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２３卷 第４期
２０２０年７月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３Ｎｏ．４
Ｊｕｌ．２０２０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２０．０４．０１７

矿业遗迹景观营造中的地景化表达

郑伯红，郭睿
（中南大学 建筑与艺术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７５）

摘　要：地景化设计以其独特的理念和形态表达，可以良好地协调建筑、景观和场地的关系，反映场地的地域文化
和场所精神，整合城市功能并提升环境品质。矿业遗迹是人类社会重要的文化遗产，矿业遗迹景观通过地景化的表达

可以突显建筑和景观的矿冶主题，表现矿山自然环境特征和地域文化，并为矿山公园建设开拓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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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业遗迹也叫矿山遗迹，是指矿业开发过
程中遗留下来的踪迹和与采矿活动相关的实

物，包括矿产地质遗迹、矿业生产遗迹、矿业制

品遗存、矿山社会生活遗迹和矿业开发文献史

籍等①。人类长期的采矿活动不仅留下宝贵的

矿业遗迹资源和文化，还有关于环境治理、资源

保护、土地利用等一系列遗留问题亟待解决。

一　地景化的相关理念
（一）地景理论溯源

“地景”一词具有复杂的涵义，涉及地理学、生

态学、生物学、美学和哲学等学科，其运用上的观念

和方法也可分为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应用科学

（地景设计）三类②。德国地理学家和博物学家亚

历山大·冯·洪堡（１８１４）给出了地景的简单定义，
即大地区域的总体特征。在建筑学领域，美国建筑

评论家查尔斯·詹克斯提出了“地景建筑

（Ｌａｎｄｆｏｒｍ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的概念，此后学术界更多
的是将地景建筑作为一种“在形态上表现出与环境

融合的大地景观特征”的建筑现象来进行描述和归

纳③。在西方，产生于２０世纪中期的毯席建筑和
大地艺术思潮被认为是当代地景化研究的萌芽。

在毯席建筑思潮中，“十人小组”和勒·柯布西耶

认为现代主义机械化的功能理性观点导致了城市

活力的丧失，于是形成了一套全新的操作策略和

建筑形态，即以低层高密度和水平延伸的组织结

构，让建筑空间向外部环境扩展，甚至成为城市的

一部分④。而在大地艺术中，艺术家们追求贴近

自然的艺术实践，以大地本身为载体，运用可塑性

较强的自然材料，塑造出类似巨大尺度雕塑的艺

术作品，这也启发了后来艺术家们将建筑还原为

大地景观的思考⑤。

（二）地景化的特征和表达方式

１．建筑的地景化
地景化虽然最初来源于艺术家们对大自然地

貌所进行的雕刻艺术，但随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
美国建筑师彼得·艾森曼、ＦＯＡ建筑事务所等掀
起的“地景建筑”浪潮，近年来更多的研究与实践

偏向以地景建筑为研究对象，研究建筑形态的地

景化表达，探索建筑、城市和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当代地景建筑具有四个主要特征。

（１）形体存在感弱化。与追求外观表现和形
态突出的城市地标建筑相反，地景建筑打破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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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与城市传统的图底关系，以降低建筑本身对环

境的影响为目的，弱化建筑形体和立面的存在感，

让建筑充分融入到场地环境中①。弱化建筑形体

存在感的方法有环境模拟、边界弱化、水平延伸

等。环境模拟指建筑通过模拟自然地形的形态、

色彩、材质等特征来实现与场地外观的一致性，其

模拟方式又可分为直接式的模仿和间接式的隐

喻。边界弱化以减少建筑与地形连接的生硬感为

目的，降低对原有环境的影响。水平延伸指建筑

以低层的水平伸展形态贴近地平线，与大地形成

一个近乎连续的表面。

（２）建筑与城市空间衔接。多样化的城市环
境和市民行为需求，使得城市中的建筑除了发挥

本身的基本功能，还需要承担活动、交通、景观等

更为复杂的城市功能，这也是地景建筑设计的目

的之一。常用的设计手法有地表重塑和屋顶绿

化，前者指对城市地表进行重塑与整合，形成具有

生态与艺术活力的开放空间，为市民提供交流活

动的场所。屋顶绿化是地景建筑、绿色建筑和可

持续建筑的常用设计手法，通过屋顶覆盖植被提

升建筑的景观和生态效应，同时为城市生活营造

一个舒适的交往空间，例如深圳翠竹文化广场公

园和上海世博会的墨西哥国家馆的设计②。

（３）非线性的形态表达。当代城市中的不少
大型公共建筑整体采用了极具观赏性的曲面和非

线性形体，建筑的外部形态与内部空间表现出明

显的复杂性，该形体设计同样出于对周边环境自

然元素的表达和对场地肌理的呼应。例如扎哈·

哈迪德建筑事务所设计的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

术中心，造型采用流动、自然的曲面和线条，建筑

体块犹如一朵朵美丽的芙蓉花绽放在梅溪湖畔。

（４）连续、流动的内部空间。地景建筑的流
动性不仅表现在外部形态，还有建筑内部的空间

组合和布局。流动的空间意在提升空间的连续

性，使建筑内各个空间保持平滑的过渡，同时形成

室内空间和室外空间的自然衔接。如 ＵＮＳｔｕｄｉｏ
设计的莫比乌斯住宅将内部空间排列在一个上下

跨层的扭转动线上，营造出一个连续、延展的多维

流动空间，使建筑的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不再有

明显的边界，而是相互渗透的动态关系③。

２．景观的地景化
根据国内学者对工业废弃地景观重构策略的

研究，景观的地景化主要表现在对场地现有景观

的生态恢复和利用、地域特征的表达和场地文脉

的传承④⑤。在景观设计过程中，尊重原有的景观

环境是进行更新改造设计的基本原则，这种结合

地域条件的方式能更好地还原场地的风格特征，

与过去的场地精神互相呼应，如南昌市樟树林文

化生活公园在工业景观改造中对原有植物景观的

再利用。景观的再利用可通过功能置换、局部改

造和艺术加工等方式，使原有的建筑、构筑物、设

施、植被等重获活力和生机，如南昌６９９文化创意
园项目中对原有的工业建筑、工业设施、构成要素

以及外部公共空间进行的保护更新，再现了城市

工业时期的个性与特征⑥。另外，在设计伊始根

据场地特征和现状分析进行的整体规划和景点布

局，也是景观设计的地景化表达。

二　地景化设计对于矿业遗迹景观营
造的意义

对于矿业遗迹景观来说，矿山是依托和载体，

也是主题和灵魂。在矿山公园的规划和建设过程

中，会有大量现存的遗迹景观需要进行保护和修

复，同时还有新建建筑和景观的营造，而通过地景

化的设计和表达，能使遗迹景观与矿山的外在特

征和内在文化彼此交融、相互映衬，对于矿山整体

景观和特色的表达极具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一）突显建筑和景观的矿冶主题

在矿山公园建设和矿业景观修复的过程中，

新建和修复的各类建筑、景观对于矿冶主题的表

达至关重要，它影响着矿山公园的整体形象和品

质。如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的博物馆，根据

南北轴线将建筑一分为二，形成呈轴对称的东西

两座建筑，通过围合的弧形形态与北侧的广场融

为一体。该建筑的造型和色彩设计来源于对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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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的思考，两座相对称的建筑主体犹如从地下

破土而出的岩层，气势磅礴，立面上的层次和纹理

象征着岩层的结构。整个建筑舒展地坐落在广场

上，通过缓坡状的屋顶与大地相连。

（二）表现矿山自然环境特征

矿业生产过程中的探矿、采矿、选矿、冶矿和

加工等活动有其各自的场地环境和设施。经过长

年累月的矿冶活动，矿山的地形、地质、水体、植

被、景观以及生态多样性已经发生改变，形成了矿

山特有的自然环境风貌。地景化的矿业遗迹景观

营造以景观和环境的相互融合为出发点，能充分

表现场地的自然环境特征，突显矿冶文化旅游的

景观特色。例如山西大同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的

煤炭博物馆，在造型设计中通过地景化的思考，吸

取了煤块和地形环境的特征，采用深蓝色矿物晶

体的组合形态来象征其出土的煤块、煤粒和煤矸

石，同时采用近似山体的外形轮廓，与跌宕起伏的

矿山地形互为呼应。这一设计手法彰显了矿山的

旅游特色和主题，能给游人产生强烈的代入感，感

受矿山特有的建筑景观形态。

（三）传承矿山地域文化

矿业遗迹及其环境具有丰富的地域文化内

涵，承载了劳动者们对于特定历史年代的记忆，展

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人类利用自然的

客观遗迹，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地景化不仅

能反映矿山自然环境的特征，还能表达其内在的

历史文化和场所精神。例如黄石市大冶铁矿经过

上千年的开采，矿山上形成了落差高达４００多米
的亚洲第一大天坑，是世界矿业史上的奇迹，是国

家的重要遗产，同时，它也是承载大冶矿工们生产

和生活记忆的场所①。为了体现对这一历史景观

的尊重，在黄石国家矿山公园的规划设计中，公园

沿途设置了多个观景点，让游人可以从不同的角

度观赏矿坑的风貌，同时保留并展示了作为矿山

开采地质遗产和生产遗址的大冶群标准地层剖

面、大冶式矿床的自然地质环境，很好地传承了矿

山的历史文化和场所精神②。

（四）开拓矿山建筑景观设计新思路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矿山公园和矿
业遗迹保护开发经历了萌芽、起步、发展和特色开

发阶段，发展方向由起初的废弃矿山治理和景观

恢复发展到生态环境恢复和矿业遗迹景观开发，

再发展成如今集旅游、科教、休闲、娱乐等功能于

一体的综合型和特色型主题公园③。可以说，开

发形式和功能都从单一走向了多元化。地景化作

为一种从场地整体性出发的设计理念，能良好地

融合建筑、景观、环境以及和人之间的关系，整合

场地内的功能和景观。

三　矿业遗迹景观的地景化表达策略
个案分析———以湖南宝山国家矿山公园

为例

桂阳是湖南省郴州市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综

合经济实力最强的县，以其丰富的矿产资源而闻

名，早在唐朝时期就被发现有铜坑２００余处，后来
一直是我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重要的官家炼银、

冶铸之地。作为曾经桂阳金属矿藏的主要来源

地，湖南宝山国家矿山公园（湖南宝山工矿旅游

景区）位于县城西南 １公里处，总规划面积 １４４
公顷，核心景区规划面积９３公顷。

２０１２年９月公园开园举办首游式，建设完成
后的宝山矿山公园与县城融为一体，公园内部形

成了“一心八区”结构，即旅游接待中心、矿山风

情园、选冶工艺参观区、３３０入口区、井下探秘区、
露采场景区、烹采园、子龙训练营和矿冶博览园。

景区地面有国内罕见的露天单体采矿区、现代化

提升竖井、世界最大的古铜钱币雕塑、湖南最大的

有色金属矿山博览园，井下有色彩斑斓的孔雀石、

古代采矿遗址、刺激的矿井探险和古窿洞奇观，整

个景区旅游景观丰富且极具矿山文化特质。

（一）以地形特征为依托的规划和选址

地形特征是矿山环境表现出来的最基本的特

征，也是矿山公园规划布局和景点选址应突显的

基本内容。根据原始地形图可以发现，矿山山体

位于景区中部及北部，大多数保留的工业厂房、设

施和生活用房则集中分布在南面山脚的平缓地

带。通过计算机软件将景区现状地形数据绘制成

三维模型可更清晰地看出，景区范围内地形总体

呈现出西北高东南低的态势，其中最高点海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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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９米，最低点为２９０米。
根据对现状地形的充分勘察和对现有矿业遗

迹景观的梳理，综合分析地面景区和地下景区的

关系，结合矿山旅游开发的主题定位，将景区划分

为“一心八区”结构，其中游客接待中心、矿山风

情园、选冶工艺参观区和３３０入口区位于南面山
脚下，井下探秘区、露采场景区、烹采园、子龙训练

营和矿冶博览园分布于北面的矿山上。在山上景

点的选址中，将山体中几处地势较平缓开阔的地

块结合其区域范围内现有的矿业遗迹，打造成以

烹采园、子龙训练营和矿业博览园为主题的户外

景点，可供大量游客集散和游玩；井下探秘区和

３３０入口区以该区域遗存的井下巷道为资源，开
发地下旅游景点；选冶工艺参观区和矿山风情园

则以地块内保留的工业建筑和设施为基础，打造

成室外和室内参观型景点。在该规划布局下，景

区形成了以矿冶文化参观为主和以矿山风貌体验

为主的南北两大片区，具有鲜明的地形特征和主

题特征。

（二）以地域文化为精神的景观营造

１．历史文脉景点设计
文脉是贯穿于一个地区历史文化中的精神血

脉，是在漫长时光中积淀的地域色彩和文化个性，

宝山的文脉可总结为：以保存完好的唐、宋古窿洞

遗存为内容的“采矿文脉”，以宝山银库、桂阳铜

佛像、铜香炉、白银器具为内容的“冶铸文脉”和

以蔡伦造剑、赵云屯兵、烹丁歌、大凑山赋、开垅行

谱为内容的“历史文脉”，而这三大文脉中又以

“采矿文脉”为核心。

在宝山的景点设计中，充分融入了对文脉的

思考。子龙训练营景点以三国名将赵云计取桂阳

为故事背景，通过建造仿古城墙和兵营，布置射箭

场和湘昆剧表演，打造成了以品味三国文化、追寻

历史遗迹为主题的拓展训练景点；矿冶博览园以

保留下来的竖井（采矿时用来运送地下泥沙）为

核心，结合新建的矿山博物馆和景观广场，塑造了

一个兼具历史遗迹和现代景观的文化景点，体现

了矿山新老文化的传承；在公园东北的山顶平台

上，设计了一座直径为２４米的古钱币雕塑，其内
部采用钢结构，外部由铜片镶嵌而成。古钱币雕

塑的直径正好是古代桂阳出产的小平背“桂”字

铜钱的１０００倍，与桂阳千年古郡、宝山千古矿山

的悠久历史文化相契合，极具纪念意义。古钱币

雕塑如今已成为整个宝山公园的标志，内部采用

中空处理，游人可以沿着假山上的台阶步道进入

钱币内部，通过楼梯登上中部方孔的观景平台，将

宝山的秀丽风光尽收眼底。

２．遗存建筑立面整治
随着矿业遗迹的发掘，矿山中许多老建筑被

保留了下来，其中不乏质量完好、具有一定工业价

值和艺术价值的建筑，通过改造和再利用成为公

园景观的一部分。然而，还有许多相对形式普通、

功能单一的建筑，如办公建筑、职工宿舍、商铺以

及辅助用房等，虽然不具备良好的景观价值，却同

样是矿业生产活动的印记，是矿业文明的价值见

证。对于这类建筑，宝山公园以景区中的宝山路

为例，对沿街进行了立面整治，具体的整治内容包

括：保留建筑原有的立面轮廓和形式；对外立面上

严重老化、破损的墙面、门窗和细部进行修复；使

用矿山代表性的建筑材料，以反映地域特征的青

砖和红砖为材质统一建筑立面；对严重损坏的低

层建筑予以清理或拆除，以文化墙或自然景观作

为替代①。

３．井下遗迹景观开发
井下矿业遗迹包含采矿生产流程中所形成的

特殊区域、特殊矿物景观和古窿区历史遗迹，是丰

富的自然和人文历史资源，井下矿业遗迹景观的

发掘，能还原古今采矿场景以及展示一系列具有

代表性的事件，达到重塑矿业遗迹历史、社会、科

技和景观价值的效果。

宝山具有悠久的地下矿业开采史，地下矿业

遗迹形式丰富多样。规划中的井下探秘区是矿山

公园的核心景区，包括２９０、３３０和３６５三个平硐，
由废弃的巷道和采矿遗迹构成，至今仍存留有部

分古窿区遗址和古代采矿工具。规划将井下探秘

区分为地矿科普、采矿展示、矿井体验、遗迹探秘

和休闲观光五个功能区，采用步行与小火车结合

的交通方式，让游客在体验井下矿业遗迹的同时，

感受到矿业历史文化的魅力。

４．景区植被规划设计
桂阳县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气候条件

有利于植物生长，因此县内的森林覆盖率较高，并

拥有一定规模的原始森林。规划前的宝山由于其

长期的生产活动，导致矿区整体的绿化和生态环

０３１
①刘怡：《后工业遗址保护中的景观规划设计》，中南大学，２０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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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较差，部分生产区周围植被的破坏较严重，大片

山体呈现“土地裸露”现象。该现象不仅造成了

水土流失，也使山体的土壤遭到一定程度的污染，

对植物的生长颇为不利。

植被规划的地景化表达以保护矿山原有植被

为前提，在严格保护的基础上根据游赏的需求合

理地、适度地、有目的地进行绿化景观营造，具体

的实施方法包括：维护矿山原生的植物种群，保护

矿山现有古树名木；选择当地优良的乡土植物和

先锋植物进行种植，所利用的植物种子来自在尾

矿上自然定居的植物；提高植被覆盖率，以适地适

树的原则扩大林地，改善矿区的生态环境；根据各

类植物景观的植被覆盖率、植物结构、季相变化

等，明确分区分级的控制性指标和要求。通过以

上方法使各个景区实现原有植被景观的生态恢

复，形成具有矿山特色的自然景观。

（三）以环境融合为表现的建筑设计

１．建筑与场地的衔接
根据国内学者对山地建筑接地类型的研究和

近年来地景建筑的经典案例①，可以将坡地上建

筑与土地常见的对接方式分为平置式、嵌入式、覆

盖式和嵌入悬挑式四种。四种方式各具特点，同

时对地形的影响也各有差异。平置式建筑主要位

于山体坡度较缓或平整的地块上，与土地的对接

方式最简单，但由于建筑体块都置于山体之外，对

地形环境的影响相对其他形式较大。嵌入式和嵌

入悬挑式均有部分建筑主体嵌入山体，其中部分

房间的外墙紧贴山体，整体上对地形影响较小，而

在同等程度的影响下嵌入悬挑式在建筑体量上更

加自由。覆盖式的建筑主体埋藏在土壤之下或是

山体内部，使用者通过山体上开设的出入口进入

建筑内部，该形式能基本保持地形的原始轮廓，对

场地的影响最小。

宝山矿山公园的餐饮中心是公园新建的公共

建筑之一，位于公园东北部的半山腰上，临近烹采

园区，建筑面积 ４９５６
%

。建筑的选址位于公园

主干道旁的山体上，场地内高差最大达到近６米。
通过对场地地形和建筑形态的一系列分析研究，

设计最终采用了由条形体块组成的围合式建筑，

并运用嵌入式的方式将建筑与地形衔接，建筑体

块局部插入山体之中。从外观上看，整个建筑是

由不同大小的体块堆积、围合而成，并通过庭院内

部的廊道将各个体块联系起来。建筑内部的主要

餐饮空间分布在不同高程的地平上，从南面的门

厅、茶室、宴会厅，到中部的厨房，再到北面的包厢

区，建筑的室内地平不断升高，层数也逐渐增加，

整体呈堆叠上升之势。顺应了地块形状和建筑背

后山体的高低起伏形态，与场地形成了良好的

衔接。

２．自然地形的模仿式表达
有学者认为，当代“地形建筑”中的“地形”并

非等同于自然地形，地形建筑也并非指适应自然

地形起伏的建筑，而是建筑本身类似自然地形或

者消解于环境之中的形式②。地景化建筑通过对

自然形态的模仿塑造自然微地形的效果，实现了

建筑与场地的有机结合，保持场地形态风貌的一

致性。

宝山矿山公园新建的矿山博物馆位于公园西

北角的矿冶博览园区，该区域在规划上采用园林式

布局手法，园区中的三个景观节点圆形广场、博物

馆和竖井呈等腰三角形分布，博物馆和广场所成的

景观轴线支撑起了整个园区的构架。建成之后的

博物馆占地１７７４ｍ２，建筑面积３０１９ｍ２，其中展厅
面积１７７６ｍ２，在规模上属于小型博物馆建筑，其
内部的展示内容主要为各类金属矿石、工业器具、

机械以及矿山的历史文化。

在设计中，博物馆采用了模仿自然地形的策

略来实现建筑与场地的融合，主要表现在四个方

面：一是采用博物馆建筑常见的条形平面布局，使

建筑以水平舒展和低层的形态坐落在山体上；二

是将立面顶部调整为起伏的斜坡造型，使建筑呈

现出形似绵延山体的整体形态，仿佛远处绵延的

矿山山体的缩影；三是将建筑中部入口处拔起形

成高耸的塔楼，高约４０ｍ，使整体构图变得协调；
四是采用不同的外墙材质突显出建筑体块的高低

错落和立面的虚实变化。塔楼顶部不规则的晶体

造型象征着宝山蕴藏的金属矿藏，带给人强烈的

视觉效果。

３．场地元素的隐喻式表达
对于矿冶文化的表达，建筑除了采用对场地

环境的直接模仿，还可以利用场地元素来进行包

容性的隐喻表达。根据这一思考，在宝山矿山公

１３１

①

②

王昱，闫宾：《山地建筑接地类型的分类研究》，《山西建筑》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汪瑜：《当代地形建筑形态设计策略研究》，《吉林建筑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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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游客接待中心的设计中，尝试在建筑形态和立

面材质上融入了一些场地元素，使建筑通过隐喻

的方式表达矿山的地域文化。

公园接待中心位于公园核心景观区南部，建

筑占地面积９５７ｍ２，总建筑面积２４５５ｍ２，是一座
现代风格的三层建筑。场地西侧和南侧是矿区原

有的老建筑，北侧是通往月台的观光廊道，游客可

沿此乘车进入井下探秘区的各个景点。考虑到建

筑所在场地的保留建筑，为了使新建筑能延续原

有建筑的大体风貌，公园接待中心在形体上也采

用了条形体块的组合形式。在立面上，通过横向

和竖向的体块穿插以及体块之间的凹凸变化，整

个建筑从远处看就如同一个平放的“地质锤”，锤

头深深凿入地下，营造了采矿挖掘现场的形态意

象，颇具创意。场地东北角高起的原始地形在设

计中也得到了良好的处理，通过打造成室外平台

与建筑的二层空间连通，同时联系了场地北面的

观光廊道，起到了串联作用。游客接待中心的外

墙面以石材贴面、红砖贴面和玻璃幕墙为主要材

料。建筑主体采用石材贴面和玻璃幕墙的搭配，

大面积的玻璃幕墙为在大厅中驻留的游客提供了

开阔的视野；建筑“锤头”部位的竖向体块则提取

了宝山原有建筑的色彩，采用红砖贴面为墙面材

料。砖红色是矿山建筑最原真的色彩，矿山公园

内保留了大量的红砖房，这些红砖房就是曾经的

厂房、办公用房、配套用房等。新建筑中红砖贴面

的运用起到了对老建筑呼应的效果，实现了建筑

上新老材质的过渡，这不仅是对宝山矿业遗迹的

尊重，也是对矿冶文化的传承。

结语

矿业遗迹是人类社会重要的文化遗产，也是

极具开发价值的景观元素。地景化表达在矿业遗

迹景观营造中的应用，能消除传统意义上建筑、景

观和场地之间的界限，突显建筑和景观的矿冶主

题，表现场地的环境特征和地域文化，同时有助于

矿山环境的综合治理和生态恢复，提升环境的整

体品质。湖南宝山矿山公园的规划布局、景点选

址、景观营造和地景化设计策略为矿业遗迹景观

的营造和矿山公园的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

思路。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Ｒｅｌｉｃ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ＺＨＥＮＧＢｏｈｏｎｇ＆ＧＵＯＲｕｉ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ｒｔ，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ｏｕ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０７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ｉｔｓｕｎｉｑｕ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ａｎｄｆｏｒｍ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ｄｅｓｉｇｎｃａｎ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ｍｏｎｇ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ａｎｄｓｉｔ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ｉｔｅｓｐｉｒｉｔ，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ｉｎｉｎｇｒｅｌｉｃｉ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
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ｉｎｉｎｇｒｅｌｉｃ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ｃａｎ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ｔｈｅｍ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ｙｔｈｅｍｅｏｆａｒｃｈｉ
ｔｅ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ｈｏｗ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ｍｉｎｅｓ，ａｎｄｂｒｏａｄ
ｅｎｎｅｗｈｏｒｉｚ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ｎｅｐａｒｋ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ｉｎｉｎｇｒｅｌｉｃ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ｍｉｎｅｐａｒｋ；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
（责任校对　龙四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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