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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观建筑空间营造融入景观设计的研究
 

□ 闫昱升    黄艳霞    周菡菡

[摘   要] 本文通过对中国本土宗教——道观的建筑空间进行探索，分析在道教生态思想下的道观空间营造形式，探讨道观建筑空间
对现代景观设计的启示，提出岛屿高山模式、承接过渡模式、“源—汇”模式3三大景观设计营造模式，并分析各模式背后所包含
的生态策略和审美感受，探索赋予道教内涵的景观营造方式。

[关键词] 生态文化；道观建筑；生态文化；景观设计

园林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活空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参与者的思想，表达着人们对生活环境的思考。从勉强
能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苑，到皇家贵族、文人墨客围墙
里的园林，再到现在的城市公共绿地，人们心中的景观
得以逐步实现。在历史进程中，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先后
经历了3种不同的形态，依次为原始文明形态、农业文
明形态和工业文明形态。每一种文明都是由于人类与自
然之间关系的转变而产生的，都有其独特的主导文化。
如原始文明时期，人类由于初次接触自然，对于自然是
恐惧、是敬畏、是崇拜；进入农业文明时期后，人类与
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改变，人类对自然是依靠、是希望、
是信赖，而进入工业文明时期，人类对自然的关系变成
了开发、利用、破坏；进入21世纪，打造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解决生态破坏带来的环境问题，是时代赋予的新
使命。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把生态作为其主
要思想，并鲜明地表现在建筑空间营造上，通过对道观
建筑的研究为景观设计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1  道家古代生态文化思想
“天人合一”是道家认识天人关系的基本理论，

“道法自然”是道家生态思想的核心要义，也是道家思
想的精髓。[1]老子第一次明确提出“自然”这一重要的
范畴，谈论人与自然规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即人类要以“道”为法则，自然而
然，遵循自然规律。庄子在《齐物论》中提到“天地与
我并生”，这也是道教思想的真实写照。

基于道家生态思想发展而来的道观建筑继承了道家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基本理论，并将其融入道观

建筑创作过程中，研究道观外部空间结构对现代景观设
计具有启发意义。

2  基于道家生态文化的景观设计模式
2.1  生态景观设计的3种模式
通过对道观建筑外部空间的研究，将其营造启示提

炼为以下3种模式，下面进行详细探析。
2.1.1  岛屿高山模式

对于道教的园林建筑[2]来说，台无疑是最为重要的
求仙祭祀场所，台上建坛或亭，内设丹炉，是炼丹文化
的起源。因台往往设在高耸的半山腰，被道教认为是最
接近神仙的地方。他们常常在台上举行通天、镇妖等仪
式，是岛屿高山模式的典型代表，也是一种具有探索意
义的景观结构。台作为道观建筑雏形阶段的产物[3]，是
道教楼观台的前身。《通俗编》中记载的陕西终南山的
草楼观，是现存对台结构较为成熟的记载，被誉为“天
下第一福地”，是道教祖庭，对之后道观园林空间结构
的形成起着开拓的作用。通过对道观建筑空间进行总结
得出的岛屿高山模式，可以认为是在园林景观建设中具
有开拓意义的景观结构。

2.1.2  承接过渡模式

道观最初的选址往往在山洞之中，认为“洞通天
地”，而后形成了静室。静室结构较为简单：下为土
坛，上为茅屋。静室，就是道观的前身。由静室演变产
生了治，直到南北朝产生馆、观，道教建筑景观结构逐
渐完善。道教景观结构从最初依赖洞穴“修仙生活”到
最后在洞内建观[4]，独立于洞穴存在。观的产生使洞穴
的功能也随之发生改变，景观结构呈现出“壶天”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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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穴作为壶口而存在；壶口内设壶颈，作为洞内外承接
过渡的结构；走过壶颈，进入道教活动及“修仙”的主
要场所。一些道观由于山体的不同，会出现密林、水
渠、山石围合形成壶颈等场所，共同作用形成连接过
渡的结构。“壶天”结构是将承接过渡模式落地的具
体体现。“壶天”结构被认为是陶渊明《桃花源记》
的原型[5]，在陶渊明的论述中，将道教“壶天”结构进
行了世俗化的处理，使之成为群落的聚集地。

除依托洞穴的“壶天”结构外，洞外的“观”也是
承接过渡模式的具体表现。如武当山复真观[6]，在“太
子坡”过山门后，需要通过蜿蜒曲折的甬道才能进入第
二山门，整个甬道空间变化丰富，景观忽隐忽现，营造
一种深邃感，被称为“九曲黄河墙”。又如齐云山玉虚
宫的承接形式属于蹬道承接，通过“分虎关”牌坊，需
沿踏步而下，沿山路婉转迁回，玉虚宫若隐若现，是承
接过渡模式的又一具体表现。

2.1.3 “源—汇”模式

“源—汇”模式以道教生态思想中整体观为起点，
“源”与“汇”既是和谐并存的关系，又是协调统一的
关系，是生态学中的依赖共生形式。

道教“阴阳”“有无”的整体观是景观空间营造
中“虚实”的绝佳体现。自然山水为虚，景观建筑为
实，凹入的洞穴空间为虚，凸出的山体空间为实[7]。从
建筑的角度讲，道教“有”“无”亦可对应“图”与
“底”。道教依山而建的宫殿、祠堂、斋房等建筑是
“有”，是“图”，而建筑所围合的开放空间如庭院、
天井则是“无”，是“底”。道教的活动往往便是在开
放的“无”中进行的。

“源—汇”模式所表现出的空间整体观在道教园林建
筑与山体的关系中也展示得出神入化。“筑台、附崖、靠
穴、吊脚”是道观常见的利用山体空间的形式[8]。如四川
青城山，是道教七十二福地之一，青城山的建筑多采
用“附崖”的形式，建筑的修建注重与周围环境协调
统一，在选址上依托山势水脉，讲究藏风聚气，天人
合一。

对于修建于洞穴中的道观，依据“洞—观”关系的
不同，可分为“依洞而建”“洞、观分离”“洞内成
观”3种模式[9]。“依洞而建”是指道观依托洞穴作为自
己的一部分进行建造，“洞、观分离”是指洞穴与道观
完全脱离开来，“洞内成观”则指洞穴内建造道观，但
并不以洞穴作为道观结构而存在。“依洞而建”的具体
表现如齐云山的真仙洞府，背倚丹霞地貌洞穴，前有流

水潺潺的桃花涧，可以称得上是神仙福地。洞穴与道观
相互独立却又协调统一，是道教景观中“源—汇”模式
的真实体现。

道教“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是指导道教园林建筑
选址、空间营造、探索人居环境的主要思想，道观建筑
与道教生态思想结合而形成道教独特的景观空间序列，
是道观空间留给后人的宝贵经验。

2.2  基于道家生态文化景观设计模式的基本结构特征
以上3种生态模式强调的重点各不相同，在对其进

行探讨的基础上，得到3种模式的基本特征（见表1）。
表1  生态文化景观设计模式比较

生态文化景观设计模式 主要特征

岛屿高山模式 高万仞，百神之所在，与世隔绝

承接过渡模式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源—汇”模式
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

2.2.1  岛屿高山模式

岛屿高山模式强调至高意义与独立意义的景观结
构。高山在景观结构的具体表现如具有一览全景效果的
瞭望台，而岛屿模式在景观结构中具有较强的隔离感，
可进行特殊生态环境的营造，如生态种植池结构和先锋
树种的引入。

2.2.2  承接过渡模式

承接过渡模式连接结构在景观设计中可作为通道
的形式存在，如古典园林中的长廊，而渗透模式则重点
表现边界的处理，强调边界和谐的景观结构，如在硬质
铺装与草坪的交界区域进行过渡带的设计，使得不同材
质相互融合，富有变化；又如建筑入口与庭院的过渡空
间，不仅发挥室内外空间的连接作用，更起着弱化空间
边界的功能，这一细节的设计可以防止建筑使用人群因
室内步入室外遭遇眩光引起的不适，是人造空间与自然
空间和谐交融的景观结构表现[10]。

2.2.3 “源—汇”模式

“源—汇”模式为整体共生模式，在景观生态学中
强调要形成复合群落模式，即形成相互联系的斑块。在
景观设计中，既可作为园林建筑“实”与空间“虚”的
相互配合，也可作为依山傍势，处理不同高差地形之间
的方式，增强景观空间的功能性与趣味性。

2.3   3种景观设计模式的生态意义及审美感受
3种不同的生态模式，因其起源的落脚点不同，在

景观结构的营造上也就会产生不同的生态战略意义及人
们的审美感受。景观设计正是利用人们不同的心理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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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创造层次，使整个景观空间序列变化，如同一首优美
的古诗，起承转合，抑扬顿挫。

2.3.1  岛屿高山模式

岛屿高山模式营造的生态战略意义为探索、高差、
隔离的思想。岛屿模式的先锋探索作用，加之昆仑山高
山模式的制高结构，及两者所共同表达出的逃避思想，
是生态营造的主要策略，因为其内在的生态策略，带给
人们隐秘、开阔、创新的审美感受。

2.3.2  承接过渡模式

承接过渡模式表现出的生态战略为协调、稳定、遮
蔽。不同斑块、不同分区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
互协调，斑块间连接提供生态遮蔽作用，承接过渡相互
融合，共同作用，达到一种稳定的状态，从而带给人们
安全、放松的审美感受。

2.3.3 “源—汇”模式
“源—汇”模式表达的生态策略为共生、统一、平

衡。看似分离，实则共生，两者实现着稳定的平衡，暗
含着的联系，使得该模式表现出统一的形式，给人们带
来愉悦、舒畅的心理审美感受。

与模式本身一样，模式带给人的心理感受也是可以
组合、叠加的，如将岛屿高山模式与承接过渡模式相结
合，给人营造隐秘而平衡的安全感。将3种模式相结合，
即可营造隐秘、放松而又舒畅的审美感受，是生态效益
最为突出的组合模式。

3  结语
早在几千年前，以老子为代表的哲学家就提出“天

人合一”的生态思想，这些思想作为道观建筑的理论指
引了一代又一代道观空间的营造。本文从道观建筑空间
研究道教生态思想对园林建筑景观营造启示，旨在从古
人的智慧中寻找生态问题的解决之道，具有理论和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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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地的热岛效应缓解作用
——以常德市城市公园为例

 

□ 乔玮洁

[摘   要] 城市公园是城市绿地的主要类型之一，是城市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缓解城市热岛效应有显著作用。本研究基于遥感数
据，通过对城市公园特征的分析，并利用ENVI提取城市公园内部以及周边缓冲区的地表温度、植被覆盖度、归一化湿度指数，研
究城市公园及其周边环境对城市热岛效应的缓解效率。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公园内部的水体面积与绿地面积对地表温度成反
比，且与植被覆盖度、归一化湿度指数呈显著相关；缓冲区地表温度受植被覆盖度、归一化湿度指数影响，且呈非线性关系。研究
结果表明，不同的绿地覆盖率以及水体面积对公园地表温度以及缓冲区有一定的降温作用，对未来城市公绿地系统规划设计具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城市公园；缓冲区；热岛效应；降温作用

城市下垫面的改变使城市市区温度高于周边郊区
或者更偏远区域的温度，形成城市热岛效应，也成为城
市热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不利于居民生活健康[1]。研
究表明，城市公园在缓解城市热岛效应方面有显著作
用，建设系统的城市公园绿地系统，将是缓解极端城市
气候、提高居民生活幸福指数的重要途径。而当城市绿
地被“灰色”基础设施侵占时，对应区域的地表温度
将会升高，且影响地表湿度指数[2]。过往研究显示，绿
地面积、归一化植被覆盖指数（NDVI）、植被覆盖度
（FVC）等绿地基本特征值对降低地表温度有决定性影
响[3]。岳晓蕾等通过对保定中心城区的城市绿地不同的
时间序列进行分析，对绿地面积与降温效率进行定量研
究，结果表明不同城市绿地类型对于城市地表温度有不
同的降温效率[4]；佟华等以北京为例，对绿地规划形态
对于夏季城市热岛缓解影响进行了分析论证，证明城市
绿地的形态将影响自然风向，同时对周边区域有降温作
用[5]。综上所述，学界对于城市公园的内部基本特征及
其周边环境的降温效率研究还不够深入，对地表参数指
标与降温效率的关系的研究还可进一步加强。本文在前
人研究基础上，通过对湖南省常德市夏季城市公园的遥
感数据进行分析，探究公园内部基本特征与地表温度的
关系，同时进一步研究其绿地面积、水体面积、NDMI
与公园周边缓冲区的地表温度的关系，旨在为城市绿地
系统规划提供一定的参考策略。

1  研究区域及研究数据
本研究范围为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其地处大陆性

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总面积约29.53km2。本研究集中
对武陵区中心5个面积较大、使用人员密集的城市公园
进行分析，分别为滨湖公园、屈原公园、白马湖公园、
丁玲公园以及诗墙公园。该5个公园内部特征参数、地
理位置以及周边用地性质均有异质性，其研究结果具有
一定的代表性。

本次研究数据选取2017年8月Landsat 8卫星遥感
数据，空间分辨率为30m，该数据云量少、影像清晰，
同时包含热红外波段（SWIR）。研究首先利用ENVI5.4
软件对遥感数据进行前期处理，通过热辐射定标、大气
校正、影像矢量图形裁剪等基本处理后，对常德市武陵
区5个城市公园内部的绿地面积、水体面积进行测量，
并用ArcGIS划分出间隔100m、总计宽度为500m的公
园周边缓冲区，进一步提取公园内部的FVC、NDMI以
及LST，并对缓冲区的基本地表参数与LST进行拟合分
析，研究公园特征以及缓冲区对城市热岛效应的降温
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地表特征参数提取
通过ENVI5.4将遥感数据进行反演，分别对城市公

园与周边缓冲区的地表特征参数进行提取。
（1）选择TM5和TM4波段得出归一化植被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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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乔玮洁，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教师，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