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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een Lake epitomizes the vicissitudes of change in Kunming City, and its formation process is long and tortuous. The thesis 
adopts the historical data deduction method and historical map interpretation method, according to the timeline of the pre-Yuan 
Dynasty, Yuan Dynasty, Ming Dynasty, Qing Dynasty, Republic of China, and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 through 
dedu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Green Lake’s cultural and water landscape evolution in the past thousand yea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ity-lake relationship of Kunming - Green Lake historically presents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neighboring, 
separated, and integrated”, and Green Lake has complet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water bay near the city” to a “suburban 
water bay” to “Inner City Lake”; (2) Since the Ming Dynasty,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ity lake space has contributed to the evo-
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ity lake as a “community of destiny”, and make people and nature in Green Lake pro-
duced a sustained state of mutual development, this phase is an essential beginning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landscape building 
in Green Lake; (3) Green Lake and its surrounding urban land can be categorized as a government office garden, and its cul-
tural landscape has developed rapidly since the Qing Dynasty, show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ivate garden - temple garden - 
public garden”, and integrating into a cultural, public landscape and urban living spac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renewal of the Green Lake Area, the conservation planning and urban renewal of Kunming’s 
historical landscape, and the urban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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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翠湖是昆明市沧桑变化的缩影，其形成过程漫长而曲折。采用历史资料推演法和历史地图解译法，按照元

代以前、元代、明、清、民国、新中国成立后的时间线，通过推演、复原出近千年来翠湖文化景观的演变

历程。结果表明：（1）昆明—翠湖的城湖关系在历史上呈现出“相邻、相隔、相融”的空间特征，翠湖相

应完成了“临城水湾”—“城郊水湾”—“城市内湖”的转变；（2）明代以来城湖空间的相融促使城湖关

系演变为“命运共同体”，并使得人与自然在翠湖产生了持续的相互发展状态，这一阶段是翠湖文化景观建

设史的重要开端；（3）翠湖及其周边的城市用地可归类为衙署园林，其文化景观自清代起发展迅速，呈现

出“私家园林—寺观园林—公共园林”的转变，并融合为文化、公共景观、城市生活空间的复合体。研究

结果可为翠湖片区景观的保护更新、昆明市历史景观的保护规划与城市更新、市域国土空间规划等领域提

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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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作为城市的重要基础设施，其演变

会对特定时期的区域生态、经济等方面产生

影响。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很

文章编号：1000-0283(2024)04-0114-08    

DOI: 10. 12193 / j. laing. 2024. 04. 0114. 014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23-12-09

修回日期：2024-02-21

多城市出现了文脉割裂、历史风貌消退、传

统水系消亡等一系列问题 [1]。知古方能鉴今，

复原湖泊景观历史风貌，无论是对城市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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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南诏至明代期间昆明城市变迁图[19]

Fig. 1   Changes of Kunming City between Nanzhao and Ming Dynasty

1

研究，还是城市保护及空间发展战略的制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

昆明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城市建城史漫长而曲折，尤其

表现在“南诏—明代”时期（图1）。同时昆明也是一座当之无愧的“水

城”，外濒滇池，内含翠湖，塑造出具有鲜明特色的城市空间形态与

景观格局[3]。翠湖是瑰丽的自然遗产，近千年来不断在复杂和动态的城

湖大环境中发展与演进 [4]，并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间人与自然之

间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因素的驱动下，产生了持续的交互影响，创

造出延续性的关联状态，文化景观即是这一状态的表征与载体 [5]。本

研究中因循对翠湖城湖关联、景观格局演变为研究对象，对其采用文

化景观这一概念，并以发展历程、背后动力与渐进的开放化进程表征

为主线研究翠湖城湖关系之间的演变。目前，国内学者对各地湖泊景

观演变的研究日益增多：西部有基于历史地图解译的巴蜀地区衙署园

林水系演变研究 [6–8]，东部有钱塘江下游三大湖泊的景观演变与城市化

进程之间的研究 [9]、杭州西湖湖上园林的变迁 [4]等研究，有对于“城

市—陂湖”之间的城市空间发展关系的研究 [10]，也有对于杭州西湖文

化景观构成要素与城湖空间特征的研究 [11]。西南地区的翠湖，在既往

的发展中聚焦于旅游开发 [12-13]、空间优化 [14-15]、生态保护 [16-17]和景观提

升 [18]等方面，在拥有良好人文基底的情况下尚缺乏翠湖文化景观变迁

的系统性研究，因此承接上述研究成果进行翠湖地区城湖关系之间的

研究，通过历史地图解译法和历史资料推演法，探究城湖关系之间融

合的趋势与关系，以期推演得出城市发展的逻辑，对昆明的城市更新

与国土空间规划等领域起到一定帮助。

历史地图能够反映特定时期的景观风貌，是对景观空间格局的客

观表达，也是对城市发展轨迹进行剖析并得出科学规划的一种方法。

本文综合采用历史地图解译法和历史资料推演法，在探究城湖关系变

迁的基础上，从共时性和历时性层面对翠湖水体景观、园林建筑、空

间等位置关系的变化进行挖掘，并揭示其发展逻辑。以此为翠湖周

边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生态保护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1 研究区域概况及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翠湖位于昆明市五华区南螺峰山下，占地面积22.1 hm2，水体面

积15 hm2[20]。因其八面水翠、四季竹翠、春夏柳翠，故称为“翠湖”，

又被誉为“城中碧玉”。“一池翠湖水，半部昆明史”[21]，翠湖见证了昆

明的沧桑变迁。同时，大量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遗迹也使得翠湖成为昆

明历史的缩影 [15]。

1.2 研究方法

（1）历史资料推演法。该方法是根据历史资料和相关学者的研

究，对特定时期研究区域的景观空间布局进行推演和还原 [22]。

（2）历史地图解译法。通过提取各时期横向时空关联“共时性”

及纵向时空关联“历时性”的信息点 [23]，建立历史要素空间分布数据

库 [8]，并根据古今叠合点建立参考系，校正要素点位，转绘后得到基

于现代地图不同历史时期的翠湖景观复原图，并根据相关记载对其进

行误差校正 [24]。

研究采用《1946年昆明市街道详图》《清末昆明街道图》两幅历

史地图。《昆明市街道详图》出版于民国35年（1946年）2月，由中国

史地图表编撰社编撰，亚光舆地学社出版，比例尺1∶8 640，中英双

语版彩色地图；《清末昆明街道图》为根据清代方志舆图改绘的宣统

年间昆明城市详细市街地图。由于欠缺清代以前的昆明地图资料，参

考《云南府志》《昆明园林志》《昆明古城与滇池》《翠湖史话》及其

他史料记载交叉引证，共得到最后对比分析元代以前至现代的6幅推

演、解译图，并对比分析、总结翠湖水文化景观与城市相耦合的演变

历程及特点，探索其内在的发展动力。

2 历史上城湖关系的演变

2.1 元代之前——城湖相邻

古代城邦依水而建，因水而兴，水是人类聚居环境的命脉。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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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元代之前的螺山、

南诏、大理时期，当时翠湖也被称为“菜

海、翠湖湾”，“昆明池水三百里，菜海与之

为一体”，翠湖水湾是滇池的组成部分。但

是由于自然崇拜，加之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较

低，城市发展受限于紧绕的滇池，城湖关

系尚处于耦合协调度较低的水平，就如《元

史 ·兀良合台传》所记载的“城际滇池，三

面皆水”。这一阶段，城市均呈现“背山面

水”的空间格局，城—湖的空间关系自然呈

现出“相邻”的状态（图2）。翠湖湾作为城

市西北部弹性空间的“临城水湾”，在一定

程度上为城市缓解了水患的压力。

2.2 元代——城湖相隔

元代，中庆城仍沿用之前的山水格局模

式。《元史 ·张立道传》载：“……夏潦暴至，

必冒城郭”，且“水及城市，大田废弃”，水

患仍然困扰城市的发展。此时人们开始有意

识地改造滇池，主动通过水利工程来降池水

位，以减少洪水的侵扰，也使得滇池湖岸线

收缩，翠湖逐渐从滇池母体中剥离，成为城

市空间之外单独的“郊外”空间，并被赋予

了城市军事用地的功能，作为城市的城防屏

障。这一时期昆明—翠湖关系的耦合协调程

度有所增强，人们开始有意识地使用翠湖，

但还未涉及改造活动。此外，元代的翠湖作

为“城郊水湾”，与中庆城在空间上呈“相隔”

状态（图3）。

2.3 明代至民国——城湖相融

明洪武年间，沐英将军邀请著名的堪舆

师汪湛海负责昆明城建设的总体规划工作。

在深入考察之后，汪湛海提出将昆明构筑

为“龟蛇相交，产生帝王之气”的城池。故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开始将城市发展与翠

湖相结合，翠湖（翠湖湾）由此从“城防水

湾”转变为“城市内湖”。其与螺峰山、五华

山、祖遍山互为呼应，正合中国传统园林中

“一池三山”的山水布局模式。山水景观变迁

能够反映地方人地关系和价值观念的变化 [26]，

“翠湖入城”后，翠湖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

延伸，功能互渗、空间互达，与城区连接成

为一个空间整体（图4）。

除了距离上的缩进之外，翠湖与昆明城

的联系也增强了。虽然明清的城池规模较小，

但翠湖因为城市建设的完善而迎来跨越式发

展。此外，从明代至民国，翠湖也随着城市

的衰、荣变化而产生相应改变。历经几百年

的磨合，翠湖与昆明成为“荣辱与共”、共生

共荣的湖城“命运共同体”。

3 城湖关系变迁下翠湖文化景观的演进

3.1 从“城湖相邻”到“城湖相隔”：翠湖的

自然涸出

翠湖湾本是螺山半岛西侧凹陷形成的湖

湾 [25]（图5），这一阶段，翠湖的发展遵循

着自然规律，与滇池融合发展。随着滇池

湖岸线的收缩，至元时，翠湖沼泽化为“泻

湖”，并逐渐自然涸出，成为独立湖泊（图

6），但仍与潘家湾等水系在地理位置上保

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元代翠湖的独立是

其发展的一个节点，是形成园林文化景观

营造的前提，该阶段的翠湖景观没有经过

人工的修饰，呈现出最原始的自然景观形

态，与周边的水系在功能上均表现出较大

图2   元代之前——城湖相邻[25]

Fig. 2   Prior to the Yuan Dynasty: The city and lake were adjacent to each other

图3   元代——城湖相隔[25]

Fig. 3   Yuan Dynasty: City lake separation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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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元代复原图                  
Fig. 6   Yuan Dynasty restoration map

图7   明初复原图
Fig. 7   Restoration of the early M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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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似性。

 

3.2 城湖相融：四个时期的景观建设

3.2.1 明代——翠湖景观营建的萌芽

明代翠湖因“九泉所出，汇而成池”，被

称为九龙池。九龙池人工景观与自然景观相

映成趣，“荷塘、柳堤四面环绕，殊有城市

山林之妙”，还有湖边最早的景观建筑——

柳营（图7）。沐氏别业“池边三十五亭台，

个个朱窗向水开”，亭台楼阁、水榭等扩增的

建筑空间，与池中植物、湖体互为借景。滨

水空间因私家园林的建设而增添了几分人工

情趣，而湖中景观的营建停滞不前，视觉感

受仍空旷单调。明代私家别业的建设是翠湖

景观的萌芽，是翠湖文化景观建设历史的重

要开端。此后，云南贡院产生，使得翠湖周

边逐渐成为了昆明的文化中心，其周边集聚

的文化设施也日渐增多。

明代，翠湖及其周边出现了触媒现

象——即以人文的影响带动翠湖周边景观的

产生与人工化，这一过程是翠湖城湖格局演

变的基础。如果说沐英的宅邸和柳营冼马是

开始对翠湖及其周边景观原始基底的认可，

这一阶段受限于军营的紧闭性和宅邸的私人

性无法使得公众智慧能够映射到翠湖之中。

那么贡院的产生是城湖关系得以促进的重要

因素，也是使得翠湖周边军事性、私人性逐

渐成为开放性的一个重要标志。

3.2.2 清代——翠湖景观格局的初步形成

明末清初，气候和归属性质的变化是促

成翠湖发展的动力。首先，气候与不同历史

时期的翠湖文化景观的演变具有明显的相关

性，极大可能是引起景观演变的主要因素。

明代处于小冰期的前半段。特殊的气候变化

使得中国湖泊整体经历了从急剧扩张向迅速

图4   明代至民国——城湖相融
Fig. 4   Ming Dynasty to Republic of China: City and lake blending

图5   元代以前复原图                                                           
Fig. 5   Pre-Yuan Dynasty restoration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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萎缩的过程 [27-28]。同时，气候的改变使得明

后期人口迅速增长，人地矛盾逐渐尖锐，故

围湖造田行为盛行，这造成翠湖面积的萎

缩。清代处于寒冷的气候阶段 [27-28]。且洪灾

和干旱交替发生，造成翠湖水体出现干旱和

淤积，这也诱发了民众进行大规模的屯田行

动，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翠湖的萎缩。在

归属性质上则是由于明末清初“宅邸——寺

庙”的转变带动了翠湖及其周边的发展。清

初“吴三桂之乱”的平定，揭开了翠湖内部

景观建设的序幕。三藩之乱后，滇中地区逐

渐稳定，一些官宦开始了对昆明风景要素的

整理，并以此作为展现地方风华、增添政

绩的必要途径。翠湖作为昆明自然风貌与人

文景致的集中体现，在这段时间内景致得

以发展。《云南府志》卷四载：“碧漪亭，在

菜海子中，楼与亭具总督范承勋、巡抚王

继文于康熙三十—年（1694年）同建。”例

如，在清代开放化进程中翠湖最早建立的碧

漪亭、海心亭等景观建筑，吸引了大批文人

墨客吟咏创作，营造出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但当时的翠湖景观处于起步阶段，加之只注

重“修建”而不顾“修缮”，清康熙四十二年

（1705年）涂晫写下“旧宮盘郁在沙汀……西

湖未构短长亭”，可感受到单独伫立于湖心

的碧漪亭，给游人带来苍凉、孤寂的景观空

间视觉和心理感受。

嘉庆年间国内掀起了园林建设的热潮，

昆明当地官宦随流对翠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园

林修缮工作。嘉庆元年（1796年）“填砌西南

地基二丈许”，扩充建设湖心岛。受到当地

士大夫阶层的资助，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

落成莲华禅寺建筑群，翠湖园林融入宗教色

彩，造园活动开始倾向于寺观园林。此外，

云贵总督阮元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完成

“濠上观鱼”的园林化修建，并效仿西湖“白

苏二堤”建设了贯穿翠湖南北的阮堤，大幅

增强翠湖内部景观空间的游赏性和可达性。

正如《阮公堤》中所写：“两端堤畔，遍植垂

柳，湖中多种荷花，鱼歌互答”，这些“风景

建筑”与自然山水环境相融合，园林的艺术

性提高，并逐渐世俗化。

通过古今对比，发现湖心亭（碧漪亭）

位置未发生改变，三间舟屋是俗称的观鱼

楼 [19]。故以湖心亭为叠合点、现状为参考，

标注出莲华禅院、三间舟屋、海心亭、阮堤

等位置。“翠湖中间，近莲花寺对面，为水

月轩”，由莲华寺位置可推测水月轩的点位，

从而得到完整的清末文化景观平面图。景观

构筑沿着阮堤两侧进行修建，形成了“一堤

两岛七景”的景观格局（图8）。与以上各阶

段有所不同的是，清代翠湖文化景观摆脱了

私家园林的限制，并由寺观园林向世俗化的

方向发展。

3.2.3 民国——翠湖公园的曲折与稳固

民国，随着新思想、新思潮涌入滇中，

翠湖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完全实现了向公共园

林的转变，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内部景观构筑

物的增添，也体现在周边服务设施与公共建

筑的兴建对翠湖地区的功能进行了完整性上

的补充。在翠湖内部，唐继尧效仿先贤，于

民国八年（1919年）主持修建了自东向西的唐

堤，并对阮堤进行修葺。民国十年（1921年）

翠湖转变为城市公园，后因时局动荡、城市

衰败，翠湖公园受到了一定的波及但整体格

局得以保留。经过十多年的曲折发展，翠湖

重焕生机，形成“两堤四岛八景”的景观空

间格局（图9）。并以湖心亭为主轴，沿着唐

阮堤路组织景观空间序列。

与此同时，随着城市范围的扩张和功能

的需求，大量学校与公共建筑落户翠湖周边，

为翠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奠定了翠

湖既有文化得以延续的同时融入了近现代发

展新需求的基础。如清民交接之际，宣统元

年（1909年）陆军讲武堂开办于翠湖西南隅

沐英练兵旧址上；民国十一年（1922年），东

陆大学（现云南大学）创建于翠湖以北昆明

贡院的旧址之上。多种使用群体类型的融入

使得翠湖文化在保护与发展兼容的同时未曾

断代。

3.2.4 现代——翠湖景观的稳定和繁荣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原有景观布局的基

础上，翠湖的功能空间进一步丰富、景致也

随之提升，最终形成了现代翠湖“两堤六岛多

景”的景观空间格局（图10），并一直延续到

了现在。较于上一阶段，得益于滇中稳定的

环境，翠湖在完成了开放化的基础上与昆明

城湖关系在既已形成的格局中不断完善。这

一过程使得翠湖延续了自清末以来形成的街

区与历史建筑，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借助了其

近千年以来人文与自然所结合的底蕴，不断

地改善与提升了周边地区景观性、功能性。

3.3 翠湖景观的演变历程总结

近千年的发展史，使翠湖由最初滇池的

湖湾转变为城市内湖，并逐步发展成为城市

公园乃至整个昆明市的文化核心区。通过梳

理，得出翠湖文化景观演变历程表（表1）和

主要景观发展脉络图（图11），可知翠湖文化

景观虽然一直在变化，但在清代得到了跨越

式的发展。

4 结论与讨论

4.1 翠湖文化景观与城市变迁的适应性发展

4.1.1 翠湖对城市发展的支撑及影响

（1）元代之前的翠湖是城郊水运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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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随着水体面积的缩减和园林的转型，该功

能逐渐消失；明末清初，昆明由“水城”形

象转变为以翠湖周边农业为主的水乡景观。

清代，翠湖文化景观快速发展，湖泊优美的

环境吸引了文人墨客，湖城相融，构成了古

时翠湖富有诗意的人居空间。现代的翠湖，

赋予了春城“景在城中、城在景中”含蓄婉

约而又妩媚幽邃的城市风韵。

（2）为了维护城市稳定，翠湖西岸的军

事功能一脉相承。城防水湾为开端，由明代

的柳营到清初的洪化府及清末的讲武堂，再

到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昆明步兵学校，无不闪

耀着军事教育的光辉。

（3）自元代以来昆明文脉于翠湖北岸映

射扎根，经历了明清的沉淀，至民国时期大

放异彩。纵观其历史发展，随着每一次时代

更迭，翠湖及其周边的城市由于不同程度的

开放化促成了城湖关系的相融，这不仅是城

市扩张与发展的需求，也是人文思想从萌芽

到发展的具象体现。近代翠湖地区人文荟

萃、翰墨生辉。西南联合大学旧址、革命旧

址、名人旧居等，展示了翠湖博大精深的千

年文化底蕴，也构成了昆明城市的文化符号

（图12）。

从古至今翠湖大体呈现了从交通、军事

等城市职能向城市旅游、文化功能的转变，

城湖互动的正向反馈提升了人居环境品质。

同时，在新的时代诉求语境下，肃清翠湖与

城市之间的发展逻辑能够辅助历史文化名城

的保护，重视周边历史遗迹的保护与发展重

拾城市“小三山”的历史符号，在全域空间

格局及景观风貌上彰显昆明独特的地方文化

特色。

基于城湖关系的昆明翠湖景观演变研究      杨    奥    等.  

图10   现状图
Fig. 10   Status chart

图11    主要景观发展脉络
Fig. 11   Key landscape development vectors

图8   清末改绘图                               
Fig. 8   Changing the drawing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图9   民国三十五年改绘图
Fig. 9   Redrawn in the 35th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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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城市需求下翠湖景观空间的公共性转型

因循翠湖其周边的发展轨迹，而将其归属为衙署园林。衙署园

林相关的概念，凡由地方官署或中央机关职能部门牵头兴建的园林，

都应属于衙署园林的范畴。其位置除了常位于衙署内、官府邸宅之

后，并与之毗邻外（即官衙廨署所附属的内部花园），还常位于府、州

或县治所在地或在其城郊，多因水而建 [29]。翠湖地区经历代州府仕人

修凿经营，文人骚客营构题咏，贬官谪客留迹遗贤，成为官民共赏、

半自然半人工的园林类型。翠湖的产生依托于城市不断发展的需求，

并在州府当局不断地兴修水利和营造空间的背景下发展，故本文将翠

湖园林归类于衙署园林。从翠湖园林功能发展时间线来讲，翠湖的开

放化发展历史映射着人们思想的渐进进步，翠湖从最初的水运码头发

展成为城防水湾，再从私家园林向寺观园林转变，并在民国时期变为

公共园林，最终在现代演化成为能够体现城市历史风貌的文化名园，

逐渐从城市政治区域过渡为历史文化遗产。随着翠湖园林类型的转

变，园林中较多的私人空间、半公共空间被改造、转型为公共空间 [4]，

游憩空间丰富。翠湖也由单一园林发展成为了文化、公共景观、城市

生活空间的复合体。

4.1.3 翠湖园林景观的演变是“城—湖”关系不断耦合协同的结果

昆明和翠湖的关系由相邻、相隔发展为相融。湖泊构成了独特的

城市肌理，城市赋予湖泊多重功能 [6]。自明代翠湖文化景观被纳入昆

明城内开始，在形态上经历了“建—毁—建”的曲折历程，在归属上

从私人化到完全开放地不断转变，整体表现出适应性的智慧以及背后

人们思想的不断进步与觉醒。随着城市的发展，翠湖的景观格局进一

表1   翠湖文化景观演变历程表
Tab. 1   The evolution of the cultural landscape of Green Lake

时间
Time

水体范围
The extent of the waters

主要新增建筑物/构筑物
Major new buildings/structures

位置
Location

元代以前
环绕翠湖南路、翠湖东路和翠湖北路，独自向西敞开，与滇池

相连
无 无

元代
从今东风西路至小西门，沿翠湖南路、翠湖东路和翠湖北路，

经仓园巷、染布巷、昆师路至昆一中校园，往北直到黄土坡
无 无

明代
西抵染布坊和小西门之间的城墙，环绕翠湖南路、翠湖东路

和翠湖北路
柳营别业、云南贡院

今昆明市科技馆、云南陆军讲武堂一带；云南

大学一带

清代
水体被田地包围，面积萎缩；根据《清末昆明街道图》得到大

致范围，北抵清代图书馆

洪化府
东达翠湖西路，西达东风西路，北起仓园巷、

染布巷，南达翠湖南路

湖心亭 翠湖中央，与今位置同

海心亭 翠湖西北岸，与今位置同

莲华禅院 湖心亭东北侧，与今位置大概不变

“濠上观鱼”景观：放生池、三

间舟屋
莲华禅院西侧，今观鱼楼“水上园林”

阮堤 横穿翠湖南北，与今位置大概不变

水月轩 莲华禅寺对面

民国时期 参考民国《1946年昆明市街道详图》得到大概范围 唐堤 横穿东西，与今位置大概不变

新中国成立后 北起翠湖北路，东达翠湖东路，南抵翠湖南路，西至翠湖西路 无 无

12

图12   翠湖周边人文景观复原图
Fig. 12   Recovery map of human landscape around Green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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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得到丰富。并在现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

护，成为昆明市内颇具历史氛围和滇派园林

特色的城市公园。

4.2 构建稳定、可持续的城湖关系

和谐的山—湖—城格局以及城湖相融

的关系，促进了昆明和翠湖的发展。对于现

代翠湖片区的保护更新，在考虑与城市空间

发展相协调的同时，应充分尊重原有的山水

基底，确保翠湖山水景观空间的连通。挖

掘历史文化、传承翠湖文脉，联系文化空间

与实体空间。在城市规划中也要思考对翠湖

景观视线廊道的保护以及景观轴线的利用。

此外，要重视翠湖作为城市弹性蓄水空间的

功能 [30]，并促进水体净化、生物多样性保

护等，保证翠湖风貌、生态等方面的可持续

发展。

5 结语

翠湖是昆明市沧桑变化的缩影，是城—

湖协同共生的结果。通过研究梳理，城湖关

系在历史上呈现出“相邻、相隔、相融”的

空间变化特征，翠湖在经历了“临城水湾”—

“城郊水湾”—“城市内湖”的转变后，这

一衙署园林也相应地表现出“私家园林—寺

观园林—公共园林”的类型转换，并经历

了“萌芽—发展—兴盛—损毁—重建”的不

同阶段，呈现出动态理景艺术效果，究其根

本，在于城市与自然优良基底之间不断相互

融揉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具体体现即为从私

人化到开放的现象不断演进。城市湖泊的变

迁，本质上是社会与自然系统在时间和空间

维度上的协同演进，生态城市的空间形态应

体现水体在不同历史时段的文化价值 [7]。研

究为与水域功能相适应的翠湖区域土地使用

政策提供参考。同时，翠湖作为昆明市重要

的历史景观，兼具生态、历史、人文、艺术

等多维价值，今后应充分发挥其在城市水系

廊道体系建设、历史文脉连接、国土空间规

划及传统特色格局的保护与传承等方面的重

要作用。

注：图1改绘自参考文献 [19]；图2、图3改绘自参

考文献 [25]；图4底图源于宣统年间《清末昆明街道图》

和民国《1946年昆明市街道详图》；图8解译自宣统年间

《清末昆明街道图》；图9解译自民国《1946年昆明市街道

详图》；其余图表均由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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