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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公园景观营造手法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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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政策导向和民众思想觉悟的提高，大遗址的保护已受到高度重视，同时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迅猛，位于城市

中和郊区的大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十年前城市中的大遗址通过遗址+公园的建设模式，为我国大遗址保护

及周边城市功能需求的矛盾提出了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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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解析遗址公园的景观特征、景观元素与景观手

法；了解国内外遗址的特征差异，探寻遗址公园景观的基本

特征和要素，对遗址公园景观营造手法进行探讨。

1  国家遗址公园

在2010年01期《中国文物科学研究》中单霁翔院长发表

的《大型考古公园探索与实践》一文中指出：“国家遗址公

园是以大遗址保护为前提结合公园规划设计，将已经发掘或

尚未发掘的大遗址，应用遗址保护修复和展示的方法，整体

保存在规划好的遗址公园范围内，将有效保护下来的部分进

行整合再造，遗址公园是目前国内外大遗址保护、研究、发

掘和展示得较好模式[1]。”随着社会发展和进步，遗址公园

的理论与建设将越来越完善与成熟，遗址公园作为一种最小

限度的影响和破坏遗址及其周边环境的保护利用方式，更符

合可持续发展的历史趋势。

2  遗址公园及其分类

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强大，国人对民族精神

的与民族文化越发重视与自豪，人们对于文物保护工作也越

来越重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也不断增强。2010年，国

家以文物局为主体公布了首批遗址公园，但国内外尚无权威

的界定与明确统一的解释。根据不同学者的研究，对遗址公

园概念进行如下解释：遗址公园以“遗址”为主体，进行修

复、保护和展示，以“公园”为形态，将遗址保护与公园规

划相结合，挖掘历史文化内涵，强调对遗址本体历史环境及

其周边的历史环境进行整体保护，合理地将遗址纳入现今某

个特定的地域空间，满足人们精神文化的需求，与周边环境

形成统一体系，满足多种社会功能的城市绿地[2]。新的遗址

公园类型将越来越丰富，已建成的遗址公园也将面临新的挑

战与考验。遗址公园有多种分类标准：按地理区位划分、根

据遗址现存状态划分或根据遗址的性质划分等等。（1）根

据地理区位划分。位于现代城市建成区，与城市建设叠加为

一体的为城市遗址公园，位于城市郊区，具有良好的自然环

境和地形地貌，易于将人文与自然结合的为城郊遗址公园；

遗址位于村落或荒野区域，侧重遗址本体，公园属性较弱的

为村落遗址公园[3]。（2）根据遗址现存状态划分。遗址本体

经过历史与自然侵蚀已不复存在，但其表现的历史文化与精

神内涵为遗址主题的为精神文化类遗址；依托于地上遗址，

遗址直观、本体表现性较强的为地面展示类遗址；以地下埋

藏方式存在，地上部分已随时间损毁，地下遗址制约和保护

的为地下遗存类遗址。（3）根据遗址性质划分。根据遗址

的性质划分为陵寝类、城市类、建筑类、园林类、活动类和

事件类等。陵寝类是以古代帝王或历史性重要人物的陵寝为

核心遗址构成；城市类以展示城市格局和城市文化为景观核

心；建筑类以建筑遗址单体为主要核心；园林类以展示历史

园林风貌为核心；活动类以古人类活动或反映某一特殊意义

的人类工程活动为核心；事件类以发生的历史事件为核心。

3  遗址公园景观特征

遗址公园是一种特定的公共空间类型，基于考古遗址

与公园相结合，核心本质为遗址，公园是其展现形式与手

段，遗址公园不仅是文化遗址保护与展现的一种新模式，

还是城市公共绿色生态空间的一部分。遗址公园既拥有遗

址与公园的双重特征，又拥有其自身的特点。遗址公园的

空间并不是完全开放的，遗址是遗址公园的核心，对遗址

进行保护、抢救、发掘和展示是遗址公园最主要的目的，

对遗址区域的环境进行改善，为公众提供具有一定“限

制”的公共活动空间[4]。遗址公园的主要服务对象是遗址和

公众，在满足遗址保护与利用的前提下，展示遗址，服务

于公众。遗址公园的功能除肩负城市公园的综合功能，如

休闲、康体、游憩、生态和景观功能以外，更承担着对文

化遗产的保护利用，科普教育，文化传承等功能。

4  遗址公园景观元素

以遗址公园的分类来看，位于城市及城市近郊的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占我国建成与已立项的国家遗址公园的90%

以上，这些国家遗址公园将承担更多的城市生态景观和休

闲功能。遗址公园建设的核心是对遗址进行保护与展示，

遗址是遗址公园中最重要的元素，遗址公园应围绕保护

遗址、展示遗址来进行营造。考古遗址公园并非公园，传

统景观“造园”手法并不完全适用于遗址公园的建设，遗

址公园中地形与水体的塑造应遵循考古遗址的历史资料，

建筑及构筑物也应结合遗址的实际情况及考古发掘需求进

行适当的布置与建设，风貌应与遗址本体的历史风貌相契

合；园路的建设应遵循遗址本体考古成果中的园路布局。

植物是遗址公园中重要的景观元素，通过植物对遗址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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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格局进行突出，强化遗址形态，利用植物的自身特点对

遗址及周边环境氛围进行烘托。根据不同的遗址类型，结

合遗址的自身历史文化与规模环境特点，灵活地运用景观

元素，以契合的风貌与材质融入遗址公园中，强化历史文

化代入感凸显遗址公园的独特魅力。

5  遗址公园景观手法

5.1  构思与构图

遗址公园在景观营造中具有专一性，从主题立意、景观

布局到地形水系的梳理，都应严格围绕着遗址的保护与展示

来确定，遗址原有历史格局应给予尊重，充分保持其环境风

貌的真实与完整性[5]，整体景观风貌应与遗址的历史与文化

环境相协调。

5.2  主从与对比

遗址公园的主体核心是遗址，在景观营造时利用体量大

小、高低对主体遗址进行突出，在布局上利用这种差异并加

以强调，打造主次分明、主体突出的效果；根据遗址本体结

构，运用轴线来安排各个部分的位置结构，形成各点之间的

主从关系，强化主要遗址。

5.3  对景与借景

对景对整个遗址景观营造起到了主导的作用，对景多用

于焦点位置，直接对景是视觉上最易发现的景观要素，满足

丰富景观空间引人入胜的效果，间接对景布局位置往往隐藏

或偏移，不一定在主要轴线上，给人以惊异或若隐若现的感

受。遗址公园的原始空间大多较为空旷，借景利用开辟视线

借入周边环境中好的景观，可以丰富景观的空间层次。 

5.4  隔景与障景

利用实隔的景观手法将空间进行分隔，使视线不能通过

所造景观，不同景观区域之间相互隔离，也可通过虚隔透出

视线，增加景观直接的联系，营造深远的景观层次。障景以

遮挡视线为主要目的，“欲扬先抑”，有意识的对游人视线

进行组织，增加景观层次感，增强主要景观的感染力。

5.5  引导与示意

遗址公园的游览相对其他公共空间更具有专业性，因此

景观营造中引导游人进行有序的空间游览是十分必要的，通

过引导组织景观更替变化，规定遗址及景观的展示顺序与展

现的方位，引导游客停留与观赏的时间与空间距离。示意可

分为明示与暗示两种手法，利用直观的文字说明，如科普展

示牌、路标、指示牌或景观小品等进行简单明了的展示；亦

可通过地面铺装材质的变化、植物有规律地种植进行方向性

及空间性的指引，给人以身随景移的感受。

5.6  渗透与延伸

在景观营造中，各个景观空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明显，

通过地形、水系、铺装和植物等进行空间上的渗透和延伸

连接空间，给人以更连贯的空间游览体验。空间的延伸为

有限的空间营造更加丰富的层次感受，在游览的空间序列

上突破场地的物质边界，有效地丰富场地与周边环境之间

的空间关系。

5.7  尺度与比例

在景观空间组织中，通过不同的空间尺度营造不同的

空间感受，遗址公园通过大尺度空间营造恢弘的气势，适宜

的尺度可以营造舒适休闲的空间氛围，小尺度又形成较亲密

的空间。在植物配置中可以利用小尺度的植物营造开敞的空

间效果，通过少量较大尺度的植物对空间一面或多面进行封

闭，抑制视线穿透，形成适当的半开敞空间，也可种植高密

度的植物，利用浓密的树冠或丰富的枝叶对空间形成限制。

利用不同的铺装材质形成肌理，体现小空间或特定氛围，利

用石材等大空间材料营造广阔壮观的景象。

5.8  质感与肌理

遗址公园拥有其自身的氛围，选择质感、肌理、形态、

质地和色彩与遗址公园氛围气质相符合的材料，烘托与融合

遗址公园的氛围，如挺拔的树木、柔软的花境与草坪、坚硬

粗糙的石材和自然的木质等。 

5.9  节奏与韵律

利用相似或同一元素以一定的规律重复出现，或通过景

观空间制造节奏与韵律的变化，如利用铺装、灯具、植物、

色彩或造型，形成点、线、面不同韵律，形成连续、动态、

渐变、交替或间隔等不同的韵律形式。节奏是韵律的重复，

韵律的节奏的变化。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最初是借鉴外国的理论和经验，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较大，所以借鉴是暂时的，我们以孔孟思

想为基础弱化物质实体信息，强调延续和传承精神文化，追

求人的精神与客体的融合，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

态。遗址公园是我国目前作为大遗址保护实践的新模式，顺

应了遗址保护，结合了城市发展需求。目前在世界文化遗产

保护领域，遗产本身及其环境共同保护已经成为共识，文化

遗产的环境概念包括了文化遗产及其周边的现状环境和其

历史文化环境两个方面，历史文化环境如空间格局、地形地

貌、山水形态和园林文化都可以在遗址公园中进行保护与展

示，遗址公园建设以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相关学术理论为研

究基础，我们也同样应遵循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来深入和完

善的建设遗址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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