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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青山半入城”到“山在城中央”，随着广州城市的发展，

白云山的功能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与延伸，其山城边界慢行可达性

弱、界面视线受阻、边界功能不均衡等问题愈发凸显。借鉴公园

城市理论，把市民的需求放在首位，将绿水青山融入城市功能，

重塑“生态有界、功能无界”的山城边界关系，运用微改造、轻

介入、低干扰的设计手法，提出“双视角”重塑边界功能、突破

红线构建“无界”风景区、一门一策提升边界“温度”、绿地连

通延长绿色界面等山城边界景观策略，将白云山与城市的边界功

能融合，打造高品质生活环境，重塑完整的山水城市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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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Baiyun Mountain semi-entering the city” to “the mountain 
in the center of the ci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zhou, the function 
of Baiyun Mountain is gradually changing and extending. The problems 
such as weak slow accessibility of mountain city boundary, blocked interface 
sight and unbalanced boundary function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Based on the park city theory, this paper puts the needs of 
citizens in the fi rst place, integrates green mountains and blue waters into 
urban functions, and reshapes the mountain-city interface relationship of 
“bounded ecology and unbounded function”. Using design techniques of 
micro transformation, light intervention and low interferenc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mountain-city interface landscape strategies, such as 
reshaping boundary function with “dual perspectives”, breaking through 
red line to build an “unbounded” scenic spot, improving “temperature” 
of the boundary with “one gate and one policy”, and connecting green 
space and extending green interface, to integrate the boundary 
functions of Baiyun Mountain and the city, create a high-quality living 
environment, and reshape a complete landscape city pattern.

Key words : Mountain-city interface; Spatial fusion; Humanized 
design; Baiyun Mountain

人本视角下广州白云山的山城边界景观策略研究 *

Landscape Strategy of Mountain-city Interface in Guangzhou Baiyun Mount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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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有谓“六脉皆通海，青山半

入城”，白云山位于广州市中心，

是 5A 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景区范围

21.8 km2，外围保护地带范围 10.1 km2。

白云山地形略呈斜长方形，呈东北 –
西南走向，东西宽约 4 km，南北长

约 7 km，是九连山脉延绵至广州城

区内的终点，也是广州传统中轴线的

起点，具有十分突出和代表性的景观

资源，在广州传统的城市空间结构中

具有重要地位。随着广州城市建设的

发展，白云山与城市的空间关系已由

早先的“青山半入城”格局，转变为“山

在城中央”， 白云山从传统的风景

名胜区转变为共享的、高品质的“城

央公园”，公众对其需求日益凸显 [1]。

城市公园边界是城市公园与其相邻异

质空间中具有一定领域，而直接受到

边界效应影响的边缘交接地带 [2]，其

作为公园和城市空间的纽带，在自然

休闲游憩、日常户外活动、生态环境

改善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

由于城市的不断扩张，新建的道路、

建筑逐步将白云山与城市的关系割裂

开来，包括“慢行不通山”“近山不

见山”“见山不亲山”等问题在山城

边界尤为突出。

因此，本研究以人本视角作为出

发点，从与城市功能最密切的山城边

界入手，以提高市民前往白云山的可

达性，丰富白云山边界的功能效应，

重塑“生态有界、功能无界”的山城

边界关系为目标，从山城慢行连通、

道路界面重塑、门岗服务升级等多个

方面开展了白云山“还绿于民、还景

于民”系列项目，将白云山的服务边

界扩大至周边的公园、道路等城市开

敞空间，探索城市型风景名胜区山城

边界景观与功能重塑的新策略。

1 山城边界的主要问题

1.1 慢行可达性弱

白云山区域内景观格局与功能相

对完善，但其与城市边界之间的慢行

路径被城市道路阻隔，在环市路、下

塘西路、麓景路存在 3 处慢行断点，

缺少完整的连通路径。同时，白云山

与周边包括越秀山、麓湖、花果山等

城市公园在空间上行成了天然的绿色

组群，但由于缺少必要的慢行功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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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周边公园的使用率并不高，未能

发挥白云山在城市公共活动功能上的

辐射与带动作用。

1.2 界面视线受阻

白云山是城市型风景名胜区，虽

具有丰富的生态景观与空间资源，但

其景观界面显示度并不高。通过视觉

可达性评估分析 [3]，毗邻主道路的可见

临山界面仅占山体界面总长的 14%。
基于百度全景照片，分析白云山周边

区域的景观感知程度，绿色植被和山

体自然景观占比越高，说明景观可

感知程度较好。白云山周边 5 km 的

平均景观感知度仅为 32%，仅能被

勉强感知绿色植被或山体。 
1.3 边界功能不均衡

白云山周边融合了居住、公共服

务、休闲、娱乐、运动型度假旅游、

医疗服务、现代商业、教育研发等多

种功能，是主城区功能需求最复合的

景区，而联系城市功能最密切的就是

白云山的 16 个门岗。通过实地调研

发现各门岗服务水平存在不均衡的问

题，除南门、西门、柯子岭门、北门

紧邻主干道外，其他 12 个门岗均离

主干道较远，且没有明晰的指示标识，

进山路径不易发现，使用效率不高。

此外，门岗还存在标识性不强、集散

空间不足、空间利用率低、配套设施

不齐全等问题，不能满足市民对公共

空间的活动需求。

2 公园城市理论综述与借鉴 

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风景

名胜区与城市关系日益密切，城市型

风景名胜区概念由此而生，是指与所

依托的城市空间交错、功能互补的风

景名胜区 [4]。而白云山作为典型城市

型风景名胜区，其山城边界作为城、

景交接的开敞空间“公园链”，在功

能上也承担起了城市公园职能 [5]。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成都

天府新区视察期间提出将“公园城市”

理念作为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当前

国内专家学者对公园城市的研究，在

理论层面上多数集中于理念内涵，提

出公园城市不是公园和城市，而是从

“公”“园”“城”“市”4 方面特

征来定义 [6~7]。其中“公”强调公众

参与、公共交往，突出服务所有人的

理念；“园”泛指各种游憩境域，

是一个有机的可持续的生态系统；

“城”对应城市空间，指人居与生活；

“市”突出公共交往功能，以及人居

与生活等产业经济活动。成都提出通

过“人”“城”“境”“业”四大要

素 [8]，并以“人”“境”“业”三位

一体聚集融合为“城”[9] 的思路，探

讨建设公园城市的方法路径。

在实践层面，国内专家学者主要

围绕公园城市语境下的城市设计 [10]、

公园绿地体系、慢行路径系统等设计

策略展开，探索公园城市体系的三大

建设路径 [11]；通过强化连接、城园融

合、活力提升三大策略 [12]，落实公园

城市建设发展路径；以慢行系统承担

的三类功能与慢行空间体系构建 [13]，

搭建公园城市理念下的慢行体系构建

策略。

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

公园城市相较于以往城市发展理念，

更加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将生产、生活、

生态有机结合为一个整体 [14]。本研究

借鉴公园城市理论，把绿地和公共空

间作为组织要素，突出人本需求，创

造场所感，使白云山与周边形成开敞

空间网络，强调城市与绿地融为一体，

城市作为绿地的一部分 [15]。而重塑城

园边界功能，构建“无界”城园关系，

提升边界人性化服务能力，延长绿色

界面是本次研究的主要策略。

3 山城边界景观策略

3.1 双视角重塑边界功能

山城边界是最能体现白云山作为

广州市城市“绿肺”的公共属性的空间，

也是连接城市生活圈与风景名胜区保

护圈的重要缓冲地带 [16]。因此，以人

本和生态双视角重新评估与定位山城

边界功能，是本次工作的主要出发点。

一方面，从人群行为出发，通过

手机信令网络大数据对白云山游客来

源分布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人

群来源以周边居民为主，且随着距离

的缩短，人群呈逐步递增趋势；白云

山日均游客量在 7.3 万人次左右，核

心辐射半径为 6 km（图 1）。此外，

随机邀请 500 位白云山游客填写调研

问卷，并从年龄结构、身份构成、游

览目的、性别比例、收入情况、到访频率、

游玩时间、游客来源等方面进行了分

析，结果显示目前游赏人群以中青年、

本地游客为主，重游率低且时间较短，

来访目的以欣赏自然、锻炼身体为主。

同时结合白云山 2016—2017 年各月

份车流量和游客量的统计分析，以及

未来发展建议等角度，进一步明确人

群使用需求（图 2）。针对不同人群的

需求设计不同公共空间，回应公众期

望，丰富活动方式，将是本次研究的

重点。另一方面，从生态群落保育、

图 1    游客来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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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木资源保护、生境营造等多个角度

出发，进一步明确生态保护要求，对

城市建设提出必要前置条件。

基于以上双视角的分析，将人群

需求与生态要求叠加得出设计条件，

严控生态底线，按需设置山城边界公

共空间，将城市自然资源和市民绿色

共享空间双向互动协调，强化绿地之

间的连接，形成公园城区网络，在完

善生态格局的同时增强慢行联系；确

定山城边界作为城市公共空间属性的

新功能定位，沿边界带设置公园链，

使其由管理的私密性向公众的开放性

转型，引导白云山既有的资源保护和

公共利益最大化，实现城市与自然的

共同繁荣，山城功能的有机融合。

3.2 突破红线构建无界风景区

通过大数据分析研究发现，市民

对欣赏白云山界面、出行便捷舒适等

需求较高，故白云山“近山不见山”

的问题较为明显。因此，依托白云大

道、同泰路等周边山城界面市政设施

改造项目，以工程方法修补白云山与

城市的边界关系。

3.2.1 空间融合

由风景园林统筹规划、建筑、交

通、市政等多个专业，在保护生态环

境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提高空间的使

用效率。通过梳理道路与白云山的界

面关系，突破传统工程红线边界的局

限，弱化道路边界，整合白云山及周

边绿色资源，强化完整场地空间与边

界界面的景观融合 [17]，形成公园链（图

3）。同时，沿环山路径利用桥下空

间等灰色空间地块，设计一系列口袋

公园等公共活动空间，将城市低效的

灰空间转化为全民共享的积极空间，

在满足市民使用需求的同时，也带动

周边包括交通治理、老旧小区改造等

系列项目，激发城市活力，将生态资

源保护成果效益最大化。

3.2.2 界面互通

山城边界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空

间，除了基于交通（距离、时间、成本）

的可达性外，视觉可达性是度量居民

对公园心理感知的重要内容 [18]。以白

云山西侧视廊为例（图 4），针对道

路与白云山界面视线受阻以及植被杂

乱的问题，通过边坡微地形整理，下

层地被清杂，拆除实体围墙替换为通

透围栏的方式，将绿色渗入城市建设

中，使开放式山城形成网状的绿地边

界关系 [19]。同时通过白云山与道路的

慢行路径互连互通，梳理景观通廊，

打通视线，形成连续绿色界面，实现

“近山可见山”，充分展示白云山自

身丰富的自然景观，实现山城边界的

软化。

3.2.3 功能互联

强调从单一的道路品质，到人居

环境的全方位提升，统筹白云山周边

城市环境与社区环境，使两者紧密联

合，形成功能互动。通过拆违复绿形

成连续慢行空间，提升界面慢行空间

的可达性和体验感。其中，横向上根

据不同路段的周边用地需求进行多断

面设计，打造不同的慢行断面形式，

以适应周边市民的不同需求；纵向上

通过抬升式过街等交通稳静化设计，

实现人行优先理念，通过退缩空间一

体化设计 [20]，激活消极空间，打造

街头公园，实现从通行到体验的升级。

3.3“一门一策”提升边界“温度”

白云山门岗是在山城界面中市民

感受程度和使用率最高的公共空间，

也是最能体现其服务能力与“温度”

的重要节点。围绕“还绿于民、还景

于民”的主旨，按照“一门一策”的

原则，将门岗、进山路径和周边地区

一体化改造，推动实现从“门岗”到

“客厅”的转变。通过近人尺度设计、

服务功能升级和公共开放区增加，营

造市民生活新场景 [21]，让市民知山、

见山亦亲山。

3.3.1 一门一策

通过概念方案设计对白云山现状

16 个门岗以及各门岗周边地区改造

图 2    人群构成与游赏分析图 图 3    白云山边界公园系统规划图



Guangdong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2年第 2期 Vol.44/20714

“碳中和”与大湾区绿地建设 Carbon Neutrality and Green Space Construction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进行总体策略研究，包括 6 个重点门

岗（表 1）及 10 个次要门岗（图 5）。
在充分摸查和分析各门岗土地权属情

况、人流量、场地空间、周边建筑、

交通组织等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的

基础上，明确各门岗的功能定位以及

市民对其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解决

每个门岗的突出问题，实现“开门见山”。

以柯子岭门为例，在前期概念方

案设计中提出了“由小到大”的理念，

主要策略包括以下几点：1）门岗后退，

将现状紧邻道路的门岗后移，腾挪出

入口前广场空间纵深，为游客集散以

及市民的日常活动提供必要的空间载

体；2）入口广场扩容，横向上拓宽广

场临街界面，将原有使用率较低的绿

化空间置换为活动空间，打开临街界

面，增加广场容量；3）微交通组织，

规划入口标识系统以及设置停车场专

用出入口，有效引导和规范各类流线

组织，实现人车分流；4）增设服务设施，

结合地势塑造多层次立体活动平台与

风雨连廊，结合连廊新增设服务建筑

和座椅等设施，形成了一个既亲切自

然又亲近市民的入口前导空间（图6），
同时也展现出独特的岭南时代特色。

3.3.2 路径升级

通过分析主要交通特征与需求，

研究构建 4 km环山慢行路径（图 7），
串联白云山 16 个门岗，以及丰富与

周边公共开敞空间的慢行衔接，进一

步提升与公共交通的接驳联系。同

时，对 29 条进山路径进行提升（图

8~9），打通慢行“毛细血管”，并

渗入至白云山边，使其与环山路径形

成山城边界完整慢行网络体系，实现

出行便捷、高效可达、体验升级。

3.3.3 服务完善

从人本视角出发，做好安全、体

图 4    山城西侧视线通廊分析图 图 5   “一门一策”规划分析图

门岗名称 设计理念 主要做法
进山路径
长度 /m

入口广
场 /m2

停车场泊位 /个 其他配套设施

原有 规划
公共厕
所 /个

公交站
点 /个

附近地铁线路

东门（梅花园门） 由堵到通
建筑拆违，新建入口广场，提升进山路径，

提升原门岗片区，新建服务中心
1 000 1 290 0 60 1 0 3 号线梅花园站

南门 园门一体
拆违复绿，增设广场，隧道提升，新增进

山标识门户
1 000 7 800 300 950 2 1

11 号线云台花园站
（施工中）

柯子岭门 由小到大
门岗后移，入口广场扩容， 白云山界面

梳理
0 6 331 65 65 1 1

11 号线大金钟站
（施工中）

西门 由良到优
入口广场提升，白云大道西界面打开，停

车场改造，服务建筑整饰
0 1 923 350 800 2 1 规划 12 号线云溪公园站

北门 由隐到显
入口广场扩容，白云山绿化界面梳理，同

泰路品质提升
0 2 000 490 490 1 1 3 号线永泰站

翠竹园门 曲径通幽
建筑拆违，增设入口标志，优化上山路径，

门岗前置及公交站场改造
690 7 000 20 20 0 1 2 号线萧岗站

表 1    重点门岗“一门一策”改造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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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服务 3 个方面配套服务工作。安全升级工作包括完

善疏散系统、监控系统和沿线照明系统，提高市民安全

感，从而提高使用频率，营造 24 h 生活场景；体验升级

工作结合广州地区的天气条件以及市民活动需求，完善

包括无障碍、休憩设施、喷雾降温 3 个系统的服务保障；

服务升级工作涵盖了增设公共卫生间、停车场、市民服

务中心等相关设施共 6 项内容。

用绣花功夫对节点细节进行深入打磨，深化近人尺

度的功能设计以及融入人文色彩的细部方案。通过对

广州“山、水、花、城”人文意向的提取，形成相应

的云山文化符号，将其融入广场铺装、城市家具、景

观照明等细节设计中，形成一套凸显本土特色且符合

市政要求和人体尺度的定制化要素设计方案，在重塑景

观功能，提升节点活力的同时，加强城市印象，延续场

所精神。

3.4 绿地连通，延长绿色界面

由于城市建设界限限制，白云山的公共绿色边界也

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有效扩展这一具有公共属性的市

民活动空间，打通断点，激活和连通沿线绿地空间，提

升城市活力，是山城界面价值的进一步拓展。

3.4.1 慢行步径串联绿地

城市大型公共绿地使人们获得愉悦和舒适感受的同

时，也在改变着城市的空间形态，这种演替主要是通过

城市子空间的功能置换来实现的 [22]。为充分理解白云山

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通过问卷、访谈以及大数据分

析市民诉求，明确白云山与城市发展的耦合关系，结合

图 6   柯子岭门改造后实景

图 8     进山路径提升分析图 图 9    翠竹园门进山路径改造后实景

图 7    环山慢行径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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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云道”规划线位图 图 11    公园连通工程实施后实景

市民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实际需求，串联、整合周边城市

公共绿地，形成公园慢行体系 [23]，体现“云山漫步，还

绿之道”的理念，以人为核心，以自然为美，策划一条

可游、可赏、可玩的绿色慢行步道—“云道”。

根据用地情况及现状进行选线分析，最终确定了总

长 10 km 的路径线位（图 10）。全线串联了白云山、麓湖、

花果山、越秀山、中山纪念堂等 8 个城市公园和开敞空

间，通过现场勘察，结合现有的自然地势形态以及视线

与建设条件等，设计了包括 4.9 km 的空中步道和 5.1 km
的地面园道 2 种方案形式，打通环市路、下塘西路和麓

湖路 3处慢行断点，延伸登山路径，串联周边社区、公园、

地铁等资源，通过一条连续的慢行步径，实现从中山纪

念堂直达白云山。云道一期工程已于 2020 年 5 月完成

（图 11），自开放以来，高峰期日均游客量突破 10万人次。

3.4.2 特色路径塑造

根据沿线景观资源的不同，将云道慢行路径分为 4
个主题分段，包括从中山纪念堂到花果山公园的“越秀

云道”，从花果山公园到雕塑公园东门的“飞鹅云道，”

从雕塑公园东门到麓湖公园清凉界的“麓湖云道”，和

从雕塑公园东门到麓湖公园天鹅湾的“雕塑云道”。依

托云道的建设，在尊重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的基础

上，在各个主题段营造不同时段的植物季相景观，通过

山林林相提升、科普展示、活动策划以及配套设施完善

等，对路径沿线的绿化植被进行梳理提升，打造四季有

景、时时芬芳的景观效果。同时全线规划了 7个观景平台、

5 个服务驿站，打造了 6 个景观节点，为市民提供一条真

正游有可赏的慢行游径。

3.4.3 低干预，轻介入

路径的设计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

理念，以“主动式设计”，在充分调研和分析场地的气

候环境、土壤条件、植被条件等生态因子的基础上，以

低干预、轻介入的设计手法，精简建设设施，在通过架

设空中步道升级慢行系统的同时，保证雨水渗透与植物

生长的必要光照条件，预留昆虫等生物通行通道，以较

低的环境干预和较高的场地资源利用率，有意识地激发

自然环境的有益转变，确保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并形

成动态景观环境 [24]，做到显露自然、设施精简、功能增厚。

4 结语

广州有着长达 2 200 多年的建城历史，白云山是自然

山水在城市环境中的重要节点，是市民生活的重要公共空

间。本文从人本视角出发，充分认识人的行为对空间塑造

的作用，借鉴公园城市理论，以问题需求为导向，提出有

针对性的策略；以山与城市的边界功能融合为目标，通过

公园连通、打开界面、“一门一策”等系列措施，实现了

将风景名胜区融入到城市功能之中；以人居环境改善和生

态环境提升为落脚点，在充分保护白云山自然资源的基础

上，探索低干预、轻介入的建设模式，提升生态景观资源

价值，激活绿地公共空间活力，确保实施效果。人本视角

下的山城边界景观策略研究，对于践行新时代生态文明建

设，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同时更是让市民

能够“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注：图片均为作者自绘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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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 月，广州文化公园迎来建园 70 周年，园内各展馆举办了

园史回顾展、书画藏品展、广州名家书画邀请展以及职工艺术风采展等，

以展览的形式向广大市民游客展示文化公园从建园至今的发展史、光辉奋

斗历程和文化惠民成果，展现其历代传承的为民服务精神。

1952 年，在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的会址上，文化公园的前身“岭

南文物宫”正式成立，成为了当时著名的文化活动展览场所。1956 年

1 月正式易名为“广州文化公园”。其作为国内最早以文化命名、将

园林与会展文化融为一体的公园，走过了七十个春秋，创造了辉煌的

华章。

文化公园所在地底蕴深厚，从清代的十三行贸易据点，抗日时期的

西堤灾区，新中国成立后的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和岭南文物宫，发展

到当今以“文明”为主题、兼具岭南文化传统特色的主题公园。一路走来，

广州文化公园承载了沉甸甸的历史，见证着历史变迁，而这些历史的印记

是广州市民心中不可磨灭的记忆，挥之不去的乡愁。文化公园的发展史不

仅是一部会展文化史，还是一部历史底蕴深厚的人文历史，印证了时代的

变迁，成为了广州城市历史文化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七十年来，广州文化公园坚持以“惠民”为己任，为几代广州人带

来了园林艺术和岭南文化的精神食粮。其尤以展览见长，在文化艺术界树

立了极佳的口碑，开展了众多高品质的，涵盖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民

俗、传统及现当代艺术等多方面内容的展览，全方位反映出时代的进步和

人民群众丰富的精神世界。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迎春花会”“中秋灯

会”“羊城菊会”并称为“三大展览”，现已发展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文

化品牌，成为市民游客一年一度的“保留节目”。此外，园内还时常开展

各类文娱活动，如讲古、棋艺、灯谜、歌会、曲艺等。这些活动立足本土

文化，充分体现浓郁的岭南特色 , 让人目不暇接。

展望未来，广州文化公园将与时俱进，顺应潮流，在继承公园传统

文化风格的基础上，结合当下的时代特点，求变求新，打造文化品牌，充

分挖掘沉淀其中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坚定文化自信，推进广东省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广州市岭南文化中心核心区建设，展示广州历史文化名城形象，

实现“老城市新活力”等作出更新更大贡献。

广州文化公园 供稿

《广东园林》编辑部 整理

七旬华章 乡愁弥新——记广州文化公园建园 7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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