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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山三台阁景区是展示兰州山水旅游城市特性的重要景

观节点，但目前在旅游建设和开发上，仍然处于一个较低的层

次，难以满足城市绿色旅游的需求，兰山三台阁景区的建设开

发急需进行有效的规划控制和指导。本文针对兰州地区特殊

的地理环境，着重分析了兰州市兰山三台阁风景区规划中存在

的问题，并总结出其园林景观元素和景观空间秩序的特点，以

期为兰州地区山地园林旅游规划提供可借鉴的理论和方法。

一、兰州地区园林景观发展概况

兰州位于我国西北部黄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地带，黄河水

系自西向东纵贯城区，南北两山隔河相对，形成了兰州市两山

夹一川沿河带状组团式的地形特征。在“十一五”时期，兰州

第四版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着眼于未来建设生态型城市发展的

要求，兰州南北两山的绿化景观建设将是其中的重点。关于山

地园林景观的论述很多，但适合兰州地区的园林景观研究还几

乎是空白。兰州利用自然山水条件建设山地公园，形成了意境

深远的园林空间，为人们在两山建设山地园林景观提供了很好

的范本。

兰州是一座具有 2000 多年建城历史的文化古城，是丝

绸之路上的文化重镇。唐代兰州庭院和寺观园林初步形成。

明代朱元璋十四子肃王朱瑛移藩兰州大兴园林，如凝熙园、

莲荡池等。清代园林主要以官园和私园为主，如清陕甘总督

左宗棠的节园及李渔艺香圃。民国时期主要是对原有园林的

修缮，如兰州人刘尔忻重修五泉山。还有建国后由规划设计

大师任震英先生设计建成的白塔山公园等现代园林景观。

二、兰州三台阁旅游景区规划要点

（一）区位分析

1.自然地理位置。兰州是甘肃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在西北处于“座中四联”的位置，在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承东

启西”、“连南济北”的辐射带动作用。城关区是兰州市七大

组团之一，是兰州市的中心。兰州市第三版城市总体规划中

确定城关区今后的发展方向为 ：行政办公、商业服务、文化

教育、科技信息、体育娱乐和生活居住。兰山位于兰州市区

南部皋兰山上，西接伏龙坪东；东连大岭地分水岭、三营村东；

南起三营村南 ；北至五泉南路、和平路、红山根路。兰山景

区内楼台亭阁、错落有致，红柱碧瓦、相映成趣，是人们纳

凉赏景、登高望远的理想场所。兰山是皋兰山之简称，似一

条巨龙，绵延数里，与黄河并驱顺势，环城之南部而卧，是

兰州城南之天然屏障。

在全国，兰州是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在西北，

兰州是少有的得天独厚依山傍水的山水都市。近年来，市委

市政府充分利用兰州市的地理优势，提出“深化山水主题，再

造一个山川秀美的新兰州”。但是，作为体现兰州山水旅游城

市特性，展示兰州南北两山重要景观节点的兰山三台阁景区，

在其建设和旅游开发上，仍然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难以满

足城市绿色旅游的需求。兰山三台阁景区的建设开发急需规

划进行有效的控制和指导，兰州市城关区委、区政府及时提出，

对兰山三台阁景区的开发建设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

2. 旅游地位。兰州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关口，又是黄河

上游重要的历史名城，是丝路游、黄河游、西域游的重要驿站。

兰州的山水、兰州的绿化、兰州的历史、兰州的文化都是兰州

旅游产业的重要财富。同时，兰州又是一座妖娆多姿的带状

城市，它群山环绕，大河中流，登上兰山公园的三台阁，极目

远眺，一幅依山带水的城市画卷尽收眼底，尤其是 40 公里黄

河风情线的建设，更是兰州腾飞发展繁荣、富丽的浓墨重彩。

（二）三台阁景区规划指导思想

1. 保护自然、扩大森林植被、维护生态平衡。在解放之

初，据说是“兰山顶上一颗树”，其荒凉、残败的景象可想而

知，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虽然取得了一点成绩，但在风景区的

规划中，自然景观的建设应是基础之基础，重点之重点。保

护景区内山岭、峰峦、台坪、气象、天象、古树、奇花异草、

野生动物等自然景观资源，确保景园植被，搞好植树绿化，

护林防火及防治森林病虫害，减少及防止山体滑坡，防震减灾，

提高绿化覆盖率，逐步更新植被类型，营造风景林区，重点

美化景点，利用植被资源，开发观赏与经济相结合，旅游与

生产并举之游赏植被，提高公园之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否

则，景区的规划和建设则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2. 突出文脉、弘扬文化、营造人文景观。保护、挖掘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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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景区内具有历史、文化、科学或艺术价值之文物古迹、风

土人情、民俗民艺、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遗迹等人文景观

资源，开发健康、有益之游览和文化娱乐活动，宣传爱国主义，

弘扬民族文化，普及历史、文化和科学知识。人文景观的建

设是规划区建设之核心，特别是三台阁的建设，要充分体现

兰州标志性建筑之地位。

3. 以景带商、以商养景、走向良性循环。兰山景区的建

设、维护和运营都需要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在之前的建筑中，

虽然政府及其它单位已有一些投入，但其力度只能是杯水车

薪，从根本上解决不了其建设资金的匮乏之难。兰州兰山旅

游投资有限公司的成立，应运而生，走向了一条景区文化建

设和商业旅游共同发展、共同提高的“双赢”之路。这将为

三台阁景区的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这是符合经济规律

运行的抉择，也是西部大开发政策下陇原上改革潮流的神来

之笔。

（三）三台阁景区规划目标及定位

规划将兰山三台阁景区建设成为具有时代气息和鲜明个

性，融合自然风情、现代文明和宗教文化等文化内涵，集生

态旅游、休闲、娱乐、公务接待等多功能于一身的，体现兰

州地方特色的绿色生态城市山顶公园，使其成为兰州南北两

山标志性的景观节点。

在兰州现有地理及自然环境的基础上，通过绿化及生态

环境的综合治理，努力把兰山形成一个良好的微生态环境圈，

改善其生态环境基础。加强兰山绿化与生态环境治理的关系，

充分发挥兰州“两山夹一川” 的自然条件，努力把兰山打造成

为一个以生态绿化为基础的 4A 级景区。从而塑造高品位的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充分发挥景区的环境资源优势，突出

“山、水、绿、城”相互交融的城市特色，使“兰山烟雨”的

景区特色进一步再现与深化。

三、三台阁景区主要旅游资源析评

（一）三台阁

三台阁建筑位于三台阁景区的重要位置，位于兰山之巅，

是兰州市的至高点，也是兰州城市重要轴线—皋兰路最南

端的地标。三台阁取意天象“三台”，三个阁楼象征着天上的

三台星，以祈求天人合宜，风调雨顺，统治平和，社会安定。

三台阁主楼共九层，下为两层基座，上为七层楼阁，下二层

基座各层高 3.8m，主阁总高约 50.8m。三台阁东配阁为 5 层，

西配阁为 6 层，高度均为 27.9m。

三台阁的立面风格采用中国古典建筑中传统阁楼的形式，

下为台阶，上为楼阁。三台阁建筑群开创了兰州醇厚、奔放

的建筑形式，其建筑色彩华丽、稳重、中式又赋予时代感，

反映了兰州城的历史渊源、人文荟萃和现代文明。从中观角

度看，三台阁景区布局艺术、空间尺度、处理手法处处体现

了兰山景区依山顺势、简洁明快的特点，“醇厚”不仅是西北

人的性格反映，而且是兰州城市设计、环境气质、空间造型

的概括。无论是从景区还是市区观看，兰山的三台阁都将成

为城市的重要标志。再加上黄河之畔兰州的物华天宝，人杰

地灵，不久的将来，三台阁必将齐名于滕王阁、黄鹤楼、岳

阳楼及蓬莱阁，平分天下五大名楼之秋色。

（二）暮鼓夕阳

暮鼓夕阳为一规划的小体量院落式仿古建筑，内置一太平

大鼓，鼓楼靠近烟雨林，紧贴禅池，与古刹晨钟交相呼应，击鼓，

鼓声浑厚，祝福祖国太平安宁。每逢元旦、春节等中国传统节

日，可对第一击鼓权进行拍卖，既满足了游人追求文化韵味和

寻找精神寄托，又提高了兰山景区的经济效益，一举多得。

（三）千步廊

千步廊从三台阁东配阁向东延伸至佛教文化院，靠近山

崖，依山顺势连延布置，是联系北坡各组建筑的重要交通线，

也是兰山远眺观景最理想的景观长廊。千步廊总长 800 余米，

行需千步，以此得名。可在廊内设置多部高倍望远镜进行出

租，供游人观赏，带来经济效益。

（四）烟雨林

每逢至秋霖夏雨之时，蒙蒙细雨飘过半空，犹如一副轻

柔之纱幕，透过薄薄的纱幕，却见那被雨淋的绿野茫茫的兰山，

悠然升腾起一片片湿漉漉烟雾，山形树影忽隐忽现，亭台楼阁

若虚若实，恍然天宫化成，所谓“多少楼台烟雨中”。烟雨林，

兰山烟雨之缩影，重现昔日金城八景之一兰山烟雨。林中可适

当设置一些高档茶园，聘请专业的茶艺师烹煮，以高技艺高品

质的服务满足游客品茗的需求，进一步提升景区的文化韵味。

（五）禅池

禅池为兰山景区最大面积的水体景观，环抱烟雨林和暮

鼓夕阳两大景点，是佛教文化院的延伸，为兰山三台阁景区

点睛之所在，池的四周同时放置了24 块形状各异的五彩石，

象征中国的24个节气，突出了浓厚的文化氛围，游人置身于此，

似有一种山颠吸灵气的感觉，令人陶醉，留连忘返。

四、结语

在进行西部旅游规划开发时，首先要调查和分析旅游地

的现状特征，在此基础上大胆设想、标新立异，形成鲜明的

旅游形象，创造出既有特色又具有吸引力的旅游产品，如闻

名中外的丝绸之路旅游区、西部民族风情旅游区、古迹大漠

绿洲旅游区等。兰山三台阁悠久的历史文化、丰富多彩的景

观元素、因地制宜的园林景观布局、意境深远的景观空间秩

序，历尽数千年而青春常在，可以为兰州地区未来山地园林

旅游规划提供可借鉴的理论和方法。

　　　　　　　　　（作者单位：兰州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兰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