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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越来越趋同的城市风貌!解决城市特色危机之道!在于从地域自然和人文特色中去寻找本源"

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景观!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提出要用中国山水文化的艺术创作手法!提炼青

藏高原的山水意境!塑造西宁城市新特色"只有抓住高原特色意境!建设高原山水园林城市!才是西宁

城市特色危机的破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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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一个古老而充满希望的城市%自汉设西平

亭为建城之始$讫今已有
)+""

年的沧桑%改革开放特

别是近十年来$西宁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迅猛发展$人

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以其(海藏咽喉)之青藏高原门

户地位$成为青藏高原上唯一一个城市人口过百万特

大城市$作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资源开发的前进基

地$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是$就在高架桥'高速路穿城而过$环境优雅$外

观华丽的住宅小区竞相争艳$颇具现代气息的高层建

筑春笋般耸立于高原古城的同时$城市风貌的特色危

机也随之悄然来临了%如何摆脱贪大求洋'跟风抄袭

的惯性$走出一条风格鲜明的特色之路$值得探讨%

城市特色是一个城市在内容与形式上区别于其他

城市的个性特征%是一城市自然风貌'历史文化'经济

社会等方面的集中表现%自然环境和地域文化是构成

城市特色最内在'最持久的本底要素$是城市特色形成

的基石*

+

+

%每个城市在特定的地域中生长起来$在渐进

式的生长中$城市风貌总是被打上了各个地域独特的印

记%针对当前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特色危机$必须回到

地域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文化中去寻找城市的特色本源%

本文试图从中国山水文化出发$从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

风貌及其意境中寻找西宁城市特色的本底%

+

!

山水文化与城市建设

+'+

!

山水文化是我国古代哲学和生态文明思想的集

中反映

+

#山水文化起源于先民对山川自然的亲近与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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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继而被赋予神性$达到对山水的崇拜%

)

#中国古代人与自然生态系统和谐相处$(天人合

一)的哲学思想%代表性的有孔子(智者乐水'仁者乐

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山的博大厚

重比(仁)之安于义理$水的涓柔敏捷比(智)之达炼&称

为(山水比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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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法自然)$更是揭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思想%

!

#欣赏山水自然之美%初期$封建士大夫'文人纵

情山水之间$忘却人间烦恼$感受自然之美&往后$诗'

画表达山水情怀$继而升华为山水意境之美$称之为

(山水畅神)%

G

#复制自然$造园林以托情怀%(园林是自然与人

工的完美结合%中国园林把假山鱼池'亭台楼阁等人

工布局与大自然的花草树木$清风明月浓缩在一起$创

造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艺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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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文化是中华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古代城市建设中弥漫着山水文化气息*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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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世纪
A"

年代钱学森先生提出$要将中国山水诗'画的

艺术创作手法用于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系统工程中$使

自然山水与城市融为一体%特别是把山水文化的意境

作为中华文化的精粹$要突出表现城市的山水意境之

美%让城市建设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沃土$形成独具

中国特色的城市建设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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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高原的山水特质与意境

青海位居青藏高原东部$这里海拔高峻$高山耸

立$雪峰皑皑$湖泊密布$江河淙淙%充满神圣和静谧%

)'+

!

青海多山$且各居气质

唐古拉山雄浑与壮观&昆仑山横贯亚洲几千公里$

气势磅礴$有(亚洲脊梁)之称$在几千年的昆仑神话

中$被誉(有神之所在)(万山之祖)$其东部的阿尼玛卿

雪峰$海拔高达
B)*"D

$其陡直壁立的擎天之态$峰顶

梦幻般的风云变幻$呈现的静谧$令人肃然起敬%祁连

山东部植被繁茂$森林葱茏$生机勃勃%这一切都在向

世人展示出一种磅礴雄浑的壮观和坚劲刚毅之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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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

黄河'长江'澜沧江均发源于青海高原的雪峰'冰

川之间$江河源区雪山巍峨林立$冰川发育'湖泊密布'

河流纵横%三江的水量中黄河的
GA]

$长江的
)B]

$

澜沧江的
+B]

出自青海境内%中华民族沿长江'黄河

流域生生不息$繁衍不止$历经万年而不绝%有人在

)"

世纪
!"

年代就指出(青海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滔

滔之河水$终于流成了泱泱大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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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山水的慷慨哺育$造就了流淌在中华民族血

液中的黄河与长江的情怀$这种内在的气息和生命般

的东西$正是高原山水的独特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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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因湖而得名$而青海山水也不负其名

江源地带冰川发育$湖泊星罗棋布%高原湖泊之

多$居全国第二$湖泊之密$堪称(高原水乡)%黄河源

区$大小湖泊手牵手连成湖群$绿地碧水$成为高原奇

观%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五大湖之冠的青海湖更是(得

大海之势$敛平湖之气)$(既具海之博大和宽容$又具

湖之文静与温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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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共舞$水天一色$绮丽美景$

浑然天成%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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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高原复杂的地理地貌和生态系统$造就了独

特的山水自然之美

江河湖海$冰川雪峰的纯净之美$名山高峰的雄浑

之美$大漠戈壁波澜壮阔之美$祁连的俊秀$坎布拉丹

霞之瑰丽$青海湖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浑然天成之奇丽$

宛若一幅超凡脱俗的山水画卷$展示给我们神奇意境%

山水孕育文化$青海神奇的山水$是神奇的昆仑文化的

源泉%青海古羌人走下昆仑$沿黄河顺流而下$创造了

中华早期的文明%青海山水容纳了多民族和睦相处$

共同繁荣%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共生并存%这种多元

文化$多种宗教的交融$造就了青海人民包容与宽宏的

地方品性%更是青海山水独特的魅力所在%

山的磅礴与雄浑之势$河的奔腾与灵动之气$海的

博大与宽容之情$构成了高原山水特质$砥砺了坚韧刚

毅'宽阔包容'淳朴勤劳的高原精神%

!

!

西宁的山水特质与意境

从青藏高原的尺度来$西宁地处高原东部边缘$背

靠莽莽高原$面向中原大地$具有仰观高原$俯察东南

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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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地处高原门户$素有%海藏咽喉&之称

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汇处$周围山川起伏$地形

复杂$地貌多变化$特征炯异%西宁所处之(三百里湟

川)谷地$土地肥沃$一派农耕景象$充满田园意境%西

宁南部沿黄河谷地$开阔处黄河清澈如许$绿洲葱翠$

宛若江南%也有高山峡谷地段$两岸红色崖壁拔地而

起$如城似堡$千姿百态%

西宁北部$祁连余脉绵延千里$其西有门源'祁连

高山草原'水草茂盛$每到七月门源万顷油菜花成金色

海洋$蔚为壮观%至东有大通'互助北山原始森林$山

峦叠嶂$夏青翠'秋尽染'冬莽莽$雄奇险峻胜景无数%

往西$出湟源峡$至日月山顶$回眸一望$苍茫山间$庄

户人家$炊烟袅袅$极目西方$草原茫茫$辽阔无垠%

这集高山平湖与田园风光'江南水色与辽阔莽原$

金色海洋与丹霞赤壁一隅的造化$正是西宁独有的山

水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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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山对峙$三水汇聚$四川相连$又构筑了西宁主

城山水小格局

看山$南山山峦绵延$柔滑起伏$似温柔怀抱$拥城

而座$暗含阴柔&北山丹霞地貌$壁立坚劲$彰显阳刚之

气%论水$三水汇聚$绕城而去$河滩湿地$草木茂盛$

滔滔湟水为西宁增添灵动之象%论川$四川相通$水为

纽带$山为依靠$山的轮廓似界限$但却增强了人在川

中的归属感$造就了人'川'山的情景感应%

可谓$南山阴柔$北山阳刚$山存刚柔兼济$仁德之

相&水聚三川$润而不争$有上善灵动之气&山'水'川'

城相亲相融%

G

!

西宁城市特色构想

当前$西宁正在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如果仅仅停留

在一般园林城市概念上$则将会特色全无%只有抓住

高原特色意境$建设高原山水园林城市$才是西宁城市

特色危机的破解之道%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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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势立意$独创特色

高原山水园林城市建设$不能停留在自然风景的

利用和再现上$关键要有精神层面的文化内涵%山水

文化内涵是山水园林城市的本质特征%具有浑厚的山

水文化内涵的城市$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山水园林城市%

而山水文化在山水画'山水诗中的表达$重在意境的塑

造$(山水城市必须有意境美)

*

I

+

%因此$要借高原山水

生态之势$立西宁特色意境之美%

西宁为青海省省会$是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是展

示青海自然生态与文化的窗口$西宁的城市特色理所

当然要代表和反映青海山川自然$风土人情%西宁应

当成为青藏高原山川风貌的集大成者%高原山水充满

了神圣与纯洁$雄浑与刚毅$博大与宽容的高原精神$

在城市布局'城市设计'建筑风格中必须极力彰显这种

高原意境%

西宁主城区两山对峙'三水汇聚的山水景致所表

现'暗喻的刚柔仁德之相$上善灵动之气$则是这个城

市应有的(情)和(意)%也正是城市风貌塑造中$必须

彰显的(意境)和(韵味)%

如果说特色风貌是高原山水园林城市之(形)$则

这两种意境在风貌中的体显$就是高原山水园林城市

之(神)%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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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利用$构建高原%大园林&城市

如果借青藏高原山水特征$重在立西宁高原山水

园林城市意境$则西宁周边
)""[D

旅游圈范围的生态

系统与人文景观就是西宁山水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构成了西宁的(大园林)%其实$这些生态系统与

人文景观早已成为西宁一日游的主要内容$也已成为

度过干燥寒冷漫长无奈的冬季之后$酷爱大自然的西

宁人郊游休闲时蜂涌而至的景区$这些是西宁人民徜

徉其间$如痴如醉的山山水水%对这个区域$重点加以

保护和利用$保持这些生态系统与人文景观的原生态$

极尽其天然之趣$让西宁永远置身于这个(大园林)$是

西宁作为山水园林城市的真正价值所在%

G'!

!

固本清源$加快建设园林城

主城区规划与建设是西宁建设高原山水园林城

市$彰显城市风貌的重要手段%在这一圈层内$把生态

文明和山水意识贯穿与城乡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落

实到城市空间布局'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环境保护等

专项规划中$渗透到城市设计'建筑风格等各个环节

上%固本清源$治山治水$山为青山'水为碧水$推动城

市风貌向高原山水园林城市迈进%

山水城市$重在意境$重在城与山$城与水的关系%

规划中要特别注意规划开敞空间$留出视觉走廊$借山

入城$街道与山体相呼应$有韵律%要以河道'生态廓

道为主轴$形成通畅和有机联系的生态观赏系统$城'

山'水有机融合$遥相呼应$富于变化%要结合历史遗

迹恢复和绿地游园开辟$加快古泉水再现工程$展现

(处处泉涌$户户垂柳)的高原泉城风貌%

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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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敞亮与拙朴风格$力塑新特色

规划布局与建筑风格$是规划与建筑的艺术$是山

水意境的载体$独特的高原山水园林城市的规划布局

与建筑风格的艺术创造中$必须表达和体现这种独特

的高原文化内涵与意境%

一是高原整体意境的敞亮感$体现在规划的空间

布局上就是对宽阔敞亮之感的极力追求%以清澈的蓝

天$明媚的阳光造就的开阔之气$敞亮之感$与大城市

高楼林立的压抑感$与江南城市的小桥流水$精巧雅

致$形成强烈的对比$让人们一到高原$便有豁然开朗$

放飞心情的敞亮感%

二是整体建筑风格上的拙朴感%没有比昆仑山的

雄浑'戈壁大漠的辽阔'丹霞赤壁的刚毅这样的山水再

大气的意境了, 西宁建筑风格必须远远抛弃华丽与琐

碎$形成简洁与拙朴之风$体现高原山色的雄浑与刚

劲$沉稳与拙朴%

三是包容的精神%多民族'多宗教的地方特色$应

当成为西宁建筑难舍的情怀%我们不主张大搞复古仿

制$必须在地方民族特色的提炼上再下功夫$在简与拙

之中$要来一点细腻$这种细腻就是民族元素的点缀$

就象粗旷的青海山水中有各民族绚丽多彩的生活一

样$也让民族的色彩与元素在拙朴的建筑上成为一条

蓝天上的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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