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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和人们审美品位的不断提

高，以往以满足功能为目的的城市设计已经越

来越难以适应社会发展与人们的多元审美需求。为此，

全方位美化城市，提升城市整体美感，便成为新时代

城市设计工作的重要部分。然而，这种理念下的城市

景观设计多追求成熟的工业风，进而导致传统生态风

光逐步减少，不同城市间景观差异化较低，缺乏地方

特色。同时，我国城市的自然环境不断恶化，污染问

题日趋严重，也极大地降低了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

许多城市景观设计师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因此开始研

究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景观设计路径，力求在保持

城市景观功能性与现代感的同时，建立起一套符合现

代社会发展需求的生态主义景观设计理论。作为我国

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城市景观设计师之一，俞孔坚

以自己科学的生态景观设计理念和扎实出众的设计技

术，通过简洁但又富于层次感的设计手法，创造出了

一种既具艺术性、又具实用性的生态主义城市景观设

计理论，解决了我国传统工业用地改造、城市区域生

态规划以及公共空间可持续利用设计的问题。他认为：

“可持续的景观是生态上健康、经济上节约、有益于

人类文化体验和人类自身发展的景观。”①本文通过

对俞孔坚城市设计理念的研究，力求对目前城市生态

景观设计的创新提供一些思路。

一、俞孔坚生态主义景观设计理念解读
作为一名出色的景观设计师，俞孔坚在当今国际

景观设计领域内具有较强话语权，被公认为推动行业

发展的重要领军人物。他于1980年进入北京林业大学

园林专业学习，1987年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

教，后赴哈佛大学继续深造，于1995年获得设计学博

士学位。1997年受北京大学的邀请，回国创立了北京

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②1998年，俞孔坚创办了

具有国家甲级资质的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土人景

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俞孔坚的设计理念最初形

成于国内求学期间，后来在哈佛大学的时光也极大地

影响了其设计理念，并塑造了他的专业风格。期间，

受到导师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俞孔坚逐步形成了

一种将现代科学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美学观

点，这奠定了他后来设计理念的基础。此外，俞孔坚

还受到了包括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美国兴起的极简主

义、大地艺术和生态艺术在内的现代艺术理念的影响，

创作出许多出色的景观作品，并最终确立了生态主义

的景观设计理念。

俞孔坚的生态主义景观设计理念与以植被建设和

动物栖息环境建设为核心的生态主义理念有较大区

别。简单来说，其设计理念就是以建设城镇居民与城

镇土地和谐统一之生态关系为核心的“新乡土观”。

所谓“新”，指的是城市景观设计不能走传统城市规

划的老路，更不能受到中国过去几十年城市建设旧思

想的影响，而是要摆脱中国快速现代化、工业化所带

来的功利化、机械化思想，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动态

生态化城市为标准，以切实提高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

为目标，是一种全新的设计理念。所谓“乡土”，指

的是城镇居民与其所居住地区的土地之间的实际关

系。具体来讲，就是现代中国的城市景观设计要做到

合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注重城市景观设计的本土化

和实际景观的亲民化，避免出现高高在上、流于表面

城市生态景观设计创新路径探索
——以俞孔坚生态主义理念为基础

薛 勇

摘 要 ：当前，在我国的城市规划中，同质化现象较为明显，生态环境破坏较重，因此需要在城市设计中
探索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景观设计路径。俞孔坚的生态主义理念正好契合了目前的城市发展潮流，能够为新型城
市景观规划提供参考。本文分析了俞孔坚生态主义景观设计理念的内涵，总结了其生态景观设计的主要实施路径，
即“反规划”理念、生态基础建设和景观安全格局建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时代创新型生态城市景观设计
的实施路径，为城市生态景观设计尤其是旧工业地块改造提出了具体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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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子工程。要能够切实提高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

同时加强他们的归属感和自豪感，使其能够反过来对

城市生态进行保护，从而真正实现城市生态的可持续

发展。③

俞孔坚的这种“新乡土观”是在目前我国人地关

系紧张和民众自我身份认同危机的时代背景下提出

的。他认为当下为了追求城镇的高速发展，在建设中

多忽略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城市景观的建设往往以破

坏自然生态为前提，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自然法则。

同时，这些以生态破坏为代价的景观建设却无法满足

城镇居民的日常需要，为他们带来实际好处，这正是

人地关系紧张的表现。在俞孔坚的景观设计理念中，

城市管理者和设计者应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放弃

或减少城市面子工程、地标建筑的建设，而以自然环

境和广大民众的诉求为景观建设的根本，从而使普通

民众能在城镇景观建设中真正获利。此外，俞孔坚还

认为景观建设不仅能体现城市品位，还能提高当地民

众的身份认同感。只有让民众意识到优秀的城市景观

不是城市建设的表面工程，而是切实提高人们生活质

量的惠民工程，是改善城市形象和提升城市气质的文

化象征，才能真正树立起民众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提

高他们的身份意识与主人翁意识，从而将城市生态环

境的改善落到实处。

二、俞孔坚生态主义景观设计的主要路径
在俞孔坚生态主义景观设计理念中，他还提出了

实现理念的三条主要路径。这三条路径从宏观角度总

结了实现其生态主义景观设计理念的基本方法，体现

了俞孔坚生态主义景观设计理念的核心。

（一）“反规划”理念
城市规划较通用的方法是在规划之前先确定目标

城市的定位与性质，之后根据这些性质确定城市各部

分土地所需基础设施的尺度和规模，最后再利用成熟

的空间设计理论进行具体规划与布局。随着时代的不

断发展，这种方法已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当面对经济

快速发展带来的各种潜在不确定性时，此方法实在难

以满足时代的发展需求，更无法保证规划设计结果的

实际效果与实施效率。

基于此，俞孔坚通过对相应企业和实际情况进行

研究与考察，在2003年提出了“反规划”的城市规划

理念。⑤这一理念并不代表不在城市设计过程中进行

规划，而是强调在规划设计过程中不以传统方法中占

主要比重的建设用地入手，而是从一些非建设性的生

态用地入手，即确定城市的“不建设区域”，以城市

的生态景观和自然景观为核心，进行城市规划设计。

“反规划”理念以维护我国日益脆弱的生态环境为核

心，从反思城市实际情况、反思传统规划方法弊端、

反向规划进程、逆向规划成果四个角度革新了城市规

划理念，成为俞孔坚生态主义景观设计理念的核心部

分。如图1所示，在浙江省台州市的城市规划工作中，

就第一次实际运用了这一理念。

  图 1  台州永宁公园景观分层图④

（二）生态基础建设
生态基础建设是城市生态景观设计的基础，也是

城市进行生态保护的关键步骤，更是保证城市生态景

观完整性，提高城镇居民居住环境的重要环节。生态

基础建设首先就包括生态防御建设，以此保护正遭受

威胁的城市生态系统。在进行生态防御系统建设的过

程中，首先要对目标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元素进行

识别，包括但不限于城市水系、土壤肥力、地质条件等。

之后，再将这些元素视作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变量，

通过强调城市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利用特定技术和理

念来保护这些变量不受到来自城市建设的损坏，同时

尝试对已受损变量进行修复与改善。另外，在保证城

市生态安全的情况下，利用对空间的资源配置和优化

设计实现最佳的城市格局，以使自然环境与野生动物

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关系，从而提高城镇居民的生活质

量。其次，在进行城市生态基础建设时，俞孔坚通过

对城市元素的适应性分析，计算出各元素实际位置的

最优分布，从而以较低成本获取城市规划中各部分的

最优路径。最后，俞孔坚还利用城市规划理论、生态

学、景观生态学原理，并在其中加入运筹学、经济学

等领域的相关概念，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原则来制定

生态基础建设中的各项章程。

（三）景观安全格局
景观安全格局是以生态学、景观生态学相关原理

为理论基础，基于城市景观实际情况和规划内容，通

过对景观建设过程的仿真来判定这些生态景观是否有

益于城市生态景观设计，是否能保证景观建设过程的

安全。⑥不仅如此，俞孔坚还利用博弈论的相关原理

来研究景观建设中存在的冲突，将这种空间上的竞争

与福尔曼的景观分析原理相结合，以此寻找景观建设

中的安全点。这些安全点是景观安全格局的基本点，

通过对这些安全点的比对分析，进而选择建设中生态

风险最小的加以展开，最终形成景观安全格局理论。

俞孔坚在相关论文中提到，生态、视觉和农业是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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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代表性的安全点。因为在国土资源规划中，这三

点分别代表了国家的生态环境、旅游产业和食品安全

水平，是国土生态安全中最重要的三个组成部分。在

俞孔坚的著作中，他以丹霞山风景区（见图2）为实例，

分析了安全点的选择及景观安全格局设计理论，最终

完善了其生态主义景观设计理念。

图 2  丹霞山风景区总体规划⑦

三、城市生态景观设计创新路径探索
俞孔坚的生态景观设计理念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

超前性，在我国城市景观设计中也有较多实践。浙江

台州永宁公园、上海后滩公园、秦皇岛植物园等城市

生态景观都是俞孔坚生态景观设计理念的作品。这些

作品大多利用城市中的旧工业用地，很好地恢复了地

块的生态环境，修复了生态系统，将城市风貌、文化、

设计艺术语言及生态融为一体，不仅获得了行业赞誉，

也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从这些成功的设计作品以及上

文对俞孔坚生态景观设计理念的研究可见，城市生态

景观的设计需要走一条富于时代性和创新性的全新路

径，在旧城改造过程中合理利用与修复废弃工业用地，

通过精心设计，构建新型的生态景观。具体说来，就

是要在城市生态景观设计中贯彻以下三点：

（一）对地块原有资源的再利用
在进行旧工业地块改造时，往往会遇到工业设备

和设施遗留的情况。对此，通常都是将这些遗留设施

进行抛弃和清理，以还原完整的地块生态面貌。但俞

孔坚的全新生态景观设计理念却提倡对旧工业设施进

行一定程度的保留与再利用，这不仅可以降低建设成

本，减少建设中的二次污染，还可以保留地块的使用

痕迹，将地块改造前的作用及其对土地的影响保留在

群众的记忆中。一般情况下，这种保留与再利用有完

整保留、部分保留、碎片保留三种形式。完整保留是

指将地块原本的道路系统、大型建筑、巨型设施等元

素加以保留、再设计和再利用，如广东省中山市岐江

公园中的铁轨（见图3）。

这种方式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生态改造前的工业

痕迹，通过合理的设计，能带来极强的视觉震撼，在

新型生态景观设计中具有核心地位。部分保留是保留

一些能代表地块特征的景观，这些景观一般是零星、

独立但却具有较强代表性和一定建筑艺术美感的工业

设施，如岐江公园的龙门吊等。这种方式通常在景观

标志性元素设计中使用，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碎片

保留则是保留原有地块中建筑、设施的一部分或其中

的一些零部件，如电机转子、齿轮、墙体等。这种保

留方式能够从细节处体现地块原有的使用痕迹，在整

体生态景观设计中能起到较强的点缀作用。

（二）对地块原有元素的改造
对改造地块所遗留下来的各种设备、废弃建筑

等，可在选择性保留的基础上进行景观艺术改造，即

根据这些遗留物的具体性质，赋予其全新的使用功能

或观赏功能。通常情况下，对它们的改造是在进行环

保加工的前提下，利用新技术和新材料将其改造为具

有生态意义的、可持续利用的景观资源，并保留其自

身特点及风貌，使之与当地自然水系、植物生态体系

融为一体。在改造过程中，首先可以利用这些遗留物

自身的独特结构，将其改造成具有利用价值的实用景

观，如岐山公园里的铁路就被改造为整个公园的人行

通道，旧工厂遗留下来的废弃水塔则被改造为具有一

定视觉艺术价值的高空观景平台（见图4）等。其次，

可以对遗留的大型建筑进行改造重建，使其成为生态

景观体系中具有商业价值的建筑，如将废弃厂房透明

化，改造成艺术展馆或新型咖啡馆，汤河公园的茶室

就是这种设计思路的具体体现。最后，可以对旧地块

遗留下来的碎片元素进行改造，将碎片保留后，经过

现代艺术的加工，处理成生态景观体系中的小型景观，

这样便可完善整个景观体系，使生态系统与视觉艺术

得以完美融合。

图 3  废弃铁路改造的人行步道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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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37页）式赋予产品更多的阐释和审美空间。纵观

20世纪以来的设计界，无论服装、建筑还是工业设计，

都不难发现蒙德里安新造型主义的身影，也正是这一

美学理念引导设计从沉重复杂的传统转向简约理性的

现代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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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岐江公园中的骨骼水塔⑨

（三）对生态技术的应用
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使得人类利用技术来影响和

修复生态环境成为可能，如生态河流流道修正技术、

雨水净化技术以及土壤再生技术等。在设计和建造生

态景观时，对这些技术加以合理利用，不仅可以修复

旧地块中被破坏的生态环境，而且还能保证土地在景

观开发过程中不受到二次污染和破坏。同时，利用雨

水净化处理技术还可以对雨水资源进行收集、处理，

为景观体系中消耗水资源的环节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环

保水源。此外，旧工业地块常常包含了废弃的污水排

放系统及相应管道。因此，利用生态河流流道修正技

术将自然河水流道与经环保处理的排污管道相融合，

就可以创造出全新的自然河道。这样做不仅能够修复

河流体系，恢复野生动物栖息地，还可以在汛期起到

防洪引流的作用。总之，生态技术的应用将在新型城

市生态景观设计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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