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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旧城历史文化街区 
—— 胡同景观绿化建设初探 

何天培 1，刘旭晔 2 
（1.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2. 河北大学，河北 保定 071000） 

摘  要：文章以保留传承历史文化为要求，以适应人居住生态环境为目的，对北京旧城
历史文化街区——胡同景观绿化建设进行了初步研究。通过对胡同景观绿化现状的分析，
提出了胡同景观绿化建设的思路方向，力图为北京城市高速发展建设中保护和传承胡同
文化，保存历史风貌提供可借鉴的措施。 
关键词：北京；胡同；景观绿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136（2010）27－0123－03 

1986 年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时提出：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不仅要看城市的历史及其保存的文物古
迹，还要看其现状格局和风貌是否保留着历史特色，并具有一
定的代表城市传统风貌的街区”。由此首次在我国正式形成了
“历史街区”的概念。历史文化街区是指经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
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有一定
规模的区域。 
北京胡同作为历史街区的典型代表，历经了千年沧桑风雨，

见证了不朽的历史事件，留下了众多历史名人的足迹，也因此
承载了浓厚的历史文化。胡同是老北京的文化精髓和象征之一，
也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象征。  
北京的胡同文化，是通过其街区形式、建筑风格、景观绿

化、文化风貌、人文特征等诸多因素表现出来。其中景观绿化
作为胡同文化的的特有元素，表现出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生态
特征，满足了人们的居住、通行以及休憩的便利、舒适需求，
几百年来被传承下来，成为北京文化的特有象征。 

1  北京胡同景观绿化现状分析 

北京的胡同大多形成于 13世纪的元朝，到目前已经有几百
年的发展历程。随着时代的变迁，城市的发展，胡同形式在悄
然发生着变化，与此相对应传统的绿化格局和风貌也在改变，
由此影响着北京的街区文化。具体表现在： 
1.1  北京胡同的绿化与道路宽窄的关系 
根据调查，北京胡同的绿化程度与胡同宽窄程度有很大的

相关性，部分的决定了绿化质量。一般情况下，越窄的胡同，
绿化效果欠佳。受空间条件的限制，宽度小于 3 m的胡同中绿
化条件总体较差，行道树极少，有些甚至整条胡同内无一棵大
树，绿地更是几乎没有。只有某些胡同的局部有少量爬藤植物
以及少量盆栽植物作为绿化。3～5 m的胡同占胡同总数的大多
数，胡同中绿化效果极不均衡；6～9 m的胡同介乎于城市支路
与胡同之间，相对前两类路面宽阔，且道路两侧与建筑之间有
足够的绿化空间，大都绿化水平较好，具有很大的绿化改造空
间。这些胡同以居民居住区域为主。10 m以上的胡同道路多数
由于城市建设等需要，成为城市支干路，其绿化水平也多符合
道路绿化标准的要求，总体绿化水平较好。绿地率、绿化覆盖
率符合国家标准。 

   

图1  轿子胡同（3 m以下）     图 2  草厂七条（3 m以下）     图 3  板桥二条（3 m以上） 

  
图 4  南锣鼓巷（3 m 以上）        图 5  前门商业街（3 m 以上） 

（图片来源：建设部《2010北京旧城历史文化街区绿化研究》） 

1.2  街区翻建的后果 
为了保护北京文化街区，前几年北京市对部分传统街区特

别是对一些有影响的文化街、商业街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
改造的效果参差不齐，其中相当部分的街区改造采取了推倒重
建的形式，虽然在建筑风格上一定程度的注意了对传统形式的
传承，考虑了其功能的现实和重点单位的保护要求，但在整体
统一协调上对传统特性、历史风貌的体现显得不够。与街道、
胡同改造相配套的整体绿化和人文景观的要求没有引起足够的
重视和应有的体现，造成了建设文化街区而失去文化传统的结
果。有的为了适应商业道路宽广和通畅的需求，将街区全部硬
化，铺就成石板或水泥路面，未预留出绿化空间，无法栽植行
道树，甚至路栽盆景均为假花植物。如前门商业街区建筑的整
体翻盖，废弃了原有绿化植被，没有留出绿化土地，使其成为
无绿化街区，不仅降低了环境质量，而且完全失去了胡同历史
文化中的景观绿化特征，成为景观绿化建设和文化保护的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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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胡同的绿化现状与绿化植物 
胡同的景观绿化是体现胡同的文化和历史的重要方面。胡

同的绿化又与植物的种类密切相关。在植物长期生长过程中，
通过优胜劣汰，可以形成自然和谐、适宜植被生长和符合人居
的生态绿化体系。北京绿化较好的胡同，不仅植物品种样式丰
富，而且由于多年的选育、管理，形成了高低错落、步移景异
的胡同景观，这不仅为观者、游人展示出一道北京的绿色文化
风景线，更为广大北京胡同居住者提供了宜居的生态环境，成
为几百年来北京居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保证。长期以来，北京胡
同多采用沿路种植行道树，树冠较大，遮荫效果好，少数胡同
还建有小型花池，丰富了胡同绿化的层次感。行道树种以国槐、
杨树居多，此外柳树、银杏、椿树等也有种植；花坛、绿篱则
以小乔、灌木、花卉植物居多，其中大都是以北京民间常栽种
的如丁香、石榴、草茉莉、月季等植物为主。此类小灌木花卉
大多姿态挺拔，造型委婉婀娜，叶茂荫浓，而且花期相对较长，
花朵气味芬芳，烘托出旧城胡同清幽怡人的氛围。当然，也存
在部分胡同由于绿化形式单一，植物品种趋同，景观效果千篇
一律、丧失胡同文化的状况。 

2  在城市发展中胡同景观绿化存在的问题 

随着时代的变迁，城市的发展，北京胡同的状况在不断变
化中，景观绿化问题也随之出现。主要表现为： 
2.1  胡同景观绿化与道路交通的矛盾 
现代社会的发展，人口密度增加，造成胡同人流量逐渐增

加，特别是居民汽车拥有量的大幅增加，使得胡同交通压力增
大。为适应机动车辆进出胡同的要求，胡同道路在有限的空间
范围内不断拓展宽度，有些胡同已成为城市的支干路，有些胡
同则不得已通过压缩绿地面积增加行车道路的宽度。胡同的景
观面貌在逐步变化，传统意义上的胡同景观绿化也经受着考验，
原有的由胡同景观绿化等元素构成的胡同宁静、温馨、自然、
和谐的氛围正在接受着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考验。 
2.2  道路建设与绿化需要的矛盾 
为适应城市美观和行车的要求，时下，北京胡同道路的硬

化程度已经很高，硬化道路与绿地面积比率仍在逐步增加，与
此对应，天然土壤的保留面积和数量逐步减少，致使胡同绿化
用地减少甚至无“地”可绿，不仅降低了土地对空气湿度、温
度的调节能力，而且造成传统胡同景观绿化面貌的改变。有些
胡同由于没有了土壤，只好通过摆放盆景植物进行胡同绿化，
甚至用假花植物代替天然植物，完全丧失绿化的自然调节功能，
失去了胡同绿化文化的意境。 
2.3  排水设施的完善和绿化植被自然浇灌不足的矛盾 
随着北京市市政设施的建设，胡同的排水系统日益发达，

胡同雨水、融化雪水的排放能力大幅提高。地表存留水量的减
少，使得胡同绿化对人工浇灌产生依赖。植物自然生长条件恶
化，在水资源缺乏的现状下，加大了胡同绿化的成本和难度。 
2.4  胡同保护与景观绿化建设缺乏和谐一致的问题 
在北京城市规划与设计中，常常是先建设或修复胡同建筑，

再进行胡同的绿化。有些胡同，对于建筑物的保护给予了充分
重视，而忽略了与之配套的景观绿化建设；还有些胡同建筑形
式与绿化形式不统一，建筑风格与景观绿化、人文风貌等方面
的协调不一致，硬环境与软环境不统一，削弱了胡同原有文化
的特征。因此虽然采取了较大力度的保护措施，但结果却不尽
如人意，文化风貌传承的要求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2.5  引进植物品种与原有风貌协调的问题 
近年，北京市引进了不少外来树种，同时运用了许多现代

花园的景观绿化形式，这对美化城市、优化栽种条件起到一定

作用，丰富了绿化内容和形式，但同时，也一定程度地破坏了
胡同街区景观绿化的原有风貌，有些胡同，人们置身其间已难
以找到原有胡同景观的感觉。 

3  胡同景观绿化建设思路 

综上分析，如何适时适地进行绿化，保护胡同景观面貌，对
于传统历史文化的保留具有重要的意义。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不可
逆转的，保护传统文化，不是要遏制其发展，也不是要人们的生
活方式回到从前，而是要在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保持历史留下
的有利于人类城市生活的状态。科学地进行胡同景观绿化建设，
就是要保护绿色生态环境，营造适宜人类居住的生存空间，满足
人们生活和文化需求。在保护过程中，应当体现在发展中保护，
在保护中传承的理念。提出以下几点建设的思路方向。 
3.1  胡同景观绿化要重视旧城绿化风貌的传统特性，体现历史
风貌 
北京胡同是久远历史的产物，它反映了北京历史的面貌，

有丰富的内容。其景观布景方式和植物的运用应当恢复一定的
植物历史原貌，这是对胡同文化的继承和对北京传统文化的发
扬。在今后的胡同景观绿化建设中，在景观建设的规划、景观
形式、栽植树种等诸多方面都要注意保持与建筑人文的协调，
尽可能的保护和恢复历史风貌。比如树种的栽植中，应重视传
统树种的栽植。对于街道的绿化，应保持原有植物种类和方式
不变，符合人们对于体验传统街区空间环境及生活方式的心理
需要。保护区胡同的风貌，其绿化整治和更新也应是在整体保
护的基础上的渐进式、微循环式的进行，不能成规模的大拆大
建，破坏原有风貌，要保证还原与发展并进的理想绿化水平。 
3.2  胡同绿化方式应多样化 
在对胡同进行整体绿化时，切忌千篇一律，样式应尽量丰

富，且遵循元明清时期的植物造景特点进行规划种植。由于北
京旧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格局的特点，以及持续增加的人口规
模，直接造成绿化空间的严重不足，因此采用多种有效的绿化
方式成为改善街区绿化现状的重要途径之一。应因地制宜，根
据街区胡同的状况，采取适宜的景观绿化形式。其中立体绿化
以及盆花的栽培就是一种有效绿化手段。北京旧城原本就有立
体绿化的传统，如“天棚、鱼缸、石榴树”中描述的“天棚”
式绿化。类似此类的有效的、深具历史渊源的绿化手段应得到
大力推广及应用。 
3.3  要满足现代人的生活需求，充分实现人性化 
城市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副作用就是城市建设所导致的城

市人际关系的疏远和淡漠，进而导致人性特点的淡化。胡同绿
化在达到统一绿化标准，顺应历史传统绿化特性的同时，更要
顺应社会的发展潮流，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城市休闲绿地尤
其是胡同的游憩休闲绿地能够给社区居民提供一个富有自然情
趣的交流场所，能够改善社区居民间缺乏交流的状况，有助于
建立良好的邻里关系。因此胡同绿化应考虑社区居民的游憩休闲
的需求。一方面，在空间上应努力满足居民的需要。植物绿化不
能对道路有所遮挡，可以由地至墙。过于单调的水泥路，或是过
于空阔的道路，可以通过植物调整空间，或通过植物形成一些路
径的选择，使人们可以在其中放松心情。另一方面，对于植物绿
化的色彩也要细致考究其对于人的视觉感受。如在金融街地段，
有些胡同是当地居民上下班的必经之路，常常匆忙而至，可以选
择适合颜色的花坛放松身心，缓解紧张甚至烦躁不安的情绪。有
条件的地段可以将绿化与人的活动结合起来，实现人性化的绿
化。如增加花池或座椅，建造宜人的公共空间。试想，傍晚葡萄
架下或者丝瓜藤下，木槿花旁，伴随着茉莉花香，街坊邻里聊天
品茗的景象将构成北京文化的多么温馨惬意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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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岭南风格在酒店装饰设计中的运用 

叶 丰 
（广州市森枫装饰设计发展有限公司，广东 广州 510000） 

摘  要：岭南风格在表现空间装饰方面具有浓郁的南粤特色。文章对岭南风格在酒店装
饰设计的运用，从岭南传统风格的影响、陈设布置及灯光效应这 3 方面的设计进行了说
明，有助于酒店等餐饮场所能更好的体现岭南风格。 
关键词：岭南风格；酒店装饰设计；运用 
中图分类号：TU24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136（2010）27－0125－02 

岭南风格在表现空间装饰方面具有浓郁的南粤特色，因此
岭南风格在酒店装饰设计方面也充分体现了独特的风格魅力。
由于区域性差异，特殊的气候、文化的影响，使岭南园林风格
体现了更多的地域特色，其大致特色可以用“秀”、“灵”来形
容。任何一个地区、一个时期的一种风格，都是或多或少、或
显或隐地长期在实践过程中日积月累形成的。放眼沿海，广东、
珠江三角洲一带，就可以感受到这些地区的酒店设计明显有别
于其他地方。其中一些设计在国内也是独树一帜，领先于国内，
如广州星河湾酒店等。正如建筑师尚廓所说：“岭南风格流派在
国内独树一帜，充分融合了各种文化优势，在古为今用、洋为
中用、继承革新等方面做了范例，对我国创作设计的繁荣做出
了重大贡献。”本文重点探讨了岭南风格在酒店等餐饮空间环境
的设计装饰方面的运用，使岭南新建筑在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
同时，朝着健康文明的方向发展。 
1  岭南传统文化在酒店装饰设计中的渗透 
从古至今，餐饮环境除了作为继承人类生活空间的必须元

素，同时它也一直作为一种文化被传延，并且与此同时，饮食
空间也慢慢被人们形成一种文化发展起来。岭南风格就代表着
这样一种文化。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富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现

代酒店空间的装饰受到了主办方理念和行为的支配，在强烈追
求全方位的文化品位和个性的艺术风格的同时，参与使用了与
审美的功利性和内在精神的象征性。现代的许多酒店环境，越
来越多的向全面综合地满足人们的需要方向发展。现代的酒店
不仅仅能够满足人们单一用餐这项功能，而且越来越多元化，
其多功能格局能全面满足客人的需要，体现出了综合服务、综
合经营的酒店模式。 
岭南风格在近现代时期通过近代华侨文化的形成演化以及

西方资本主义的不断渗透，传统的岭南文化经过不断蜕变和重
构，形成了现代岭南文化。同时岭南风格设计的创作在继承了
传统的岭南园林的基础上，不断融会了西方现代对空间的理念
和表现手法，诞生了现代岭南风格：明快、灵秀、开朗和形式 

 
 

4  保留和传承胡同文化应采取的景观绿化建设措施 
4.1  达到景观绿化的要求，必须杜绝零绿化的现象出现 
要平衡绿地不均衡的差距，对于 3 m以下胡同由于道路宽

度所限，不能种植行道树类植物，可由攀爬藤类植物代替。同
时还应采取鼓励措施，推行庭院栽植，通过“红杏出墙”绿化
美化街道。对于一些商业街区的硬化道路，应预留出树木栽植
坑穴。对于“无地可绿”的胡同要采取立体绿化的办法，将盆
景类植物中的假花用栽植的真花替代。假花、假树是没有任何
生态意义和文化效果的装饰，应坚决杜绝在胡同绿化中使用。
通过进行整体绿化，实现胡同的生态环境和文化品位的提升。 
4.2  建设胡同景观绿化的目的在于为人们居住提供良好的生
活空间 
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就要充分利用自然提供的条件。

应当减少使用地下水和自来水绿化浇地，更多地利用雨、雪水，
要在满足城市道路排水基本要求的前提下，采取适度增加保留
绿化土壤、使用渗水砖、建设雨水收集系统等措施，最大限度
地实现对雨水的利用，实现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循环利用的要

求，保存胡同原有生态面貌。 
4.3  建设和构架有利于胡同通行便利要求的交通体系 
北京的胡同不是公园，而是以居住场所为主。居住其中的

居民每天要外出，驾车出行是普遍的出行方式。随着机动车辆
的增加，传统胡同道路已不能满足车辆行驶的需求。面对如此
状况，不能以降低甚至取消绿地为代价来拓宽道路，可以采取
胡同外围建停车场，在胡同改造中增加胡同交叉点、胡同与道
路支干路相通，胡同机动车单行等办法解决胡同车辆的拥堵问
题，以此节省出空间建设绿地，提升胡同的绿化质量。 
4.4  提倡胡同的维护和保留原貌的改造，尽量减少推倒重建胡同 
因为推倒重建胡同，其改造的结果非但不能恢复旧城区往

日的生机，相反的，却使之缺乏活力，致使环境质量恶化。在
胡同改造修扩绿地的同时，要对古树古式花坛进行保护，增加
历史内涵及文化积淀。同时遵循元明清时期的植物造景特点进
行规划种植，针对一些树木需要淘汰的现状，有计划地采取如
隔株栽种、交替淘汰的办法，以确保胡同的整体绿化不因一时
的砍伐带来一段时期环境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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