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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D_91_E4_BD_8F_E5_c57_555727.htm 二、经济观点 （一

）住宅环境（室内环境）的经济性 1、合理地分配住宅面积 

①控制好起居室和餐厅的面积。现在的楼房住户少有空闲互

相串门，请客聚会也时兴到餐馆去。大面积的起居室和餐厅

，使用率实在不高。而且在其挤占下，卧室面积太小了也不

好用。许多小区采用起居室和餐厅不加隔断或灵活隔断，面

积不太大，效果很好。 ②控制好户内、外走廊的面积。 2、

选取经济实朦胧和的建材。尽量少用或不用名贵材料。这方

面应与城市的公共建筑相区别。即使是小区会所，亦不宜搞

得太富丽堂皇。一则居民不是经常去；二则如果其建筑费用

摊入住宅成本，就增加了住宅售价。 （二）小区环境（室外

环境）的经济性 这里，拟主要讨论小区园林景观的规划建设

。小区园林景观的经济性，既要顾及造园工程近期的建造成

本这关系到售价和开发利润；更要顾及长期的养护成本这关

系到物业管理费用。国外住宅小区的景观设计大都崇尚朴素

，经济实惠，很少有不必要的铺张设施。这一点我们很好地

向国外学习借鉴。而我国作为园林大国，在造园艺术宝库中

，也有许多强调经济观点的论述。主要强调以下几点： 1、

造园占地面积应适当控制。要充分运用中国园林“小中见大

”的传统手法。即：显露者浅，蕴含者深，园园相套，层层

推进，又隔又通，步步见景，咫尺之间，千回百转，园景层

出不穷。国外一些学者也从“舒适”和“亲切感”的角度，

对庭院空间进行了“宜人尺度”的量化研究。他们认为，室



外空间尺度过大，会形成缺乏“人性”的、旷散的消极空间

。可谓中外所见略同。 2、大面积草坪和喷水池应慎用。草

坪的建造和养护费用均较高，可作点缀、穿插用，不宜作主

景。喷水池无实用价值，一年开不了几次，公园、市中心广

场为之则可，在以住宅建筑为主体的居住小区内笔者认为没

有必要。有条件的地方可配建露天游泳池，既实用，又提高

了小区的档次。 3、造园材料应尽量本地化。园林有其个性

，更有其地方性（本土性）。即以植物而言，一个地方的园

林应该有一个地方的植物特色。现存的皇家园林，如北京的

诸多名园，遍植松柏，中无杂树，翠盖如云，情趣盎然。私

家花园，如苏州拙政园多栽枫杨，沧浪亭满种箬竹，岭南园

林多热带植物，都凸显了自己的个性。因此，必须坚持小区

造园的本土性。外购奇花异石，略作点缀，未尝不可；全部

引进，则入歧途。 4、提倡“粗粮细作”。即采用普遍的建

筑材料，经过匠心独作的设计、构筑，亦可造就不凡景观。

5、善用“借景”。这是一种最经济的造园手法。小区景观的

生成，必须造景与借景并重。江南文人园林的造园理论指出

：“奠一园之体势者，莫如堂；据一国之形胜者，莫如山”

。故而，大园能堆真山则堆真山（如北京景山公园）；小园

无法堆真山者则叠假山；假山也叠不成的则可借山。陶渊明

诗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是把远山借入庭院

景观的典型和生动的写照。我们在作小区规划时，要巧于因

地借景。一是借“外景”：凡小区远近目力所及的美景，都

可以汲引到小区景观之内。为此，就要妥当地布置楼座，避

免把可借之景挡住。而对一些影响小区景观的“外景”，则

可种树以遮隐。二是借“内景”：如因造园需要而必须用实



墙分割空间的，可以在墙上开窗借景或作镂空处理；还可以

采用首层架空的手法，使小区内景观通透、流动，丰富视觉

。有的小区利用首层架空作存车或休闲场所，则更具经济实

用效果。三是精心设计好阳台。阳台是连接住宅与景观的重

要结点，其设置要更具匠心。 6、奢俭有度，繁简得体，不

事铺张。营造小区景观，固然可以公园（植物园）作借鉴，

但又切不可当成公园或植物园来建造。因为小区的主要部分

是住宅建筑，我们首要的和主要的任务是把住宅本身规划设

计和建造好。故一定要把握好两者的区别，做到小区景观“

奢俭有度，繁简得体”。 所谓“奢俭有度”：一是景观设施

水平应当与小区档次相匹配对应；二是即便高档小区，也要

把建造成本尽量用于住宅本身，避免景观设施的过度铺张。

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实力和消费能力都很强。但他们的小区

景观却是很朴素的。这很值得我们参照。 所谓“繁简得体”

，则既有建造成本方面的考虑，又有建造艺术和审美方面的

因素。从艺术角度说，造园并非是假山堆得愈多愈好，花草

品种愈多愈美。中国传统造园艺术理论非常重视“以少胜多

”、“以虚带实”的方法，以求得“笔愈简气愈壮，景愈少

意愈浓”的效果。我国著名园林学家陈从周教授指出：“园

林佳者如诗之绝句，词之小令，皆以少胜多，有不尽之意，

寥寥几句，弦外之音犹绕梁间”，“今之造园，点景贪多，

便小韵致，布局贪大，便小佳趣”。又指出：“以有限面积

，造无限空间，故‘空灵’二字，为造园之要缔”。这些都

阐明了“繁简得体”的造园思想。 7、充分保护与合理利用

基地原有的地形、地貌、地物。小区造景无非两个方法：一

是仿造（有时甚至复制）自然或人文景观；二是利用基地原



有的自然或人文景观。而尤以后者为经济。因此，土地开发

不一定要把地面都堆平，而应看情况尽量利用原有的地形、

地貌、地物。楼座，可以“以山就势”、“以坡就势”、“

以水就势”来布置摆放，采取缓坡式或台阶式，营造“台地

小区”的氛围。像重庆市山城，何等美丽壮观。景观，则尽

量利用原有的山石、水系、树木等天然胜景和文物古迹来造

园。既节省了工程费用，又能够凸现自己的特色。 三、文化

艺术观点 居住方式体现子文化传承。住宅造型是一种文化艺

术作品。目前建造的住宅，有的呈现了浓厚的地方色彩和传

统风格，有的则再现了欧陆风情，百花齐放，琳琅满目，各

领风骚。是采用“中国风”好，还是“欧陆风”好？我觉得

既不宜搞得千篇一律，也不宜刻意抑此扬彼，而是要因地制

宜，造型多样化。一个重要的原则是：达到生态、经济、文

化艺术这三个观点的协调统一。例如，保持与周围环境的协

调亲和；从市场需求出发，适应不同消费群体的审美观点；

经济实用，即使是豪宅也有经济实用的问题。 现在应注意和

加强研究是小区造园的文化艺术性问题。 小区造园绝非是草

树花石、亭台楼阁的简单杂乱堆砌。虽无定式，但有其高超

的艺术法则。目前，各地造园水平参差不齐，既涌现了不少

精品，也出现了一些不能称为成功的作品。后者大致有两类

：第一类是艺术水平较差；第二类是艺术水平虽高，但有些

铺张过分了，“过犹不及”，也不能算是成功。而对第一类

来说，就迫切需要在提高造园艺术水平上下功夫。 作为住宅

小区的重要配套组成部分的园林景观，小区绿地率一般应达

到30%以上。大型住宅小区就可以按照三类、四级景观层次

来配置。三类即点、线、面。四级即中心花园组团次中心花



园庭园景观道路两侧景观。各类、级的规划原则，我认为可

以引用陈从周教授名著《说园》中的一段说：“园有静观、

动观之分，这一点我们在造园之先，首要考虑。何谓静观，

就是园中予游者多驻足的观赏点；动观就是要有较长的浏览

线”。据此，小区的中心花园和组团次中心花园（面）可按

照“静观”要求来规划，建造一些主体景观和宜坐宜留的园

林设施。庭院景观（点）可以种植花草为主，配以坐凳和少

量亭榭等小品建筑。周环楼宇的小区道路（线），可视同浏

览线，按“动观”要求来规划。道路两侧种草栽花，间设小

品。并用道路来串联各处景观，路引入随、移步换景。这样

，既将基地周围的美景引入居住区，又把小区内的美景引每

家每户的窗前，做到推窗见景。从而使各住宅单元均享小区

景致，充分体现“均好性”。还可以酌情设计一些大面积的

取景门、窗，更好地使小区景观融入温馨的家居生活之中。

好的小区景观，不仅是为了达到“人”能够接触自然、与自

然交流的目的。而更重要的目的是：增进人与社会的接触，

即人与人的交往沟通。对此，在景观设置和“宜人尺度”上

要予以充分考虑。亦即造园艺术仍然要坚持“以人为本”，

不是为艺术而艺术。 为了住宅小区造园事业的需要，还应培

养和造就更多的专业人才。并按照社会分工细化的趋势，组

建更多的造园专门企业。把建筑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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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