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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对济南山水环境空间格局的分析，探讨了其发展演变和近现代城市建设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文

章以区域山水格局为框架，剖析了城市与自然疏离和环境恶化的现象，提出未来城市建设应尊重自然山

水格局的完整性，融合基础设施与自然景观，并延续历史文脉，提升城市人文景观的价值。旨在为济南

城市规划提供学术参考，促进城市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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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Jinan’s landscape environment and discusses the im-
pacts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n the natural ecosystem. Through an 
analysis of regional landscape configurations, it highlights the phenomenon of alienation between 
urban areas and nature, as well as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The paper advocates for future ur-
ban development to honor the integrity of natural landscape patterns, harmonize infrastructure 
with ecological elements, preserv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enhance the value of urban cultural land-
scapes. This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a scholarly reference for Jinan’s urban planning while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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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ng a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city and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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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的需求已不再局限于物质层面，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品质。这与 2017 年

10 月 18 日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主要矛盾转化一致，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逐渐从最初对物质空间的追求，回归到对自然环境和文化脉络的关注。这反

映了社会对精神和生态环境的双重需求。十九大报告中同时强调，“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山体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空间构架，自古以来一直影响着城市的选址和布局[1]-[5]。然而，近几十年的

快速城市化导致山体的空间资源被侵蚀、人文价值被忽视。随着国家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绿水青山再次

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因此我们应重新审视山体的生态和文化价值。济南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其

山体塑造了独特的山城空间和人文底蕴[6]。本文通过总结济南山水环境的演变，为其未来规划提供借鉴。 

2. 区域山水环境空间格局及演变特征 

古代济南区域山水环境与城市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和共同

生长，各山水要素与城市在不同层次和尺度上以地域性方式组合，而组合方式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

地区的人文内涵，这些共同构成了古代济南区域山水环境的独特风貌，反映了古代先民们城市营建和处

理城市周围山水环境的智慧[7]。 

2.1. 区域山水空间格局 

我国古代城市在选址和营建时都注重在大尺度的宏观山水层面审视自然，通过自然山水格局的解读，

寻找城市与自然山水环境相融合的切入点：城市在营建的过程中，通过不同层面、不同尺度上城市与自

然环境的融合，表现出对自然“和谐对话”的倾向。 

2.1.1. 区域“梳状”水网格局 
济南南部山区是济南区域内重要的生态屏障和众多河流、泉水、湖泊的水源地水源涵养地。季节性

降雨在南部山区形成地表或者地下径流，地表径流形成山洪冲沟，向北流入北郊的低洼地带、河流湖泊

或小清河；山前平原区域地势平坦，泉群喷涌，曾先后分布着历水陂、流杯池、古大明湖(今五龙潭)、大

明湖等主要湖泊，以及泺、历二水，这些河流、湖泊、泉群在不同历史时期曾以不同的方式结合为一个

水网体系，最后向北汇入小清河、济水或黄河；北郊先后主要分布着济水、黄河以及小清河等自西向东

入海的河流，由此形成了以北部黄河、小清河为主脉，南部山区的枝状季节性洪水沟道由南向北汇入小

清河的“梳状”区域水网格局，南北向呈“梳齿”状的河流水系及洪水沟道便成为连接南部山区、北部湖

区的天然生态廊道[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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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区域“一带多点”山体格局 
济南区域内山体的分布空间结构呈现“一带多点”的状态，其中“一带”为由位于古城南面的泰山

余脉组成，主要有千佛山、燕子山、英雄山等山体绵延的带状体系于古城之南呈围合之势，环绕着古城，

构成了济南南部的生态屏障，为城市提供了延绵的景观背景，在保持区域生态环境的格局，平衡城市生

态安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多点”是指散布于济南中、北郊区域的点状相互独立的山体，这些

山体地壳运动褶皱而城，每座皆兀然立于平川之上。在千佛山齐烟九点坊向北眺望，“齐烟九点”景观

映入眼帘。“齐烟九点”的意象来源于唐朝诗人李贺在《梦天》中的“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

泻”。有一说，其中“九”并非确数，泛指多山。而清郝植恭在其著作《游匡山记》中认为“齐烟九点”

是指九座山峰，分别是鹊山、华山、历山、鲍山、崛山、栗山、药山、标山、匡山，这九座小山兀立于平

原之上，高低错落，蜿蜒起伏，如儿孙环列(郝植恭，清) (见图 1、图 2)。综上，济南“一带多点的”山

体格局很好的诠释了古代济南众山体“古千佛屏障于南，其他环城而峙”的城市空间意象。  
 

 
Figure 1. Qi Yan Jiu Dian 
图 1. “齐烟九点”① 

 

 
Figure 2. A painting depicting Qi Yan Jiu Dian 
图 2. 齐烟九点画作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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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一湖一环多节点”的城市格局 
五龙潭泉群、趵突泉泉群、珍珠泉泉群、黑虎泉泉群四大泉群以及众多散落的泉眼分布在济南古城

内及城厢周围[9]。其中，趵突泉泉群分布在古城的西南、黑虎泉泉群属于悬东南侧的护城河壁上、珍珠

泉位于城内，而五龙潭泉群则位于古城东南侧，护城河则将趵突泉、五龙潭、黑虎泉三大泉群串接连通，

并汇入城北的大明湖内。幽静的珍珠泉群位古城内部，与城内民居结合，走街串巷，最后也汇入大明湖，

经过古城的北水门水闸在北面和小清河、城子圩相连接，形成了完善的济南古城水系统。 

2.2. 区域山水环境演变特征 

2.2.1. 以区域山水格局为发展框架 
古代济南城市营建，尊重自然山水格局，强调人工干预不能破坏自然山水形势，同时要注重与自然

山水环境的共同融合，从而形成宏观层面上城市整体意象格局，为各具特色山水城市体系的构建奠定了

基础。 
首先，古代济南城市的发展扩张，是济南区域的自然山水框架之内进行的。古城的扩张和近郊的开

发尊重并充分利用现有的自然山水条件，在满足人们生产生活需求的状况下，保持了区域原有的山水形

胜。形成以南部与东郊以山地丘陵景观主、北郊水景观为主、与西郊泉水景观为主的特色风貌，并结合

近郊的不同地貌条件开发了水陆交通与城市内部水陆交通相连接，形成一个整体性的网络。由于区域内

南部临山，北部临水，所以城市只能向东西发现，而呈现东西向带状城市形态。古代先民“因地制宜”和

整体性的营建理念，保护了山水整体框架，保证了区域自然山水的完整性，形成了“山、泉、湖、河、

城”五位一体的城市格局。 
其次，古代先民对区域山水框架的维护也表现在中小尺度的营建中。由于济南古城内泉群密布、大

明湖占城内约三分之一的面积。所以，古城内道路及建筑体系的布置及城市空间结构并未像北京、南京

那样中轴对称，而是按照城内大明湖以及遍布的泉眼溪流灵活布置街巷和建筑，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城区

内水文循环，将城市建设对泉水的影响降低到最小，巧妙的解决了城内建设、供水、水文循环的问题，

也形成了“玉带秀河绕古城，碧水蓝天映明湖”的秀丽泉城风光。 

2.2.2. 以区域泉河湖水网为基本骨架 
古代济南区域地表水文环境经历了晋魏南北朝时期“开凿流杯池”以及将泺、历二水经过古大明湖、

历水陂注入北郊湖泊的水利工程；唐、宋因城池扩大而在城内形成大明湖，历水的源头枯竭导致历水淤

失；金、元时期开凿小清河致使北郊鹊山湖水势消退；明、清时期经过护城河的开挖及城内水系的整理，

城内四大泉群体系和护城河体系形成。由上总结得出，济南区域内的泉河湖水网体系是在天然原生水网

的基础上，经过不同时期因防洪排涝、交通运输、农田水利、城市供水、园林景观营造等而进行的人工

干预与自然水文的变化叠加而成的，这个叠加而成的水网体系覆盖着整个区域，满足生活、景观、灌溉、

航运用水需求，这也构成了古代济南的区域水生态环境。《管子 水地》中也说道：“水者，地之血气，

如筋骨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管仲，春秋)因此，水网体系就像区域中的血脉，连通了区域中的

各个要素，构成了区域空间最基本的骨架。 

2.2.3. 以人文景观彰显城市风貌——以“济南八景”为例 
中国古代城市营建深受山水文化的影响，人们对城市所处空间的山水自然格外关注，在长期的互相

作用过程中，随着对城市周围自然环境认知的加深、对山水之美进的挖掘、经营和改善，逐渐根据其形

胜特征凝练为一些富有地域特色的人文景观，这便是所谓的“八景”文化，“八景”不单指城市中的八处

景观，而是对城市及周边典型自然和文化景观的凝练，一般用八项最能代表区域空间格局和自然人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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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景观组成，用四个字命名。一般而言，古代记录区域历史地理的地方志集会记录该区域的“八景”。

明末刘剌《历乘》中也记载了“济南八景”和“历下十六景”，其中以“八景”中最具代表性。综上，

包括“济南八景”之内的城市内部及近郊的风景名胜是城市建筑与自然整体创造的结晶，他们是构成古

代济南城市以及城市近郊山水特色的重要内容。 

3. 近现代城市演化对济南区域山水环境的影响 

济南的近现代城市发展历史是一部城市山水环境的演变史[10]-[12]。自 1904 年开埠以来，济南一直

以城市扩张和工业发展为城市发展的重心，山水环境保护一直处于不被重视的状态，这是导致城市周围

山水环境逐渐被不断吞没、蚕食的主要原因。直到《济南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中“南控”策略的提

出，才将济南山水格局、生态环境保护提高到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然而，在近现代城市建设中，长期

对区域山水环境保护的忽视及考虑欠缺导致了一系列大量建设性破坏，区域山水环境面临一定的问题，

主要体现为城市与自然疏离和自然环境恶化和两个方面[8]。 

3.1. 城市与自然疏离 

3.1.1. 山水环境与城市渗透度降低 
古代时期济南古城处于一个大的山水环境体系当中，城市与自然在不同尺度上通过视线、倒影、园

林等方式相融合。近现代城市化进程中，缺乏对自然山水的重视，城市内部高楼密集，自然环境被分割、

孤立，很难与周围城市环境相融合。此外，高层建筑、高架桥、城市地标构筑物拔地而起，这些尺度过大

的构筑，破坏了原有古城的空间形态、平缓的天际线，阻隔了城市与周围山体之间的视线沟通，城郊山

水景观也难以渗入到城市，城市与自然缺乏“沟通”。 

3.1.2. 山水格局与城市结构关联减弱 
济南由“一带多点”的山体格局及“梳状”泉河湖水网体系构成的济南大山水结构在城市中的作用

日渐减弱。作为城市背景及生态屏障的南部山脉正在逐渐被开发、阻隔，传统“齐烟九点”景观中的城

中小山也逐步被建筑群包围，在城市空间结构中的作用减弱；小清河被开发为带状公园，但是被周围环

境分割而呈现破碎的状态，并没有起到轴线、串接作用，这些导致了古代时期济南古城与周围山水环境

之间形成的很多条视线通廊被隔断，著名的“佛山倒影”、“鹊华烟雨”、“齐烟九点”等构成城市整体

意象的特色景观正消失，原来古城与自然环境和谐互融的宏观城市形态特色正在逐渐丧失，历史时期古

城的基本山水格局遭到了破坏。 

3.2. 自然环境恶化 

3.2.1. 山体——连续性破坏明显 
近现代城市发展过程中，由于人们生态保护意识淡薄和对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和利用，济南市近郊不

少山体被开发破坏，据统计，济南“三线一区”(济南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城市规划区和主要交通

沿线)范围内[13]，目前被破坏的山体数量达 148 座，破损平面 1200 万 m2。而山体是济南生态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山脉不仅是城市的天然屏障，而且是城中泉水的水源涵养地。而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大

量岩石矿产开采造成山体生态环境失衡、水土流失严重、山体风貌遭到破坏问题；为了获取更多建设用

地，不惜将一座座山头削平，取而代之的是高耸的建筑群，这些都割裂了山体的完整性和连续性，破坏

了济南山水环境。 

3.2.2. 水体——污染填埋现象严重 
我国近现代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着水体污染、水土的流失、水体枯竭的问题，济南也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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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首先城市扩建不仅破坏了泉水赖以存在的地质结构，而且在经济利益

的趋势下，对现存的泉水水系、河流、湖泊采取填埋和强行取直等行为，破坏了城市内自然水循环，损

害了区域水生态；另外城市建设中对泉水补给区的过渡开发使得补给区域内水土流失严重，水源涵养功

能逐渐减弱，对泉水水量的供给减少。其次，城市工业生产产生的大量废弃污水的不合法排放严重污染

了城市地表及地下水资源。水资源的枯竭和污染严重影响了济南市的水生态安全及济南的自然风貌。 

4. 济南区域山水环境营建对未来城市建设的启示 

我国古代城市的选址及营建注重在区域尺度下对城市周围山水形势的审视和提炼，从而寻找城市建

设的突破口；其次，城市的营建中尊重自然山水结构的完整性，注重不同层面上与自然的融合，从而形

成了富有地域特色的城市意象；此外，城市营建中以园林为媒介，赋予城市基础设施艺术化的外在及人

文内涵，提高了人居环境的宜居性；最后，注重对历史文脉的保护与延续。 

4.1. 以区域视角下运用整体性思维融合城市与自然山水 

古代在营建城市的过程中，注重整体性思维的运用。在城市营建过程中，他们将城市置于大尺度的

山水格局中，将城市与城市周围的山、水、川、谷、塬、田、林等要素视为一个整体来考虑[14]。古代济

南区域山水环境演变过程非常清晰的印证了这个观点，首先，古城最初的选址是从区域宏观尺度下考虑

的，形胜思想、风水学中对于理想生存环境标准的限制，都反映了古人在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内审视自然

山水环境，经过综合考量后才确定城市或聚落的选址；其次，泉河湖水网体系是构成古代济南城市的骨

架，在城市的营建过程中，先民从区域层次来考虑水网体系的重塑，将城内、城外水环境纳入同一个水

网体系进行系统考虑；最后，古代城市的营建还通过巧妙的视线安排将城内外景观互相渗透，比如古代

济南的“铧山倒影”、“汇波晚照”、“鹊华烟雨”等景观，将城市内的视线引向周围自然，把周围自然

风景纳入城市。综上，我国古代城市营建注重城市和自然的整体考虑，吴良镛先生将之总结为：“在规

划设计的层面上，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将大尺度的自然山水以至于无垠的宏观宇宙与建筑构图结合起来。” 
反观近现代我国城市的建设，在一些特殊的时代大背景下，片面追求城市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忽

略了周围自然环境，造成了城市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城市特色消失等一系列问题。鉴于此，我国古代城

市营建“山水城”理念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4.2. 尊重自然山水格局，保持山水格局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山水格局不只是城市周边的自然要素，它还指大尺度的自然山水环境内山水空间结构，这种结构很

多时候还具有深层的文化意义，凝练了整体空间意象。我国城市营建深受“天人合一”哲学理念和风水

思想的影响，注重自然格局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自然格局奠定了城市存在的基础。 
纵观古代济南区域山水环境的演变过程，城市的营建始终基于区域山水环境，以山水格局为框架。

营建之初就对区域山水格局进行了审视，区域内的山水环境为人类聚落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

安全的庇护场所，后经营城者“象法天地、因地制宜”的改造，在对原生自然山水进行了适度干预后，形

成适宜当时人类生存的环境，随着历史的发展变迁和生产力的提高，人类在这个山水环境之上逐渐发展

农田水利，营建聚落，文明高度集中的城市随之出现，而后迎来了城市和园林景观的兴盛繁荣。在这个

过程中，人类社会的发展受惠于自然山水环境提供的物质资源的同时，也受到山水环境的制约，先民们

在这种制约之下，适度改造，形成了富有地理环境特色的生存环境，例如古代济南的泉水街巷、泉水院

落的形成，得益于对城内泉水水系的充分利用。不同区域，山水与城市的布局关系也不一样，我国古代

城市营建正是在对不同地区山水格局的准确解读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传统山水城市，例如“水

光滟潋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杭州，因西湖而兴；“七条琴川皆入海，十里青山半入城”的常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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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以虞山构成了城市的主要意象。无论自然山水格局如何，古代城市营建都是在深刻解读山水格局，充

分尊重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的干预利用，从而获得了城市与自然的和谐、持续的发展。 
纵观济南近现代的城市建设，过快的城市化建设对自然环境产生了很大的破坏，古代经过几千年发

展形成的山水格局遭到严重破坏。同时，从吴良镛院士的《泉城风貌带规划》开始，政府及相关部门开

始关注城市生态环境、城市山水结构及城市意象，并从古代城市的营建中寻找解决方法。千佛山风景名

胜区保护规划、大明湖护城河城市公园的营建、华山历史文化公园的规划设计及济南城市山体公园的开

发无一不是对古代城市山水格局的延续并结合当前时代背景进行的再创造。城市之于自然山市格局，犹

如果实于生命之树，保持自然山水格局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对于城市营建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古代城

市营建大都依山傍水，注重城市与自然山水格局的结合，从而形成富有地域性的城市山水风貌；其次，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维护自然山水格局的连续性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 

4.3. 将基础设施融入区域风景，提升居住环境的宜居性 

古代城市营建除了在追求城市与自然山水格局的和谐之外，也注重城内人工基础设施与自然的相互

融合，最终形成富有山水之美的城内公共空间。例如，古代济南城内大明湖原本是因城市扩建，城内泉

水排泄不及时而形成的调蓄池，后来以曾巩为代表的营造者对其进行改造，筑山理水，使其成为城内一

处重要的开放空间，其中贡献之一就是修筑“百花堤”，他筑堤将湖南北岸连接，并沿堤栽植花木，筑亭

台楼阁，此时的百花堤，既发挥了连通城市南北交通的功能，也因其与自然融合且艺术化的外在，吸引

了人们前去游赏，增加了济南城市的吸引力，同时极大地提升了城内空间品质。因此，在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时，园林可作为一种调和人工和自然的手段，将一些工程设施以一种与自然相融合且艺术化的形式

表现出来，提升人居环境的宜居性。 

4.4. 延续历史文脉，带动区域人文景观发展 

历史文脉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包括有形的街道、建筑、

风景园林等和无形的语言、习俗、文化等。济南位于南北方过渡地带，作为交通枢纽，自古受周边文化

影响深远。儒家文化是其核心，但也展现了强大的包容性，融合了多元文化，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齐

鲁文化。在经历了上千年的朝代更迭、政治变革中对城市的损毁、修复、更新、重建之后，现今留存的历

史遗迹原有的功能发生了转换，但仍旧延续着上千年的历史文脉，这些历史文脉一般通过城市空间格局、

遗留园林景观、历史街巷及建筑样式等直观表达出来，构成了城市独特的景观风貌。城市在发展演变过

程中，每个发展阶段的历史文化都会在城市风貌留下“烙印”，而各个阶段的“烙印”叠加起来形成的独

特的城市景观风貌与气质，就是城市给人的印象。因此，保持城市空间以及传统文化的连续性是延续城

市历史风貌的重要手段，其中历史遗存是城市风貌最直接的反映。 
但是近现代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建设速度较快，加之人们的历史文脉保护意识不足，导致很多历

史遗迹及传统空间格局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拆毁破坏，城市历史风貌消失的危机，济南不例外。政府及相

关规划部门针对这种状况做了很多研究及规划，其中以吴良镛先生在《泉城特色风貌带规划》中，提出

的济南“千佛山–古城–黄河”历史风貌带的构想最为重要，这条轴线承载了济南数千年历史与自然文

化的演变历程，是经过数千年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城市文脉，同时也是天然的城市中轴线和风景视廊，为

济南历史文脉的延续、凝聚力得以保持的基础[15]。相关部门在这一规划的指导和启发下，先后对济南历

史风貌进行了整治和恢复，如今在济南老城区内，大明湖及护城河环城公园己经成为最富吸引力的公共

空间，而在曲水亭街历史街区可以感受到古代济南“家家泉水，户户杨柳”的意境，这也是城市真正的

吸引力和生命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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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城市风貌综合反映了城市的内在历史文化内涵和外在品味特征，是一个城市有别于其他城市

的重要依据，在未来的城市建设中，应当更多地保护历史遗存，强化城市的文脉，有效避免城市风貌的

趋同现象。 

5. 结语 

本文从风景园林的视角下，梳理了济南古城的选址，以及魏晋到明清这一阶段内济南区域山水环境

的演变历史，总结并归纳了济南自然山水格局结构和区域山水环境在历史的发展变化过程中表现出的特

征。并通过对济南区域山水环境的深入分析和研究，结合城市演化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提出未来城市建

设的方向。应在保护和延续山水格局完整性的基础上，注重人文景观与自然山水的协调发展。此外，倡

导将基础设施与自然景观融合，以提升城市宜居性，并通过延续历史文脉，增强区域文化景观的影响力，

最终实现城市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注  释 

①图 1 来源：根据参考文献及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绘制 
②图 2 来源：百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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