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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6_8C_E5_9F_8E_E5_c61_262022.htm 所谓“反规划”，是

指景观设计师和规划师在城市建设发展计划确立之前，就通

过识别和设计景观的生态、文化遗产以及休憩的基础结构，

引导 和框限城市发展，即建立生态基础设施。这一设施保障

着城市的生态和健康，保护人们的地域特色和文化身份，重

建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 “济南为什么会发大水？” “滇池

、太湖为什么会暴发蓝藻现象？” “这是因为人们把城市所

依赖的生命系统破坏了。就像那些河流，本不应该被填埋，

这些都是土地的血脉。整个生命系统被破坏，仅靠单一的、

局部的动手术的方式不能解决问题。” 近日，在为某地部分

市长开设的培训班上，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美

国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俞孔坚以这样的问答方式开始他的讲

座。 近年来，他一直在强调要系统地看待城市发展，要从资

源环境角度出发，把不能建设的地区寻找出来，首先控制住

这些地区，而不是就事论事地研究某些地块的发展。这种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无法解决城市的根本问题。 这些观

点来自一个“反规划”的概念。目前，已经有一些地方开始

运用“反规划”理论来设计城市的未来之路，例如浙江台州

、深圳、菏泽、东营等地，他们力图以“反规划”理论来实

现城市的和谐发展。 实现由屠夫向兽医转变 土地是活的，是

生命的有机体，是城市的母亲。许多规划却将土地条块分割

，造成其机体功能的丧失。在城市规划中，人们应该学会由

屠夫向兽医的转变，屠夫屠宰生命，兽医诊治看病。土地的



生态价值在诊治的过程中得到提升，才会实现更好的服务。 

“这是一张牛的切割图，屠夫把牛切成几十个部分，这些不

同部位吃起来都会有不同的味道。我国城市目前的土地利用

方式就是这样，按照牛的屠宰方式来划分。” 对于这张图，

大凡去过涮肉馆的人一般会看到过。俞孔坚将其拿来形容目

前城市规划的现状。 “如何看待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又如

何对待我们的城市建设？” 俞孔坚说，这种屠夫切割的方式

必须得到改变。就像牛不仅仅被用来吃，还能被用来耕地一

样，土地也不只具有盖房子的功能。对待土地和城市，人们

需要一种伦理观和价值观。 他认为，土地是活的生命的有机

体，是城市的母亲。许多规划将土地条块分割，造成了其机

体功能的丧失。在城市规划中，人们应该学会由屠夫向兽医

的转变，屠夫屠宰生命，兽医诊治看病。土地的生态价值在

诊治的过程中将得到提升，才会实现更好的服务。 他以洪水

为例，进行了解释。 在黄河流域，曾经有1/3的地方都有河流

在流淌，像菏泽、聊城等城市约有1/3的土地被用来蓄水，然

而有关单位监测发现，2001年这些城市中的水面积就已经萎

缩，有20％的水域被人为填埋做了建设用地。 “正是这种为

了单一的一个目标，去实现所谓的环境治理。结果却是让环

境变得越来越糟糕。”原本这里有许多湿地，这些湿地系统

发生涝灾的时候，可以像海绵一样将洪水蓄积起来，而天气

干旱的时候，湿地的水又可以释放出来，涵养当地的水源。 

俞孔坚认为，洪水不是灾害，应该把它当成资源，有效地进

行利用，人类可以与洪水做朋友。浙江台州永宁公园就是这

样一个关于河流生态恢复与重建的案例，通过自然的方式，

改变过去的河流裁弯取直、水泥护堤工程，把一个以防洪为



单一目的的硬化河道，用最经济的途径，恢复重建为充满生

机的现代生态与文化游憩地。 永宁公园于2003年5月正式建成

开园，由于大量应用乡土植物，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公

园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2004年夏天它虽然经历了25年来

最严重的台风破坏，但也很快得到了恢复。 生态基础设施确

保生态服务 “反规划”，就是要告诉土地的使用者不准做什

么。城市建设首先应该规划和设计一个保障土地生命健康和

安全的生态基础设施，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城市建设。 所

谓“反规划”，是指景观设计师和规划师应该在城市建设发

展计划确立之前，就通过识别和设计景观的生态、文化遗产

以及休憩的基础结构，引导和框限城市发展，即建立生态基

础设施。这一设施保障着城市的生态和健康，保护人们的地

域特色和文化身份，重建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 “关于反规

划，台州做得最系统。目前深圳等城市也在开展，台州为其

他城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反规划正在为各个城市所接

纳，因为它确实有用，确实能为改变城市的现状提供一种思

路和方法。” 俞孔坚说，“反规划”不是不规划，也不是反

对规划，而是对我们以前以人口、性质、规模为出发的城市

规划模式的一种反思。过去，我们忽视了城市所依赖的这片

土地，往往把城市规划建立在一个不可预测的或者是没法准

确预测的人口这一自变量上，使城市规划模式成为空中楼阁

。这一概念对市长提出的要求是，市长不是决定城市要建什

么，而是不建什么。城市建设首先应该规划和设计一个保障

土地生命健康和安全的生态基础设施，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

行城市建设。 俞孔坚认为，在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中应该

特别注意的是:维护和强化整体山水格局的连续性；保护和建



立多样化的乡土生境系统；维护和恢复河道及滨水地带的自

然形态；保护和恢复湿地系统；将城郊防护林体系与城市绿

地系统相结合；建立非机动车绿色通道；建立绿色文化遗产

廊道；开放专用绿地，完善城市绿地系统；溶解公园，使其

成为城市的绿色基质；溶解城市，保护和利用高产农田作为

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建立乡土植物苗圃。 台州案例被认为

是迄今国内最为完整的“反规划”案例。运用“反规划”途

径，台州首先进行了不建设区域的规划，以保障大地生命系

统的安全和健康。如同城市的市政基础设施保障居民得到社

会经济服务一样，区域和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将保障城市居

民能够持续获得生态服务。 “像人类一样，动物也应该不时

地走走亲戚”。在台州的案例中，生态休憩等绿色网格的设

立，使城市完全进入了绿色网格时代。“这片绿色网格构成

了台州市的生态基础设施，这个格局，就像人的骨架一样，

它是未来城市生态安全的保障。今后城市的发展，就将在这

些网格中开始，这些是不允许随意改动的。”指着台州市的

生态规划图，俞孔坚对记者说。 就像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

样，台州的“反规划”实践还将经受更长时间的考验。台州

的生态规划图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生机的前景，我们祝福

这个城市，以及那些已经进行或者准备开展“反规划”实践

的城市一路走好。时间将会给我们带来最好的证明。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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