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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城市森林为骨架建立起来的

城市绿化空间，与城市建筑、文化相

互补充和制约，是突出城市文化特

色的重要载体之一。本文以历史文

化名城扬州为例，分析了城市绿化

空间的外貌特征及其文化承载的方

式，在此基础上，对扬州城市森林建

设中实现文化表达的途径进行了探

讨。为建设扬州城市森林、实现生态

城市目标、再现扬州历史文化名城

特色提供了借鉴。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城市日

益重视环境质量、城市文明、历史与

文化水平，“文化、绿野、传统建筑”

已成为国际社会评价城市先进水平

的重要标准。城市的快速发展使高

层建筑群成为城市中的主体，导致

了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不断受到侵

蚀和污染、破碎和解体，“一些颇有

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城市正被着

装一致的新建筑所淹没”，致使许多

城市外貌 “千城一面”现象严重，

城市特色和魅力不断削减。

位于苏中地区的扬州城，以其

鲜明的文化特色在中国文化史上占

有重要地位。扬州文化不仅表现在

脍炙人口的美味佳肴、千姿百态的

扬州戏曲、博大精深的扬州学派、蜚

声中外的扬州画派上，更表现在独

树一帜的私家园林和历史胜迹等多

个方面。如何保持历史文化与现代

文明的协调性是现代扬州城市发展

中突出城市魅力的重要内容。

城市森林建设以尊重和维护生

态环境为宗旨，在建设之初，往往表

现出重生态和美化、忽视自然特点

和文化内涵表达等问题。本文初步

探讨了城市绿色空间对扬州文化的

承载功能及其表达，旨在引起城市

森林建设和研究中对文化的重视，

提高城市森林建设的文化品位，使

城市森林与城市建筑、文化互为补

充和制约，共同营造特色鲜明、功能

完善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空间。

1 扬州城市绿化空间的外貌特征

扬州建城2 480多年历史，是我

国城市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运河

城、历史古都和绿杨城郭等环境特

征构成了扬州有史以来固有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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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韵。城市中见证了不同时期而保

存下来的古典园林、自然山水、古树

名木、盆景艺术等自然要素，孕育了

城市丰富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成为城市中活的历史文物。个园的

翠竹，何园的叠石，瘦西湖的垂

柳⋯⋯扬州的诸美景，散发出独特

的文化韵味，成为表现城市特色必

不可少的要素之一。

1.1 名园甲天下

扬州园林种类繁多，已有2 000

多年的历史，堪称一座中华园林博

览城。从西汉时期的宫苑，到南北朝

的山水园林，隋朝的离宫别馆，均以

官方的皇家园林建设为主。唐宋以

后，私家花园逐渐发展起来并成为

现存园林的主体。隋唐时期，经济的

繁荣极大推动了扬州私家园林的发

展。瘦西湖沿岸陆续建园，有“园林

多是宅”之说。及至清代，更讲究整

体的规划，建筑山水的布置和花木

的配置，造园技术精湛，融南方之

秀、北方之雄于一体，将扬州造园技

艺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达到了“虽

为人作，宛如天开”的艺术效果。康

熙、乾隆两代帝王六度"南巡"，在

当时形成了“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

楼台直到山”的盛况。

扬州历史上有大小园林200 多

处，有湖上园林、寺观园林（如高

  寺、天宁寺、大明寺、观音山等）、

文人胜迹（如平山堂、谷林堂、欧阳

祠）、住宅园林（如何园、个园、汪

氏小苑、小盘谷）、陵墓祠庙（如史

可法墓、普哈丁墓、鉴真纪念堂、隋

炀帝陵）、历史古迹（如唐城遗址）、

生态自然风光（如凤凰岛旅游区、茱

萸湾公园等），都自有一种自然成章

的山水画法，似一颗颗璀璨的绿色

明珠，装点着古朴典雅的古城风貌，

显示出深厚的文化内涵。

1.2 美景融自然

扬州地处江淮，境内江河湖相

连，古运河穿城而过，优越的水网环

境和温和的气候条件造就了扬州优

美的自然风光。水连树，树连水，水

树相映，“烟花三月下扬州”、“绿杨

城郭”的美誉真实记载了扬州清秀

典雅的古城风貌，表现出自然风光

的独特风韵。

这座古老的城市，因水得名，沿

运河而兴衰，“水城共生”成为扬州

独特的城市形态。城中的文物名胜

与古运河浑然一体，一起闪烁着历

史文化的灿烂光辉。古运河扬州城

区段从湾头至瓜洲全长约30km的岸

线最为古老，历史遗迹星列，人文景

观众多，区域特色明显：从瓜洲古渡

至高  寺，沿岸基本保留了乡村原

野的风情，东岸仍留有古代船工和

纤夫拉纤的纤道。从高  寺至东关

古渡段，沿岸历史遗迹众多，城区两

岸车水马龙，高楼耸立，其间也保留

着一些临河而建的水上人家，展现

了古城新貌特点。第三段从东关古

渡至湾头，河面逐步开阔，经过城东

北自然生态环境最佳的一带水系；

茱萸湾、红星岛、凤凰岛等南北向分

列，自然生态环境清新、质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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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水体而运河而园林，又道出

了扬州环境优势及其相互关系。扬

州城市的发展及古典园林的布局都

是以古运河为纵轴展开的。其中的

瘦西湖风景区，集古典园林之大成，

窈窕曲折的一湖碧水，串以卷石洞

天、西园曲水、虹桥揽胜、长堤春柳、

荷浦熏风、四桥烟雨、梅岭春深、万

松叠翠等二十四景胜，颗颗明珠镶

嵌交织在玉带上，形成了一幅秀色

天然的立体山水画卷，成为现代扬

州独特风貌和优美景观的重要载体。

扬州城的这一大亮点其妙处就在瘦

西湖因地就势，巧用自然，十余家之

园亭合而为一，互为因借，组合巧

妙，既保留了原有的自然生态之美，

又融合了园林之美，构成一个景外

有景，园中有园的集锦式滨水园林

群落，达到了整体的艺术境界，从而

成为融南秀北雄于一体的典范。

1.3 古树映历史

城中的古树名木，见证了不同

时期历史和文化，能将自然景观和

人文景观巧妙地融为一体，以顽强

的生命传递着古老的信息，在体现

扬州古城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宋代文人晁补之在《扬州杂咏》中

有：“五百年来城郭改，空余鸭蹼伴

琼花”的著名诗句，其中描述的“鸭

蹼”和“琼花”，是扬州历史上极富

特色的树种，分别指代如今扬州市

树银杏和市花天目琼花，这两种具

有历史渊源的绿化植物较好地衬托

着扬州古城风貌。

扬州市区现有古树名木396株，

分属35科 50属，共有57种，树龄

在300 年以上或有重要意义的一级

保护古树名木主要有唐朝古银杏、

广玉兰、国槐、女贞、瓜子黄杨、桂

花等，成为扬州城市森林中闪烁着

的绿色奇葩。现位于扬州文昌路中

心最著名的一株唐代古银杏树，高

20余米，树冠直径近20m，虽历经

千年沧桑，依然郁郁葱葱，成为扬州

的象征，被称为“一座有生命的扬州

城标”。

2 扬州城市森林的文化承载功能

城市森林是城市绿化空间中的

骨干，是城市开放空间中连接自然

景观与人工景观的重要纽带，与其

他自然生态系统不断进行物质、能

量交换，发挥改善气候、节约能源、

降低污染、减少噪音等多种生态功

能，为人类和野生动植物提供了良

好的生境，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处的桥梁。城市森林又是城市景观

中生物要素，与城市其他要素共同

构成城市空间形态、结构和肌理，体

现城市特色，并对社会文化和历史

景观起文化承载、支持和美化等重

要作用。

2.1 城市森林空间对功能区自然隔

离作用

城市绿化空间是城市景观的有

机组成部分，能借助城市绿化斑块、

廊道的隔离与连接作用，对城市空

间进行自然分割。利用城市森林的

骨干植物——高大乔木及其植物配

置空间，或借助植物造景形成渐次

展示的景观效果，或通过遮掩和突

出景观，实现不同风格景观的自然

间隔，不仅便于疏导交通，分散人

群，增加城市的美感和节奏感，还能

补充建筑线条的单一，统一不同的

建筑风格，协调城市园林、地貌、建

筑等因素在城市中生态关系，改善

城市生态环境，同时起到文化保护

和历史传承的作用。

在扬州，主城区内有两个成片

分布的历史文化区：即明清古城区

和蜀岗－瘦西湖风景区。除了对历

史文化景观本身的修缮加以保护以

外，结合城市森林建设将城市古城

文化区与现代都市区进行自然隔离，

有效防止风景区周边现代城市区高

层建筑物对历史文化景观的视觉污

染，已经初见成效。以蜀冈——瘦西

湖风景名胜区为例，近年来，扬州市

对二十四桥到平山堂景区开展了进

一步规划和修缮工作，巧妙地运用

了城市中高大乔木及其植物配置在

视觉引导和景观隔离中的作用，连

接水面游览线和两岸景点，并妥善

处理新城区和老城区中建筑、园林

和地貌景观的生态关系，实现与周

边现代建筑景观空间的有效隔离，

重新恢复了瘦西湖“两岸花柳全依

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文化意境，

并使之成为“目前国内唯一没有视

觉污染的风景点”。

2.2 城市森林空间的文化连接作用

城市发展过程在城市外观上表

现出明显的时代特色和区域特征，

而城市中现代建筑空间主体与不同

历史文化景观遗留在一起，往往造

成文化景观孤立在高楼大厦间，因

缺乏文化连贯性而显得单薄，与周

围景观不协调，文化功能被大大削

弱。自然景观保护和城市森林的引

进，能够借助绿色廊道的连接作用，

综合古典园林、自然风貌特征和区

域绿化特点，建立包含城市园林、自

然景观、庭院绿化、城市散生木（包

括古树名木）在内风格统一、空间完

整的城市森林空间，使文化景观自

然融入城市森林空间，加强城市内

外的绿色斑块联系，从而建立起文

化景观的空间延续性。

扬州老城区建筑密集，绿化水

平低。实施老城绿化改造，既要有效

改善老城区生态环境，又需要尽可

能保护好文化古迹。近年来，随着扬

州城区扩建工程的实施，穿过老城

区的主干道如石塔路、三元路、汶河

路均有众多呈点状文化景观分布，

如唐代石塔、古银杏，宋代魁星阁，

明代文昌楼等，道路扩建时采取为

古树、古迹让步的保护措施，或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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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存周围巧妙地建立绿色交通环

岛，或将古树名木融入城市森林布

局，最大限度地引入绿色空间，将城

市绿化建设和文化保护有机结合，

为文化遗存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2.3 城市森林空间的文化支持作用

扬州自然环境优越，园林绿化

空间特色鲜明，历史上李白、杜牧、

白居易、欧阳修、苏轼、郑板桥、朱

自清等历代文人墨客、名人雅士，或

吟诗抒怀，或挥笔作画借以“以情寓

景、感悟吟志”，成为扬州历史文化

表达的重要要素之一。从李白的"故

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到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孤本压全

唐，从徐凝的"天下三分明月夜，二

分无赖是扬州"，到杜牧的"春风十

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二

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给文学上带来的巨大影响，清代郑

板桥等“扬州八怪”在国画艺术上的

造诣等都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

所展现的意境真实记载了历史上环

境优美的古城风貌，营造出扬州深

厚的文化底蕴，为古城增添了无穷

的魅力。

城市历史上遗存至今的私家园

林、皇家园林中精湛的造园艺术，深

深烙着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印迹。

取自清袁枚“月映竹成千个字”，以

“竹之一枝”形似"个 "字而命名的

个园，不但隐喻了园主人对竹的酷

爱，又显示了主人清逸高雅、虚心有

节、刚直不阿的品格。园中久负盛名

的四季假山，以分峰叠石之法，利用

木石之间的不同搭配，幻化出春、

夏、秋、冬四季景色，以四景喻说四

季，园主人把“历时”的四季圈进了

“共时”的小园之中，寓意“共时”地

拥有了四季，控制了四季更迭，进而

拥有了时光。所以，个园在深层意义

上亦是时光之园。个园中白玉兰、海

棠、牡丹、桂花分别栽植于园中，以

显示主人的财力，寓意“金玉满堂春

富贵”；在夏山鹤亭旁配置古柏，有

“松鹤延年”等寓意，蕴含深厚的中

国传统文化渊源。

古树名木，历尽沧桑，经历了世

事变迁的漫长岁月和朝代更替，成

为城市历史的见证者。一棵古树名

木就演绎着一段历史，一个故事，每

座私家园林都延续着一个家族甚至

一个时代的兴衰过程，成为历史和

文化的象征。

3 扬州城市森林建设中实现文化

表达的途径

缺乏内在文化底蕴支持是造成

“千城一面”的罪魁祸首。如何把自

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巧妙结合，既保

护古城历史特色，又能赋予现代生

态内涵，实现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

交相辉映的历史文化名城成为扬州

生态城市建设的核心。其中，城市森

林建设是实现城市生态环境良好的

一个重要途径。建设途径应集中体

现在以下几方面。

3.1 保护自然景观，尊重生态过程

自然景观是文化景观的载体，

不破坏自然景观也就保护了文化景

观的根基。城市建设对自然景观大

量侵占和破坏，即使能够保留城市

中的文化遗迹，也因为失去了原有

的环境根基而破坏了文化景观的整

体性。

(1) 建设扬州城市森林要特别

强调自然景观中河流的作用。从景

观组成上，河流是城市中连续性最

强的自然景观廊道，并成为长期发

展中联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

要纽带。扬州城区水网密布，具备良

好的自然景观基础，能发挥很大的

生态潜力。贯穿扬州城区的古运河

是孕育历史文化名城的母亲河，还

表现出较高的历史价值和人文景观

价值。所以，应紧紧围绕生态和文化

这一“主脉”，突出扬州古城“水乡

生态”与“历史文化”特色，以林水

串连历史文化景观，能再现“绿杨城

郭”的风采。

(2) 要尊重生态过程，保护城

内外自然的地形地貌，保护自然栖

息环境，奠定城市景观稳定性良好

的基础格局。

(3) 扬州城市森林建设，要加

强地带性物种、植物群落等资源的

保护与利用，突出鲜明的地域特色

和时代特征，活化扬州古运河丰富

多彩的历史景观。城市森林和水体

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两条主线，

通过林网化－水网化建设，建立起

林水相依的滨河景观廊道，将古运

河与近(远)郊的旅游景点串联，再

现扬州“古、绿、水、文、秀”文化

特色，提升扬州城市森林建设中历

史文化名城的整体形象。

3.2 挖掘城市文化内涵，建立与绿

化空间的关系

深入挖掘城市文化内涵，充分

利用城市绿化空间在文化意境和文

化支持中的作用，营造出富有自身

特色的城市森林格调，是突出城市

个性的精髓。森林文化及其由此引

伸而来的竹文化、花文化、茶文化以

及林业哲学、森林美学、园林文化、

森林旅游文化等若干分支，以及文

学作品、艺术精品、城市历史等文化

形式对城市文化营造和城市特色体

现都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将历史文脉、园林艺术和森林

文化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意境充分渗

入城市森林建设，并使之与城市建

筑、文化互为补充和制约，共同融入

城市肌理，既能有效改善城市空间

环境，保护扬州历史文化意境，又能

展示时代特色，从而形成一种全新

的城市绿色景观模式，才能展示城

市森林特有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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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继承古典园林精髓，追求自然

与开放艺术的统一

中国是世界园林起源最早的国

家之一，中国古典园林利用“山、水、

建筑、植物”四大造园要素，吸收和

融入中国文化传统中丰富营养，创

造了不同时期的文化意境，蕴含着

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丰富高超的造

园工艺，多元立体的植物配置模式，

对园林文化的展示都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在世界园林史上有极其重要

的地位，对中国城市森林的发展产

生着深远的影响。

扬州城市森林建设既要突出

“以人为本、生态优先”的原则，重

视生态功能的发挥，又应在追求自

然美的前提下，融合古典园林中艺

术美，将古朴、水韵、绿杨、秀美的

古典园林传统特色与现代生态绿化

有机结合，采用开放式园林设计，突

破园林小品设计及以私家园林为主

的空间布置的局限性，将扬州园林

艺术明珠般镶嵌绿化空间中，创造

富有自然气息的美学价值和文化底

蕴。同时，考虑城市森林的文化教

育、科研、健康等其他方面的功能，

共同营造生态、科学和美学高度和

谐，具有艺术外貌和文化氛围的城

市绿化空间。

3.4 精选特色树种，实现历史与现

代的完美结合

现代城市森林建设中突出城市

个性与地方特色，最终还要落到树

种的规划设计、艺术风格与文化内

涵整合上。从文化表达上，中国古代

非常讲究植树与环境相协调。如居

旁多种竹，篱边种菊，场院植榉，寺

庙植菩提⋯⋯从现代生态文明的要

求上，核心与灵魂则是追求“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营造亲人的环境，保

护自然景观和生物多样性。

良好的树种选择与规划能够突

出城市的文化风貌。首先，应强化

“堤柳如烟”、“绿杨城廊”的典雅风

貌，体现文化名城的古朴气概，实现

古雅与清秀并举。其次，重视乡土树

种选择与应用。乡土树种不仅能体

现地方特色，生长适应性强，是生态

功能发挥的最好选择，同时还能保

护地方物种多样性。第三，市树、市

花应成为重要的基调树种之一。基

调树种在城市绿化中能起到统一作

用，形成城市绿化风格。扬州市树银

杏、垂柳和市花琼花，具有悠久的历

史文化渊源，既能很好展示扬州的

精神面貌，又能体现植物地带性分

布特点，也是扬州历史文化的重要

要素，应在城市森林营造中占有显

赫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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