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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Guidance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Spring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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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cultural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Spring ·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landscape and discuss the design guidance of public facilities based on the overall style of the cul-

tural landscape in “Spring · City”. Basic research was carried out with the method of landscape science and related con-

cepts were defined to summari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ltural landscape in “Spring · City”: spring water-cultural 

heritage, landscape -landscape features, and diversity-urban character. Strategy research was intervened with design 

method to analyze the design guidance of public facilities based on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Jinan spring waters and land-

scape features and the strategy of diversified partition planning layout. The research on the design guidance of public fa-

cil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landscape in “Spring · City” is a useful attempt to combine the research of urban 

landscape with the research of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landscape science and 

design carried out to study the design guidance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is helpful to guide the design direction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and control the overall cultural landscape of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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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泉城济南有着悠

久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城市总体的文化景观面

貌保存得也比较完整。近年来济南正在进行“泉·城”

文化景观的申遗工作。随着该项工作的深入开展，人

们发现作为城市文化景观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共设施

设计存在对地域文化元素挖掘不足，与济南整体文化

风格不协调等问题。因此需要以景观学和设计学为基

础，进行城市文化景观公共设施设计的交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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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泉·城”文化景观与济南公共设施 

1.1 “泉·城”文化景观 

“文化景观”最初是于 1992 年由世界遗产委员会

第十六次会议所提出的，后来在 1994 年的《实施〈保

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中，“文

化景观”的概念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体系。根据《实

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中

的定义，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

化景观”应当是“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文化景观”

强调景观环境演变、演化以及衍生等形成过程中的人

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将“人与自然共同创造”作为该

类文化遗产产生的重要条件。由此可见，对于“文化

景观”的形成和发展而言，自然环境的本底条件以及

演化规律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在人

与自然互动生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相应的景观风

貌以及文化传统。自然与人类互动发展，景观与文化

融合共生，这是“文化景观”的主要特征。 

山东省省会济南位于黄河与泰山之间，靠近中原

腹地，是联系中原与鲁北平原的重要节点。自古以来，

济南便因境内泉水众多而闻名，“泉城”之名也为世

人所熟知。泉水是济南不可多得的自然资源，同时也

是“泉城”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早在 2006 年 9 月，

济南就已经正式成立了泉水“申遗”工作委员会，开

始了以“泉水”为主题的各项“申遗”工作。随着工

作的开展与深入，在 2009 年发布的第二批《中国国

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预备名录》里，“济南名泉”项

目名列其中。随后在 2010 年至 2015 年，经过大量的

考察与论证，通过景观学、建筑学、考古学、聚落遗

产、文物保护、地质、水利、园林、诗词等学科专家

的综合研究，最终认为，济南应当将泉水保护与城市

发展统筹考虑，挖掘泉水景观特色，探寻泉水在人类

生产生活中的文化遗产价值。以此为基础，2016 年 9

月，济南泉水申报世界遗产项目的范围由“泉水”转

变为“泉·城”，正式提出以“泉城文化景观——济

南古城冷泉利用系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济南以

“泉·城”文化景观申遗，进一步突出了济南的地域

文化特色，这为济南的发展建设以及城市风貌控制指

明了方向[1]。 

1.2  公共设施与济南文化景观 

“公共设施”指的是因需提供某些公共性服务或

者功能而于城市公共空间中设置的环境设施的统称[2]。

作为城市文化景观重要的组成部分，“公共设施”与

城市的地域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是城市文化重要的

物质载体，同时也是城市文化宣传的重要媒介[3]。近

年来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济南城市中关于城市服

务、城市交通、公共信息等公共设施的数量和种类也

在不断增加，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公共设施已经成为了

济南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是济南文化形象重要的组成

部分。但受到设计理念以及城市总体发展模式的影

响，尤其在“泉·城”文化景观申遗的背景下，济南

公共设施的设计在对地域文化元素的挖掘上还存在

不足，对济南地域文化的展现有缺失之处[3]。 

当下的时代是一个追求创新的时代。创新的重点

在创造，而根本在传承，创新的发展过程同固有地域

文化的发展进程是相互促进的。公共设施的创新设计

可以使城市环境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新面貌，促进城市

文化的新发展，同时通过对城市传统文化的继承创

造，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城市整体地域文化的接

力发展[4]。作为国家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济南有着

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其特有的自然环境和

文化氛围孕育了独一无二的泉水文化，形成了特有的

泉城文化景观。怎样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合理

且及时地对公共设施这样的城市环境重要组成要素

进行更新，进行富有创意、创造精神的设计，同时又

不失传统，能够将济南地域文化自然地融入设计中，

塑造更加协调统一的泉城文化景观风貌，这是济南的

城市创新设计必须重视的问题，同时也是所有城市在

创新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5]。 

2 “泉·城”文化景观特色解析 

2.1  泉水——文化底蕴 

济南因泉而生，特有的自然环境造就了驰名中外

的天下第一泉“趵突泉”，更塑造了独一无二的泉城

景观。泉水在济南古城老街中随处可见，“家家泉水”

正是对济南泉水风貌的生动写照，而且直至今日依然

水量充沛，喷涌不止。泉水在街巷院落中汇聚流淌，

人们傍泉而居，泉水是济南传统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部分。而今在泉水丰富的老街区中仍然保留了很多

临泉而建的传统民居，民居聚落中的居民依然每日自

泉井中取水饮用，到泉溪旁浣洗淘涤，无论是当地居

民还是外地游客也都喜欢在泉旁水畔聚会玩赏，看

泉、听泉、赏泉、品泉，体味特有的泉水文化。“与

泉共生”是老济南的泉城生活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真

实的文化传统，泉水是滋养泉城济南文化沃土的鲜活

血液，维系着济南生活最自然的文化状态（见图 1）。

济南泉城文化景观源起于公元 3 世纪左右，经过公元

8 世纪至公元 11 世纪的发展，在公元 12 世纪逐渐成

形，并最终于公元 16 世纪至公元 19 世纪达到巅峰。

济南泉城文化景观以济南古城的冷泉利用系统为核

心，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化而形成，目前济南已经形成

了芙蓉街、曲水亭街、百花洲、宽厚里等多条泉城文

化街区以及 50 多个“泉水人家”泉城文化院落。泉

水文化不但造就了济南的过去，也深刻地影响着济南

的当下和未来，是济南的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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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与泉共生”的“泉·城”文化风貌 
Fig.1  “Spring · City” cultural style of “living with spring water” 

 

   
 

图 2 “四面荷花三面柳”的“泉·城”自然景观 
Fig.2  “Spring · City” natural landscape with “lotus and willow everywhere” 

 

2.2  山水——景观特色 

泉城济南与自然的山水关系密切。从济南的历史

发展脉络可以发现，正是自然的山水孕育了济南。据

《春秋》记载：“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于泺。”

说的是鲁桓公十八年(公元前 694 年)齐襄公同鲁桓公

曾经于泺水旁聚会的故事，“泺”在东汉许慎所著的

《说文解字》中被解释为：“泺，齐鲁间水也。”而战

国时的济南便称为“泺”，根据古文字学者王恩田等

人的研究，发现商代甲骨文中有记载征伐东夷时途径

的地名“乐”，实际指的就是“泺”，即现在的济南趵

突泉一带，由此可见济南的确是因水而生的城市。现

在的济南明府城依然保留了十分完整的山水景观城

市格局，近观城内，泉水星布，溪水潺流，背靠千佛

山，面对大明湖；遥望城外，黄河奔腾，泰山巍峨。

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公元 13 世纪游历大明

湖时就曾赞美济南“园林美丽，堪悦心目，山色湖光，

应接不暇”。在大明湖铁公祠楹联上的佳句“一城山

色半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成为了对泉城济南自然

山水景观特色最形象的描绘（见图 2）。 

2.3  多元——城市品格 

济南城市的整体格局布置遵循了传统的礼制形

制，抚院安排在城市中心，东西方向有着明确的轴线

关系，且庙宇和署衙等公共建筑都围绕中心抚院有序

排列，特别是府学文庙等礼制性的建筑物都是按照规

制严格设置，体现出齐鲁人文中严谨而有秩序的一

面。然而济南的风貌也有灵活自由的一面，济南的城

市格局并没有僵化拘泥于固有模式，能够根据实际情

况灵活调整变通，随自然山水地形走势因势利导，形

成了济南特有的“四门不对”的城市景观风貌，这是

济南城市品格中多元统一特征的体现。因为具有优越

的发展环境，泉城济南一直以来都是全国南北方发展

轴线（宋至清）与山东地区发展轴线（宋以前）的交

汇点，所以济南的城市品格中表现出了南北杂糅的多

元文化特色。比如济南城市的建筑风貌在整体色彩及

风格上具有北方建筑敦厚朴素的特点，但在装饰细节

以及环境风格上又有南方建筑典雅秀美的格调。鸦片

战争以后，外来文化尤其西洋文化对济南的文化风貌

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民居和公共设施中出现了很

多中西合璧的建筑样式，进一步丰富了泉城文化景观

的多元性。日本城市学者芦原信义说：“城市中‘局

部’（个体）是洗练的，而在各个胡乱布置背后的整

体有一种‘隐藏的次序’。”虽然从局部看，济南城市

风貌的外在个体形象是多样的，但从全局看，济南整

体的文化景观特色却是丰富多元而又杂糅统一的，是

在同一片土地上生发成长，统一洗练融糅而形成的文

化共同体[6]。 

3  基于“泉·城”文化景观视角的公共设

施设计导向 

3.1  泉水文化的设计表达 

对泉水文化的设计表达是基于“泉·城”文化景

观视角的公共设施设计的重点。在济南的公共设施设

计中注入泉水文化是符合公众共识的基本理念。在济

南现有的城市公共空间中，泉水符号的使用随处可

见，例如“泉城大会客厅——泉城广场”的设计中融

入了大量泉水内容，广场标识“泉标”是以喷涌的泉

水作为造型元素，色彩也使用了象征泉水颜色的亮蓝

色。广场的主要观赏区设置了大型喷泉，喷泉开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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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壮观气势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喷涌的泉城泉水（见

图 3）。由此可见，济南现有的城市公共设施中并不

缺少对泉水元素的表现，但是以文化景观的视角进行

审视，人们发现，济南泉水最大的魅力应当在于其内

在的泉水文化，而非单纯的泉水形态。济南有“七十

二名泉”，每处泉水都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都是

“有故事”的文化景观。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公共设

施设计，对泉水文化的深入挖掘与合理表达必不可

少。此外，济南的泉水文化是活态的文化，“与泉共

生”是泉城文化景观的重要特色。例如，在“黑虎泉

景区”，附近居民依然保留了每天到泉边打水的生活

习惯；在“起凤桥”周边，人们还会在住宅旁的泉溪

边浣洗衣裳；在“濯缨泉”，大伙儿在泉池里游泳、

嬉戏……因此，济南文化景观公共设施中的泉水文化

设计表达，应当强调人与泉水的互动，以及泉水活态

文化的深度体验。可在真实的泉水环境中设计不同文

化主题的公共设施，并结合虚拟交互设计对泉水文化

进行展现。一方面将公共设施与济南的泉水景观风貌

统一融合，展现泉水的形象魅力[7]，另一方面，让公

共设施成为泉水文化的良好载体，讲好“泉水故事”。 

3.2  山水景观的环境关照 

作为一种城市公共设计，公共设施设计需要追求

一定的艺术性与表现性。艺术是自由与洒脱的，这意

味着公共设施设计在功能及结构等内容之外的形式

塑造可以是大胆而各异的。这有利于体现城市的开放

性及艺术个性，是值得鼓励的设计创作方式。同时，

需要说明的是，艺术创作也是需要对艺术环境的关照

的。“泉·城”文化景观概念的确立，让人们重新建

立了济南城市的艺术设计观。在文化景观的环境中进

行艺术设计创作，并非离散的即兴表现，而是处处充

满了对整体城市景观环境的关照与呼应。由古自今，

济南城市山水景观的风貌都未曾改变，在文化景观的

视角下，设计师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但是，这

并不是要求设计师在济南公共设施设计中刻板、具象

地运用山水造型或者语言，而是强调，济南是富有山

水景观特色的城市，为公共设计服务的设计师应该有

整体的山水城市观念。济南城市景观就如一幅山水画

卷，文化景观公共设施就如画中的一花一木。在艺术

处理上，公共设施艺术形象对山水城市景观环境良好 

的呼应与关照，是有利于增强作品的艺术品味与文化

共鸣的。例如，济南的地标设施“奥体中心”以“东

荷西柳”作为创作主题，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就

是典型的例证（见图 3）。人们在进行济南城市公共

设施设计时，要充分地挖掘济南山水景观资源，就地

取材，因地制宜，自然而然地把公共设施同自然山水

相融合。在公共设施设计中体现出对济南山水景观环

境的关照[8]。 

3.3  多元分区的规划布局 

济南的历史是多元文化融合，不断发展的历史。

据《史记》记载，早在上古时期，舜曾经“渔于雷泽，

躬耕于历山”，留下了济南早期农耕文化的印记。明

代洪武年间，山东省治由青州移到济南，兴建明府城，

奠定了济南古城区城市风貌的基本格局。“鸦片战争”

后“西风东渐”，1904 年济南在西关外开设“华洋公

共通商之埠”，进入了自开商埠的发展阶段。开埠后，

贸易活动兴盛，各式洋风建筑兴起，城市文化及景观

大有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济南进入新的发

展时期，继续保持了山东省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

地位。在近现代，济南的民族工业一直得到了良好的

发展，给城市遗留了大量的“工业遗产”。2015 年 10

月，济南市启动了《济南中心城工业遗产调查与保护

利用策略研究》，开展城市工业遗产的规划保护工作。

综上所述，正如现在济南有名的“网红”打卡景点“宽

厚里”所使用的名字一样，济南有着宽厚多元的文化

品格。 

公共设施设计是展现城市不同时期文化特色的

有效手段[9]。济南的历史文化景观呈现出比较明显的

“分区布局”的特点。千佛山（历山）古文化景区、

明府城古城区、老商埠风情区、近代工业城区、现代

高新开发区等产生于济南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相

对独立、完整的特色城市历史文化片区。作为城市文

化景观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共设施艺术，应当与

济南的城市文化一脉相承。结合各文化区域的历史风

貌特点进行多元分区的规划布局，使人们在感受整体

的城市风貌的同时更能够感受到各种公共设施的历

史文化性格，进一步展现泉城济南文化景观多元统一

的魅力[10]。 

 

    
 

图 3 “泉”、“荷”、“柳”等文化景观语言在济南公共设施设计中的应用 
Fig.3  Application of cultural landscape languages such as “Spring Water”, “Lotus” and 

“Willow” in the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J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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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设施是城市环境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作

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泉城济南有着驰名中外的地

域文化特色。从当前的情况看，济南城市的公共设施

在规划与设计等方面还存在着对地域文化特色挖掘

不够深入以及展现不够完善等问题，应当引起重视。

泉水文化底蕴、山水景观特色、多元城市品格等是塑

造“泉·城”文化景观的基础。在济南的公共设施设

计中应当充分尊重并传承济南的文脉精神，以泉水文

化的设计表达、山水景观的环境关照、多元分区的规

划布局等作为主要的设计导向。使得公共设施真正成

为泉城济南地域文化的物质载体，丰富济南的文化内

涵，展示济南的景观意象，成为“泉·城”文化景观

中不可或缺的亮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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