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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山居图城市设计解析
曹 璨，贾 力，李洁莹，郭琼霜
（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重庆 401147）

1 山水之意：山水城市与城市设计解析
什么是“山水城市”？吴良镛先生说过：“山水城市提倡人工环

境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发展，其最终目的在于建立以城市为代表

‘人工环境’与山水为代表的‘自然环境’相融合的人类聚居环

境。”“山水城市”的自然观是人、城、自然的和谐融合，关注城市

生长与自然保护之间的平衡，以人性化的角度探讨城市的未来。

如何通过城市设计打造“山水城市”？需要因地制宜的深入挖

掘自然生态本底、地域文化本底以及建设需求，通过空间布局、

建筑形态、城市风貌、公共空间和生活场景等方面，探索一种保

护与发展相协调的山水田园城市的规划模式。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提出打造各具特色
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富春山居图》是中国“道法自然”山水

精神的直接呈现，也是人、城、山、水和谐统一的共生场景。本文

探索丽水山居的城市设计方法，是基于对《富春山居图》为代表

的山水画意境的剖析与理解[1]。

2 丽水之意：现状资源与问题
丽水市，位于浙江西南部，被誉为“浙江绿谷”，八百里瓯江绕

山穿城，为这座城市绘就了一幅“山水在城中、城在山水中”的绝

美长卷，也让“山水精神”成为丽水的独特城市基因，是一座典型

的山水城市。

丽水市作为“两山理念”的重要萌发地与先行实践地，承担着

新时代山水城市的建设探索与中国文化自信和生态文明之路的

责任和担当。在此背景下，丽水的城市设计希望能有机结合中国

山水精神与现代滨水城市发展理念，共同探索生态文明时代的

城市形象以及生活方式。

2.1 现状资源情况
丽水市的山水人文资源禀赋极佳。一江双城，三面环水，山是

浙江之巅，水是六江之源，群山环抱，江畔营城，与重庆市的长江

与嘉陵江的两江交汇，江峡相拥，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仅有括苍

古道、处州城门、应星楼等历史遗迹，也有九龙湿地、瓯江帆影、

千里碧耕等自然景观。山体、江河、梯田、绿洲、人文是丽水打造

“新时代山水城市”的关键组成要素[2]。

2.2 现状问题
丽水市拥有优越的山水资源禀赋却未充分利用。①未彰显山

水城市的空间大格局，规划路网与自然肌理相冲突，组团规模过

大，发展成片粘连，破坏山水意境。②部分现状建设区占山侵水，
布局密，强度高，影响山水城市风貌。③缺乏人与自然的联系，城
市与山水阻隔，亲山亲水难度大。

3 画中取意的城市设计借鉴
从《富春山居图》的美学与哲学中，寻找适应当下的时代发展

的城市设计手法，无法完全复制农耕文明时代的富春山居意向。

首先，城市设计中如何打造“新时代的富春山居”，关注的重点首

先是保护山水，增强山水景观在城市中的展示性。其次，是如何

在保护山水的前提下，让城市建设隐藏于山水，形成山水画般的

城市风貌。最后，是如何将山水画的人文意境运用到提升城市空

间品质中，为市民营造诗情画意的宜居生活。基于以上探究分

析，提出“有无相生，山水营景；藏繁于简，留白提韵；各得其所，

场景设计”三类城市设计方法。

3.1 有无相生，山水营景———控制核心意境保护的山水

边界
《富春山居图》体现了道家“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和

“一阴一阳之为谓道”的思想。画中呈现了富春江流域山环水抱

的空间格局，江面开阔烟波浩渺的景致；卷首浑厚大山、卷中连

绵群山、卷尾独立孤山，描绘了开阔的江面、江洲以及田园意境；

乡村聚落顺应于自然河流、山脊山谷线的走向，最大限度地利

用地形，因地就势地考虑农业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总体上，

《富春山居图》描绘了聚落空间形态与山水的关系，体现了天人

合一的哲学思想，反映了古人尊重自然环境与生态格局的家园营

建理念[3]。
3.1.1 山水格局方面
山之形，水之势，是勾勒城市格局的基础。山水与城市相依相

生，是积极塑造山水城市生态空间特征的关键。留出山水通廊，

控制瓯江、松阴溪、小安溪、浮云溪等主要水系的蓝线，保护白云

森林公园、南明山风景名胜区等山体绿线，结合地方人文识别城

摘 要：本文以山水画《富春山居图》为切入点，体会中国古代文人山水画中所蕴含的深意，将其运用到山水城市丽水
的城市设计之中，思考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对当代城市设计的启示。 基于丽水的现状优势与问题，从画中取意去
探究分析，提出“有无相生，山水营景；藏繁于简，留白提韵；各得其所，场景设计”3个城市设计方法路径，分别从山水格局、
空间布局、建筑形态、空间留白、公共空间、场景营造 6个方面对山水城市规划设计进行阐释。 借鉴山水画的美学与哲学意
境，致力于打造画境中的城市，控制核心意境保护的山水边界，塑造多维视角的山水城市风貌画卷，营造亲山亲水、便于交
往的生活场景。 提升人居空间环境品质，留下诗情画意的山水人文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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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意境空间，传承处州古城遗蕴、古堰画乡的意境。划定自然山

水保护控制边界。凸显山水格局，富于变化的山体搭配平缓蜿蜒

的江水，步移景异，呈现出不同的山水形态特征，营造动态丰富

的城市自然环境与生态格局。

3.1.2 空间布局方面
注重城与景融合，以山水为基底，把城市轻轻地放在山水自

然里面，构建城市与自然交融的空间格局。在山水城市建设中，

应控制单个聚落规模，结合地方发展需求，集约发展丽水智谷、

山水之门等城市重要功能板块，形成山水相间的空间布局；在滨

水临山地区更应严格的控制城市建设规模与尺度，采用“大分

散，小集中”整体布局模式，化整为零，避免高强度建设形态以及

“摊大饼”的城市生长状态[4]。

3.2 藏繁于简，留白提韵———塑造多维视角的山水城市

风貌画卷
《富春山居图》对富春山周边的真实景观特征进行高度提炼，

画中运用了“藏繁于简”的艺术手法，村舍皆隐藏于山林之中，形

成了以自然山水为背景，城市建筑为前景的和谐景观风貌。

在对山与水的形态特征高度提炼的同时，画者又以极度简洁

的笔墨描绘了无限而又丰富的山水情境，将部分画面有意识地

大面积留白，从而凸显出山的巍峨、水的深远，留白提韵给人以

无限的联想。

3.2.1 建筑形态方面
借鉴山水画中“藏繁于简”的艺术手法，通过控制建筑的高度

强度及风貌，让城市群落融入自然，让建筑形态效仿自然。总体

原则是水边建筑不遮山，山边建筑藏于谷，田中建筑不见高，林

中建筑低于林。靠近南明湖、九龙国家湿地公园的滨水地区，以

及南明山风景区等的临山地区的建筑应靠山画纵，滨水画横，并

注重第五立面的塑造。城市核心区的较高建筑尽可能地呈现纵

向线条，凸显挺拔；滨水临山的建筑应低矮且展现横向线条，隐

于山水，保持建筑风貌与山水形态的一致性，展现和谐的山水城

市风貌画卷；城郊周边的乡村聚落建筑高度以低矮为主，着重控

制屋顶形式，使成群的建筑屋顶与背景山体山脊线的走势相协

调，形成聚落建筑与自然相协调的美丽乡村景观风貌，从而营造

城市与乡村多维度的风貌特色、视觉美感，各美其美[5]。
3.2.2 空间留白方面
也同样学习山水画创作中的“留白”技法，在古堰画乡、九龙

湿地周边未建用地，以及江心洲这类自然风景较好的地方，也要

着意留白。留白，不仅仅能够展示出山与水在城市中所具有的直

观空间感受，提升山水生态资源的地位，烘托山水城市的壮阔，

更重要的是给城市未来发展留余地，留出能够满足多元化发展

需求的生长空间，妥善布局生态、生产、生活空间关系。

3.3 各得其所，场景设计———营造亲山亲水，便于交往
的生活场景
道家的“自然之道”中，包含有重视人之生命本身及人文主义

的重要意涵。画中展现了隐蔽于山林间的乡野村舍，掩映于江河

畔的亭台楼阁。渔、樵、耕、读不同阶层的生活状态跃然纸上，寻

找各自平淡天真的快乐，每个人都能徜徉在自然山水的惬意中，

专注于自己的生产生活，各得其所，各享其乐[6]。

3.3.1 公共空间方面
规划设计强调打造老少皆宜的亲山、亲水空间。城市滨水临

山地区视野开阔，是欣赏城市壮丽山水景观、体验山水城市生活

独特魅力的重要载体。在万象山公园、四都、老城等城市滨江地

带，南明山、白云山等临山地区布局全龄化的公共开放空间，使

其能承载多种多样的休闲娱乐活动。同时结合无障碍需求，合理

设置滨江布道、广场等，提供散步、垂钓、表演等活动的场地，让

滨水临山地区成为城市活力的展示地[7]。
3.3.2 场景营造方面
结合各类人群需求，策划多种特色场景空间。设计中充分考

虑多种人群的活动方式，结合具有山水特色的公共空间，营造出

多种特色化场景，如滨水游憩场景（九龙炫彩）、山居生活场景

（括苍山风）、学习冥想场景（碧湖耕读）、文创活动场景（古堰画

乡）、市井生活场景（古城遗蕴）等，呈现丰富多元的生活之美和

稻香果趣的田园乡野之美。打造闲适悠然的山水田园与智慧便

捷的生活场所。

4 结语
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人居空间环境也不断变化和

提高。通过借鉴山水画的美学与哲学意境，打造画境中的城市，

营造亲山亲水、便于交往的生活场景，从而提升人居空间环境品

质，留下诗情画意的山水人文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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