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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8E_A2_E6_99_AF_E8_c61_451779.htm 景观建筑学是由建筑

学、城市规划、城市设计衍生出来的新型交叉学科，它将建

筑技术与建筑艺术融为一体。小尺度城市景观对美化高密度

老城区、改善居住环境可以起到费省效宏的作用，适合当前

我国的国情。高密度老城区小尺度城市景观的设计思路：切

忌千篇一律，盲目效仿，要用可持续发展的眼光对待自然景

观。高密度老城区小尺度城市景观的设计手法是单体建筑外

延化、创作形体抽象化、设计景观立体化、景观界限明确化

⋯⋯ 景观建筑学是由建筑学、城市规划、城市设计衍生出来

的新型交叉学科，它将建筑技术与建筑艺术融为一体。小尺

度城市景观对美化高密度老城区、改善居住环境可以起到费

省效宏的作用，适合当前我国的国情。高密度老城区小尺度

城市景观的设计思路：切忌千篇一律，盲目效仿，要用可持

续发展的眼光对待自然景观。高密度老城区小尺度城市景观

的设计手法是单体建筑外延化、创作形体抽象化、设计景观

立体化、景观界限明确化。目前，景观建筑学在我国处于起

步阶段，它与规划、园林、生态地理等多种学科交叉、融合

，与建筑学、城市规划形成了建筑学科的3个重要分支。它将

建筑技术与艺术融为一体，提高人居环境水平，实现了人与

建筑、建筑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赫勃特西蒙（HerbertSimon

）在《工艺科学》（TheScienceofArtificial）一书中说：“设计

景观，就是要找到一个能够改善现状的途径。”景观建筑学

根据建筑设计对象尺度和比例的不同，一般分为三大类，第



一大类是大面积流域治理以及总体城镇的设计。如杭州西湖

，1000多年前的南宋，人们有意识的把西湖规划成防御洪水

和农田灌溉的水利设施，而这一大尺度的景观改造最终成为

一个自然的景观，所以“景观”不仅是可以观的人造自然，

更是可以用的风景。第二大类是设计面积在340hm2以上，面

积尺寸相对较大的城市广场和小区的设计，即城市规划与建

筑学的交叉，属于城市设计学科。其设计焦点是建筑的位置

、尺度、形制的整体宏观效应，也就是城市轮廓线与城市构

图的美学考虑。第三大类是经常接触到的雨廊、山墙、铺装

、雕塑、壁画、凉棚、座椅、路灯、喷泉、水池、草皮以及

修剪过的树木等均属小尺度城市景观设计。 自然的景观模式

与目前我国城市形式不协调，近年来，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景

观项目设计，但大多数是追求表面风格，将注意力集中在“

英国式”或“法国式”上，几乎千篇一律的按照“自然风景

”这一模式来设计。其设计重点是在城市中移植一片仅供观

赏的“人造自然”，即“造园”。这一理念有以下3个特征：

1）城市的景观用地，大多被处理成草地、树丛、水面或别的

自然形式。 2）试图创造一个所谓的“山水城市”，通常为

了与自然地貌相似，人造的山丘、水体、种植物沿着不规则

的曲线，大尺度的营造。 3）景观建筑与建筑单体功能无连

续性，是从“人造自然”脱离出来的，景观与建筑对比鲜明

。 究其原因，首先是没有适合我国国情的西方实例可以借鉴

，而西方的大多数城市景观建筑是为了解决城市工业化带来

的缺乏绿化的困境，这一理论带有强烈的反工业化倾向，即

城市风景化（landscapegardening）。许多人过分推崇西方城

市中大片如荫的草地，认为是现代城市的标志，并努力在中



国如法炮制。其次，“自然风景”也和中国古典园林中的“

师法自然”不谋而合，即把景观建筑等同于园林设计，甚至

是种植设计，认为不种花花草草就不是在作景观。 “自然风

景”的景观模式在中国是否可行，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问题

。我国城市人口密度很高，是西方国家的十几甚至几十倍，

即在中国每hm城市面积上要容纳1000多人，而典型的美国城

市不到50人。而且，我国人均住宅的面积过低，不到10m2，

而德国人均是40多m2，那么大量的交际、健身活动只有在城

市公共空间中进行，但城市要发展，土地要营利，政府又不

能提供大量的土地做公共大型人造自然景观，即使做了，利

用率也不高。许多城市中大片的绿地、水体多是观赏型的，

人们只能远观，不能到草地上去活动，马路上依然挤满了人

群，许多草坪由于管理不善磨损形成秃面，反而影响了景观

视觉效果。由于建筑单体与景观建筑没有连续性，各有各的

功能，或是功能单一，在不是十分有利的气候条件下，这些

景观空间也就得不到充分的利用。换言之，景观建筑应是一

个可以容纳使用者的场所，除了有更多的绿化外，应与建筑

没有太大的差别，人们可以在景观建筑中随意进行社交活动

，但又有一定的私密性，使用费用也相对低廉。 通过景观建

筑可以改善城市环境，人们走出单体建筑后即可欣赏到迥异

的景色，并身置其中。景观是否与自然山水一致，也未必强

求，只要符合“美学”标准就可以了，一味追求大尺度的山

水城市，可以说是出力不讨好的做法。自然状的山丘必须占

有较大的水平面积，这与形式服从功能、设计依赖调查的现

代设计理论相悖。用旧式文人诗情画意的视点取代现代城市

运作的冷静观察也是不可取的，如果再加上画地为牢，单纯



抄袭而不是因地制宜的创作就更不可取了。试想在钢筋混凝

土“森林”中的两块绿地上作一些自然曲线，显然不可能有

什么“生态学”的效应。 “自然风景景观形式”在人口密度

低，经济实力强，或是尚未形成的新城市的设计中大有好处

（西方科布西耶的城市设计理论也是有针对性的），但对目

前我国高密度的大中城市而言，则没有考虑到城市形式、人

口、市民行为、经济水平、社会价值的现实，而是把设计理

念停留在视觉环境艺术的肤浅表面，再加上某些业主混淆“

生态化”、“绿色建筑”、“山水城市”的定义，用大而不

当的景观来应付绿化责任，使得自然景观模式与目前我国城

市形式显得很不协调。 2、高密度老城区小尺度城市景观设

计的理念 我国人口居世界第一，城市人口密度极高，近几年

来，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房地产开发突飞猛进，在人均居住

面积有了很大改善的同时，随之带来的负面影响便是原有的

公共绿地大面积锐减。城市人口的高密度、公共绿地的匮乏

对人居生活质量和城市投资环境的严重影响已初见端倪，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许多人都作了尝试。如学习西方城市“自

然风景”的景观模式，种植大片如荫的草地。这虽然对改善

城市环境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我们没有西方国家城市那么

大的景观空间，而且营造草坪的费用又十分昂贵，故只能象

征性的做一两处，对居住环境的改善力度并不大。由于我国

的大中城市多是高密度老城区，公共绿地少而小，对其实施

小尺度景观设计较为适宜。小尺度景观设计不仅具备大中尺

度景观设计所具备的观赏功能，而且它还有使用功能容纳活

动与休憩观赏功能。 小尺度景观设计在建筑物周围、大路边

、小道旁，在任何一个小的空间都可以因地制宜的营建内向



的、完整的袖珍景观。例如纽约市中心倍受赞扬的Paley公园

，面积仅为13m×30m的长方形，在几株刺槐的掩映下，铺设

了花岗石板的地面上设置了桌椅，长方形的一边为出入口，

另外平行的两边建成垂直绿化的围墙，剩下的一边则是象征

瀑布的水墙。在一个不足400m2的小空间上竟设计营造出一个

既方便社交，又相对安静，且充满自然情趣的小尺度景观建

筑，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这种功能与艺术和谐统一的小尺

度景观建筑是城市景观中的精品，值得借鉴。景观中的观表

示的是景物在人心中反映出来的样子，使景观升华为一种心

情，这正是设计景观的意义所在，也是我们期盼的目的。高

密度老城区中的小尺度景观建筑就是使人们全身心的融于其

景中，进而产生出置身自然的效应来，从而体现天、地、人

合一的理念。小尺度景观设计的另一特点使原有的自然景观

不易被破坏，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环保原则，至于营造经费也

较前两类少，符合我国国情。 小尺度景观设计虽然就个体而

言是小的，但由于分布广，数量大，量变足可引起质变，在

美化城市、改善居住环境方面可以起到费省效宏不可估量的

作用。 3、高密度老城区小尺度城市景观设计的基本思路 建

筑，结构，道桥，电气，暖通，园林，房地产，室内设计，

注册考试，免费论文，免费资料，免费软件，免费标准，免

费规范，免费图纸，免费施工组织，软件应用，技术交流，

设计交流，施工交流。后工业化社会生态观点在工业化的中

国发展的思路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它从两个方面体现在高密

度老城区小尺度景观设计中。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