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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rea along the moat of Jingzhou Ancient City in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o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and symbiosis between the original residents and the ancient city,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 ancient cit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fe, and maintain the residential culture and life atmosphere of the 
ancient city as much as possible under the principle of people-oriented and inheriting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ancient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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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荆州古城护城河沿岸开发与保护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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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以中国荆州古城护城河沿岸区域的保护和开发为研究对象，分析如何在坚持以人为本，传承古城历史文脉的原则下，
实现原住居民与古城的融合共生，古城保护与群众生活改善的有机结合，并尽可能维系保持古城的人居文化和生活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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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荆州作为楚国故都、三国名城和近代通商口岸，历史

悠久、文化深厚，文物古迹丰富，是全国首批 24 座历史文

化名城之一。近年，荆州市坚持生态优先，让古城“活起来”

的原则，重点围绕“滨长江、环古城”谋划城市建设项目，

实施护城河生态治理工程，完成了明月公园、荆襄河湿地公

园、九老仙都等公园景区建设，努力修复古城范围内的自然

生态系统；实施了荆州古城修复与保护项目、博物馆整体改

造项目、东西堤街民居群保护项目、三国公园环境整治项目，

逐步提高古城环境品质。

2 护城河沿岸区划范围

本区域位于荆州古城护城河沿岸约 200m 的幅宽内，与

古城墙沿线各景区相呼应，是环古城景观带中，自然与人文、

现代与历史景观过渡与交融的核心区域（见图 1）。

图 1 荆州古城护城河

（图片来源：荆州市自然资源和城乡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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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状分析

荆州古城是中国古城墙保存最完整的古城之一，和西

安古城墙一道享有中国古城墙“完璧”的美喻。古城墙及其

文化内涵已成为荆州灵与肉不可分割的整体，是荆州的名

片。但是近年来，随着大规模的城市现代化建设，护城河沿

岸一带已经从城市郊区演变为荆州中心城区的一部分，交通

压力逐渐增大，而附近的老旧小区、零散居民点、老化的工

业企业等对城市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威胁着古城墙整体风

貌。为了促进护城河沿线景观与古城风貌的整体协调，当地

政府启动了环护城河保护工程，先后开展了城东九龙渊湿地

公园、城北明月湿地公园、城西三国公园的水系治理建设，

护城河治水已取得初步成效（见图 2、图 3）。

图 2 荆州城区现状水系图

（图片来源：荆州市自然资源和城乡规划局）

图 3 荆州古城格局分析图

（图片来源：荆州市自然资源和城乡规划局）

4 功能定位

这古老的城墙包含着城市的兴衰史，观览与阅读城墙，

就是阅读城市的昨天、展示城市的今天、展望城市的明天，

代表城市的内在灵魂与外在精神，城市的勃勃生机与昂扬活

力。因此，今天的城市建设者，应以荆州古城为中心展开，

延续城市的文脉，而保护古城墙以及协调古城墙一般建设控

制区的风格是今天城市主人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根据《荆州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规划》的要求，结合

旅游发展的需要，在坚持贯彻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基础上，将

古城保护、环城古代文化体验式旅游、日常道路交通、绿化

景观、城市防涝等系统有机结合 [1]；护城河沿岸开发功能定

位为：建设与古城风格相协调的集旅游休闲、娱乐、商务与

地产为一体的环城游憩带（见图 4、图 5）。

图 4 荆州古城墙分析图

（图片来源：荆州市自然资源和城乡规划局）

图 5 荆州古城墙

（图片来源：自摄）

5 功能分区与项目设计研究

本区域作为与荆州古城的紧密相连的外围，是外围远

观古城的重要廊道，因此根据古城保护规划，结合护城河沿

岸地理地貌条件、城内旅游资源空间结构特点、交通区位条

件、城市的土地利用规划以及今后的城市外围发展，护城河

沿线功能分区划分为：一环四区。“一环”：护城河构成本

区的水上环道，形成荆州古城水上休闲与游乐环线，展示古

城护城河风貌；“四区”：东门城标景区、南护城河沿岸高

新技术商务区、西护城河沿岸高档住宅开发区以及北护城河

沿岸太湖港水上游乐区。

5.1 一环：护城河水上环道
近年来，荆州市持续治理护城河水体质量，清理了大

量城区内外的空置和破旧楼房，制定了植被和园林景观规

划，形成了目前护城河环境优美、水系畅通、水质清澈的环

城绿道。护城河的治理，包括疏浚、植绿与贯通等工程。园

林规划上，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元素为主题，种

植了一些 3 年内生长成型的树种，使护城河沿岸常年秀美，

“绿”意盎然 [2]。环城水上绿道的建设主要有河道疏浚、驳

岸绿化、水上栈道、小品建筑景观的建设等（见图 6、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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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荆州古城护城河水系

（图片来源：网络）

图 7 荆州古城护城河环道

（图片来源：自摄）

5.2 四区：护城河沿岸开发

5.2.1 东门城标景区开发
东门城标主要分为广场休闲、亲水、古城墙游览和游

客中心等数个区域。广场休闲区包括金凤广场、九龙桥、关

公义园等；亲水区为城墙东面的护城河水域；东门古城墙游

览区指古城东段城墙的宾阳楼、藏兵洞等。

5.2.2 南护城河沿岸商务区
南护城河沿岸是原江陵县近代工业的发祥地，随着产

业的更新与升级，此地再次涌现无限商机。本区开发与保护

规划的要点是：一是完善与提高城市经济与旅游功能，从东

西堤街至护城河，设置部分商务与旅游服务区，并与环城旅

游观光带配套；二是在现有条件下，规划一条河道与南门路

形成两条水陆交通带，形成横向为主、纵向为辅的步行绿带，

构建综合道路体系；三是整合空间景观系统，塑造出“河街

相邻、水陆交错”的古城风貌景观 [3]。

5.2.3 西护城河沿岸住宅区
本区大致范围主要是从护城河西南至拱极门与得胜桥

向外延伸的 300m 的区域。该区域内，有太湖港和环城公园

贯穿其中，绿树成荫，环境优美，加之清灵润秀的护城河，

使沿线的房地产开发具备较高商业价值。结合发展现状，可

在本区外围适当建设建筑风格与古城墙相适应的底层住宅，

缓解城区内人口过于集中的压力。

5.2.4 北护城河沿岸水上游乐区
护城河与北边的太湖港和形成本区内重要的水道。目

前本段已治理完成，结合城北明月湿地公园的建设，护城河

河道进行了彻底疏浚，并将太湖港与护城河水系贯通，以保

持护城河水量与水质的优化。整治后的湿地公园内，通过增

设各种游览船只，建造仿古官船，内设歌舞、器乐表演和茶

座等设施，可供开展水上休闲、垂钓、休憩等旅游娱乐项目。

另外，在河边设置多处小景，并配上灯饰、夜间乘船巡游，

可以让游客参与、身历其境。

要强调的是，在护城河外 20~300m 范围，应划分为建

设控制地带，严禁大兴土木对环城景观造成建设性破坏，禁

止任何有污染的企业入驻和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建设。在环城

通道上，可开展内环道乘车快速环城游、外环道驾驭仿古马

车环城游。

6 结语

为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荆州古城遗产，防止“建设性”

与“旅游性”破坏，特别要做好古城及沿岸的保护管理工作。

古城保护应在遵循科学规划、有效保护、合理利用、严格管

理的原则下进行。一是周边建设应有利于保持古城的原真

性。保护古城本来的真实历史原物，保护它所遗存的全部历

史信息，使之“延年益寿”而不是“返老还童”。二是保持

古城风貌与周边建设的协调性。古城保护，不仅保护其本身，

还要保护其整体的环境，以保持古城的氛围与文化内涵。三

是保持古城的可读性。承认不同时期留下的历史痕迹，不应

按现代的想法去抹杀它，保持从城墙内外来解读古城，保持

古城由表及里，由里及表成为一个互为解读的整体，是保护

古城，传承古城文化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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