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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E_90_E5_9C_BA_E5_c57_646908.htm 本文主要从4个方面分

析了场地设计的基本理论与中国传统建筑理论的相似之处，

旨在说明场地设计以及中国传统建筑理论所追求的宗旨，强

调人、建筑、环境和谐共处的重要性。 场地设计虽多见于工

程技术层面，但在场地设计的实践中，其理论体系与中国传

统建筑理念却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

面同出一辙。 场地设计是从宏观的角度把握具体建设项目所

处的地段环境，为满足一个建设项目的要求，以基地现状条

件和相关的法规、规范为基础，有效地组织场地中各要素之

间关系的设计活动。其根本目的是通过设计使场地中各要素

，尤其是建筑物与其他要素能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从工作

内容上看，场地设计即整个建筑设计中除建筑物单体的详细

设计外所有的设计活动，一般包括建筑物、交通设施、绿化

景园设施、场地竖向、工程设施等的总体安排以及交通设施

（道路、广场、停车场等）、绿化景园设施（绿化、景园小

品等）、场地竖向与工程设施（工程管线）的详细设计。从

建设流程来看：实际建设流程中，一般首先是业主确定一个

建设项目，并取得了相应的用地，然后再委托建筑师来设计

，建筑师是在业主所提出的设计任务和基地条件的基础上开

始工作的。设计者在进行具体的设计一前要做细化和完善设

计任务的工作。 城市规划也影响着场地设计，城市规划对场

地设计的要求如下：1）体现在城市总体规划对于城市用地的

发展方向和布局结构的控制之上。2）体现在控制性详细规划



中，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要求是具体性的，对场地设计一有更

直接的影响，场地设计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之中的土地使用和

建筑布置等各项细则必须做出恰当切实的反映。比较二者，

场地设计在现代建筑理论指导下偏重于工程实践；而中国传

统建筑是人们在理想环境追求的指导下，通过工程实践来营

建诗意的空间。二者虽然采取了不同的过程，但我觉得在指

导思想上是一致的。 1相同的自然观-道法自然 场地设计所赖

以依存的对象是自然。作为人类营造家园的工程活动必须以

大的自然环境为基础，不能妄想去征服自然。人类作为一个

生于自然，根植于自然，受自然哺育的群体，只在乎用自然

的方法去寻找并发展与自然系统一致的法则。应该说，自然

法则指导和奠定所有合理的规划思想。当然，这种与自然的

互动要通过一定的要素才能体现出来。场地设计中对诸要素

的综合考虑必须放在人与自然相互协调作用的前提之下。 这

种思想不仅体现于中国传统建筑的创作过程之中，而且始终

贯穿于华夏文化与传统建筑的观念之中。作为中国所特有的

宇宙观，它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有机整体性上，不仅认为认识

自然的组成部分与人是平等的，而且认为天地运动往往直接

与人有关，人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在这种宇宙观念的

指导下，“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总原

则。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论，从天、地、人与自

然结合的观念去看待事物并且长期影响人们的意识形态和生

活方式，造成了我们民族崇尚自然的风尚。同时，“道法自

然”又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依据，正如老子《道德经》中

所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成为我们

日常行为活动的最高指导原则。 2相同的有机整体观 如果说



城市规划是从更大的范围考虑城市各元素之间，城市与自然

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场地设计则是从建筑具体地

段环境来协调各方关系，但整体性的观念、和谐的观念始终

贯穿其中。在尊重具体地段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协调气候、

土地、水、植物、建筑、人及道路、管网等之间的关系，使

它们与具体地段相呼应，成为一个具有自身景观特点的有机

整体。 在场地规划的实践中，它既包括了整个建筑项目与地

段环境的协调，尽可能少破坏自然环境，利用已有的自然环

境；或采用合理的方式适当改造地段的环境使之符合人的理

想环境要求，同时也包括了建筑与自然环境、建筑与人工环

境、建筑与室内外空间的相互贯通和交融，效仿自然界有机

理念，创造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境。 中国的风水学与

场地设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是中国古代一种有关建筑环

境的基址选择与规划设计的理论，又称“地理学”.中国古代

建筑成就瞩目，恰恰是风水学术中记载的规划、设计、建设

的理论和方法，为中国建筑的辉煌助有一臂之力。古代风水

师也承担了建筑师、规划师、设计师的角色，研究风水渊源

、沿革、流派、宗旨、方法及其成就，关联了中国古代城市

、村镇、住宅、陵墓等，其中包括地理、地质、生态、小气

候、绿化、建筑群及外部空间设计、心理学、伦理学、哲学

和美学等方面的话题。 3具体处理手法上的一致性 在具体场

地设计的过程中，首先需要观察地形、地貌，了解当地的气

候条件，植被以及水文资料，作出合理的判断，进而形成符

合具体地段环境场地的规划设计。与此同时，在中国传统建

筑理论的相地理论里也同样讲究望、景、观、卜，“望”是

从远处观看地形、地貌；“景”是考察地段与太阳高度角、



风向的关系；“观”是去实地考察植被、水文情况；“卜”

是指用龟背等器具来进行占卜。古人在进行完这些程序之后

才具体来规划用地建造房屋。 在上述“天人合一”的认识论

，“道法自然”的方法论及有机整体论的指导下，场地设计

在具体的处理手法上，例如建筑的处理、树木的处理、水体

的处理、道路的处理以及景观视觉处理都与中。国古典园林

的营建方式极其相似。中国古典园林的最高原则讲究“虽由

人做，宛若天开”,因此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中国古典园林

对于树木、建筑、水体及其道路的营建都极力模仿自然有机

形式，恢复人对自然共生本性的回归，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空间环境。 4建筑的处理-与环境共鸣的人工环境 建筑往

往是一个基址上最重要的人工环境，是精神与物质的载体。

物质可以通过具体的建造来完成，而精神需要与环境的共鸣

设计来达到。西蒙兹认为理想的居所是自然场址和景观环境

的最佳组合，并把这一目标的实现程度作为衡量居住成败以

及居住者适应性、健康程度的标准。于是在建筑具体处理上

往往通过分析场地，结合地形恰当布置田园和建筑，适应地

质构造，尽量减少对现存生态系统的干扰，反映气候条件并

且考虑景观的布局，强调最佳的效果，整合各种要素，营造

理想的人居环境。 中国园林中的建筑既要满足各种园林活动

和使用上的要求，又是园林景物之一，园林建筑是与园林环

境及自然景致充分结合的建筑，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

地形及环境的有利条件。任何建筑设计时都应考虑环境，而

园林建筑更甚。建筑在环境中的比重及分量应按环境构图要

求权衡确定，环境是建筑创作的出发点。我国古典园林一般

以自然山水作为景观构图的主题，建筑只为观赏风景和点缀



风景而设置。 园林建筑是人工因素，它与自然因素之间是有

对立的一面，但如果处理得当，也可统一起来，可以在自然

环境中增添情趣，增添生活气息。园林建筑只是整体环境中

的一个协调、有机的组成部分，它的责任只能是突出自然的

美，增添自然环境的美。 为解决与自然环境相结合的问题，

中国园林建筑还应考虑自然气候、季节的因素，因此中国南

北园林各有特点。 因此，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场地设

计的理论体系中有许多中国传统理念的影子，特别是在约

翰O西蒙兹的着作《景观设计学-场地规划与设计手册》中更

能体会到这一点。现今，场地设计在建筑实践活动中越来越

被人们所重视，人们对于环境的珍视已经超越了建筑本身，

建筑师更不应该始终沉迷于自我的世界中，不断地忘记自己

的身份，使我们的聚居环境时时处于令人尴尬的境遇，而应

该帮助人类，使人、建筑物、社区、城市以及人们的生活同

地球和谐相处。这不仅是场地设计追求的最高宗旨，也是中

国传统建筑理论所推崇的。 相关推荐：#0000ff>高层建筑的

美学价值探讨 更多推荐：#0000ff>2011年注册建筑师考试成绩

查询时间汇总 #0000ff>2011年注册建筑师考后真题及答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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