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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区中的水体，有自然或人工形成的湖、塘、渠、瀑布、送

水、落木、壁泉、水幕、挂流等各种形式，也有拟水造型的

虑似水体。 水体构成的景观，除水的各种态势和自然属性外

，还往往借助于池岸的形式、材质、砌筑方法，以及周围的

生态植被和其它配景来加强的，而水中的浮萍和鱼禽也会使

水体生辉。 人与水体的接触，一是依靠视觉的观赏；二是依

靠听觉来聆听水声；三是依靠触觉，直接戏水与游水；四是

依靠渡船、小桥、云步等媒介荡漾于水中。以水造景，应结

合具体的环境条件和地形地势，因式制宜地进行灵活创造。 

现代城市中的水景，除水景自身的景观质量外，更追求环境

的容量能接纳更多的游赏者，水体的观赏价值由单一的可视

性向参与性，自娱性，高刺激性方面转化，今后组景的重点

在于近水、亲水、戏水、用水，水景若能为人提供身入其中

为我所用，达到参与和娱乐的目的，它就会有更多的吸引力

。 造景的关键在造境，境存于景中，对人产生情境的诱发，

而人身入景中，以意领形构成一定的意境。 2.社区和邻里思

想 社区的建筑学思想是近代的产物。社区是一个社会学上的

概念。“社”是一种集体组织，“区”是指地域，社区是指

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某方面共同利益的群体相互交往

，相互影响，形成共同的利害关系及价值准则。通俗地说，

社区就是地域生活共同体。“社区”概念的建筑学意义主要

在于针砭以往的居住区，居住小区等概念对人们生动的生活



及多元化的空间环境的表达力的不足，而重在体现居住的社

会文化性，主要是通过建筑学方面的空间界定和划分，并综

合其它因素和手段，建立一种地域感，使家庭单位联合成一

个具有一定社会凝聚力的，可识别的，无形的统一体。居住

环境如果具备了这种品质，我们就说它具有了社区性。 2.1 社

区思想的提出 “社区”的概念之所以在近年被提出和重视，

是由于人们在逐渐失去融入自然，造化自然的人文意境的寄

托，失去地域的历史文化相联的古老传统。失去亲切和睦的

邻里交往空间与活动场地后，突然发现他们的生存空间已异

化成以多层公寓为主体的居住形式而作出的幡然悔悟。“居

住区”的倡导，包含了多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在组织上，

建立全新的物业管理机制；在社会学上、强调社区作为生存

空间时人类心智健康的影响；在心理上，形成社区居民的共

同归属感，强调社区整体环境的和睦，促进人际交往；在城

市意象上，注重增强住区的特色，以可识别性和地域建筑文

化为追求目标。 2.2 社区中的邻里关系 马丘比丘宣言指出：

“我们深信人的相互作用和交往是城市存在的基本依据，城

市规划与住房设计必须反映这一现实。”在现在社会的基础

社会关系组合中，居住区是家庭、工作或学习单位之外的第

三种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组合形式。人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

间都在居住区内进行。因此居民之间的人际关系，即邻里关

系是构成社会关系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邻里（the neigh

borhood）指的是带有集体性的家庭基地，是一种地理上的空

间。进入邻里人们会有到了家的感觉。作为个人来说家是邻

里的中心。一般人对于邻里意象比其住宅所在的附近范围可

能更大些，本自是有弹性的。Keller于是968年在《城市邻里



》一书中把邻里活动做了五点说明： （1）内容 在危机情况

下能相互帮助，交换信息，尤其是与大家的共同利益有关的

问题。 （2）优先程度 在农村中邻里关系住户似乎没有亲戚

重要，但比朋友重要。城市化后亲戚还是很重要，但朋友比

邻里住户更重要。 （3）交往程度 城市化后，邻里住户的关

系减弱了。 （4）幅度与深度 绝大部分城市居民，不认识许

多邻里住户，邻里住户间关系也不是很亲近。Zweig 1962年把

英国的邻里住户间关系按其深度依次排列了一个顺序：以在

村落中最强，城里有校长的历史的工人居民区次之，最弱是

新区，尤其在那些个人拥有独院型住宅的居住区中，邻里住

户间关系非常微弱。 （5）邻里住户间接触频率 邻里住户间

接触的频率城里比乡下低得多，城里的邻里住户可能在家中

，在街上，在社区设施中，如学校、商店中相遇。 2.3 社区与

邻里单元 邻里单元（neighborhood unit）是近代城市规划中的

一个重要观念，是指在城市中一个比较小的、可被识别的、

低层次的单元，存在于居民的住宅与城市之间。从古典的观

点看，一个邻里是一个在物质空间上有所限定的整体，其中

设有一些低层次的，以满足居民的日常需要服务设施，住在

邻里单元的居民有一种社区的感觉。 邻里既是一个在形式上

的整体（物质性单元），也是一种社会功能上整体（社会性

单元）。邻里规模的大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参数，要求所有

的住户与中心设施，尤其是小学校都能在步行距离以内。邻

里在城市中的实际存在，且对居民是有益的。这并非仅仅由

于科学研究的结论，而是城市规划方面始终把邻里单元作为

一种基本构想，把邻里单元作为城市规划中城市的次单元。

2. 4 邻里单元的规划目标 从理论上阐明邻里单元的哲学思想



，迄今仍很少见。但邻里单元要达到的规划目标，在许多规

划中都有说明，如： （1）要容纳一定数量的居民，规模既

不能太大，太大将破坏个人间面对面的接触，也不能太小，

太小会失去多样化与变化，5000人左右的居民被认为是恰当

的规模，主要原因是由此能设立一座中心小学。 （2）要提

供不同的住宅类型，使不同收入的人能混居于一个邻里单元

中，以获得多样化。 （3）邻里单元中的居民应住在一块不

被过境交通穿越分割的居住领域中，外围要有确定的，可被

辩认的边界。 （4）邻里单元中，要有恰当的服务于日常生

活的设施，如：商店，娱乐设施。 （5）服务于日常生活的

设施要在住户的步行可达到的范围以内。 （6）通过这些日

常生活的设施吸引居民们天天或至少每星期都能到这里来，

以此发展社区生活及社区的认同感。 （7）把社区内的精神

生活集中到社区的民主制上来。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实施民

主制，可使一个人在一个巨大的城市社会里具有个人参与社

会，成为社会中一个主要成员的感觉，所谓“角色感”。 把

邻里单元视为城市的一个细胞组织，按情况如加以重复运用

，直到一座新城发育成为半自给的邻里单元构成的拼镶来的

整体。 2.5 社会资本和社区规划 在社区中的信息网络，互相

信任互相帮助的传统就是社会资本的表现，在我的社区规划

思想中社会活力与社会气氛是构成社会理想生活不可缺少的

部分。在本文中把它们都纳入了社会资本的范畴。社会资本

的兴衰直接影响到一个社区能力大小和为居民服务的质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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