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箍一：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公园建设日益重要，文章旨在对多元背景下新型城

市公园设计进行探索。文章以法国巴黎拉维莱特公园为例，从整体上剖析这个

作品。最终与实际结合，归纳其理念及手法，并对新型城市公园的建设提供建

议。拉维莱特公园受多元背景下的客观因素及设计师伯纳德屈米的个人主观因

素影响，理念打破常规、手法创新独特，可为新型城市公园设计提供帮助。

关■一：伯纳德屈米拉维莱特公园新型城市公园

中■分类■：J59 文献标识碍：A

文一■号：1003-0069(2019)01-0148-03

Ab吼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park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This article lakes La Viiiette park in Paris，France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is work from the whole．Finally．jt combines with the actuaI

situation，summarizes its ideas and methods．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ewurban parks．Under lhe background of La Villette park by multiple

Objective factors and the architect Bemard Tschumi‘S personal SUbiective factors．

unique idea break the routine，technique lnnovation，can provide help for new urban

park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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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盲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物质水平的提升，城市生活逐渐丰富，在此多

元化的背景下，城市居民对于城市公园的需求逐渐增加，因此，探索多元背

景对新型城市公园诞生的影响、理涮顺应多元背景下新型城市公园建设的
思路至关重要。其中拉维莱特公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诞生不仅意味

着城市公园建设的进步，其先进的理论基础及设计手法对整个建筑行业都

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为当下新型城市公园的设计提供思路及参考。

m、时代背量

想要对拉维莱特公园进行探索，便不能忽略其所处的时代背景，需

对法国当时的社会文化、经济发展、人文环境进行分析、思考，特别是自

二战以来的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发展情况。多元的历史背景对公园的诞

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客观影响。

(一)社会背景

1．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在十八世纪末的法国，随着封建制度的瓦

解，现代园林景观得到了发展契机，但“法国随后陆续经历了拿破仑战

争、普法战争、一战、二战”。频繁的战争对法国的建设发展带来了沉重

的打击，法国经济也由此停滞不前。园林景观发展遭遇瓶颈。

战火消弭后，法国政治依旧风雨飘摇，频繁的换届使政局极为不稳，

僵化的社会制度严重打击了建筑设计工作者的创新积极性，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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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持续到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建立。戴高乐就任第五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之后，逐步进行各部部长的人员调整，政治家被文职人员及技术人员替

代，文官体系形成，这对法国艺术及文化的发展提够了，瞄要的前提。随着

第五共和国的建立，法国经济得到发展，社会环境保持稳定，法国由此进

入-个新的时期，这为风景园林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开放的成长环境，也为

风景园林的设计创新提供了可能。

2．社会文化背景：1968年，法国等工业化国家在经历了自二战结束

全力发展的三十年黄金岁月后，整个欧洲社会进入经济增长缓慢期，在看

似祥和的表面下风云不断。其中，僵化的教育体制使得很多学生无法确立

明确的学习目标，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更是加深了他们的焦虑，他们的
精神危机愈加深重，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同时期，布拉格之春、中国

文化大革命、美国嬉皮运动、民权运动等政治事件对法国年轻一代震撼

深刻，于是以学生为首反主流文化的时代到来，全国范围内响起了一片改

革的声音，在此时大量优秀艺术家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中。革命结束后，

相当一部分革命骨干在今后的日子中逐渐成长为法国乃至欧洲各大学、

各学术机构的中坚力量，这为现代风景园林设计的进步提供了可能，为新

型城市公园的诞生提供了不可忽视的文化、思想力量。

(二)设计思维的发展

1．后现代设计思维的兴起：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为发展带来

了可能，但持久战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仍笼罩着世界，人民的生活处于

动荡不安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的极为巨大的刺激及影响体

现在人们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社会矛盾的突出，人们对往昔推

崇备至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深层次的怀疑，于是萌发了对于权

威及主体价值观的全新探索。随着战争经济的恢复，科技得到了进一步

发展，经济水平的提升与精神世界的匮乏所带来的不平衡使人类渐渐意

识到精神建设的重要性，也意识到以往不予置否的科学也有其缺漏之处，

于是现代主义的动摇，后现代主义渐渐崛起。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越来越多的建筑师意识到以现代主义为理论

基础的全球化风格人文关怀欠缺，于是不同建筑师大胆创作，发展出独特

又多元化的后现代式建筑。同时，建筑师对都市文明和乡间生活的反思，

也推动了后现代设计思维的兴起与转变。

2．解构主义的兴起：由于人们对西方几千年来贯始至终的哲学思想
的统治及镇压极度不满，解构主义于匕个世纪60年代于法国缘起。人们从

现实世界的斗争活动中获得勇气，对以往被视为圣神不可侵犯的哲学观

念发起挑战，对形而上学的西方传统哲学思想大胆颠覆。

解构主义是又,-J-T整体世界权威的-次反叛，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

开始了关于权力、权威、文化、宗教的—次彻头彻尾的反思，人们不再盲

从于绝对权威、绝对意志，对往昔一切不容置疑的绝对发起质问并试图

寻找答案，这是社会或者文化领域解构的正式开始。

随后解构主义在电影、文学、建筑等领域全面爆发。解构主义极大

迎合、激发了那些追求自由的人。如果说结构主义就是形成某一系统性

的理论，那么，解构主义就是将现象之间的关系链拆散，从而颠覆理性、

颠覆现代性。

后现代设计思维及解构主义的兴起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设计

学习者及工作者，也成为了拉维莱特公园诞生的理论基础及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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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城市公园的诞生

最初，由于定居下的游牧民族对于先辈自由生活的怀念与向往，于是

他们通过造园手法将过往游牧记忆引入生活之中，园林艺术由此诞生。

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统治者对于园林的重视逐渐加深，进而形成一大

批优秀的造园师及优秀园林，但此时园林仍为皇室私有。

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园林逐渐走向公众，因此早期公园多为皇家

园林改建。但随着工,11,4C的推进，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

转变，科技的发展解决了许多造园限制，为设计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

支持，且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大批人口涌入城市，社会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多样，传统公园已无法承载公众对于公园的需求，符合多元背景的新型城

市公园建设迫在眉睫。

十九世纪中叶一些发达城市开始出现城市公园，随后为了改善城市

居民的生活环境、提供娱乐休闲的活动场所、减少城市污染，人们开始将

自然风貌融入城市公园建设之中，以弥补城市生活之不足。随着城市尤

其是大型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城市公园建设逐渐成为城市发展中占举足

轻重地位的独立建设项目，现代城市公园以广大市民为服务对象，紧贴

城市发展脚步，不仅以优化城市环境为己任，更承担起丰富人们精神世界

的重要作用。

意识形态转变而造成的客观社会变迁对于城市公园的发展具有深刻

的影响。同时，20世纪以来，经济飞速的发展使得城市化进程加速、物质

建设逐年提升，进而导致城市急剧膨胀。于是在新旧冲突矛盾突出的多

元背景下，传统的造园技法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需求，急需对传

统的设计手法进行创新，新型城市公园应运而生。

随着现代主义的觉醒，大量优秀的景观设计作品由优秀的景观设计

师、建筑师设计修建，这为新型城市公园的发展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其中

拉维莱特公园具有典型代表性，可以为多元背景下新兴城市公园设计提

供积极有效的借鉴。

=、伯纳镥·眉米

(一)设计师生平：伯纳德·屈米是世界知名的建筑师、理论家、教育

家、评论家，也是当代解构主义代表人物之-，是先锋建筑理论的推进者

及执行者。

屈米1944年出生于瑞士洛桑，父亲是瑞士人，母亲是法国人，这样多

元的家庭背景使屈米自幼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屈米的父亲是一位建筑

9币，这使得屈米可以较早接收到全面、先进的建筑教育，而母亲关于文学
及哲学的影响也使得屈米内心极具人文关怀，同时屈米本人对于电影及

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屈米认为许多建筑问题可以在电影及文学中找到

答案，这些都为其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69匀E{1：1纳德屈米毕业于苏黎世瑞士联邦理工大学(ETH)建筑学
专业，在这里他接受了规范的现代主义建筑教育。1970．1980年屈米在伦

敦AA建筑学院任教，由于巴黎五月风暴的影响，屈米进行了关于建筑本

体的思考，“没有建筑不存在事件、运动或活动”的观点贯穿于屈米的执

教生涯，执教期间屈米尝试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并与先锋设计师交流合

作。随后，屈米前往纽约发展，并将作品在画廊、展馆展出。1980-1983年

屈米任教于纽约柯柏联盟学院，1988-2003年担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建筑

规划保护研究院的院长，目前是研究生院建筑学教授。

屈米持有美国和法国的建筑9币执照，并致力于理论创新的建筑实

践。将屈米最初的理论探索第—次最终落实的就是法国巴黎的拉维菜特

公园。随后屈米陆续参加了众多大型招标项目：希腊新卫城博物馆、法国

国立当代艺术工作室、巴黎动物园等，这些项目屈米都努力地践行着他的

设计理念。

(二)伯纳德·屈米核心理论：屈米认为“没有建筑不存在计划

(Program)，不存在运动(Action)，不存在事件(Event)”。屈米反对过
分关注建筑造型，而忽略建筑功能，关注建筑中发生的事件与运动，建筑

不是为了特定事件而存在，而是适合事件展开的存在，拉维莱特公园是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屈米运用解构的手法将想法与语言注入建筑之中；

随后，屈米意识到“矢量”与“围合”这两个元素无论什么时候总是一直

存在于建筑设计之中，从而进一步发展了其理论；在第三个阶段屈米着重

关注观念与环境于建筑设计的作用，原先屈米—直坚持观念决定建筑，

但在随后的实践中，屈米意识到是环境条件把他引向观念，建筑无论如

何是无法脱离环境而存在，应将环境因素和城市肌理纳入考量，而不仅

仅是建造带有自己鲜明特色的地标性建筑。

三、巴黎拉维菜特公园寨侧分析

(一)项目背景：20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最为激荡的一个时

代，八十年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本着以提升城市生活环境为目标的

法国巴黎如火如荼地投入到了现代化城市公园的建设热潮之中，法国在

积极探索与二十世纪城市相适应的城市公园。但“由于单方面强调城市

公园于卫生保健方面的功能”，忽视了人文建设以及造园手法的设计创

新，市民对于干篇一律的城市公园产生了审美疲劳，这使得城市公园使用

效率大打折扣。于是，为了适应多元背景下新型城市公园建设发展的需

要，巴黎设立了革新传统造园理念、创建符合现代城市特征的城市公园

建设目标。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拉维莱特公园诞生了。

拉维莱特公园项目是“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九大巴黎建设

工程之-，因此要求甚高，需要将拉维菜特建设成一个独具魅力的、符合

21世纪发展需求、并目有着深亥U思想内涵的新型城市公园，它既要满足人

们身体上和精神上的需要，同时又是集娱乐、休闲、运动、科学教育、文化

体验、艺术探索等多方面功能的开放式的公园，并建设成巴黎地标式项

目，吸纳世界各地游人。

1982年法国举办了公园的设计竞赛，经过激烈的角逐，建筑师屈米的

方案中奖。

(二)拉维菜特公园设计理论及技法：拉维菜特公园占地33公顷，不

仅是巴黎市区内最大的公园之_，在世界范围内如此体量的城市公园也

是极为少有。城内的环城公路和两条途径的地铁线将公园与巴黎市区紧

密连接，同时，公园园址匕有两条运河，运河纵贯公园，将全园一分为二，

这些是建设场地上无法避免的考量因素。

虽有诸多的限制性因素，但屈米在最初的方案规划中却刻意忽视公

园园址情况，也不是首先从周边环境入手进行考量，而是对诸多不确定

因素的影响进行演练及规划。同时，在项目诉求中要求公园内要包含音乐

活动中心、露天剧场、展厅、影院、科技活动中心、餐馆、健身俱乐部等场

所，使得这-】页目在一般的公园风景建设之上更加注重娱乐、文化、教育
的开展。在屈米的理念中场所与活动的关系才是建筑的核心，即空间与

事件之间的关系，屈米为空间及其用途定义了三种关系：互惠(空间与功

能完美契合)、对立(空间与功能不匹配)以及中立(空间可承载不同的

功能)。在此理论基础之上，建筑可承载的功能大大提升，建筑设计不再

是将业主的功能需求不加修饰地、直白地转化为建筑设讹而是通过建
筑功能的叠加与合并，进一步探索事件再现模式，即功能展开模式，从而

最终实现与当代城市多样性发展本质的契合。

伯纳德屈米更加注重城市与公园的关系，公园不可脱离城市发展而

存在，屈米的理想不是建立一个个人j示签式的公园，而是将公园视为是城

市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要适应巴黎未来的城市发展。

(三)点、线、面的解构与重铸：在实际项目中，理论研究与现实情况

总是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拉维莱特公园也不例外。“在这个有负

担的地块里，项目不会引入其他无关的元素增添混乱。”屈米认为，建筑

必须在其预计功能及实际功能之间产生一定的错位，他用电影艺术中提

出的间离概念来解释这一观点，间离概念是指演员和角色间存在非同一

性，即各自独立性，在建筑项目中，建筑和计划之间也可以存在一定的错

位或是差异，例如影院可能看起来不像影院，展厅可能看起来不像餐厅。

设计师需要通过巧妙设计对现有环境进行干预，以调节他们的项目

与最初构想不一致的地方，从而实现设计的连续性。有组织的结构立足于

项目的整体环境，甚至可以不存在中心或等级，进而独立于使用而存在。

1．点：在该项目中需要一个抽象系统用来调节场地，可以摆脱现实

使用中的条件限制，并且可以巧妙结合周边环境，进而产生间离效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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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维菜特公园中，屈米构建焦格网”作为抽象参考，建立领域场地和使
用者需求间的间离效果，实现结构组织间的理想规划。具体做法是：在园

址场地中有规律地布置点网格，把要求的功能分配至整个地块，分析地

块现状和对应功能的契合度，然后将事件分布进布局。这个设计思路极大

地拓展了场地的使用效率，功能承载力大大提高。

首先，是对公园形体的推敲。屈米用边长为120mXl20m的正方形平

铺在基地上形成网格。其次，根据园址的实际情况规划公园的范围、确定

公园的出入口，从而适应园址错综复杂的现实条件，满足多入口、多流线

的功能要求。然后，根据已形成的网格构筑柱网，将网格中的点抽离出来

组织成柱网，柱网中的每一个点视为“空间叙事点”，在每一个“空间叙
事点”设立一个10．8mXlO．8m的构筑物。最后，将重要的点连线形成全新

的路径并划分功能区域，进而实现整个公园的结构划分。
然后在每个点上建造构筑物，最终有40个构筑物出现在拉维莱特公

园之中。根据之前的网格推导，每个功能区域的结构尺度大致为120m乘

以120m的正方形，功能区域内相应点上的构筑物展现不同的建筑形态、

实现不同的功能需求。同时屈米将框架结构的理念融入构筑物的设计之

中，并且在外轮廓线上采用亮眼的红色，红色在公园中极其跳跃，起视线

引导之用。

2．线：在焦”系统中，附有顶盖的通道构成了“线性”元素，并勾连
起“点”结构，贯穿整个公园。在“线”系统中，在柱网形成的直线之上加

入了大曲度的圆滑曲线，曲与直相互配合，实现公园道路结构的均衡。蜿
蜒曲折的公园步行道，是根据游人的景观视野动线设计的，正是这条弯

曲的路线将公园中所有的景点串联了起来，这实现了屈米“主题公园走

道”的设计理念，它打破了轴向路线的拘束感，实现人在活动过程中的机

动性，进而促进各个构筑物间的联系。在“线”系统中附有顶盖的连廊长

达900米，与直线系统一起形成公园的主干道，其次，主干道上设立了许

多圆弧形的小道，这些小道在满足构图需求的同时，密切了“线”系统间
的联系，它们将没立在?点”上的一系列构筑物紧密串联。

3．面：经过“点”的构造和。线”的切割拉维莱特公园形成了不同的

“面”，在“面”系统上屈米安排了大草坪、硬质铺地及多个主题花园，丰

富的形式使花园可以容纳更多的流动人员，也可以承载更广泛类型的活

动。此外，“面”系统被设计成不分等级的结构，这些结构不是简单的功

能堆积，而是一种可以实现更多计划的结构，无级划分还可以保留由计

划所形成的建筑之间最简单的因果联系。“面”系统的存在极大拓展公园

承载计划的能力，虽然每个面有自己的活动范围，但与“点”系统、“线”

系统的联系使其彼此更加有机结合，进而实现拉维莱特公园的多样性。

“点”、“线”、“面”三个系统各自独立、彼此平等，但又互相依存、

不分主次，三者的巧妙结合构成公园的总体骨架。

(四)拉维菜特公园的叙事性特征：屈米认为建筑中的事件不是线

性单—地展开，我们感受或体验建筑时，令人经历和主观意识会给每个人

带来不同的建筑感受，就像“—万个读者就有—万个啥姆雷特”，而不同

的建筑感受又会影响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形成干变万化的事件。因

此即使建筑的构建方式是线性的、单一的，人们的感知、体验也仍然是非
线性的、复杂的。就如电影、文学中，单一的故事无法形成完整的叙事框

架，建筑也从来不会仅仅满足一个功能需求、实现一种事件开展。这也正

是拉维菜特公园的叙事性特征。

屈米利用解构思想，论证建筑和计划之间、建筑和意义之间没有任

何明确的关系。在“纯粹”的建筑中，计划通常被取消或者在最后的环节

才被重新纳入考■，这种过分关注建筑形式而忽略功能需求的设计方法

是片面的，计划或者说建筑功能也可以乖U用解构的思想被解读、重写，从

而实现使用功能的拓展与延伸。在拉维菜特公园，屈米将建筑中的计划

通过扭曲、打断、重组等方式进行着解构，因此赋予每一个事件无限发展
的可能。

绪论

(一)拉维莱特公园案例总结：时代因素对拉维莱特公园的诞生有

着不可避免的客观影响，这是探讨、研究拉维菜特公园的关键。正如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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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言，当时打破思想桎梏、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激荡多变的政治背景，

以人为本、追求自我的思想潮流，都对拉维莱特公园的诞生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设计师的个人因素为拉维莱特公园的诞生提供了推动力。屈米对电

影、文学、建筑、流行艺术等方面都深入的研究，并且认为跨学科的理论

碰撞能激发更大的创造力，“我对探讨专业边缘地带感兴趣”，“建筑学

的边缘——它的临界地带，是最有意思的地方”，这样的开拓性使得屈米

的作品更具前瞻性及开拓性。同时，屈米本人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性，屈

米以哲学为出发点，结合对社会客观规律的分析和思考，构建了自己独特

的理论方向和研究方法。

拉维莱特公园，这个开放的城市公园一经问世就在世界范围内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公园的设计打破了传统的造园模式，使造园理论及手法更

适宜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提高功能效率的场所及各色活动设施为拉维莱

特公园吸纳了世界范围的游客，并为人们提供了自由开放的场地和尽兴活

动的可能，这些活动引起人们更多的期待。除了设计手法的转变及实际使

用的优化，屈米更希望通过他的全新设计理念引发人们对于建筑内涵及

社会适配性的思考，在拉维菜特公园中，屈米没有给任何抽象的建筑以唯

一的功能定义，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要求为这

些建筑定义属于自己的功能。屈米希望每一位造访者都有自己对于公园

或是公园内建筑的独特理解、独特阐释，而这些阐释又可以演变出全新的

解读，如此循环叠加，最大限度地拓展了建筑的功能多样性，使人成为丰
富空间的驱动力，通过激发每个人的创造力实现建筑功能的延f申。

这样的创新实践使得公园摆脱其固有模式的桎梏，在有限空间上极

大地激发场地潜能，开拓出多元背景下城市公园建设的全新模式。虽时

逾30年，其理论及设计手法的创新仍对当下城市公园的建设产生着重要

的启示及影响。

(二)新型城市公园设计展望：拉维菜特公园的独特创新性对新型

城市公园的发展和理论推进影响深远。屈米认为，设计9币的设计出发点

应是源于对于建筑自身原则的发问。屈米不再将建筑视作静态的结构，

也摆脱了单一功能对于建筑设计的桎梏，屈米将人及人所带来的社会活

动的影响纳入建筑空间的考量，并从这一点出发为建筑重新定义：建筑

不能与在其内部发生的事件分离，即建筑不能与其功能分离，不能与人的

活动分离，屈米借用电影、文学的概念，提出建筑的叙事性，并通过设计

手法的创新，将解构主义思想引入建筑理论，实现建筑与功能间双向探

讨的效益最大化，同时屈米对于流行艺术、电影、文学等边缘学科的研习

与应用使得其全新的理论在传播上具有更大的普适性，这对于新型城市

公园的整体发展有重要启示。

同时，我们应当思考的是，在眼球经济几乎要成为建筑导向标的当

下，人们过分追求视觉效果，大量设计师致力于建造极具1、人特色的。里

程碑”式建筑，使得设计为形式所绑架，在追求特立独行、标新立异的怪

圈中忽视了与城市发展的适配性，这也就失去了建筑本身所追求的东西。

伯纳德屈米始终主张“建筑最重要的是先让自身成为一种认知的形式，

然后才是关于形式或者视觉效果的认知”，这一点值得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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