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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化空间理论的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策略
———以运河名城扬州为例

李云杰１ꎬ２ꎬ产　 婵１ꎬ赵克理１

(１.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ꎬ江苏 扬州 ２２５１２７ꎻ２. 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ꎬ香港 ９９９０７７)

摘　 要:从文化学视野将明清时期扬州园林文化空间分为原初文化空间、诗意化文

化空间和审美文化空间三重结构ꎬ探讨了其结构特征和创造的内在关系ꎬ并以此为

背景ꎬ提出了运河名城扬州新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规划与建设的策略ꎬ在城市现代化

进程中始终体现出历史文脉的创新性传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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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河历史文化名城扬州ꎬ有着 ２５００ 多年

的建城史ꎬ特别是明清之际因盐运兴盛而成

为中国东南经济和文化重镇ꎮ 扬州古典园林

的每一个环境均是具备完整意义的文化空

间ꎬ即原初文化空间、诗意化文化空间和审美

文化空间ꎮ 这一重要的文化空间结构ꎬ既是

那个历史时期城市社会生活、经济发展和地

域文化生产的巨大背景ꎬ也是当下扬州城市

现代公共文化空间规划、建设时应予以关注

与继承的重要历史文脉ꎬ也成为我国运河沿

岸城市现代化建设一个有待破解的课题ꎮ 笔

者以文化学视野ꎬ对存留于世的古典园林文

化空间结构特性、审美文化特点展开解析ꎬ并
对其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层次关

系进行横向分析与总结ꎬ进而归纳扬州的文

化空间结构特征ꎮ

一、扬州古典园林的文化空间

中国园林源远流长ꎮ 近世自宋始ꎬ由于

文人的主动参与ꎬ中国园林尤以私家园林为

先锋正式开启了文化思想书写与传递的时

代[１]ꎮ 明清两代ꎬ缘盐业繁荣和漕运兴盛ꎬ
扬州再次成为中国东南部一个商贾云集、文
人汇聚的中心城市ꎬ加之清代康熙、乾隆两帝

６ 次南巡均临幸扬州ꎬ以个园等为代表的众

多私家园林和以瘦西湖为代表的大型城市园

林由此而兴ꎮ 在此背景下ꎬ一批具有较高文

化素养的盐商、文人雅士和官僚阶层积极参

与ꎬ将城市空间由居住、商贸往来的属性逐渐

拓展为集官、商、贸、居、游于一体ꎬ城市与山

林于一体ꎬ居住与园林于一体的空间形态ꎮ
这一新的城市文化空间样态实现了建筑空

间、园林空间和其他公共空间的高度融合ꎬ逐
渐突破了自宋以后文人私家园林空间生产所

崇尚的“独乐”与“隐逸”的文化主题ꎬ将园林

空间生产的意向、意图、意匠指向人对自然、
社会、生命终极意义的思考ꎮ

“虽由人作ꎬ宛自天开”是明人计成在总

结中国园林艺术文化空间生产创造时所提出

的务求必达的境界[２]ꎮ 即是说ꎬ园林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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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ꎬ要求空间生产者要能够从各种自然山

水之妙境中得到启迪ꎬ从中摄取众妙之精华ꎬ
最终形成一个既有自然之象而又非自然之

象、又毫无人工雕凿痕迹的———“宛自天开”
的空间ꎮ 这一空间生产之法就是老庄所倡导

的“道法自然”之学ꎮ 老子«道德经»第二十

五章中云:“故道大ꎬ天大ꎬ地大ꎬ人亦大ꎬ域
中有四大ꎬ而人居其一焉ꎮ”扬州园林文化空

间生产ꎬ其实质就是那个时代以盐商为代表

的社会群体对“域”的文化性体认ꎮ 王振复

教授曾用“建筑即宇宙ꎬ宇宙即建筑” [３] 来高

度总结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空间生产的特点ꎬ
此句也可贴切地描述扬州古典园林文化空间

时空文化的品质ꎮ

二、扬州园林文化空间结构

笔者将扬州园林文化空间划分为 ３ 个既

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且依次递进的结构层

次ꎬ即原初文化空间、诗意化文化空间与审美

文化空间ꎮ 其中ꎬ原初文化空间是园林文化

空间的基础实际形态ꎬ是空间生产者运用园

林营造技艺这种特殊语言ꎬ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认知和表现ꎻ诗意化文化空间则强调立于

园林原初文化空间的基础ꎬ利用造园语言在

空间中对扬州地域的民俗、民风、主流文化和

空间生产者群体价值观念进行整体化叙述ꎻ
审美文化空间则是以园林文化空间为场域ꎬ
使所有参与者通过对这些文化空间样态进行

感受性体验ꎬ进而产生与园林空间文化意境

的情感共鸣ꎬ并进一步在精神层面对园林文

化空间进行审美再创造的心理路程ꎮ
１.原初文化空间

原初文化空间是园林文化空间的基本结

构形式ꎬ由原初空间及其文化空间构成ꎮ 原

初空间指由园林空间中单体造园要素以及各

要素组成的基础性物理空间ꎬ其要义在于对

自然之实景的摄取与模仿ꎻ其文化空间则着

意于摄取与模仿过程中ꎬ对自然意境、人文情

愫及政治哲学等的叙述ꎮ
２０ 世纪初ꎬ空间理论研究的奠基人———

文化学家列菲弗尔(法)提出了著名的“社会

空间”理论ꎬ认为“每一个社会ꎬ每种生产模

式都会生产出与自身相匹配的独特空间
空间也是一切社会活动、一切社会力量产生

发展的场所在社会再生产的延续中起到

决定性作用” [４]ꎮ “社会空间”的出现ꎬ使原

本相对独立的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地理学等

一系列空间学科与人文学科的深度交叉渗透

成为现实ꎬ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ꎮ 同时ꎬ也
为人们从文化学视野对古典园林文化空间进

行深度关注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域和理路ꎮ
２０ 世纪后半叶ꎬ随着文化学研究的兴起ꎬ人
们开始从文化、政治、日常生活消费等视野来

考察空间ꎮ
扬州园林空间的生产者们并非止步于对

自然山水的简单模仿ꎬ从而形成与自然山水

相似的原初性空间影像ꎬ而是在求实(可视

的原初文化空间形态)中不以实(可视的原

初空间形态)求之ꎮ 空间生产者充分运用山

石的形态与色彩、植物的形态与季相、建筑的

造型与色彩、水体的体量与曲直以及背景的

景物、景色ꎬ通过园林基础性空间在平面的铺

开与组织ꎬ将原本仅具物理意义的空间延伸

至哲学思想、政治文化、民俗风情的阐释ꎮ 例

如:传为“清初四僧”之一的大画家石涛手笔

的个园“四季假山”ꎬ春山利用碧竹与石笋来

表现春之萌动ꎻ夏山利用嶙峋的青灰湖石和

流水ꎬ来彰显夏日奇峰叠嶂云卷云舒ꎻ秋山则

巧用厚重粗犷的黄石及漫山红叶ꎬ描绘“秋
山明镜而如妆”的图景ꎻ冬山则倚墙叠置洁

白浑圆的宣石(雪石)ꎬ并在南面高耸的灰色

砖墙上留数个圆形漏窗ꎬ由气流穿过漏窗而

产生北风呼啸的身体感受ꎬ形成北风呼嚎漫

天飞雪的意象ꎮ 这种对宇宙自然生生之美的

再现是园林文化空间生产者对人的生命生生

不息共同属性的体认ꎮ 这样一来ꎬ人们从这

些有限的设计要素“生生”的时空演替下体

悟出宇宙天地和人的生命世界的“生生”精

神的无限性ꎬ回归与宇宙自然生命的共同律

动ꎬ来达到对自我精神世界的超越[５]ꎮ
２.诗意化文化空间

如果说园林空间生产者秉持“求实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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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求之”的营造理念ꎬ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文

化中宇宙秩序、生命伦理秩序的共同认知ꎬ进
而将“自然”的园林原初空间转化为“人化”
的原初文化空间ꎬ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的话ꎬ
基于扬州地域文化及社会群体性价值取向的

装饰艺术与时空组合的出场与参与ꎬ则成功

地完成了园林原初文化空间向诗意化叙述的

转向ꎬ也因这种诗意化叙述ꎬ原初文化空间具

备了诗意化空间的特质ꎮ
中国诗性文化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以

政治伦理为深层结构的‘北国诗性文化’ꎬ另
一个是以审美自由为基本理念的‘江南诗性

文化’ꎮ” [６]对于 “江南诗性文化”ꎬ笔者以为

其滥觞于魏晋而勃兴于两宋ꎮ “更多地凸显

了一些超越实用性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

审美创造与诗性气质ꎬ和追求个体生命在更

高层次上自我实现的需要ꎮ” [７] 缘于独特的

开放性地域文化特征ꎬ扬州园林文化空间生

产跳出两宋以来对“隐逸”、“独乐”的钟情ꎬ
以更具开放性的“显”与“众”主题的介入ꎬ打
开遮蔽封闭已久的“隐”与“独”ꎮ 或将两者

并置于同一空间ꎬ或将时空并置ꎬ建构起多元

的园林诗意化文化空间ꎮ “四季山”的空间

生产者们为表达自然四季之季相ꎬ极其巧妙

地借助石的色形、植中竹木ꎬ加之自然之光

影ꎬ使空间参与者不禁联想到自身所经历的

春夏秋冬四季之感ꎮ 这样ꎬ参与者在同一空

间场域中既体验出一年四季时序的循环往

复ꎬ还可从空间的有限性体验生命轮回生生

不息的无限性ꎬ展现出“江南诗性文化”所推

崇的诗性与意境ꎮ
３.审美文化空间结构

明清时期ꎬ扬州盐商群体是中国资本主

义萌芽和准资产阶级的重要代表ꎬ作为一股

社会新兴力量ꎬ长期在传统道统观念和资产

阶级自由意识形态的冲突中徘徊挣扎ꎬ构成

了那个时代扬州地域文化的基本特征ꎮ 正是

这一特殊文化背景ꎬ使扬州古典园林文化空

间营造在诗意化的基础上ꎬ还兼具鲜明的

“北国诗性文化”特征ꎮ 这种审美文化空间

的创造ꎬ就是在地域文化的充分介入中ꎬ来完

成对古典“礼”、“乐”意涵的再叙事ꎬ展现出

一个有别于他者的、充满自身地域文化特色

的审美文化空间影像ꎮ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ꎬ经典儒

学强调将“自省”“践仁” “尽心知性”作为修

身的最高境界和人的生命唯一归旨ꎬ认为只

有有效地打通天道、天命、仁与性的蔽障ꎬ才
能超越现实客观世界空间ꎬ由此进入主客相

融、物我为一的审美文化空间ꎬ最终实现得

“道”的“乐”境ꎮ 扬州园林文化空间在突破

宋以来私家园林“独乐”的审美藩篱过程中ꎬ
无论是开放的城市山林还是宅园合一的私家

宅园ꎬ在人对自身生命“乐”的关注中ꎬ将“群
乐”作为追求精神与肉体、物我与时空的终

极审美境界ꎮ 个园“暗水流花径ꎬ清风满竹

林”ꎬ“宜雨轩”楹联“朝宜调琴ꎬ暮宜鼓瑟ꎻ旧
雨适至ꎬ今雨初来” [８]ꎬ均以物质空间作为审

美空间的触及点ꎬ把人对时间的生命体验导

向了诗意化的空间意识ꎮ

三、基于园林文化空间结构特征的运河

名城扬州公共文化空间建设

　 　 大运河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史上曾发挥

过重大作用ꎬ沿岸催生了数十座文化名城ꎮ
新的历史时期ꎬ这些名城如何充分融入国家

“一带一路”发展倡议ꎬ在城市文化品质的有

效提升、旧城保护的合理开发、新城公共空间

规划建设等方面寻求内在的文化动能ꎬ是沿

岸名城所面临的共同课题ꎮ 作为运河首城的

扬州ꎬ当前以老城区为中心ꎬ依次存在老城、
次新城和新城 ３ 个文化空间带ꎬ无论建筑、环
境景观形态都明显存在历史性差异ꎮ 近年

来ꎬ外围新城区迅速崛起ꎬ建筑以现代、后现

代为主ꎬ密度小、景观绿化面积较大是其主要

特点ꎮ 要围绕这些单体建筑体量巨大的现

代、后现代建筑进行公共文化空间建设ꎬ照搬

西方几何形景观和传统园林景观均不可行ꎬ
有学者提出让扬州园林走出封闭环境ꎬ将其

展现在一个开放的场域中ꎮ 针对如何走出来

并加以实施的问题ꎬ可以从学术角度做出两

个方面的回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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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４ 年从事历史文物建筑工作的建筑

师和技术人员国际议会( ＩＣＯＭ)通过的«保
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威尼

斯宪章»)第十二项提出古建筑修复过程中ꎬ
要“补足缺失的部分ꎬ必须保持整体的和谐

一致ꎬ但同时ꎬ又必须使补足的部分跟原来

部分明显地区别ꎬ防止补足部分使原有的艺

术和历史见证失去真实性”ꎮ 这里提出了

一个重要的理念———留白[９] ꎬ即在文物保护

修缮过程中ꎬ“任何一点不可避免的增添部

分都必须跟原来的建筑外观明显地区别开

来ꎬ并且要看得出是当代的东西” [１０] ꎮ 该宪

章虽主要针对文物古迹保护提出建议ꎬ但其

内在精神实质对运河历史文化名城新城市

公共空间建设也具借鉴意义ꎮ 笔者结合扬

州古典园林、历史街区、古民居宅园文化空

间结构特征ꎬ提出扬州城市公共空间建设

策略ꎮ
１.围绕建筑、公园主题营造文化空间

当前ꎬ扬州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中ꎬ景观主

题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ꎮ 过去以瘦西湖为主

体的城市山林或大量的私家宅园ꎬ由于居、
商、游等目的ꎬ其建筑与景观要素在体量上差

异不大ꎬ人们审美关注也不以建筑为主线ꎬ而
是将建筑自然而然地纳入园林体系ꎬ使得两

者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ꎬ进行整体性的审美

空间创造ꎮ 当代建筑因其明确的建筑功能和

巨大的体量ꎬ已经成为一个场域中事实上的

审美主体ꎬ环境景观在此只能处于次要地位ꎬ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ꎮ 所以ꎬ以建筑主题意

象为中心的环境景观意境的创造成为一种必

然趋势ꎮ 同时ꎬ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ꎬ历史文

脉的碎片化、西方园林艺术中的几何化植物、
带动力驱动的水体、光环境等介入环境景观

设计及快餐式审美、西方设计审美文化的传

播必然影响环境景观的设计ꎮ
近年来ꎬ相关部门已经意识到这种矛盾

的存在ꎬ在土地资源日趋紧张的情况下ꎬ依然

修建了三百余处主题性公园ꎬ但处于大众审

美视域中的更大面积的公共景观空间建设尚

需进行主题性文化空间的创造ꎬ而文化空间

结构研究与实施是破解公共环境碎片化的必

要手段ꎬ能使城市的建筑、公共环境空间、主
体性公园有效地形成具有历史文脉的整体性

文化空间ꎮ
２.基于诗性化表达的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主

基调

　 　 无论景观主题和设计要素如何变化ꎬ园
林化景观设计中ꎬ如何处理好原初文化空

间、诗意化文化空间和审美文化空间之间的

辩证关系ꎬ都是重要的实践课题ꎮ 在园林诗

性文化空间创造中ꎬ传统园林艺术中的散点

透视、借景、以小见大、无尽、季相等创造由

象生意、由意生境的方法应成为创造方法的

主轴ꎮ
近些年ꎬ在城市主题公园的诗性化表达

上ꎬ扬州做出了出色的努力与尝试ꎬ取得了

显著效果ꎮ 全市已建的三百余处城市主题

公园中ꎬ基于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的达

数十个ꎬ得到业界和民众的广泛认可与

好评ꎮ
城市景观的园林化空间生产要满足当代

人的大众化审美需求ꎬ同时ꎬ空间生产者也要

肩负起引导参与者通过对诗性化空间的深度

体验ꎬ来领悟传统地域文化对人与自然、人与

社会、宇宙与生命终极意义的追问ꎬ进而完成

对真、善、美的从容诠释ꎮ
３.局域主题文化空间的诗性化串联与历史

记忆

　 　 由单体建筑与其相应景观构成的每一个

局域主题文化空间ꎬ显示出不同的独立品格ꎬ
这就是一种借鉴古建筑修复的现代化“留

白”ꎮ
目前ꎬ影响局域主题文化空间的诗性化

串联的是街区中道路、广场、小区命名洋名泛

滥ꎬ往往让人不知所云ꎮ 作为古代繁盛的商

贸和文化重地ꎬ历史上文人墨客留下无数歌

咏扬州的诗词名句以及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

存ꎬ能唤起人们对以往历史的美好记忆ꎬ应成

为街道、广场、小区等空间命名的丰富资源ꎮ
如果将每一个局域主题文化空间通过源

于历史记忆命名的街区相串联ꎬ则可以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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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诗意化的新城市文化空间ꎬ成为运河沿

岸历史名城文化空间生产者不负历史使命ꎬ
在新时代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天人合

一”核心理念的生动美学表达ꎮ 人们在这个

新城市文化空间游的过程中会步移景异ꎬ穿
越时空ꎬ品味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相辉

映ꎬ由流动的时空审美体认天地之美ꎮ

四、结　 语

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是城市品质的重

要标志ꎮ 以扬州为代表的运河文化名城ꎬ在
历史上留下了丰富的经典公共文化空间遗

存ꎬ通过对空间中原初文化空间、诗意化文化

空间和审美文化空间的有机处理ꎬ诗意化地

诠释了那个时代人与自然、城市的关系ꎬ成为

不可多得的地域文化范本ꎮ 当代运河历史名

城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中ꎬ既不能无情割裂历

史文脉而一味追求城市的现代性ꎬ也不可盲

目地进行仿古或碎片化的继承ꎮ 而文化空间

理论为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所提出的策略ꎬ更
需要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不断地加以丰富与

完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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