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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圆柏

葡萄

枸杞

莲

牡丹

蒲公英

瞿麦

甘菊

射干

垂盆草

高度
层次

灌木层

灌木层

小灌木层

小灌木层

小灌木层

草本层

草本层

草本层

草本层

覆地草本层

是否出现

在古画中
是否属于
乡土植物

褐柳莺在堆肥箱褐柳莺在堆肥箱
前取食从孔里掉前取食从孔里掉
出来的虫子出来的虫子

褐柳莺在植物丛褐柳莺在植物丛
中的穿梭路径中的穿梭路径

在水缸喝水的黑头在水缸喝水的黑头
褐柳莺在植物丛褐柳莺在植物丛
中的穿梭路径中的穿梭路径

褐柳莺受惊扰后迅褐柳莺受惊扰后迅
速躲藏到灌木上速躲藏到灌木上

在油松上觅食的在油松上觅食的
黑头黑头

黑头黑头从油松飞从油松飞
向水缸的路径向水缸的路径

戴胜
遇见难度：★★

戴胜色彩鲜明，喙
细 长 下 弯 。 头 、 上 背 、
肩至下体粉棕色，两翼
及 尾 具 黑 白 相 间 的 条
纹。在故宫，在开阔的
草地上时常能看到它们
埋头觅食的情景。

大斑啄木鸟
遇见难度：★★★

大 斑 啄 木 鸟 整 体
黑 白 色 。 雄 鸟 枕 部 有
一 小 块 红 色 ， 雌 鸟 没
有 。 在 故 宫 ， 在 所 有
乔 木 上 都 有 可 能 会 出
现它们的身影。

优质的生物生境空间，可吸引
各种鸟类在故宫居留和经停

麻雀
遇见难度：★

在 故 宫 的 很 多 角
落，你都能找到它们的
踪迹。雌雄同色，顶冠
及颈背褐色，成鸟在脸
颊后部耳羽附近有显著
的黑色斑。

褐柳莺
遇见难度：★★★★★

故 宫 中 体 型 较 小 ，
辨 识 难 度 较 大 的 鸟 类 ，
体长 11—12 厘米，整体
褐色，于春秋季迁徙过
境。在故宫，这两个季
节可以多关注灌丛，留
意褐柳莺那独特的叫声。

暗绿绣眼鸟
遇见难度：★★★

暗绿绣眼鸟头及上体
橄榄绿色，具明显的白色
眼圈，前额和喉部黄色，
胸浅灰色，腹部白色，尾
下覆羽鲜黄色。在故宫，
每年4月至10月有机会看到
它们在开花或高大的乔木
间觅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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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世界遗产

这块绿地，有看头
朱玉芳

“基于自然的解

决方案”理念，正在

改变着世界遗产中的

园林景观。

已建成使用的故宫“箭亭绿地”具有生态堆肥功能，通过堆肥实现园林垃圾的就地循环处理，展现出一个富有东方美韵并兼具生态功能的微型
生态系统。 制图：高瑞萱

生境营造选择的部分植物种类生境营造选择的部分植物种类

◀黄越博士是北京镜朗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的
设计师，长期关注城市生物多样性、生态修复和城
市生物栖息地营建。故宫“箭亭绿地”建成后，她开
始持续观察这一花坛为生物提供栖息地的成效。

左图描述了2种鸟类在故宫“箭亭绿地”生境空
间中的行为。其一是黑头，它会从油松树冠顺
着多层灌木到达水缸喝水。“自2022年7月，生态
堆肥花坛建成开始，这种情景就可被观察和记录
到。”黄越说，到了10月，褐柳莺秋季迁徙路过北
京时，它也在“箭亭绿地”停歇并觅食，为长距离
迁徙补充能量。

制图：黄 越

▶故宫“箭亭绿地”共种植了 37 种植物，覆盖
不同层次的植被空间。右图显示了一些代表性植
物，尤其是既在历史艺术画作中出现、也属于本地
生态环境所具有的乡土植物。

关注
基于自然的
文化方案

齐 欣

北京故宫是世界文化遗产地。2022
年，在故宫东侧，一片面积很小的生态绿
地空间开始依墙建造。占地 150 平方米
的“箭亭绿地”共记录到 37 种成活至
建成次年的设计种植植物、42 种自生植
物和 29 种动物。

生物生息空间营造是城市生态学的
领域，在高密度聚居的人居环境中，通
过构建乡土植物群落微型绿地生态系
统，为鸟类、昆虫等其他生物提供栖息
空间。但“箭亭绿地”项目中最值得关
注的现象是：设计师主动、大量融入了
文化资源，对应了世界遗产的真实性原
则，有逻辑、负责任地将恢复景观的

“原真性”与园林营造的“意境”结合起

来。生态工作者在故宫藏画中辨识“植
物”，调查“三山五园”范围内的圆明园
等皇家园林中保留下来的原生植物“斑
块”，再结合植物地理学、植被生态学文
献中的地带性植物清单——接下来，专
注于对应再现。“箭亭绿地”内容组合，
比常规、传统的“园林花境”思路更进
一步，增加了乡土植物元素，也符合遗
产地对历史文脉的传承要求以及对城市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期待。

那，这是个“自然”领域的事，还是
应归于“文化”的统筹空间？

近年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理
念在应对气候变化、防灾减灾、粮食安
全、水安全、生态系统退化等全球挑战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21 年，中国自然
资源部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共同发布了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中国实践典型案
例》，涉及自然、农业、城市等生态系类
型和国土空间主体功能。在生态文明建
设背景下，基于自然的修复手段，也会
逐步深刻影响大遗址价值阐释、名城风
貌延续甚至细化到对遗址公园的真实性
进行再现。

如果将“箭亭绿地”项目只简单归结
为一次突发奇想的生物多样性实践，将目
光只停留在“造了一个有趣的生态景
观”，显然低估了各方的努力与智慧。“箭
亭绿地”是文化遗产保护、基于自然修复
和公共生态理念的协力实践结晶，是“基

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中闪耀的文化火花，
有效延伸了通往建立“基于自然的文化方
案”的体系路径。

“基于自然的文化方案”，应含括哪些
目标？其一是体现“自然”和“文化”领
域的交互作用，尤其是扩展自然学科在文
化项目中的地位与功能；其二是以世界遗
产的“文化”视角，理解、描述人类在可
持续发展中呈现的智慧和社会进步。这意
味着全新的理论交叉体系，不能将各领域
只做简单组合或堆积。“基于自然的文化
方案”，其知识结构与实施步骤，必须源
于实践检验。由此，一个又一个“箭亭绿
地”的出现，便有了值得去关注和鼓励的
积极意义。

“箭亭绿地”位于故宫东侧、箭
亭以南。在建成生态堆肥花坛前，
这里是一个园林绿化花坛。在 10 株
油松的底层，每年春季都会种上玉
簪；冬季来临时再将凋谢的植物铲
除，等待下一个春天。

到了2022年，“箭亭绿地”开始
营造。设计团队的目标是打造一个
基于自然修复的微型绿地，这意味
着花坛设计不能仅停留在“好看”
的层面，还要塑造一个具有微型生
态系统的景观花坛——不仅省钱、
易于维护，还要采用乡土地带性植
物，展现真实的生态。

在承接改造项目之初，闻丞及其
生态设计团队就开始从故宫珍藏的
古代花鸟画中提取生态要素。在众多
书画藏品中，有很大一部分生动展
现、定格了古人眼中充满生机意趣的
生态场景。“一些具有地带性特征的
植物，在当今生活环境中虽然少见，
但却能够在传世的古代花鸟画中找
到。”一位团队成员介绍。

从 2022 年初，设计师们开始阅
读文献，查阅文物书画，在故宫博
物院官方网站“名画记”栏目下搜
索到 44 幅花鸟画，并从多方线上途
径搜索到 16 幅明宣宗朱瞻基创作的
花鸟画。从这些画作中，设计师识
别出当今仍适宜在故宫中生长的乡
土植物。《苦瓜鼠图》 描绘了一只小
鼠立于石头上，翘首仰望着高悬的
苦 瓜 。 画 中 伴 有 山 石 、 翠 竹 与 瓜
藤。细心的生态设计师在画中辨识
出了在中国广泛分布的野草——牛
筋草，也发现了苦瓜。生态设计师
做出的判断是：在当时，这些来自

原野的乡土植物和人工栽培的植物
便共存于人居空间中。

在“箭亭绿地”中种植哪些植
物？文献和古画提供的信息，远远
未能满足生态设计师的期望。闻丞
带领的研究团队已对北京的皇家园
林做了多年调研。“10 多年来，我
们在北京各大绿地尤其是保存有较
多近自然次生林、历史较为悠久的

‘三山五园’地区，开展了多轮植
物多样性调查。我们发现，那些具有
平原区地 带 性 特 征 的 植 物 仅 少 量
残 存 于 近 自 然 次 生 林 和 滨 水 草 地
中；而这些次生林和滨水草地，又
多存在于历史上的古典园林中。”
闻丞说。

于是，设计师结合植被学，基
于生态功能，保留了那些原本分布
在华北地区的本地植物；又基于美
观和适应性，选择既出现于古画、
又现存于古典园林的物种，来组成
花坛中的群落。

设计团队最终筛选出符合“箭

亭绿地”花坛景观设计需求的植物
多达 37 种，其中有 16 种出现在古画
中，有 13 种属于华北地区的乡土植
物；再搭配早春开花且冬季枝条呈
绿色的迎春、耐阴且花朵密集的珍
珠梅和紫珠、花朵密集的韭和花朵
艳丽的鸢尾，营造出三季有花、四
季常绿的景观效果。

在历时半年的辛勤付出后，到

2022 年 6 月底，“箭亭绿地”花坛景观
形态初现。生态池构建了微型水生
态系统，并放置花坛主景石。进入盛
夏，玉簪、荷花、忘忧草开始绽放，
吸引了各种鸟前来栖息觅食——大
自然拿起了它的“画笔”，生态系
统开始发挥作用。自 2022 年 6 月开
始，生态工作者一共进行了 46 次
持 续 监 测 ， 监 测 结 果 “ 超 出 了 预
期”。花坛中的堆肥箱、蚯蚓塔、
昆虫屋、生态池等生态要素配合各
色乡土植物共同构成一个微型生态
系统。

葎叶蛇葡萄是一种广布于中国
北方的原生野葡萄，夏天结绛红色
的浆果，秋天呈现红叶景观，生长
在人工干预很少的近自然林中。在
北京平原地区，只在部分历史悠久
的园林中还能见到，而且正越来越
多地被五叶地锦替代。

在故宫御花园的假山上，存有
大株葎叶蛇葡萄，鸟儿已将这种植
物成功移植到“箭亭绿地”中。“我
把它视作生态系统历史原真性的复
苏象征。”闻丞说。

在 设 计 团 队 看 来 ，“ 箭 亭 绿
地”改造过程，是在继承中华园林
营建传统基础上的一次值得总结的
新尝试。

最新一期的《园林》杂志，发表了
团队的研究成果《基于古代花鸟画的
绿色城市生物生息空间营造——以
故宫箭亭绿地改造为例》。“虽然微
型绿地生态系统占地面积小，但植
物群落的构建完全可以与古典审美
要 素 结 合 ， 在 实 现 生 态 效 益 的 同
时 ， 也 能 融 入 场 地 的 历 史 人 文 环
境。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古
代 花 鸟 画 对 地 域 性 生 态 特 征 的 体
现。”闻丞说。

生态设计师尤其注意到，中国
古代花鸟画中呈现的园林景观，既
有自然群落的特征，又表达了传统
的东方审美。在文化遗产地中，重
建微型自然生态系统，已经超越了

“自然”范畴，体现出更多的文化
价值。

闻丞具有理工科与生命科学等
多重教育背景，又长期从事世界遗
产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这为他
融合多学科进行生态保护的理念打
下了基础。在他看来，与一般的花
境设计相比，故宫“箭亭绿地”改
造更强调生物栖息地的功能及传统
文化的表达。

“在那些原本生物多样性承载
力很高、但由于人类活动降低了承
载力的区域，可利用‘边、角’营
造生物生息空间，从而逐步提升生
物多样性水平——这是我们年轻团
队的宗旨。”闻丞分享了他和团队
多年来的科学调查结论，“许多城市
和乡村都有这样的区域。我们希望
用 文 化 遗 产 地 的 示 范 带 动 更 多 实
践，把自然重新带回到我们的生活
中来，为未来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提供思路和
技术。”

许多花坛植物
出现在古代花鸟画中

许多花坛植物
出现在古代花鸟画中

景观设计
兼顾生态功能和美观

打造一个
微型生态系统

提供了丰富的
“打卡”信息

忘 忧 草 的 学 名 是
“萱草”，其实它还有个
非常通俗的名字“黄花
菜”。在故宫“箭亭绿地”
包含的37种植物中，它
有着独特的位置——是
曾出现在北京故宫所藏
古画中的植物之一。

莲蓬残叶间，一只
小鸟停立于莲茎之上，
意境颇为清幽——曾在
故宫博物院“石渠宝笈
特展”中展出的《松云荷
雀图卷》让不少观众印
象深刻。2022 年 7 月 7
日，当故宫东侧箭亭边
的绿地改造竣工，盛放
荷花的石缸中初次注满
清水时，两只黑头从
古松上飞落，在缸沿和
荷梗间雀跃。眼前的这
一幕，让“箭亭绿地”营
造项目负责人闻丞大为
震撼：“这不就是《松云
荷雀图卷》嘛！”。

“当荷花、水、石
头、蒲公英和松树这些
元素都摆在一起，几分
钟之内，鸟儿就落了下
来，重现了我们取意的
那幅古画中的场景。”
闻丞感慨，“我想几百
年前的古人，一定也是
看到这样的场景，才创
作了同样的画境。”

制图：高瑞萱制图：高瑞萱佟 浩文佟 浩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