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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历史时期的城市由于发展历程、文化特色、民俗与地域条件的差异性，表现出强烈的地域性特征。

黄河孕育了人类文明，也促进了城市的产生，影响着城市的发展和变迁，黄河与沿岸城市相互依存。以

古城空间形态肌理为切入点，通过收集古城相关历史文献并进行时间、空间归纳整理，在历史信息转译

的基础上，以山东沿黄地区典型历史古城——济南古城、菏泽古城、聊城古城为例，概述古城的演变脉

络，将古城划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级即古城格局空间层级、街巷空间层级、建筑空间层级，提

取古城中的空间形态肌理，挖掘古城营建智慧，对于历史古城的保护和城市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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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ities in Chinese historical period show strong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development cours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folk customs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Yellow River gave birth to human civilization, but also promoted the emergence of cities, and af-
fected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cities.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coastal cities are interde-
pendent. In the ancient city of space form texture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hrough the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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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relev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time, space, in historical information transl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ancient city of Jinan in Shandong province, Heze, Liaocheng ancient city, for example, an over-
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ancient city, the ancient city is divided into macro, meso, micro three 
levels namely the ancient city pattern space level, the street space level, the architectural space level, 
extract the space form texture, the ancient city of mining building wisdom,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historical city and urban development to provide certain theoretical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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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历史时期，黄河作为华夏母亲河发挥着极大的经济和生态效益；在当今时代，黄河流域丰富的矿

产、能源、土地等资源，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粮食主产区和生态廊道，因而黄河流域从古至今都是

人地关系最为复杂的区域。黄泛平原城在长期的水灾斗争中，逐步总结出一套治理水灾的经验与方法，

使得其城市文化能够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得以持续发展，因而研究沿黄地区古代城市演变及地域特

征具有极大的生态智慧和价值。 
对历史城市的空间形态进行研究，离不开历史资料的支持，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必须对其进

行大量的搜集和准确的翻译。在搜集了大量的史料后，将复杂而繁琐的历史信息转译成简洁的图示语言，

这也是这座古城研究的重难点。历史资料转译是指把各种历史资料反复对比、分析、验证，最后把转译

的结果转化为图示空间结构的展现。通过转译使历史资料更加直观、清楚，便于以后的工作使用，从而

形成一套完整的历史城区保护与空间开发策略，使其发展与保护相结合，有利于文化遗产的延续和特色

的展示[1]。 
研究的基本框架是，先收集历史文献资料，按时间、空间进行整理，再对历史资料进行转译，将古

城划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级即古城格局空间层级、街巷空间层级、建筑空间层级来研究古城的

内部空间形态肌理。古城格局空间指的古城的选址、内外环境肌理、基本结构形态，是古城的骨架，街

巷空间则指的是古城的街巷网络空间结构以及公共空间，是古城的经脉，建筑空间指的是城墙及内部各

类建筑，是古城的血肉[1]。分别以济南明湖古城、菏泽古城、聊城古城为例，提取古城中的空间形态肌

理，对于快速发展期的历史古城的保护具有借鉴意义。 

2. 研究综述 

用 CiteSpace 对 CNKI 检索的古城领域 1953 篇论文进行分析(图 1)，将关键词作为节点类型，做关键

词的聚类图谱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国内关于该领域的研究围绕着地域文化、古城文化、人居环境、空

间形态、保护更新、城市规划、空间句法、古城复兴、历史文化等方面展开。近几年突现关键词主要集中

在微更新、遗产保护、传统聚落、山水格局等上，由于时空的关系，大部分的历史城市都存在着不同的

时空特征，表现出了“时空的碎片”和“时空的分散”[1]。现有历史古城的常规研究方法通常也是就着

利用历史信息收集转移，利用空间句法或 ArcGIS 等技术进行分析转译，利用时间“分段”与空间“分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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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开展研究解构的。 
 

 
Figure 1. Diagram of keyword clustering analysis based on CNKI 
图 1. 基于 CNKI 的关键词聚类分析图① 

3. 济南古城空间形态肌理研究 

3.1. 济南古城演变概况 

从济南历史上看，继城子崖遗址后，济南古城区为东平陵城，东平陵城位于今天的济南章丘市，城

子崖遗址在两公里外。济水是古代中国的一条重要河流，与黄河、长江、淮河并称为华夏“四渎”。济南

治所在西晋时迁移 70 公里到历城，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济水的中断。其次，战争频繁，给平陵带来

了巨大的损失。春秋战国时期，又称历下县，因历山(千佛山)而得名。历城县在西汉开始，隶属于济南。

济南是东汉初期的一个县，后来又是一个济南国。 
济南郡治所从平陵西迁到历城，它的府署并未移到历城的老城区，而是在历城的东边新建了一个新

的城府，那时的名字就叫东城。从此，济南城的东城和西城合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双子城”，这种格

局直到宋朝都没有改变。到了元朝，东城和历城合并，市区向东、向北延伸，最后将大明湖包含其中，形

成了“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空间形态[2] [3]。 
20 世纪初期胶济铁路通车后，济南城市的城市空间格局发生了改变，商埠区在古城区的西边出现，

城市的格局由原来的旧城为主，变为了旧城与商业的双重中心，城市的东西向东西方向发展，逐渐形成

了黄河、城市、山区三条平行的地带。建国之初，确定了城区的空间拓展以既有老城区的道路为中心，

继续沿城区的带状发展，并向东西两侧跨越发展[4] (图 2)。 
 

 
Figure 2. Diagram of modern urban form of Jinan 
图 2. 济南现代城市形态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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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济南古城空间形态肌理分析 

3.2.1. 古城格局空间层级——“一环绕明府，明湖映古城”的空间形态 
在宏观层次上，城内山水环境决定了济南城市的总体格局。济南古城选址依山傍水，至明清时期济

南区域山水环境由城市外围水网、“一带多点”山体空间及城内“一湖一环”的城市整体空间形态[5]。
大明湖占据了济南老城三分之一以上的用地面积，再加上泉水的复杂性，限制了济南古城的空间结构，

没有严谨规整的中轴线和规则的主干道横贯南北；其次，城内南北高低错落，使古城南北两个门户位置

也不对等；总体而言，济南古城布局受城池泉水环境的影响，形成独特的城市空间格局，再加上四泉群，

造就了大明湖和护城河系统相互连接的宏观都市形象[2] [3] (图 3)。 
 

 
Figure 3. Diagram of Jinan ancient city space form 
图 3. 济南古城的空间形态图① 

3.2.2. 街巷空间层级——“走街串巷”的泉水街巷空间形态 

 
Figure 4. Diagram of Jinan “walk from street to street” spring water street space form 
图 4. 济南“走街串巷”的泉水街巷空间形态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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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因泉水而兴，众泉聚集，最大的泉水聚落由趵突泉、黑虎泉、珍珠泉和五龙潭四大泉系组合而

成，是济南古城区内最重要的部分。泉眼位置比较分散，各处泉水喷涌而出，走街串巷，在院落和街巷

之间来回穿行，构成了济南古城典型的街巷院落，是中观层面水城空间格局空间架构中的重要地域景观

组成要素[2] [3]。古城内部出露的泉水按存在形式主要有点状泉眼、线状泉渠和面状泉池三种类型。人们

将泉水水系形态与街巷相融合，结合泉水水系，泉水或沿着街巷线性布置，或分布在建筑院落内部，街

巷两侧建筑有秩序地组合排列，起承转折，形成了泉–园、泉–街、泉–院的多尺度的泉–城空间组合

形式，构成了“家家泉水、户户垂柳”的人文图景和古城景观基因(图 4) [2] [3]。 

3.2.3. 建筑空间层级——“户户泉水，家家杨柳”的泉水院落空间形态 
有水可取、可用，是古人择地而居的首要条件。济南古城院落景观因以适应泉水而形成独特的传统

院落空间形态，其生产、生活、物质空间受泉水直接影响。院落的建筑形式主要采用北方常用的四合院

形式，青砖墙，灰瓦花脊，四周建筑围合而成，但并无明确严格的中轴线，围水而居，泉–院共生，既丰

富院落空间特色，又满足居民用水需求。既有北方建筑的厚重庄严，又有江南水乡的轻巧灵秀。从泉–

院落布局形式可分为三种，相离–泉水围绕院落、包含–泉池在院落内部、相间–泉渠穿插于院落，泉

水泉池一般在院子的中心或一角隅(图 5)。 
 

 
Figure 5. Diagram of Jinan spring courtyard space form 
图 5. 济南泉水院落的空间形态图① 

4. 菏泽古城空间形态肌理研究 

4.1. 菏泽古城演变概况 

菏泽古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金代，它的创建是以军事为中心的。菏泽城的基址在距今开封 140 公里

的汴京，毗邻黄河的北岸，是金朝和南宋交战的地方。沿着这个位置，在这里修建一座城市，在军事上

和战略上都很重要。菏泽城址的选取，是由于金代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而进行的。明代初期，黄河不停

地向南漂移，经常决堤，改道，菏泽开始修筑城墙。至此，古城形成了“回”形的空间结构形态，继承了

古代建城垣时的“内城外郭”的典型布局。雍正时期，菏泽改府治为菏泽县。城市空间结构和城中建筑

布置形式没有大的变动，城和郭的形态一直延续[6] [7] (图 6)。 
 

 
Figure 6. Diagram of Heze ancient city [7] 
图 6. 菏泽古城图[7]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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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菏泽古城空间形态肌理分析 

在黄河下游地区，在新城址选择上，多是“择高而居”，以应对洪涝水患，有些城市利用黄河泛滥过

后在城外淤积的高地上重建新城；有些城市则在黄河堤外寻找高地重建新城。在城市堤防体系构建上，

为抵御黄河水患，沿岸城市逐渐形成一套完备的防洪体系——“城内居民建筑–城墙–护城堤–月堤–

黄河大堤”。城墙同时兼具军事防御和防洪双重作用，且不少城池为增强防御能力而在城门增筑瓮城，

如成武、曹县、商丘、菏泽、虞城等古城城门外均设瓮城。护城堤建在城墙之外四面包围城市，是黄淮平

原上的典型现象，护城堤的建造级别一般低于城墙，大多采用夯土筑成，不耐雨涝；护城堤上多栽种护

堤植被，以为固土之用，一般都是通过植柳、桑、榆等树木来加固堤岸。月堤则是在护城堤外临黄一侧

设立。建立防洪系统的同时，往往挖护城河与环堤河湖以此疏洪导流，并增加水门等排水系统，积蓄的

水可作为城市居民日常用水(图 7)。但是防洪体系存在时效性，人们择高而居建城并构建堤防体系，但随

着泥沙不断在城外堆积，城外地势升高，城内地势降低，形成一定规模后便会河水倒灌城市，人们则另

择高地重建新城，旧城便沦为湖泊，常称“旧城湖”，有的旧城湖被继续淤围，继而演变为农田。 
 

 
Figure 7. Diagram of urban system 
图 7. 城市体系图① 

4.2.1. 古城格局空间层级——外圆内方，水抱瓮城 
外圆内方–菏泽古城的布局与中国古代铜钱的结构相似，是一种外圆形、内方形的基本形态。这种

空间格局是从“明堂”的范式演变而来[6]。菏泽古城外围的环形护城堤与旧城护城河形成了一种外圈内

方的古钱币造型，这是菏泽地区与中国其它城市的显著特点。环形的堤坝和方形的围墙及其附属的河岸

[7] [8]。 
选址水间–城市选址于古濉河和古濮水之间，水陆交通便利，地势优越，有利于发展，易于防御。

沿江建城不仅可以保证城市的供水，而且可以增强城市的防御能力，而且可以使港口的运输功能得到最

大程度的发展，从而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另外，为了不让雨水冲刷，在城外筑起了环形的堤坝和护城

河，城内更是布满了坑塘，别具一格，构思别致[7] [8]。 
水抱瓮城–在古城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分别有两条环状的水系。护城河筑起了两条水坝，几百年

来，黄河改道泛滥，对古城的保护起到了无可取代的作用，“外圆内方”，外高内低，形如盘底，宛如古

代的货币。今天，菏泽的圆形堤坝和护城河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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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Diagram of Heze ancient city pattern and spatial form texture 
图 8. 菏泽古城格局空间形态肌理图① 

4.2.2. 街巷空间层级——纵横棋盘，围水而居 

 
Figure 9. Diagram of Heze street space form texture 
图 9. 菏泽街巷空间形态肌理图① 

 
街巷空间。明清时期城内街道纵横为 7 条，相互交叉，如棋盘格状，历史上的府署、学宫、书院三

个大的机构占据北部三大街坊，而且都是三面环水。居民所居住的庭院以水池为中心，街道向水池延伸

形成街巷胡同[7]。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5544


王慧英 等 
 

 

DOI: 10.12677/design.2024.95544 153 设计 
 

坑塘水系。河湖水体空间是菏泽古城肌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网点状分布，号称“七十二个坑、七十

二个”，街坊以水为核，围水而居的街坊肌理，是古城空间形态格局的一大特色，也是古城的排水和调蓄

设施系统，河网星罗棋布，最终与护城河、赵王河、洙水河、东渔河等河流相通构成整套水系[7] (图 9)。 

4.2.3. 建筑空间层级——流水聚落 

 
Figure 10. Diagram of Heze architectural space morphology and texture 
图 10. 菏泽建筑空间形态肌理图① 

 
古城的建筑与河塘之间的关系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水系环绕着大型公共设施建筑，，如历史古城

中的府署、学宫、书院三大机构就都是三面被水环绕，水对建筑呈包围的层级网络空间形态体系；另一

种是居民的私家住宅建筑，往往是建筑包水，建筑对水呈包围之势，以方便居民日常取水用水之便，以

水面为中心的向心之势街区肌理[7] (图 10)。古城内的古建筑主要是明清时期所建，呈北方特色风格－坡

顶、蓝砖、灰瓦[9]。 

5. 聊城古城空间形态肌理研究 

5.1. 聊城古城演变概况 

聊城古城最早的历史记录是汉口，黄河下游的河流经过数次变动，聊城古城的地理位置也发生了很

大的变动，聊城古城在现市区的西南方向，是宋代修建的一座城市，经过元、明、清两代建筑的累积，逐

渐形成了一个方圆一平方公里的空间形态[10] [11]。 

5.2. 聊城古城空间形态肌理分析 

5.2.1. 古城格局空间层级——依水筑城，外柔内刚 

 
Figure 11. Diagram of Liaocheng ancient city, pattern and spatial form and texture 
图 11. 聊城古城格局空间形态肌理图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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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泛平原上的城内、外围多为平面型水域，聊城古城呈正方形，东昌湖呈弧形，形成了一种典型的

“水包城”型城市。这种类型的水城，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城墙周围修建了防洪堤，大部分都是环形的，

城墙是四四方方的，所以才有了“水城”的特点。采用“墙–护城河–堤防”的防洪工程。城内抬高 2 米，

城门外都设置了调节护城河水位的水闸。聊城古城在明清两次修复中，经历了多次的修葺，从土城到砖

城，再到明朝的两次扩建，以强化城市的防御作用[10] [11] (图 11)。 

5.2.2. 街巷空间层级——三纵三横十二坊 

 
Figure 12. Diagram of Liaocheng street space shape and texture 
图 12. 聊城街巷空间形态肌理图① 

 
聊城古城始建于宋代，仿照唐代的“坊”字形，整个城池的布局井然有序，四四方方，分为三横三纵

九条，分为十二个“坊”，每一个单元都以不同的街巷相连，形成了《周礼·考工记》中的城市规划体系

和规划理念，聊城古城保留了早期“坊”型的发展轨迹，具有鲜明的城市肌理，是我国古代建筑中难得

的一种形态。因此，在进行新一轮的城市保护与更新时，由于这一独特的都市脉络，在现有基础上进行

适当的发展，区域内的道路以楼南、楼东街为骨架，然后以网状布局，以较一致的房屋为主体，以街道、

街巷、民居为结构体系，使古城的肌理脉络更加清晰[11] (图 12)。 

5.2.3. 建筑空间层级——南方小镇意象 
聊城是京杭大运河中部偏北的一座古老城市，是江南商人入京的必经之地，它不仅带来了大量的货

物，还带来了不同的建筑、院落，海源阁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根据典籍记载，这是一座四开两层的建

筑，四面朝南，砖木结构，屋顶硬朗，外表古朴，内部装饰精致，颇有江南园林的精妙[12]。 

6. 总结 

文章先收集历史文献资料，按时间、空间进行整理，再对历史资料进行转译，将古城划分为宏观、

中观、微观三个层级即古城格局空间层级、街巷空间层级、建筑空间层级来研究古城的内部空间形态肌

理。古城格局空间指的古城的选址、内外环境肌理、基本结构形态，是古城的骨架，街巷空间则指的是

古城的街巷网络空间结构以及公共空间，是古城的经脉，建筑空间指的是城墙及内部各类建筑，是古城

的血肉[1]。分别以济南古城、菏泽古城、聊城古城为例，提取古城中的空间形态肌理，对于快速发展期

的历史古城的保护具有借鉴意义。 
沿黄地区“水城”的特殊形态，是在黄河泛滥和城市积水等自然条件下，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而形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5544


王慧英 等 
 

 

DOI: 10.12677/design.2024.95544 155 设计 
 

成的一种地域性的人文景观，也是先民生活的一种艺术。本研究以“建筑–地段–城镇–区域–自然环

境”为研究对象，通过整合水–土地–景观–遗产等要素，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构建“历史–现实–未

来”“表象–机理–对策”的联系，从系统的角度、人地的适应性和综合性的视角，探索流域城乡发展的

对策。 

注  释 

①图 1~5、图 7~10、图 12 均为作者自绘 
②图 6 来源：文献[7] 
③图 11 来源：图自绘，底图来源于《东昌府志·清嘉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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