共
和国工业长子” “东方鲁尔”之美誉ꎬ并建立

了沈阳铸造博物馆ꎮ 沈阳地区吸收了满、汉、
朝鲜、锡伯族等多民族文化ꎬ形成了多元化的

文化融合ꎬ并且由于佛教的传播ꎬ“东藏文

化”等对其影响也较深[８]ꎮ
２.沈阳市沈阳路区位分析

沈阳路位于方城历史街区内大西门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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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门之间ꎬ是城内东西向的一条主干道ꎬ是直

通故宫大清门前的一条大街ꎬ古称宫前马路ꎮ
它西起怀远门ꎬ东至抚近门ꎬ全长约 １ ３００ ｍꎬ
红线宽度为 ２２ ｍꎬ总体路段可分为 ３ 段:一
段为西顺城街至正阳街ꎬ长约 ４３０ ｍꎻ二段为

正阳街至朝阳街ꎬ长约 ５３０ ｍꎻ三段是朝阳街

至东顺城街ꎬ长约 ３６０ ｍꎮ 沈阳路自身具有

很高的价值ꎬ以沈阳故宫为中心、襟带左右ꎬ
沿街 ６０ 多座仿古建筑与沈阳故宫映衬和

谐ꎬ是与众不同的清代文化一条街ꎮ 这条路

不仅是沈阳城市历史的见证者ꎬ同时依托方

城、中街商业圈ꎬ为自身带来了很高的旅游商

业价值(见图 １)ꎮ

图 １　 沈阳路区位分析

３.沈阳城市道路景观的优化设计

(１) 建筑优化设计ꎮ 在建筑保护与“再
设计”中ꎬ可采用修旧如旧、去伪存真的手

法ꎬ将传统工艺和现代技术相结合ꎬ在使用传

统材料的同时尽可能避免破坏原始建筑ꎬ尽
量保留建筑的原貌、规模、形态、尺度、空间格

局、建筑色彩等ꎬ使其与周边环境及邻近建筑

相互协调、共同发展ꎬ并且可在原有文化的基

础上添加新元素ꎬ推进沈阳路的创新和发

展[９]ꎮ 例如ꎬ宁波博物馆在设计前期将一些

废墟中具有年代感的旧砖瓦进行分类收集ꎬ
结合新颖的设计构思ꎬ建筑外界面将本土传

统建筑元素、文化、施工技术完美融合ꎬ整体

简洁ꎬ沧桑感俱现ꎮ 多元化思潮的碰撞和旧

元素的新组合ꎬ使其成为城市的新名片ꎮ
根据规划需求ꎬ沈阳路也将会出现新的

建筑形态ꎬ可以建设民俗文化区、手工艺品老

作坊、主题民宿、地域风味餐饮文化区等文化

产业形式来彰显其地域特点ꎬ振兴文化力

量[１０]ꎮ 这些新的建筑形态既不能削弱其本

身主体性质ꎬ也不能掩埋其意象的生成和更

新ꎬ要充分考虑建筑本身的特性以及创新点ꎬ
保护和延续无形的地域文化ꎬ将隐形地域文

化资源聚集统一ꎮ 从建筑规划来看ꎬ新建筑

在注重整体的同时要照顾历史文脉ꎬ结合旧

有环境进行设计ꎬ采用老建筑的元素构件ꎬ保
证尺度、高度、形式、色彩、质感与总体空间的

协调统一ꎬ同时ꎬ使用现代材料体现崭新的时

代特色ꎬ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平衡ꎬ提高开放空

间与公众参与度ꎬ为城市增添生机和活力ꎮ
从经济层面来看ꎬ吴良镛教授提倡遵循“有
机更新”的理论ꎬ即要按照要求正确考虑当

前与未来的关系ꎬ使得每次每地的规划设计

集相对完整之和ꎬ追求整体的旧城改造ꎬ进而

达到有机更新ꎬ将传统历史街区与商业模式

贯穿一体ꎬ把历史街区看作是有生命的、协调

统一的整体ꎬ杜绝大拆大建ꎬ实现保护古建筑

的初衷ꎮ
在建筑色彩上ꎬ早期建筑大量使用青砖

灰瓦ꎬ一方面ꎬ是由于当时国力无法满足营建

活动的需要ꎬ另一方面ꎬ也可以衬托主体建筑

中黄琉璃的灿烂夺目ꎮ 现将设计元素外移的

同时ꎬ也应尊重历史文化ꎬ例如ꎬ将青砖灰瓦

应用到沈阳路的景观设计中ꎬ在沿街景观中

可采用红、黄色调ꎬ进而突出故宫建筑群的主

色调ꎬ将灰色巧妙地运用到建筑的青砖瓦屋

顶局部中ꎬ统一整条道路的建筑色彩ꎮ 在建

筑立面中还原单檐歇山顶、悬山顶、吊搭窗、
宝珠吉祥草彩画和“回字纹”等设计形式ꎬ多
种文化相互借鉴融合ꎬ即“取精用弘、取长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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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１０]ꎬ使其形成有序统一的街道空间ꎬ突显

整条道路的文化氛围、地域风俗ꎮ
　 　 (２) 绿化优化设计ꎮ 为更加突显沈阳路

的历史文脉ꎬ打造文明城市古文化街ꎬ创建最

佳居住及旅游环境ꎬ绿化作为城市道路景观

设计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ꎬ将成为设计的

点睛之笔[１１]ꎮ 从整体景观绿化设计来看ꎬ植
物彰显着独特的地域身份ꎬ号称城市名柬ꎬ如
日本的樱花、法国的郁金香等ꎮ 绿化植物景

观在展现地域文化特征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

影响力ꎬ前提是要考虑历史文化、自然条件ꎬ
并非一味照搬流行模式ꎮ 沈阳四季分明ꎬ应
选取市花、市树或与地区环境相匹配的榆树、
银杏、红枫树、桃树等树种做点缀ꎬ不同植物

景观产生的季相变化与周围建筑的色彩可以

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ꎬ做到文化间的设计衔

接ꎬ成为沈阳文化的生动体现ꎮ 例如ꎬ北方街

头秋日艳阳下的红色枫叶、雪景下的一处红

梅ꎬ既表达了时间节点ꎬ又表现了地域景观风

貌ꎬ令市民倍感亲切熟悉ꎮ 在绿化景观设计

的细节处理上ꎬ要考虑如何从绿植相关载体

的装饰形态设计上来体现地域文化ꎮ 对于不

可移动的树池或花池及其箅子的装饰设计是

需要解决的基础问题ꎬ可选择带有箅子的树

池或花池、结合座椅的树池或花池等搭配设

计方法ꎬ在树池或花池的设计细节收口之处

可用大理石、水泥做点缀ꎬ池立面也可做文

章ꎮ 箅子的装饰设计可参考清式古窗花、中
式传统纹样中的符号元素ꎮ 由于地属北方ꎬ
树箅材质多选为木质、石质、金属等ꎮ

(３) 公共设施优化设计ꎮ “城市家具”
作为道路景观空间构成中必不可少的物质载

体ꎬ其设计细节可以反映一个城市的文化素

养ꎬ是提高生活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在城市

生活和社会运行中承担重要责任ꎮ 因此ꎬ对
沈阳路的城市家具设计主要是对路障、公共

设施标志、路灯、休息座椅、道路铺装等进行

更新改造设计ꎬ从色彩、材质、形态及符号元

素等方面考虑如何与沈阳路的道路景观相协

调ꎬ更好地为人们提供休息、交流等使用条

件ꎮ 对于沈阳路的路障设计可选用当地石材

与现代金属材料ꎬ将满族民俗文化中荷包的

形态与民居中典型的“万字炕”形式相结合ꎬ
经过符号元素的提取使其抽象化ꎮ 通过合

并、分解、提升、削弱等一系列阶段ꎬ将不同类

型的文化逐步融合形成具有共性的新文化ꎬ
应用于路障设计中充分彰显当地的地域文化

风情(见图 ２)ꎮ

图 ２　 沈阳路路障意象设计

　 　 在沈阳路内ꎬ很多历史遗迹都没有经过

处理和标识ꎬ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ꎬ逐渐被

人们淡忘ꎮ 由于沈阳路具有特殊的地域文化

特色ꎬ对整个路段做统一的标志贯穿街道极

有必要ꎮ 标志设计可以采用汉、英、满等多种

文字ꎬ根据不同的使用功能对标志进行分类ꎬ
采用不同的形式来增强可识别性ꎮ 对引导标

志的设计可运用当地的木材、石材ꎬ提取传统

纹样“云纹”“勾连纹”的形式符号ꎬ或古建筑

中“斗拱”“如意窗”的形式ꎬ并结合万字的形

态来赋予标识系统典雅的文化内涵ꎬ让传统

文化得以传承延续[１２]ꎬ进而展现沈阳路个性

化的道路景观设计(见图 ３)ꎮ 然而ꎬ不同的

使用功能需要不同的承载方式ꎬ在设计时也

需要以不同的材质来迎合不同的环境ꎮ 例

如ꎬ在故宫区域可采用汉白玉ꎬ公共空间采用

不锈钢ꎬ力争做到整体形式上的统一ꎮ
　 　 通过实地调研ꎬ发现沈阳路缺少能体现地

域文化特色的基础设施ꎮ 所以ꎬ通过结合当地

特有文化ꎬ将文化融合重组ꎬ赋予其新的表现

形式来体现对历史的尊重ꎮ 在城市道路景观

设计中ꎬ即便是单一的街道也需要提供使用功

能ꎬ如绿化需求、移动动态空间和静态空间的

分区、照明需求等ꎬ公共基础设施正是提供这

些条件的承载者ꎬ由于沈阳路历史街区的定

位ꎬ其中一些景观形态势必受到一定的限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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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沈阳路公共设施标志意象设计

　 　 以服务整体环境功能为前提ꎬ将城市街

道照明亮化系统作为道路景观设计中的重要

部分ꎬ不仅可以美化城市环境ꎬ还可以通过渲

染气氛来提高城市整体形象ꎮ 因此ꎬ对照明

系统的附属功能进行剖析尤为重要[１３]ꎮ 在

夜间ꎬ路灯提供的局部照明可以起到烘托主

题的作用ꎬ在其周边可添加历史文化推广、商
业广告等信息ꎬ也可在路灯下部增设垃圾桶ꎮ
在路灯的造型设计方面ꎬ以使用功能为前提

条件ꎬ为了营造历史街区的文化氛围ꎬ使其造

型更加凸显历史性ꎬ其意向设计可对满族文化

中最为典型的“索伦杆”进行符号元素提取ꎬ
在基座上运用正方体形式地灯ꎬ灯杆模仿索伦

杆的杆柱形式ꎬ在距顶部 １ / ４ 处放置汉白玉锡

斗搭配木质宫灯ꎬ这样既彰显了满族文化特

色ꎬ又满足了道路的照明需求(见图 ４)ꎮ
　 　 同时ꎬ沈阳路原有步行街道铺装形式单

一、材料选择不当、施工技术水平不达标ꎬ致
使多处出现损毁现象ꎬ并且整体铺装样式缺

乏文化特色ꎬ看上去与其他的城市并无区别ꎮ
基于此ꎬ人行道铺装的材料选择上可利用青

砖磨缝地面材料ꎬ将汉白玉材质的荷包形态

与抽象概括的铜质方格纹符号相结合ꎬ采用

嵌入式的形式应用于道路铺装ꎮ

图 ４　 沈阳路路灯意象设计

　 　 在城市中ꎬ下水道系统可以说是最貌不

惊人的一处风景ꎬ实则井盖造型设计不仅可

以加强历史街区的文化使命感ꎬ还可以帮助

人们识别周围环境ꎮ 在日本ꎬ井盖是一座城

市的名片ꎬ是一种特殊的文化ꎬ其以不同自治

市的文化背景、历史故事、风光名胜作为设计

主题ꎬ井盖就会描述该地区的景点、信息、故
事等(见图 ５)ꎮ 在沈阳路的井盖造型设计

中ꎬ商铺门口的井盖装饰可提供导向性标识

信息ꎬ历史景观旁可设计著名地标ꎬ甚至可以

用寓言故事、土特产、手工艺品作为题材ꎬ来
凸显老沈阳的地域文化ꎮ 这样的设计ꎬ无疑

会让人眼前一亮ꎬ同时也会提升历史街区道

路景观设计的趣味性及街区认知ꎮ

图 ５　 日本井盖造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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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为了追求主体化、现代化、生态化的城市

道路景观设计ꎬ应以保护为前提ꎬ实现资源的

二次利用ꎮ 以沈阳地区显著的地域文化为主

题开展道路景观设计ꎬ可以增强人们的文化

认同感ꎮ 在城市道路景观设计中要尊重历史

文脉ꎬ深层次地挖掘、整理地域特色文化ꎬ提
取满族文化元素强化城市道路景观整体环境

的可识别性ꎬ将现代科技与传统材料有效融

合ꎬ同时做好道路两旁及街边广场的绿化ꎬ以
改善沈阳路的整体生态环境ꎬ展现独具一格

的地域文化特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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