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４０ 卷第 ２２ 期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生 态 学 报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４０，Ｎｏ．２２
Ｎｏｖ．，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２０１６ＹＦＣ０５０３６０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２７；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２０⁃０９⁃２３

∗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ｗｕｇ＠ ｒｃｅｅｓ．ａｃ．ｃｎ

ＤＯＩ： １０．５８４６ ／ ｓｔｘｂ２０２００３２７０７２０

张晓燕，崔宽，吴迪，赵宇，吴钢．基于景感生态学的工业遗弃地景感营造综合体系研究———以景德镇市为例．生态学报，２０２０，４０（２２）：８２０７⁃８２１７．
Ｚｈａｎｇ Ｘ Ｙ， Ｃｕｉ Ｋ， Ｗｕ Ｄ， Ｚｈａｏ Ｙ， Ｗｕ 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ａｎｄ ｉ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ｘｈａｕｓｔｅｄ
ｃｉｔｉｅｓ： ｔａｋｅ Ｊｉｎｇｄｅｚｈｅｎ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０，４０（２２）：８２０７⁃８２１７．

基于景感生态学的工业遗弃地景感营造综合体系研究
———以景德镇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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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资源枯竭带来的城市问题，已经成为影响资源枯竭型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迫问题，现有资源枯竭型城市在产业

转型、城市发展上所采用的策略，缺乏将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与城市自身文化的挖掘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满足相结合。 景感生

态学以实现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愿景，以“人”为核心，以“感”为途径和手段，以土地利用及其物质空间要素的改

变最大化的增进人类福祉，其理论与方法对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发展具有较高的适用性。 梳理了资源枯竭型城市研究进展及

问题，同时对景感生态学理论基础及适用性进行分析阐述。 经研究发现，以景感生态学理论为指导，对资源枯竭城市进行景感

营造，对资源枯竭城市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实现工业遗弃地的景感营造，首先系统化对工业遗弃地综合体系构成进行

梳理，并对工业遗弃地景感营造趋善化模型进行构建，将社会、经济、生态环境要素与土地利用紧密结合，是景感生态学在城市

土地利用及物质空间改造上的创新性运用，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并以景德镇为例，研究了景德镇在传统工业体系造成的景感

失调情况下，如何遵循景感营造的方位顺脉性、物理感知系统性、不同文化差异性、时空组合的多尺度性和营造过程渐进性等基

本原则，对景德镇的工业遗弃地体系进行景感挖掘，为景德镇工业遗弃地体系改造提供有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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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型城市由于资源枯竭带来一系列城市问题，这些问题不及时解决和改善，将会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国

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和谐。 早在 １９ 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外开始对资源型城市展开研究，主要

集中在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内容包括资源型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心理、生命周期等问题。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展开对经济结构、劳动力市场结构和资源枯竭地区振兴方面的研究［１⁃３］。 在我国十九世纪下半页

出现资源型城市，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资源枯竭问题日益凸显，２００１ 年以后，很多学者对机理和衰退的成因方

面进行分析，陆续提出转型的思路、路径及相关的政策支持。 早在 １９８３ 年，我国逐步引入“可持续发展”理
念，后续赵景柱等从生态文明角度出发，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维度，建立评价体系及评价模型框

架［４⁃５］，资源型城市需要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重新审视。
目前，很多资源枯竭城市在产业转型、城市发展上做出了有益的探索，生态环境与经济并行发展的手段和

方式也日益多元，从转型效果上来看，仍存在转型方式过于单一，缺乏对社会、经济、自然方面的综合考量，转
型路径与方法上过于粗放，对土地利用、生态要素与物质空间要素挖潜不足等问题［６］。 如何减少对枯竭资源

的依赖，使资源枯竭型城市得以继承性的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
景德镇作为资源枯竭城市，很多工业用地被遗弃荒废，缺乏对城市自身文化的挖掘和自身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的满足。 本文从景感生态学角度出发，构建资源枯竭型城市工业遗弃地综合体系，充分挖掘其土地利用

及物质空间的社会、经济、环境要素，构建景感营造趋善化模型，对工业遗弃地的景感营造实现动态可视化的

数据收集，将营造前后的数据进行比较，实现对遗弃地改造实际操作层面的指导，以达到不断优化的可持续发

展成效。 同时，运用景感生态学的原则，对景德镇工业遗弃地进行景感挖掘。

１　 研究区概况

景德镇是世界著名千年瓷都，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地理坐标北纬 ２８°４４′—２９°５６′，东经 １１６°５７′—１１７°４２′。
瓷业作为景德镇古代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其发展是以原料（瓷土）、燃料（柴木）、釉料为基础，以人力为

前提的人与自然相处的产物，随着瓷业的高速发展，远远超出了自然环境的承载限度，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了

极大的破坏，曾一度导致植被破坏、资源枯竭、水土流失、空气污染等自然环境问题。
（１）植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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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煤窑、煤气窑产生以前，瓷器的烧制主要以柴为主。 因瓷器产量大而消耗了大量森林资源，对当

地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清朝年间，发展顶峰之时，景德镇一年产瓷量高达 ３０００ 万 ｋｇ，需要 ７２００ 万 ｋｇ 柴，需
要砍伐 ３６ 万株中龄松树。 对林木的过渡砍伐，造成了植被破坏［７］。

（２）地质灾害

制瓷的第一道程序乃是开矿挖土。 景德镇市瓷土矿和优质高岭土矿已开采一千七百多年，由于矿产资源

的大量开采，景德镇市地质环境遭受了巨大的破坏。 主要有采矿引起的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和水土流失、采场

边坡崩滑灾害、废渣占用土地及其堆放不当引发崩滑灾害、尾坝隐患引发的泥石流灾害等。
（３）资源枯竭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９０ 年代中期是景德镇陶瓷产业的鼎盛期，也是瓷土开采的高峰期，最高时一年曾达到

过 ３５ 万 ｔ。 之后随着优质瓷土的大量减少，以瓷土矿为主的采掘制瓷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日益下降，截止

２０１５ 年，景德镇已探明的瓷土矿还剩不到 ９０ 万 ｔ。 无度的开采，造成了瓷土资源的枯竭［８］。
（４）空气污染

对资源的生产消费过程也会造成更加严重的环境容量问题。 ２０００ 年前后，景德镇市区有各种大小陶瓷

炉窑近 ６ 百座。 其中煤烧炉窑年耗煤 ２７．１５ 万 ｔ，年排二氧化硫 ２９００ 余 ｔ，年排放烟尘 ７１００ 多 ｔ；煤烧圆窑还原

期烟尘排放浓度超过当时国家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二级标准 ４—４３．６ 倍；煤烧隧道窑还原期烟尘排放浓

度超过国家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二级标准 ７—１９ 倍［９］。
由于植被破坏、矿山的开采加上大气污染，也会导致水患和生物多样性等问题。 另据文献记载，景德镇自

明清时期起，共发生水灾 ２８ 起［１０］。 一方面，因为缺乏可视化的生态数据和合理的资源状况预警，造成了一定

的环境风险和现实的环境灾害。 另一方面，作为资源枯竭城市，景德镇曾经感受过资源给人类带来的文明和

经济价值，也饱受了无节制的资源攫取带来的负面后果。
我国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普遍面临支柱产业单一、后备资源不足、城市负担过重、环境压力大、城矿关系

不顺、竞争能力不强等问题［１１］。 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考虑，随着资源的枯竭，必然要走上转型的道路。 通过对

景德镇资源枯竭城市工业遗弃地的景感营造，充分利用其已有载体的有利价值，摒弃其不利方面，激发和唤起

景感生态的正面价值，重塑生态、社会、经济体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２　 研究的理论与适用性

２．１　 景感生态学理论

２００９ 年，赵景柱等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和福利的内涵，提出可持续城市的定义，即具有保持和改善城市生

态系统服务能力，并能够为其居民提供可持续福利的城市。 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一般是指作为社会⁃经济⁃自然

复合生态系统的城市为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所提供的各种条件和过程。 福利通常指收入和财富给人们带来的

效用，即人们的需求得到满足的程度。 可持续福利是指福利不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少［１２］。 并分析了中国可持

续城市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及成因，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城市建设的途径。
２０１５ 年，赵景柱等提出了景感生态学的概念。 景感生态学是指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基于生态学的基本

原理，从自然要素、物理感知、心理认知、社会经济、过程与风险等相关方面，研究土地利用规划、建设与管理的

科学。 这一概念表明，景感生态学是研究生态系统服务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是联系生态系统服务和

可持续发展的桥梁。 从生态系统服务的视角分析，可持续发展是保持、改善和增加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并能为

人类当代和后代提供可持续福利的发展，进一步把相应于这一发展模式的文明形态称为生态文明［１３］。 土地

利用规划与建设的目标是持续地利用当地的土地及其相关资源，不断地改善和提高当地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条

件，促进当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２０２０ 年赵景柱等进一步提出景感生态学实现包含的 ３ 种途径：一是借助已有载体，把愿景融入已有载体

使其成为景感；二是根据呈现愿景的需要，对已有载体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造形成新的载体，并把愿景融入这一

９０２８　 ２２ 期 　 　 　 张晓燕　 等：基于景感生态学的工业遗弃地景感营造综合体系研究———以景德镇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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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载体使其成为景感；三是新构建载体并将愿景融入其中，使其成为景感。 景感营造的 ８ 项原则包括愿景

呈现的双向性、方位的顺脉性、时空组合的多尺度性、物理感知的系统性、心理认知的整体性、物理感知与心理

认知的交互性、不同文化的差异性、营造过程的渐进性。
景感生态学与景观生态学有所区别，景观生态学主要考虑在一定尺度上生态系统格局与过程，通常通过

遥感及地理信息系统来获取相应的数据。 而景感生态学是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和生态系统服务角度出发，对不

同方面动态感知，通常通过物联网、大数据分析与机器感知途径［１４⁃１５］。 在实践中，人们通过适当的表现形式

将其某一或某些愿景赋予或融入某种载体（ｃａｒｒｉｅｒ），使其他人（包括他们自己）能够从这一载体及其相关的表

现形式领悟这一或这些愿景。 我们把具有这种属性的载体称为景感（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把构思和构筑景感的整个过

程称为景感营造（ 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把关于景感营造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称为广义景感生态学 （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或简称为景感学（ 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ｏｌｏｇｙ） ［１６］。 目前关于景感营造的理论与实践应用涵盖了自然

保护区、城乡交错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当中的应用［１７⁃１９］。
２．２　 资源枯竭型城市工业遗弃地需要景感营造的途径实现再生

资源型城市是以本地区矿产等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城市。 在传统的做法中，通常把生态

环境的提高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对立相分离，或者是单一目的的去实现。 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面临的一大难

题是，在保持和提高已破坏的生态环境水平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Ｗｈｉｔｅ Ｄ Ｃ 等发现资源

型城市通过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短暂的经济增长，迫使其必然经历“建设⁃繁荣⁃衰退⁃转型⁃振兴或消

亡”的发展过程［２０］。
资源枯竭城市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产生了大量的工业遗弃地，一些工业遗弃地通常已经产生了外部不经

济性，导致土地利用效率低下，而仅仅为了生态修复，又将错过提高社会经济发展的可能，相继而来的是新的

不可持续，这就要求尽其所能的通过一种途径，实现生态系统服务提升的同时，实现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 实

现这一目的的途径就是景感营造，景感营造可以通过对已有载体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造形成新的载体，并把愿

景融入这一新的载体使其成为景感。 通过景感营造，在实现生态价值的前提下，使社会经济价值得以提升，最
终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景感营造让生态手段不仅仅是为生态服务，而是具有更多的属性、功能和附

加值，赋生态以情感，来为人服务，从而实现人们的愿景。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工业遗弃地景感营造综合体系构建

在资源枯竭城市中，工业遗弃地是其中最主要的形式之一。 工业遗弃地是指受工业生产活动直接影响失

去原来功能而废弃闲置的用地及用地上的设施。 在这里，工业遗弃地包括废弃工业用地，废弃的专为工业生

产服务的仓储用地、对外交通用地和市政公用设施用地，以及沿用资源生产技术方法所形成的采掘沉陷区用

地、废弃露天采场用地、工业废弃物堆场用地等［２１］。
马世骏、王如松认为人类社会是一类以人的行为为主导、自然环境为依托、资源流动为命脉、社会文化为

经络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２２］。 工业遗弃地综合体系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也是由环境、经济、社
会三个子系统组成（图 １），在资源枯竭城市的特定时空状态下，相互依托、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形成开放、动
态变化的复合系统。

工业遗弃地环境子系统包括系统内部的一切物化要素，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自然和人工两部分。 自然环境

包括生物环境和非生物环境；人工环境包括废弃的工业用地及为工业生产服务的交通、市政、仓储用地及设

施，以及采掘沉陷区用地、废弃露天采场用地、工业废弃物堆场用地等。
工业遗弃地系统中的经济子系统要素包括 ３ 个层面：首先资源枯竭型城市，以资源采掘和加工作为主要

的经济活动，这导致城市具有资源依赖型经济发展特征；另外，土地本身是重要的可为人所利用的自然资源，
具有资源和资产的双重属性。 最后，工业遗弃地上遗存的附属设施本身具有经济价值，在过去曾经承载着生

０１２８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１　 工业遗弃地综合体系构成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ａｎｄ

产功能，创造经济价值，当这些设施被赋予新的使用功能时，其经济价值再次得以体现和度量。
工业遗弃地的社会子系统，反映了社会发展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地域的人⁃地关系和人⁃人关系，具有社

会属性。 社会的核心是人，人的观念、体制、政策法规和社会历史文化、心理需求构成工业遗弃地的社会生态

子系统。 工业遗弃地系统中的一些工业遗址、遗迹等是特定历史文化片断的有形物质载体，对当地独特社会

历史文化进行浓缩和映射，表征了中国工业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进程，是工业文化演化和变迁的见证。 一些废

弃的厂区、工业设施、地表痕迹等都已成为深植于当地居民脑海里的认知地图，可以让人们产生归属感和认

同感。

图 ２　 工业遗弃地子系统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ａｎｄ　

对工业遗弃地可持续发展的总目标是通过构成系

统的环境、经济、社会各子系统产生协同作用，摆脱系统

目前所处的退化、停滞困境，实现以土地资源的更新利

用为核心的系统整体的有机进化。 本研究重点强调在

总体目标和愿景明确的前提下，利用社会、经济子系统

利导因子，对环境子系统物质要素进行景感营造（图
２），来实现社会、经济、环境的总体提升和可持续发展。
３．２　 工业遗弃地景感营造原则和步骤

３．２．１　 工业遗弃地景感营造原则与内容

Ｃ．Ｏ．Ｓａｕｅｒ 指出文化景观包括人类活动附加在自然

景观上的各种形式，Ｊｏｒｄａｎ 据此强调以文化生态为核

心，Ｓ．Ｐａｓｓａｒｇ 肯定区域、人、文化、历史是自然景观变化

的“空间动力” ［２３］。 景感生态学秉持景观生态学、恢复

生态学、生态演替、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原则，沿袭物理空

间的时空尺度，充分尊重和呈现物质空间承载的文化要素，实现环境与人的和谐对话。 通过景感营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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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充分发挥和继承历史生态景观中的有利因素，修复和提升因为资源环境问题已经被遗弃的用地，产生新的

城市产业功能，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一经济一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分析它的持续发展过程涉及到生态、环境、经

济、社会等很多方面，需要建立系统的指标体系进行评价，它是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而不是一些指标的简单

组合［２４］。 工业遗弃地综合体系本身有其构成要素，也需要建立一定的指标体系，来保持和改善工业遗弃地的

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并能够为其当地的居民提供可持续的福利。

图 ３　 工业遗弃地景感营造原则、内容、目标

Ｆｉｇ．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ａｎｄ

工业遗弃地景感营造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和手段，要遵循愿景呈现的双向性、方位的顺脉性、时空

组合的多尺度性等景感营造原则，来对工业遗弃地的环境、经济、社会子系统进行景感营造（图 ３）。 在工业遗

弃地的复合土地利用、地面建筑物、构筑物绿色改造、生态环境修复、特色景观营造、文化脉络延续、产业转型

升级等方面入手，进行系统化改造，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３．２．２　 工业遗弃地景感营造趋善化模型构建

２０１３ 年赵景柱教授构建趋善化模型评价框架对生态文明建设进程进行评价。 这一模型主要特点是突出

生态系统服务的约束性地位，同时考虑如何尽可能提高人们的综合满意度。 为实现对城市工业遗弃地综合体

系的整体提升和系统完善，工业遗弃地趋善化模型需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手段，构建完善的数据体系，掌握

现有工业遗弃地土地、产业、生态、建筑、文化、景观方面的数据，根据营造的进程，实施动态的跟踪和实时的数

据反馈，并在实施过程中根据情况的变化加以调整、改进和完善（图 ４）。
在趋善化模型中，保障生态约束前提下，充分利用人类对历史的感知，去提升和转化现有的遗弃地及其物

质要素的功能和价值（图 ５）。 将遗弃地景感营造体系与城市历史生态环境、社会经济要素相结合，实现整体

的提升，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一方面通过挖掘历史景感进行景感营造，优化人类各种感知，达到心目中的愿

景，另一方面将可获取数据进行整合，实现多维度的提升与研判，景感生态学理念与原则对于工业遗弃地的改

造具有高度适用性。
３．３　 景德镇景感营造初探

景德镇的土地利用及景观格局，经历了不同的生产体系、封建规制、文化体系。 在工业遗弃地的景感营造

综合体系中，应充分尊重和挖掘其景感、生态要素，结合遗弃地原有土地利用类型的物质载体，进行传承和创

新。 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根据方位的顺脉性原则，对城市格局及脉络加以延续；根据物理感知系统性原

则，对景德镇自然遗迹、建筑遗存、生产遗址、生活遗物加以活化和利用；根据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原则对景德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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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工业遗弃地景感营造趋善化数据模型

Ｆｉｇ．４　 Ａ ｍｅｌｉ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ａｎｄ 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图 ５　 景感营造趋善化比较

Ｆｉｇ．５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ｓ ｍｅｌｉ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独特的信仰体系进行保护。 根据时空组合的多尺度性原则，对不同时期工业体系场所及技艺流程加以系统化

保留和再利用；根据营造过程的渐进性原则，对现有的资源开采遗弃地进行生态修复和恢复。
３．３．１　 方位的顺脉性

中国古代的风水途径与景观生态途径有着许多相通之处，两者都把观察的目标不约而同地投向景观，强
调景观要素在一定组合下的功能整体性，强调空间格局对过程的控制和影响，试图通过格局的维护来保持系

统的健康和安全。 景感营造中的方位顺脉性原则，可根据载体及关联生态系统的特点和山水脉势及景感空间

布局的需要，充分利用景感要素的位置和方向，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对风水理论应用的主观能动性。
景德镇的陶瓷生产一直受到政治制度和市场贸易两者共同影响，生产空间也在严整规划的官营模式和自

发运行的私营模式之间寻求一种动态平衡［２５］。 明政府选择珠山作为御窑厂，奠定了景德镇以御窑厂为核心

的城市形态，周围山体以不同圈层控制着城市意象［２６］。 同时巧妙的利用地势，将城市空间特色的创造与古城

的防洪措施有机联系起来。 在御窑厂和山水环境之间，随着民窑生产区进一步发展，形成了礼制化的陶瓷生

３１２８　 ２２ 期 　 　 　 张晓燕　 等：基于景感生态学的工业遗弃地景感营造综合体系研究———以景德镇市为例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产空间体系。 如图 ６ 所示，御窑厂与官署、市场、窑座区的关系创造性的尊崇了周礼考工记所言的“左祖右

社、面朝后市”的空间原则。 除御窑厂以外，传统窑址会根据四象八卦定位相关联［２７］。 景德镇目前一些残存

的原始山岭及坡面，也是镇区历史记忆的基础部分。 在工业遗弃地景感营造的过程中，应力求通过方位顺脉

性原则，延续完善御窑厂周边脉势，再现景德镇山水圣性。

图 ６　 嘉庆二十年御厂图［２８］

Ｆｉｇ．６　 Ｊｉａｑｉｎｇ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Ｙｕｙａｏ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ｙｅａｒ

图 ７　 风水格局良好的生态效应

Ｆｉｇ．７　 Ｇｏｏ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ｅｎｇｓｈｕｉ ｐａｔｔｅｒｎ

３．３．２　 物理感知的系统性

《天工开物》中卷七《陶埏》言：“水火既济而土合”，描述了陶瓷制造的一般性原理［２９］。 金（矿物）、木（柴
薪）、水（河流）、火（烧制）、土（瓷土）融合多样，实现物质代谢、能量转换、生态演替和社会进化。 “水土宜陶”
揭示了“地貌、河流”为景德镇陶瓷文化的直接组成基因［３０］。 水道是运送原材料和运送成品的主要途径。 镇

区主街道前街和后街平行于河道，南北贯通。 后街两侧地势高，无水害，建筑以窑厂，坯房为主；前街两侧地势

低，时有水患，建筑以红店、瓷行、颜料店、商铺、民居等为主。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陶瓷生产专业化分工，生产以

作坊、窑房为中心，辐射分布；贸易以商会、瓷行为中心，
顺河分布［３１］。

景德镇陶瓷作坊的生态景观由自然条件、生态环

境、陶瓷工艺的特殊性、繁杂性所决定。 从（图 ７） ［３２］ 可

以看出风水良好格局会产生良好的生态效应，而景德镇

瓷业的景观单元（图 ８） ［３３］基本也是充分利用了自然风

水的优势，用于瓷业的生产。 通常景德镇工匠会实地考

察地质、水文、日照、降水、风向、景观做出整体评价，借
助地势、阳光、空气、水流等生态资源，选择适宜的平地

构建庭院形制的作坊，将工艺技术和生态资源结合，融
地域特色文化为一体，创造低能耗，适宜生产的建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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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景德镇瓷业要素空间布局

　 Ｆｉｇ．８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Ｊｉｎｇｄｅｚｈｅｎ　

陶瓷生产具有了生态文明、科技文明，也充分体现了

“道法自然”的哲理。
不论是陶瓷业制作本身，还是整体的工业体系分工

和布局，都体现了景德镇人们对自然的体悟和感知的系

统性，同时把这些对自然生态的感知，与陶瓷的生产体

系紧密结合，加以利用。 在遗弃地的景感营造中，可考

虑对景德镇自然遗迹、建筑遗存、生产遗址、生活遗物加

以活化和利用，体现人类对自然运用的智慧。
３．３．３　 不同文化的差异性

关于传统瓷业之分工，整个过程工序繁多，各个行当都有着特殊的工艺技术，不可替代。 而在科学技术不

发达的古代，制作陶瓷全靠工匠的经验和直觉，有太多不可预见性，各个行当都会尊奉对自己有特殊意义的神

灵。 在不同分区中聚集了不同职业的从业者，并形成了相应职业群体的瓷业信仰空间。 瓷业神灵也随着瓷业

分工的细化而丰富，有瓷业工匠、瓷商会馆、陶瓷包装业、陶瓷运输业等供奉的神［３４］。 除供奉瓷业神灵的神庙

建筑，还包括与瓷业神灵信仰有关的祭祀文化活动，如暖窑神、迎神赛会和祀神酬愿等。
景德镇素有“工匠四方来，器成天下走”之名，存在的神灵并非单纯由本地产生，来自四面八方的陶业群

体会引入自己当地的神灵信仰，共同在景德镇区域内扎根，所以景德镇历史上宗教信仰较为发达，镇内有佛

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五大宗教教派，这也充分体现了景德镇文化的开放与包容。 对景德镇的

文化信仰场所的保护和利用，体现景德镇特有的文化景观，会让景漂等外来人群产生归属感，实现文化交融和

技艺创新。
３．３．４　 时空组合的多尺度性

景德镇陶瓷生态景观唐代以前主要起源于乡村，五代转移到乡镇，宋代陶瓷生产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元代

逐渐形成手工业化的行业机制，发展到市郊，明清聚集到市区。 创造了相互交织的自然文化模式和过程，这种

景观由人类意识和自然环境的结合，形成地缘形态和空间格局。 清末和民国时期，御窑厂解体，陶瓷产业进入

民营资本的自由竞争阶段，解放后陶瓷产业实施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化建设，景德镇瓷业国有化，经历了辉煌

的十大瓷厂时期［３５］。
十大瓷厂建设，初步完成了现代陶瓷工业技术体系的改造。 厂区生产包括从原料精制、制坯、烧炼、加工、

直到瓷器包装出厂的整个生产流程。 它的生产模式发生转变，成型由手工改为机械化生产，燃料由烧柴油改

为烧煤，这类生产技艺的变化对工业厂房形态提出的新的要求，各功能厂房也按照不同环境需求采取不同的

建筑形式。 改革开放后，国营瓷厂改制并逐步破产，厂房失修，厂区闲置。
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有着珍贵的历史价值，它记录了景德镇陶瓷手工制作向机械生产的变化，记载了景

德镇陶瓷文化的发展轨迹，它是我国陶瓷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保护与再利用陶瓷工业遗产的可再生

空间可以留下景德镇这座城市独有的历史记忆。 景德镇工业遗弃地的改造，需要根据这些厂区所处位置，通
过合理的主体策划，进行合理的产业升级，同时加强对建筑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实现时空组合的多尺度性

叠合。
３．３．５　 营造过程渐进性

景德镇高岭瓷土矿从南宋开始采瓷土，明清大盛，历经 ８００ 年，所采瓷土主要用于陶瓷生产，为中国乃至

世界陶瓷工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高岭瓷土矿遗址包括高岭土矿残体、尾砂堆积物、古矿洞、古淘洗

槽、运矿古道、古码头等遗迹，系统地反映了当时高岭土采、选、运、销的盛况。 为了保护遗址和展示古代采矿、
运销矿石的文化，将整个遗址建成了一个“矿山公园”，并在 ２００５ 年被国土资源部公布为国家矿山公园。

作为资源枯竭城市，景德镇迈出可喜的一步，２０１８ 年景德镇市全年空气质量综合指标列全省第一，全年

优良天数比例为 ９６．４％，生态环境优越，森林覆盖率达 ６７．０２％。 陶瓷旅游业、文创产业具有很好的增长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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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全市旅游总人数 ６７３５．０２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２３．５％；旅游总收入 ６８３．７０ 亿元，增长 ２９．３％。 生态修

复、生态系统服务能力提升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受时间、预算和人们认知水平等限制，景感营造仍需要

逐步地改进和完善。

４　 展望和建议

历史上，景德镇在对自然的利用上为人类创造了诸多典范，是中华文化的智慧结晶。 景德镇与陶瓷的关

系折射着古朴的自然哲学观，蕴含着经久不衰的永恒魅力。 景德镇所包含的原料产地、交通道路、水运码头、
作坊窑房、商铺民居、城池衙署、技艺民俗等，依托于自然山水、社会经济和人文精神的方方面面，曾一度成为

人类与自然完美结合的典范。
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中，景感生态学就是以景为载体，以感为通道，完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生态和谐

与可持续发展。 在新的历史时期，景感生态学可以成为一个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和桥梁，对景德镇的转型

与土地利用提供方法与路径。 景感营造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建议充分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手段，建立动

态数据网络平台，运用趋善化模型对工业遗弃地进行数据挖掘和实时更新，并运用景感营造原则与方法，把景

德镇现今留存的工业遗弃地体系最大化的保护与创新性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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