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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地冰雪景观的继承性研究
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公园规划为例

刘 丹

(东北农业大学 艺术学院,哈尔滨 150030)

摘 要: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寒地发展中国家, 哈尔滨是中国最北部的寒地特大中心城市, 世界三大冰城

之一。在尊重和保护地域文化特色基础上,发扬冬季冰雪景色的独有魅力, 提高环境四季的宜人度与吸引力,

建立与寒地自然作用力保持一致的城市科学、全面、可持续发展模式。通过以冬季核心景观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公园为例,从景观学、生态学、艺术学的角度出发, 指出园区规划现存的弊端并研拟对策。最后, 依据沿江生态

原则提出规划构想,克服由于传统观念和自然条件等不利因素的制约,力求达到科学利用四季分明的季节特

色 ,传承地域文化和冰雪文化, 继承并营造新型夏季避暑圣地,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四季景致有连有分的新

面貌,进而激活内在的旅游潜力, 带动城市更好更快发展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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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哈尔滨因拥有晶莹剔透的冰雪世界而富有

魅力, 因拥有中西合璧的欧陆风情而备受青睐。

这片被松花江水哺育着的黑土地,拥有着自身的

特色文化。哈尔滨历史源远流长, 是中国金、清

两代王朝的发祥地,是中国北方独具特色的冰雪

名城。他们靠打猎为生的英勇祖先有着不易屈

服的顽强斗志,这里的人民从古至今一直都纠缠

在与外族人的矛盾与纠纷中,他们反抗入侵的同

时也在吸收着外来的文化与风俗。几千年来, 这

里留下了不知多少外族人的脚印,有俄罗斯、日

本、美国等等, 使之成为一块有着各种血液的结

合体。冰雪文化是生活在寒地生态环境中的人

们在克服自然和适应自然的过程中慢慢形成的

一种特殊的、具有强烈地方特色的文化种类
[ 2]
。

近年来,中国寒地冰雪旅游热逐步升温, 随

之而来的是专家提出的  热经济中的冷思考 !,

首先是产业链深度开发不足,其次是盲目做大心

理,第三是缺乏有效规划与管理, 一系列问题将

制约寒地文化及经济的稳步快速发展。对此, 黑

龙江省适时推出了  黑龙江 中国酷省!总体

规划目标, 辅之以  春季活力世界、夏季清凉世
界、秋季多彩世界、冬季冰雪世界 !四个支撑性

项目,预树立起  国际滑雪旅游胜地 !、 世界冰

雪旅游名都 !、 避暑度假胜地!三大品牌, 以冬

景为中心, 四季同发展的决心很大, 但是与  冬

季冰雪世界!相比,  春季活力世界、夏季清凉世

界、秋季多彩世界 !的规划缺少明确、成熟的支

撑点和吸引力。

目前,以冰雪大世界为核心的雪博会、冰灯

艺术游园会等冰雪景观支撑产品已经基本成熟,

而冰雪融化的其他季节如何规划,还需更好的资

源整合, 利用四季分明的气候优势,抓住欧陆风

情文化特色, 把握四十多个民族共融的人文特

点,从社会发展、人文需求、城市文明多角度出

发,系统科学规划出生态环保、四季景观突出的

寒地特色景观区。

一、冰雪大世界公园发展概况

哈尔滨的冬季处处可见冰雪文化,集中体现

冰雪艺术作品的游园很多, 冰雪大世界可谓核



心,更是最有规模与特色的一个。冬季的公园中

可谓汇天下冰雪艺术之精华、融世界冰雪游乐于

一园, 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参与性、娱乐性

于一体,场面宏伟壮阔,造型大气磅礴,景致优美

绝伦, 不愧为恢弘壮美的  冰雪史诗画卷!。哈

尔滨冰雪大世界位于美丽的松花江畔,与太阳岛

分居 101国道两边。由于风沙的原因,这里原来

只是一片荒芜的黑土地。像一个神的守护者, 默

默地诉说着历史的沧桑。这片地区地域广袤, 视

野开阔, 并且与喧嚣的都市隔江而望。这座游

园,曾几经迁址, 随着太阳岛的开发, 人民生活的

进步, 2001年冰雪大世界迁址并定址于此地。

冰雪大世界总占地面积 28万平方米,其中南北

宽 380米,东西长 500米,规划园区占地面积 18

万平方米;停车场及道路占地 8万平方米; 其他

附属设施占地面积 2万平方米; 园区对外交通以

警备路为主要交通干道,公路大桥下的道路为备

用道路。可以给市人与游人提供一处暂时远离

繁华都市的  世外桃源 !。

美丽的公园由于受季节的影响, 吸引人们纷

至沓来的时间每年大约只有三个月左右, 其他九

个月里变成了被遗弃的  小孩 !, 极少有人  关

爱 !。为了更好地利用土地资源,也是为了更好

地促进冰雪大世界的对外开放,创造并维持冰雪

大世界的四季乐园是最好的解决方法。真的要

让像冰雪大世界这样短期使用的特色园变成冰

雪艺术四季集锦园,同时为本市人民创造一个远

离城市喧嚣,集文化艺术休闲于一体的边城休闲

空间, 更要为打响北方避暑山庄作贡献, 让这个

四季分明的城市四季有景。

黑龙江省 2003年在第四届冰雪大世界项目

总结大会上首次提出了,建立冰雪大世界四季旅

游主题公园的设想,对建设永久性的冰雪大世界

四季旅游主题公园工作作出了部署。直至 2009

年,  冰雪大世界 !才首次在夏季启用 啤酒

节和嘉年华,目的是为游客和市民提供休闲好去

处,进而将松花江沿线东北虎林园、太阳岛公园、

哈尔滨极地馆、哈尔滨科技馆等旅游景点融为一

体,为此铺设了两万平方米草坪, 挖掘了五口深

水井, 以满足啤酒节期间饮用和清洁的需要; 建

设七十余座移动水冲卫生间,给市民和游客提供

便利; 园区周边还建有面积达 1 000平方米的停

车场。

建设的出发点是好的, 却因为规划主题的不

明确或偏差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首先,作为

远离市区的景观公园,游园者以驱车前往为主,

作为开放豪爽的哈尔滨人有着强烈的啤酒节参

与意识和热情,但驱车前往与参加啤酒节活动有

着绝对的矛盾性; 其次, 由于冰雪大世界公园位

于进城入口处,集中庆典式活动期间加剧了路段

的拥堵现象; 第三, 短暂的庆典活动不足以有效

延长公园的利用率;第四,作为冰雪名城的核心

景观, 一年中只有三个月的胜景, 其余时间冰雪

含义几乎荡然无存, 冰雪大世界之名含义薄弱。

景观公园在发展的历程中有辉煌的一面,也有问

题的显现,重新定义、重新规划迫在眉睫。

二、应继承和发展的元素

我们熟知的世界名城威尼斯因  水 !而著
称,维也纳因  音乐 !而驰名, 而哈尔滨应以  冰

雪 !而独特, 要成为世界冰雪名城, 需要有整体

构思、整体设计与整体研究, 站在世界大环境角

度,以增加其世界  知名度 ! [ 3]
。冰雪大世界是

这个美丽冰城很有特色的冰雪艺术集锦地,是哈

尔滨冰雪艺术的代表, 它展现了冰城的辉煌容

貌,传达着冰城人的热情和智慧, 同时也诉说着

这块北方土地自己的故事。

哈尔滨这座冰雪文化之城,如何将自然、历

史、文化融为一体展现于世,如何抓住全年 12个

月的时光而不是只有 3个月的美丽,如何全方位

的体现冰城的魅力,如何最大限度发挥冰雪的优

势∀∀我们在冥思中找寻答案, 为的是全年向世

人展示一个极富魅力的冰雪名城,让冰雪名城展

示冰雪文化, 让冰雪文化推动冰雪旅游, 让冰雪

旅游感动冰雪游者, 更让冰雪游者传送冰雪

名城。

首先,应强化冰雪景观、冰雪资源的整体性

构思、整体性建设与整体性开发。一是加强规划

的科学合理性,从总体看近现代西方规划经历了

两大变革发展至今, 20世纪 60年代出现的由城

市设计观念向系统的、理性的观念转变,以及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对规划师的认识转变,规划师不

仅仅被视为技术专家, 而且开始被视为  协调
者 !、 项目经理人 !、 社会改造者 !,这两个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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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蕴涵的是西方文化哲学现代向后现代的转

型;强调功能混合性与空间复杂性在规划中的重

要性; 二是加强民众的参与性, 冰雪资源的潜力

挖掘与冰雪活动的外延扩大, 如冬季的滑冰、滑

雪,春秋季的滑沙、滑草, 冬季的冰雕, 夏季的沙

雕,冬季的打出溜滑、抽冰尜、玩冰爬犁等群众性

冰雪项目和冰帆、冰尜、冰橇、雪地摩托、雪地马

车、狗拉雪橇、冬季狩猎、破冰垂钓、观赏冬泳和

冰雪婚礼等等,这些项目在其他三季的继承性转

型与开发, 增加冰雪运动项目的群众性、广泛性

和地域独特性;三是加强冰雪知识产权的保护,

使一些著名的冰雪景观,永留哈尔滨的史册, 并

可以将其浓缩为小型艺术品, 进行商业性开发,

也可以制作成旅游纪念品推向世界, 获得更大的

效益。冰雪商品资源的整合统筹开发,如四季皆

宜的冰果、冰点、冰糖葫芦等等,东北特有的冻饺

子、冰豆腐、黏豆包等都是哈尔滨的特产, 在冰雪

自然环境下,冰雪服饰是一个系统,它由帽子、围

巾、手套、衣服和鞋组成, 这个系统开发的整体

性、独特性和品位性、实用性,使每个旅游者因冰

雪服饰而美丽, 因冰雪活动而愉悦, 因冰雪文化

而陶冶情操。

其次,应强调冰雪文化建设和冰雪风情的传

承性发展、长期性建设与合理性发掘。一是加强

冰雪文化建设和冰雪风情的继承与传播, 二是加

强冰雪文化建设的长期性和长远性, 三是强化冰

雪风情的独特性和高雅性。

冰雪主题游园是利用丰富的冰雪资源吸引

游人前来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游览、观光、探险、猎

奇等冬季旅游活动。由于冰雪旅游受地域条件

和气候条件等因素的制约,目前在中国主要的旅

游地以黑龙江省、吉林省为主, 其主要的代表城

市是哈尔滨市。就现状来看,人们对冰雪主题的

认识多直观地集中在冰雪运动、冰雪艺术、冰雪

娱乐等参与项目中。如果从长远的更高层次考

虑,则在此基础上要重视加大文化内涵的挖掘、

补充、再利用。因为规划促进经济发展主要表现

在初期,文化性的凸显则发生在后续阶段。加大

投入寒地冰雪的文化内涵,提高冰雪艺术的文化

品位, 从文化角度进一步挖掘可开发性资源, 从

时间角度进一步扩展可利用性资源, 对提高冰城

四季吸引力,促进冰雪文化可持续发展和寒地经

济腾飞具有重要作用。

三、继承性规划原则与方法

1.预继承冰雪文化在规划原则上应遵循生

态、人文、市场三大原则

首先,  天人合一 !是古代先人优秀的哲学
思想,反映了古代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和采取的态

度。方案的生态理念, 也源于这一朴素的自然

观。在继承先人思想的基础上规划融合了当前

可持续性发展的理论和现代的生态观,采用综合

完整的生态设计方法, 在公园所处位置的自然地

理环境条件下,公园的要素设计均考虑自然的协

调统一和对生态最大程度的改善。

其次,规划依托传统文化和悠久历史努力塑

造  冰雪文化 !。所谓冰雪文化就是指在冰雪自

然环境中从事日常生活的人们, 以冰雪生态环境

为基础所采用的或所创造的、具有冰雪符号的生

活方式。冰雪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存在的时

间是很久远的。它产生于寒冷地区各民族人民

的生产生活活动之中。北国寒地气候,水资源丰

富,为冰雪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广泛而充足的载

体,而且这种文化涉及到建筑、器物、饮食、历史、

经济、艺术、文学、运动、娱乐、服饰、风俗、街道等

方方面面。使其成为具有强烈时代特征和丰富

内涵的新园林
[ 4]
。

最后,规划以人的需要为出发点。在最大限

度创造生态效益前提下,根据哈尔滨的自然环境

条件、市场状况和经营管理的需要确定公园的性

质和内容,提高公园的利用率, 满足各类游人的

需求,同时一定要为公园的可持续发展创造经济

条件。

2.规划方法上集生态性、特色性、适宜性、经

济性于一体

第一,生态性。首先,景观公园四周采用围

合性密植, 让绿植净化空气, 保持水土, 防风护

沙,最重要的是维持一个适宜的小气候环境。让

风情园展现东方小巴黎、东方莫斯科的魅力,让

凝结智慧的建筑与景观小品体现我们对历史文

化的珍重。其次,采取引流入园的方式, 让松花

江水以溪水潺潺的形式流入园中,提高灌溉的方

便性,规划的灵动性,湿度与温度的调节性,更增

强了天、山、水、植共荣的自然美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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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特色性。规划方式冬景特色依然是冰

雪公园的重中之重,所有规划都应配合冬季大型

冰雕雪塑, 例如,大型的集散广场应成为园区的

主景。广场可位于园的中心轴线上。以广场中

可有水, 水中依然有广场,水与广场可互相环套

的方式组成。水与广场的高低落差在冬季便成

为了特色的冰场。夏季的水雾缭绕与冬季的嬉

戏追打别有情趣。周围可有腾蔓壁墙, 葱葱郁

郁,攀缘缭绕, 增添了一道绿色屏幕。绿色是自

然之物,要合理运用植物, 一块天地间的绿洲, 一

望无际的东北平原, 伴着松花江的沉寂, 怎能不

让人流连忘返。好的规划中要让人找到真正的

心灵避难所,应是一个心灵可以得到完全平静,

自己对自己思想可以完全拥有的地方。同时, 为

灵动的生命营造更有趣味的活动空间,体现  万

物都是不断变化的 !哲学道理, 借助江水、借助

蓝天、借助空旷, 保留一处野外游玩空间, 满足现

代人寻求野趣、回归自然的渴望, 用设计营造一

处江边宜景,让人们增添几份儿时郊游野炊的美

好记忆
[ 6]
。哈尔滨是一个相对多风的地域, 一

年中有大半年都处于有风级的状态, 应巧妙地利

用地理与自然因素,创造出与自然相呼应的景观

特色。风和云是天空的主题,冰雪大世界存在于

天地之间。天空便是它的背景, 是它的帷幕, 动

静间是一种天然特色。

第三,适宜性。在这块突出展示冬季冰雪作

品的场地上,夏承冬韵的设想是为了配合冰雪大

世界的开展和映衬它的辉煌,承接和保留冰雪文

化。冬天这里将是冰雪的世界,尽情展现冰雪的

缤纷与壮丽。这时候这里也是旅游的高峰期。

冰雪融化过后, 大地复苏, 景观也开始更换。这

时像所有北方其他的公园一样,这里应该成为冰

雪艺术集锦园,历年优秀的冰雪艺术获奖作品应

以独立雕塑、群雕、雕塑与喷泉融合等形式出现

在这里, 展现一处美丽艺术雕塑园, 让旅游者在

夏季避暑之余感受冰城的韵味,为艺术家与艺术

爱好者营造一处交流平台和特色写生场所,使文

化艺术在冰城蔓延,使冰雪艺术成为这里永远的

主题。青山绿地、天高云淡、江水滔滔使之成为

人们感受艺术、享受生活的最佳胜地。

第四,经济性。规划永远应该考虑可持续发

展,假如优秀的冰雪作品用替代材料雕塑形式记

忆其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园中雕塑将会越来越

多、越丰富。直至放眼望去,满园都是雕塑,这里

会成为一个冰雪雕塑王国。汇集着近几年或几

十年来冰雪艺术的精华,沉淀着这些年中国的历

史和文化。这时园的主题将发生质的变化,它将

不仅仅是冬季的冰雪大世界展区场地,更是四季

冰雪艺术的展示地,将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第一个

冰雪艺术专题集锦园, 必将大力推动经济的发

展,更会将冰雪文化得到更高层次的升华。

结 语

寒地冰雪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冰雪景观是

哈尔滨文化的灵魂,冰雪大世界等特色游园将灵

魂魅力集中展现。每年冬季的冰雪大世界,这里

都会出现很多优秀经典的冰雪艺术作品,是全世

界雕塑艺术家与冰雪爱好者心血的累积,是这块

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

智慧的结晶。它记载着这一地方的历史,包括自

然的和社会的历史;讲述着动人的故事, 包括美

丽的或是凄惨的; 讲述着土地的归属;也讲述着

人与土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是文学和艺

术、科技和艺术的结合。它是我们不经意的自

传,反映了我们的趣味,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渴

望,以及城市的发展
[ 7]
。

总之,这种一年一度的艺术, 就像史书一样

记载着我们的生活,无论冰还是雪,它们的寿命

可能短短数月, 稍纵即逝, 然而, 弘扬冰雪艺术,

保护冰雪文化,让夏承起冬韵,让冰城四季妩媚,

让艺术作品永存, 我们要站在生态保护角度,关

注地域文化特色, 将艺术性与经济性共融, 让这

美丽成为一种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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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heritance Research on Ice and Snow Landscape in Cold Regions:

A Case Study of the Planning ofHarbin Ice and SnowW orld

LIU D an

( Schoo l of A rt, Northeast Agr icultural University, H arb in 150030, Ch ina)

Abstrac t: A s one o f the largest ice c ities in thew or ld, H a rb in is the centra l c ity in the cold reg ions o f farNo rth Ch ina.

It deve lops a sc ientific, com prehensive, and susta ining mode in harmony w ith natural character istics o f co ld reg ions. Wh ile for

protecting lo ca l cu ltura l features, the city tries to promo te the beauty o f ice and snow as we ll as the seasona l ag reeab leness and

attractiveness. This artic le po ints out som em a lpractices o f the current p lann ing and the co rresponding so lv ing stra teg ies under

the guidance o f landscape a rchitecture, eco logy and art theory based on the spec ific case o fH a rbin Ice and Snow W orld. The

autho r also presen ts a plann ing concept wh ich breaks the constra ints brought by cultura l ste reotype and natu ra l disadvantages

and still fo llow s the riverside eco log ica l princ ip les to g ive fu ll p lay to the seasona l character istics, loca l culture and ice and

snow inher itance. M ean time, a new mode o f summ er reso rt is c reated to demonstra te a new look of ha rmony betw een m en and

nature, thus stim ulating the tour ist industry for be tter deve lopm ent of the c ity.

K ey words: ice and snow; culture; seasons;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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