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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街道环境的人文景观营造脉络阐释
Explaining on Context Landscape Creating of City Street Environment

汤洪泉 Tang Hongquan

汤 米 Tang Mi
内容摘要：街道建筑通过凝固的艺术展示市民的生活，展示城市的繁荣风采，也

细致地呈现了每一个人真实的生活。在城市街道周边环境与景观艺术设计中，公

共设施、植物绿化、灯光照明等节点与界面共同组成街道人文景观的重要元素，

这些要素的精心选择与组合，反映了城市的性格和文明。城市街道景观艺术设计

的真正目标是为市民创造积极、健康、优美的生活环境，向游客呈现城市独特的

脸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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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承载生活”的城市街道人文复合性

街道是为城市输送给养的血管，是

经济贸易与市民活动所需的主要要素之

一，是城市设计在功能性和艺术性层面

的个性统一。人们的交往活动与城市街

道或街坊有其密不可分的独特生活联

系——“将街道确立为市民自己的活动

场域”—— 承载着悠久历史和地域文化

的城市街道是展示城市民众行为的大舞

台，反映并引导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和活

动，是城市公众行为的主要空间载体，

反映了公众的行为特点和价值取向。日

本著名建筑师芦原义信在《街道的美学》

中论述“街道的构成”时，即着眼于世

界各城市间公共空间营造理念的比较而

指出：“在城市形成时能看到街道的意义

并富有强烈感情的，主要是拉丁民族，

盎格鲁－撒克逊人次之，日本人可以说

最差。特别是意大利人，街道就是他们

生活的一部分，不只是为了交通，还是

作为社区而存在的。⋯⋯对意大利人来

说，街道是生活的一部分，是挚爱的表

现。”[1]的确，意大利的城市街道在人们

日常生活中表现出鲜明的功能，其街道

不但是市民交通、生活、游憩的场所，

而且划分出城市的社区——宽阔整齐的

街道及鳞次栉比的建筑，方便了市民的

出行、提高了生活的品质、愉悦了人们

的心情。意大利街道的连续性和韵律感、

历史内涵和现代风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街道形成的空间明晰了街道及建筑的功

能，引导了市民的活动，形成独特的街

道景观。街道的界面设计重视建筑的功

能、风格、色彩、搭配，视觉冲击力强，

直观易理解，人们很容易被景观所感染，

人文环境情感立刻被激发与释放。

二、“连接内外”的街道建筑界面关联性

1. 街道界面的结构秩序

街道的功能性、标志性、景观性、

生命力必须和谐统一，“在街道形体环

境中，整体性是各个局部图式之间连接

的模式，也是人的认知达到动态平衡时

的状态。街道整体最终的特征是人性，

事物越是人性化，越是充满感情。⋯⋯

秩序的整体性真正升华的时刻，就是个

体真正与街道整体环境融为一体的时

刻。”[2]建筑的外立面勾勒城市街道的外

空间范围，建筑的内部则构成城市街道

的内空间场所。城市街道的内涵除了道

路本身，还包括与之相关的元素，如建

筑、人群、公共附属设施等。城市街道

两侧建筑的外部立面作为界面界定了街

道内外空间，然而，城市建筑形态亦是

相当复杂的，不仅取决于建筑的功能与

技术，更与城市历史形态结构的发展脉

络、城市政治权力演替、艺术思潮涌动

与传统文化变迁息息相关。例如香榭丽

舍大街的科学设计即始于 19 世纪，巴

黎市中心 1853 年改建时对其大街的宽

度、立面形式、建筑的规模都进行了研

究，其整体景观亦实现了技术、功能与

艺术的统一，不断生长完善的香榭丽舍

大街具有丰富性、层次性相结合的景观

界面，形成了良好的景观视觉效果，张

扬了法国古典的优雅与现代的浪漫和谐

统一的特殊人文精神。因此，建筑形成

的界面是立体的、连续的、变化的，带

有一定的抽象性、内涵性和结构性，随

着视角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间不同，

会产生明显不同的视觉效果，体现出街

道两侧建筑的节奏感、韵律性和不同秩

序向度的景观风貌。（图 1、2）

2. 街道设计的多维反思

20 世纪之后的发展中国家迅速开

放，现代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对于城市

街道及相关建筑规划设计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各种设计

思潮大大影响了城市街道建设，发展中

国家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恰如亚历山

大在《建筑的永恒之道》中所说：“一

旦城市中的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构形一

个建筑，或一部分街道，或帮助形成

一个公共建筑，在建筑转角处加上一

个花园或平台——那么，在这个阶段，

城市的生长和再生就是许多活动的合

生。⋯⋯在这个不断变动中，城市的人

们在不断地建造、重建、拆毁、保持、

修改、改变、又建造。”[3]然而，一些发

展中国家在城市街道建设时，把发达国

家城市建设的现代元素奉为标杆，落实

在城市街道的规划与建设上，发展中国

家城市街道景观就产生了明显的变化。

例如我国各地规划统一的现代商住楼盘

拔地而起，虽然体现了强烈的现代色彩，

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文化特

色。仿西方古典建筑的廊柱等装饰，也

使得文化元素的嵌入感过强，街道两侧

外墙景观不够和谐，减弱了街道作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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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名片和标志的作用。固然在城市街道

建设中引入国外成功的元素可以节省时

间与成本，但这样会让城市失去自身的

风格与文化特色。亦有很多历史文化名

城本可充分通过街道景观来彰显本地的

文化风情，但是近年来城市大规模改造，

一些具有商业价值的地段之上有特色的

古老建筑被成片拆除，建设过程中片面

求洋、求宽、求大，街道宽度比例严重

失调，人为阻断居民活动空间流，使得

旅游者与市民对城镇生活价值的体验限

于被动。因此，在城市街道规划建设中，

须慎重考虑对有历史意义的旧建筑的处

理，在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力求保持城

市街道景观的魅力。

三、“营造细节”的街道辅助设施功能性

城市街道需要服务于不同的功能，

受自然地势影响，并与街道的宽窄、坡

度、走向有关。同时，不同的民族文化

都有各自的地方特色，在归属的自然环

境中健康发展，形成了不同民族特色的

城市形态风格。在街道景观设计规划中，

需要连续的界面，而且要在城市街道设

计中体现出节奏感。如同音乐创作中的

高潮，应结合功能、地形、历史文化进

行环境设计，使得具有突出价值的人文

景观与自然历史景观内容完整呈现在城

市街道建设中，并通过标志性建筑、游

憩广场、街道楔形绿地或构筑物等传承

优秀的民族城市与建筑文化。（图 3、4）

1. 公共设施的细节性设计

公共设施体现出对城市人口的承载

与服务水平，与市民的生活最为贴近。

公共设施的材料、造型与周围环境的和

谐性，决定着街道的风格与特色。在古

罗马和古希腊的城市建设中已有大量的

公共设施来服务公共的需求，其在人们

平时生活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具有统

一艺术主题的路灯、座椅、垃圾桶、花坛、

交通标志牌等这些公共设施小品与市民

极为接近，可增加公共设施与街道环境

的协调性，不仅方便人们的社交与出行，

更能给游客以便利感、亲切感与温馨感，

让市民产生对城市的文化归属感和自豪

感，并为街道人文景观增添更多色彩。

除了公共设施的基本功能，尚需在公共

设施设计时考虑历史、文化与城市的性

格，以传播城市文化并让游客可以快速

了解城市的历史与个性。（图 5、6）

2. 绿色生态的城市街道设计

“一座城市可持续发展实现的程度，

既与城市街区的形式有关，也与各项功

能的布局有关。街区的设计手法以及街

区内的土地利用的混合方式，都影响着

建成环境的质量。⋯⋯城市生活不应只

存在于像玻璃覆盖的中庭和巨型结构那

样的大尺度建筑综合体内，而应在广场、

林荫大道、公园和街道上”。[4]植物景观

作为街道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精心选

择绿化植物品种，通过树木、绿地、花

丛的配合，丰富城市街道的景观。而且，

植物有其独特的自然美感，通过四季的

变化增加城市街道的色彩，蓬勃成长的

植物也会让人产生生机勃发的活力。按

照街道特定要求选择合理的植物创设城

市街道景观，可以有效地发挥植物在城

市景观中的生态功能，形成疏密有致、

街道界面分明、植物群落搭配美观的街

道绿化效果。（图 7）

3. 烘托视觉的街景照明设计

灯光照明的初始功能是便于街道交

通，但城市街道灯光照明也是街道景观

设计的重要内容，街道两侧的商家也可

以在店面利用灯光来提高店铺品位，吸

引客户注意。现代城市街道的魅力不仅

来自于白天的美景，城市街道装饰性的

照明效果亦使得城市在夜间变得生机勃

勃。白天街道灯具虽然不发光，但仍可

通过其优雅的造型美化街道景观；而街

道灯光在夜间除为路照明外，还可以通

过灯具外形、灯光色彩、照明亮度以及

光线层次等来共同塑造辉煌夜景。同时，

城市街道照明在景观设计中须体现出时

代性，如技术、数量、光源种类的多样

组合选择，须满足基本功能要求的同时，

亦不产生光污染，并防止能源浪费。（图8）

结语

街道是展示城市性格和特色的舞

台，其景观元素包括城市建筑、植物绿

化、公共设施、灯光照明等节点与界面，

而这些要素的精心选择与组合即反映了

城市的性格和文明。城市街道景观艺术

设计不能为了突出基本功能和节约成本

而简化，其真正目标应是为市民创造积

极、健康、优美的生活环境，向游客呈

现城市优雅的脸谱。我们在享受国际化

带来的物质生活的同时，更要积极地发

掘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从发达国家引入

先进文化的精髓，兼容并蓄，为城市居

民创造美好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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