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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C_BA_E6_99_AF_E8_c61_93450.htm 进入新世纪以后，住

宅建设发展的一个耀眼亮点，就是“生态住宅”、“绿色住

宅”、“健康住宅”理念的兴起。市场如何供给一个健康、

舒适、美丽的生态家园？成为开发商和消费者共同关注的热

门话题。 “以人为本”的问题被强调出来。目的是要人们认

识小区建设必须围绕“人”这个主体，一切实施举措都要为

人的健康、舒适着想，为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着

想。 特别是，人们已不再单纯地把居住环境作为一种生存资

料，同时也要求其成为一种赏心悦目、怡情养性、益寿延年

的享受资料，其中就包括了提供美的享受。因此，解决好住

区环境的景观问题，就历史性地摆到了我们的议事日程。 笔

者以为，小区景观的营造，应当符合三大原则，即生态原则

、经济原则、文化艺术原则。 生态原则 人居环境最根本的要

求是生态结构健全，适宜于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小区

景观的规划设计，应首先着眼于满足生态平衡的要求，为营

造良好的小区生态系统服务。 品评小区景观优劣应把握的尺

度，按其重要性可依次排序为：生态尺度、舒适尺度、美观

尺度。其中，生态尺度是品评小区景观水平的根本尺度。而

舒适、美观，则是与小区的档次相匹配的。不同档次的小区

，可以有不同的舒适尺度和美观尺度。但是，各个档次的小

区，都无例外地要求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在满足生态要求

的基础上求舒适、求美观。 从生态平衡的角度来看，住宅小

区景观的主要作用是通过绿景、水景、山景、石景等设施来



调节空气质量和丰富视觉感受。当然这绝不是说“绿色住宅

”等于“绿化住宅”。现在讲的“绿色住宅”是由“室内环

境”和包括绿景、水景等在内的一整套“室外环境”的保护

、改善措施来造就的。但对景观而言，主要通过绿景、水景

、山景、石景等等设施来改善环境。 经济原则 小区景观的经

济性，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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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经济原则是非常重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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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很值得我们借鉴。 我国是园林大国，在造园艺术宝库中，

有着许多强调经济观点的论述。 利用建筑物的巧妙组合、摆

放来造景。实际上，小区内楼座的组合、摆放形式也是一种

景观。例如，将住宅小区内的高层、多层、低层、别墅等不

同高度、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建筑物进行巧妙地组合、摆

放，有节奏，有韵律，错落有致，可以很经济地造成丰富的

景观。 特别是为了克服“排排房”、“兵营式”的楼座布局

所造成的呆板单调之感，应力求摆放形成围合、半围合空间

。中国民居自古以来就有一种执着的挥之不去的“围合情结

”。围合空间的形式，传承了中国传统的民居人文习惯。这

既是防卫、安全的需要，又是人情、亲情所使然。 这种围合

、半围合的形式，造就了组团内部的相对私密空间，增强了

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凝聚力，正在日益成为社区规划创意的

追求目标。 造园占地面积应适当控制。中国造园技巧特别推

崇“小中见大”的传统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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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小区用地很珍贵，不能动辄辟地

若干亩，搞大广场、大草坪。大而无当，既浪费资源，又增

加业主的负担。尤其是那些规模较大的小区，周边的居民对

中心花园等公共空间的共享度（或称“均好性”）很差，不

如将小区分为若干组团，每个组团分设小型花园和若干个庭

院景观，则居民受“均好性”之惠多多。 文化艺术原则 我感

到，现在应特别注意和加强研究的是小区景观的文化艺术性

问题。 小区景观绝非是草树花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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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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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