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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城市地标→城市地标系统→城市主体地标”递进式的概念分析，概

括、提出了“城市主体地标”的５个特徵（要素）；?据此对几个世界著名旅?城市

“城市主体地标”与澳门的城市地标做了对比性评价，最後提出澳门“城市主体地

标”的构想。

关键词：城市意向；城市地标；城市地标系统；城市主体地标

中图分类号：ＴＵ９８４　　　　　　　

Ｏｎ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ＴａｋｉｎｇＭａｃａｏ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

ＹｕａｎＺｈｅ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ＸｉｎＨｕａ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ＳｕｎＹａｔ－Ｓ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ｕｒｂａｎ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ｕｒｂａｎ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ｓｙｓｔｅｍ

→ ｕｒｂａ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ｆｉｖ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ｕｒｂａ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ａｒｅｓｕｍ

ｍａｒｉｚｅｄａｎｄ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ｓｏｆｓｅｖｅｒａｌｆａｍｏｕｓｔｏｕｒｉｓｔｃ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ａｎｄｔｈｏｓｅｏｆＭａｃａｏ，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ｓｍａｄ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ｓｏｆＭａｃａｏ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ｉｔｙ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ｕｒｂａｎ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ｕｒｂａｎ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ｓｙｓｔｅｍ；ｕｒｂａ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６２１



１　基本概念

１．１城市地标

城市地标是人们认知、识别、记忆城市

的重要媒介，是城市公共空间中的核心要

素，它使得城市空间与城市发展中的历史与

文化产生关联，形成城市地标发展脉络。目

前，人们对“城市地标”这一概念的理解和

规范已经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在学术研

究与交流中，一般将其译作“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由於地标的主要作用仅仅是
"

了标记地

点而已，因此人们对地标物的要求不高，凡

是具有较明显的可识别性和显而易见的地

面事物，都可以用来充当地标，城市中的建

筑物、构筑物以及自然地理事物，都可以成

"

城市地标。因而，城市地标的来源和题材

十分广泛。‘易识易记性’和‘易寻易见性’

是地标物的两大主要特徵。”［１］

著名城市设计大师凯文·林奇在《城

市意象》（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Ｃｉｔｙ，１９６０）中提

出［２］：“城市意象理论认
"

，人们对城市的

认识?形成的意象，是通过对城市的环境形

体的观察来实现的。城市形体的各种标?

是供人们识别城市的符号，人们通过对这些

符号的观察而形成感觉，从而逐步认识城市

本质。人们对於一个城市的认知，最
"

直观

的感受源於它的空间形态和独特的构成元

素，而这样的空间体验大多来自於视觉上的

感受。”?认
"

：“城市标?物是从许多元素

中挑选而出的，也就是说标?物的物质特徵

具有单一性或唯一性。”

“美式英语中‘ｌａｎｄｍａｒｋ’是作
"

用来

指定具有显著的物理特徵或历史意义的自

然景观物或人工建筑物的主要术语。在美

国《历史古迹法》中，城市内部具有典型意

义的代表性历史建筑被指认
"

国家历史地

标。地标概念在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

中被作
"

城市设计五要素之一。”［３］

蓝力民（２０１３）对城市地标、城市标?

性景观的?同做了辨析：“地标（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是当今人们对‘地面空间方位的标记与指

示物’这一地理事物的一个约定俗成的规

范化简称，其功能和作用类似於‘航标灯’。

‘标?性’被用於‘代表’和‘象徵’，其层次

和境界都要高於‘地标’。‘城市标?性’应

该被理解
"

一个城市的标识符、一个城市的

象徵、一个城市的代号，是城市历史文化特

徵的抽象、浓缩和升华。”［１］

王丹（２０１１）对城市地标的景观视觉特

徵做了专题研究：“研究证明，人们在对外

界事物的认知中，８７％的信息直接与视觉能

力有关。将视觉主导空间界面 Ｓ简化
"

水

平景观弧长 Ａ与垂直景观弧长 Ｂ的乘积。

可以得出城市地标对每个视点的视觉空间

影响程度值，值越大，城市地标对视点空间

环境上的影响就越
"

显著。”［４］

邓鑫桂，
W

雪飞（２０１４）认
"

：“视觉感

受是城市地标一个不可分割的特徵。城市

地标的视觉景观研究能较
"

客观地反映城

市地标在城市风貌建设中所起到的作

用。”［５］

朱文一（２０１８）认
"

：“城市地标一般是

指具有突出形象、令人印象深刻、承载城市

历史文化基因的建筑物或构筑物。由於凡

人视角街景是人们体验建筑的主要方式，因

此通常以凡人视角来界定城市地标。”［６］

足见，“视觉特徵”（即具有广域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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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城市地标最基本的核心要素之一，而

且随着一个城市大量具有显著视觉特徵的

新建筑不断盠现，该城市的地标也越来越

多。

１．２　城市地标系统

城市地标系统是较
"

成熟的概念，有大

量文献阐述该概念，我们摘选二、三如下：

刘
X

璐（２００７）概括道：“城市地标系统

是城市中各类城市地标按照一定的秩序和

内部联
O

组合而成的整体。城市的扩张与

多样化的发展，不可能单纯依靠独个的城市

地标来凸现城市的特色，这就需要地标组合

成一个整体的、相互依存的系统来支撑城市

的形象体系。”［７］

卜巍和张伶伶（２００９）提出：“随着城市

的扩张与多样化的发展，单独的城市地标已

不能凸现城市的特色，城市的形象体系需要

由多个相互依存的地标组合成的系统来支

撑。我们将在一个城市的各类地标按照一

定的秩序和内部联
O

组合而成的整体称
"

城市地标系统。”［８］

宋鉴和苑剑英（２０１８）总结：“城市地标

系统是城市中各类城市地标按照一定的秩

序和内部联
O

组合而成的整体。…，单一的

城市地标影响力有限，建立城市地标系统，

发挥系统的整体性、多样性与联动性，发挥

更大的影响力。城市地标系统作
"

城市空

间结构的子系统之一，也是城市中诸多要素

所依附的结构。因此，对城市地标从系统化

与动态发展的角度的考虑，建立一个相互联

O

、相互作用的有机体来突出城市的可识别

性，体现城市特色。”［９］

“城市地标系统”概念给我们提供了一

个很好的阶梯，对我们认识、理解“城市主

体地标”概念有很大的帮助。

１．３　城市主体地标

笔者查阅了中英文文献，直接讲“城市

主体地标”或“主体地标”的文献很稀少。

叶骁军（１９９９）在论文“关於建设兰州标?

性景观”的题目中用了“标?性景观”一

词［１０］，但文中没有解释该词的涵义。蓝力

民（２０１３）的文章阐述了城市“标?性景观”

的涵义：“‘地标’被用於‘标记’，而‘主体标

?性’则被用於‘代表’和‘象徵’，其层次和

境界都要高於‘地标’。‘城市标?性景观’

应该被理解
"

一个城市的标识符、象徵、代

号，是城市特徵特别是城市历史文化特徵的

抽象、浓缩和升华，‘城市标?性’是城市空

间结构构筑的关键点，它是城市文脉传承的

重要载体与表现形式。‘城市标?性景观’

虽然也是地标物，但它的本质已经是‘代

表’和‘象徵’了，已经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

次，而不再是停留在‘ｍａｒｋ’（标记）这个较

低层次。”［１１］

沿着“城市标?性景观”的涵义，本文

提出“城市主体地标”概念：“城市主体地

标”是城市地标系统中最高层次的景物，其

层次性高於“城市标?性建筑”“城市标?性

景观”；更高於普通意义上的“城市地标”。

“城市主体地标”的特徵（或要素）如下：

（１）唯一性（相对稳定性）。与普通意

义上城市地标不断盠现、多样性不同，一座

城市的城市主体地标在该城市的较大范围

内?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具有唯一性，是这

座城市自然、历史、文脉等多样特徵的集中

体现。在该城市地标系统中的核心、主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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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具有长久稳定性。一般不因该城市的各

种新建筑的不断盠现而发生变化。

（２）历史性、文化性、艺术性。如蓝力

民（２０１３）对城市标?性景观所概括的特

徵：“城市主体地标”应是城市特徵特别是

城市历史文化特徵的抽象、浓缩和升华；成

"

城市文脉传承的重要载体与表现形式、城

市文脉的延续与发展。

（３）广域可视性。西方学者凯文·林

奇（１９６０）以及我国学者邓鑫桂、王丹

（２０１１），
W

雪飞（２０１４），朱文一（２０１８）等都

十分
)

调城市地标的视觉特性。因此，笔者

认
"

，作
"

城市主体地标，应拥有超然的视

觉特性。从城市的主要城区、多数位置，尽

可能有最大的市民可直接观视角度，即城区

可视广度大、可视受众广；而且视觉景观鲜

明、较大的视觉超显度，从视觉上，相对邻近

周边景物而言，具有凸显、夺目、“鹤立鸡

群”的气度。

（４）位置大致中心性，
)

聚焦性。这是

从景观可视性分解出来的一个特徵。
)

调

城市主体地标的位置选择应尽可能位於城

市的核心位置。

（５）是城市整体市容市貌的点睛之作

（主观要素）。一个城市如果拥有城市主体

地标，该城市的整体市容市貌全盘皆活，显

得生机盎然！给市民及?客心中刻下终生

难忘的记忆，令人流连忘返。

综上，城市主体地标是城市地标系统中

的核心、龙头、灵魂、引领者；是一个城市的

“别名”符号，历经千秋万代，公众一见到某

个主体地标，就立即想到所对应的那个城市

（如布达拉
J

、天安门广场、自由女神像等

等）。

可以说，对照上述特徵（要素）来看，大

量城市虽都拥有许多城市地标（?且随着

城市的不断发展，在许多城市面新的城市

地标还在源源不断地盠现），但是大量的城

市却?不拥有自己的“城市主体地标”。

２　城市主体地标的范例

一些城市拥有自己（唯一）的主体地

标。比如拉萨布达拉
J

、里约热内卢基督

像、北京天安门、雅典卫城、纽约自由女神像

等。笔者认
"

，许多城市主体地标的范例

中，最
"

经典的当数拉萨布达拉
J

（见图１）

及里约热内卢基督像（见图２）。

图１　拉萨布达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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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里约基督像

　　拉萨布达拉
J

是藏建筑的盓出代表，也

是中华民族古建筑的精华之作。

里约热内卢基督像座落在里约热内卢

国家森林公园中高７１０米的科科瓦多山顶

之上，俯瞰着整个里约热内卢市。耶稣基督

雕像是里约热内卢市的标?，也是世界最闻

名的纪念雕塑之一。

北京天安门位於北京城传统的中轴线

上，是故
J

城门、中国国家象徵。

雅典卫城位於雅典市中心海拔１５０米

的卫城山丘上，虽其建造年代存在着较大
.

议，但却被世人奉
"

雅典的象徵。

纽约自由女神像位於美国纽约海港内

自由岛的哈德逊河口附近。於１８７６年
"

纪

念美国独立战
.

胜利一百周年而建造，是美

国的象徵。

上述“城市主体地标”在各城市中的具

体位置见本文附图１～附图５。

３　澳门城市地标

澳门拥有多处城市地标，如澳门旅?塔

（见图３及图５）、大三巴（见图４及图５）、

议事亭前地、大炮台、金莲花广场、威尼斯人

酒店、银河酒店、喜来登金沙酒店、西湾大

桥、渔人码头等。其中澳门旅?塔、大三巴

是澳门的标?性地标（见图５）。

但是，按照前面城市主体地标的５条要

素来衡量，目前澳门尚没有自己的“城市主

体地标”（见表１）。

在专家集体评判的基础上，本文提出

“城市地标主体性”评价原则：如果一个城

市某地标在“城市主体地标”的５个特徵要

素中至少有３个特徵、要素的评价都达到４

颗星及以上，我们就认
"

该地标可以算“城

市主体地标”（对於由主观（定性）要素＋准

主观（定性）要素组成的要素指标集，有若

干公认的方法可以计算其总得分；但要建立

公认的总得分等级划分（评价）准则是很困

难的。在实践中，不同的研究小组、针对不

同的研究内容，可能分别建立不同的小组内

认可的总得分等级划分（评价）准则。本文

这提出的评价准则仅是本研究小组内部

共同认可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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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澳门旅?塔

图４　 澳门大三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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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澳门“标?性地标”及“主体地标”位置设想（白色框所示）

（注：图５由谷歌卫星截图制作而得）

　　下面，依据本文总结的“城市主体地

标”的５个特徵（要素），?用德尔菲专家评

价，?利用 ５星标等法（五颗星
"

最高等

级），对澳门的标?性地标及上面介绍的各

城市主体地标，就“城市地标主体性”做评

价（即城市地标作
"

该城市主体地标的适

宜度，从上述概括的城市主体地标 ５个特

徵、要素角度去分别评价），如见表１所示。

从表１的评价结果可以看出，澳门观光

塔、大三巴虽是澳门十分主要的地标，但这

二个地标尚未达到“城市主体地标”的标准

要求。澳门观光塔拥有很好的“广域可视

度、视觉超显度”，但其“历史文化性”、在澳

门城市地标系统中的“地位相对稳定性”

“整体市容市貌的点睛之笔、气度”显得不

足；大三巴拥有很好的“历史文化性”，但其

他４个要素特徵显得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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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对澳门等城市地标的“地标主体性”的评价

唯一（地位

相对稳定性）

历史、文化

性、艺术性

广域可视性、

视觉超显度

位置中

心性

整体市容市貌

的点睛之笔、气度

（纯主观要素）

总体

结论

里约耶稣塑像 ★★★★★ ★★★★ ★★★★★ ★★★★★ ★★★★★ 地标主体性很
)

布达拉
J ★★★★★ ★★★★★ ★★★★★ ★★★★★ ★★★★★ 地标主体性很

)

天安门 ★★★★★ ★★★★★ ★★★ ★★★★★ ★★★★★ 地标主体性
)

雅典卫城 ★★★★★ ★★★ ★★★★ ★★★★★ ★★★★ 地标主体性
)

纽约自由女神像 ★★★★★ ★★★★ ★★★★ ★★★★ ★★★ 地标主体性较
)

澳门

旅?塔 ★★ ★★ ★★★★★ ★★★ ★★ 地标主体性不足

大三巴 ★★★★ ★★★★★ ★★ ★★★ ★★ 地标主体性不足

　　注：本表由１５位旅?、城市规划专家按德尔菲专家评价法评价、处理後得出；

雅典卫城的建筑年代-

议较大，故对其“历史、文化性、艺术性”的评价有较大影响。

４　澳门城市主体地标畅想

笔者认
"

，澳门作
"

国际著名旅?城

市，应该拥有自己的“城市主体地标”，而且

澳门也具备拥有“城市主体地标”的自然、

城建基础、历史文化条件。下面，提出对澳

门城市主体地标的畅想，以求抛砖引玉。

４．１　澳门“城市主体地标”的方向性探索

曾雯、鄢琳和黄腾（２０１６）提出：“在历
史城市当中，

"

了避免其遗留特徵逐渐消

逝，其公共空间的设计必须结合当地地域特

色。尤其作
"

展示城市特徵与风貌的地标

性景观空间，将历史信息要素反馈於设计当

中，发挥地标性景观的教育作用以扩大县域

城市的影响力，极
"

重要。”［１１］周明华

（２０１３）认
"

：“文化地标有如城市的基因，

是最重要的城市文化载体。由於新型城镇

化进程的加快，市民的流动融合，城市原住

民的概念弱化，城市文化基因的传承极待加

)

。城市地标体现出一座城市传承与包容

历史文化的智慧与气度。”［１２］

可见，澳门城市主体地标的设计，应以

“历史文化”
"

主线。接下来，应考虑“广域

可视性、视觉超显度”“位置中心性、风水特

徵”；满足了这三个要素後，再经过人
"

努

力以期达到“地位相对稳定性”“整体市容

市貌的点睛之笔、气度”的要求，创设、诞生

出澳门的“城市主体地标”。

４．２　澳门“城市主体地标”的具体设想

在路鱶岛西北建设澳门历史文化博物

院，可以依山而建。使之满足：“位置中心

性”；具有视觉超显特性；尽量避开澳门机

场航路；利於疏解密集的?客。

设想：澳门历史文化博物院依山而建，

从山下地面铺设上山阶梯，山顶建设澳门历

史文化博物院主建筑。从基底地面到位於

山顶的历史文化博物院正门共铺设

１９９９１２２０（象徵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０日）块阶

梯砖。其中：

第１～１５５６块阶梯砖，?用海洋色或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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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色（寓意：澳门先前的渔村文化）。

第１５５７～１９９９．１２１９块阶梯砖，?用双

色（寓意：１５５７年明朝政府同意葡萄牙人在

澳门居住，至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９日止，葡萄牙

人在澳门居住及後来对澳门统治，共 ４４２

年，中、西互融文化）。

第１９９９．１２２０块阶梯砖及历史文化博

物院正门门前平台，?用中国红（寓意：澳

门自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０日回归）。

从历史文化博物院正门门前平台，直接

通往澳门历史文化博物院。博物院屋顶可

以设计一尊集澳门文化、艺术、视觉景观鲜

明等特徵於一体、艺术感染力
)

的高大雕

塑，该雕塑顶部约海拔３５０米（超过澳门旅

?塔的约海拔３４０米）。

这样，无论是从澳门半岛、路鱶岛，还是

从珠海拱北、湾仔、横琴岛，都能看到该地

标，满足“城市主体地标”的核心基础要件

（“位置中心性、风水特徵”及“广域可视性、

视觉超显度”），再通过人
"

的努力，使其逐

步达到“城市主体地标”的其他要件（“历

史、文化性、艺术性”“唯一（地位相对稳定

性）”“整体市容市貌的点睛之笔、气度”），

将“澳门城市主体地标”与澳门的自然文

脉、人文历史文脉与空间文脉有机整合，?

与澳门城内的其他“城市地标”一起，构建

出具有整体性、独具澳门特色的“澳门城市

地标系统”，形成良好的澳门城市形象，
"

广大中外?客和澳门本地居民提供一个傲

然於世、具有鲜明个性特色、彰显深厚澳门

历史文化的“澳门城市印记”，使之成
"

令

中外?客流连忘返的澳门核心记忆之寄托

载体，对澳门深深怀念、永记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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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注：附图１－附图５由谷歌卫星截图制作而得）

附图１　北京天安门位置示意

附图２　拉萨布达拉
-

位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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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３　　纽约自由女神像位置示意

附图４　 雅典卫城位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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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５　里约基督像位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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