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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蓄表达历史的现代景观设计
——_以伦敦Thames Barr-i er公园为例

口张云，都铭

[摘要]作为一个新建的现代城市公园，Thames

Bar r1 er公园流露的历史感较为含蓄，其以“绿

色船坞”为主要场景，通过强烈的指向性，暗

示“归向泰晤士河”这一主题，使人渐渐回忆

或联想起场所的港口历史；而小规模分散于喷

泉广场、“绿色船坞”等5个相对独立的场景中

的硬质景观，通过材质、色彩、构造连接等细

部含蓄地暗示场所的重工业历史。这种含蓄表

达历史的现代景观设计使Thames Barrl er公园

在经济、生态上都获得了较好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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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Thames Barrler公园简介

Thames Barrler公园于2000年12月

在伦敦泰晤士河港口地带建成。这里曾经是

与船坞码头息息相关的重工业区，但不断建

成的摩登建筑渗透并改变着原有的环境肌

理。Thames Barrl er公园与泰晤士河的闸

口区及伦敦北W001wlch路相邻，是近一百

多年来这一地区的第一座滨河城市公园。

在Thames Barrl er公园里人们体验到

的是理性而简洁的现代感和对历史的怀旧

感相交织的情绪：公园里空间开敞但气氛静

谧；用材朴素却构筑细致。它的现代感在构

成手法的平面(图1)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平

行的斜向轴线、被围合的线性空间、围合界

面上的线条图案、顺应这线性的秩序来布局

的植栽和水景，以及构筑物及硬质材料的运

用都带有朴素的工业美。这显然与西方古典

园林讲究主次轴线和对称，以及英国特有的

风景画式的自然公园的做法有着很大的差

别。

一个现代的景观设计是如何含蓄地表达

历史是本文的关注点。

Thames Barrl er公园位于伦敦东端，

泰晤士河的北岸。位于公园河岸处WoO]w1 ch

河段上的水坝建于1984年，水坝跨越泰晤士

河，长达520 m。当通船时，堤坝上的4个闸

门打开伸起，每个闸门都有5层楼房高，有

伦敦塔桥宽。大尺度的白色弧面体成为

Thames Barrl er公园南面的背景。公园占

地9 hm2。这里曾有过化工厂、印染厂和军工

厂。随着工业的衰退，这一地带逐渐荒废，只

剩下被污染的土壤和地下水。1995年，因为

工业所带来的严重污染，在步行可达范围内

的公园所在地还是个无人区，但据2001年2

月统计，居住人口已达到6 000，并且还在不

断增长。

可见，新建的Thames Barrl er公园立

即对当地的复兴产生了很大影响。公园周边

的土地已被出售给私人地产商开发居住用

房；与这些周边地带相邻的用地也被迅速地

利用起来以恢复经济。目前，公园西边的高

层和多层公寓已建成使用，成为公园西面的

背景。

Thames Barrl er公园是法国景观设计公

司GrouD S1 gns、伦敦建筑设计公司Patel

Tay]0r和工程公司0ve Arup合作的产物。

公园的设计竞标始于1995年。根据标

书，公园需要满足当地的休闲娱乐活动；符

合都市生活的要求；确保全年的使用；将船

坞区与泰晤士河联系起来，并和居住区的开

发计划进行整体考虑。

竞标共收到了9个设计方案。最后，GrouD

S19ns和Pate]Taylor的合伙公司赢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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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项目。原因是其设计的方案更富有美感，

功能分区明确；此外，方案中对公园的硬质

景观的设计能对迅速改变场地的面貌产生强

烈的影响。

硬质景观的承建主要由工程公司0ve AruD

执行。0ve AruD的工作除了包括对堤岸现状

进行评估、设计、施工，监理新建的1 000 m

堤岸及堤岸上及公园的各种构筑物、标示物，

以及水景、道路、土方工程(包括三维建模)

外，还包括维修、排水和植物的灌溉工程。

从入口喷泉广场开始了公园最主要的景

观：“绿色船坞”。纵向贯通的场景指向场地

沿泰晤士河南广场上的“亭”。公园的历史感，

也就是本文所关注的公园用地所隐含的历

史，主要是在这一组场景中体现出来。

入口形式简洁，仅为—个喷泉广场(图2)，

喷水高低时有变化。但是，在这朴素的入口

处理中，首先让人体会到的是它强烈的指向

性。

广场两侧的挡土墙一直向泰晤±河方向

延伸，形成了一个指向明确、围合感强的空

间。白色素混凝土墙上的深灰色线条强调了

这一指向性。喷水广场的铺地为浅米色和深

灰色的花岗岩，色带的方向和喷水头的布局

方向也与墙和墙上线条的方向一致。

在喷泉广场的南段开始了植满花草和灌

木的“绿色船坞”(Green DOCk)(图3)。由于

这一空间被两侧近3 m高的挡土墙，以及尽端

的草坡所围合，给人以静谧的下沉花园的感

受。挡土墙也被浓密的攀援植物覆盖。无论是

缤纷的开花草本植物，还是被修剪成各种形状

的低矮灌木，或是步行道，或是灌木花草问供

维护用的小径，都遵循着同样的方向。

可以看到，在花园的尽头，也就是花木、

铺地、小径、喷泉、墙体、图案等各种元素所

遵循的共同指向处，是船堡上那四个5层楼

高的闸门——这些巨大的白色构筑物犹如巨

型的标志，形成了所有视线的归宿(图3)。

朝着这个方向，两边的步行道引向下沉花

园的尽端的草坡。片墙和条木铺成的步道切入

并穿过草坡，延伸至泰晤士河边的“亭”(图4)。

92 l规划脑PLANNE只s

图1总平面图

“亭”下木质平台上的休息座椅像是“波

浪”的雕塑，布局仍是重复着那个共同的方

向。纤细丛列如树丛的结构细柱支持着“亭”；

“亭”的顶棚上有圆洞可泻下天光；前景仍是

船堡上的闸门。立于“亭”下，可以看到河水

和巨大的闸门，还有河面上等待过往的船只。

这样，在这喷泉高低隐没、鲜花盛开的

安静的“绿色船坞”中，随着游人的行进，视

线逐渐放开，一些过去的东西被隐隐感受到：

下沉空间两边的堤岸和栈道上曾是往来的人

群；岸边有小树林；水面在正午的阳光下泛

着粼光；停留的船只在卸载客货，等待起

航⋯⋯。然而，河水随年月而干涸，岸边的

树林渐渐消失，河床里长出了花草⋯⋯游人

对过去的联想又回到了现实。“绿色船坞”这

个主要场景在此处达到了高潮。

于是，构成这一主要景观的意义逐渐被

人理解了：开端处的水景、下沉的被围合的

空间、高低起伏的缤纷花草、修剪成波浪型

的灌木、条木的步道和平台等，无不在暗示

着“归向泰晤士河”这一主题，暗示着过去

的场景和发生过的事情。对历史的感悟就这

样通过叙事般的方式含蓄地实现了。

从设计背景中可以了解到，方案中标的

一个重要因素是公园的硬质景观对迅速改变

场地的面貌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纵观场地，新

建成的这个城市公园主要被软质景观，如草

地、花卉、灌木、乔木，以及攀援植物覆盖。

硬质景观小规模地分散布局于5个相对独立

的场景中：喷泉广场、“绿色船坞”、“亭”和

南广场、停车场、茶室及露台。那么，这些

被分散的硬质景观在大面积的软质景观中，

是如何在更新场地面貌中起着决定作用，并

和其它景观一起，体现公园在历史上的意蕴

呢?

首先，硬质景观在整体上遵循共有的“归

向泰晤士河”的主题。作为人的意志的表现，

硬质的人工构筑物更为主动：①下沉花园、公

园停车场、停车场通向茶室的坡道、茶室和

“亭”在布局上都强调这一主题。②挡墙、小

径、路缘，这些人为的硬质景观的边界也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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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喷泉广场

图3 “绿色船坞”

循这一主题。它们的形式又同时约束到有着

自由生命或形式的软质景观——植物和喷

泉，这在下沉花园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整

个公园中没有曲径。斜穿而过的道路、界定

外部空间的主要树木、喷泉的水体、甚至界

面的纹理(茶室的墙面和“亭”的顶棚)都在

强调直线的形式。这样，硬质景观通过“归

向泰晤士河”这个主题，在公园的各个部分

图4 “亭”

建立起了逻辑关系，并暗示出场所作为港口的

历史。

其次，公园硬质景观的细部处理给人以直

截和初始的感觉。正是这种处理方式，一方面

体现了一个现代城市公园简洁明了的现代精

神，这不同于古典园林的精致和细腻；另一方

面，通过硬质景观各类元素的材质、色彩、构

造、连接方式等细部，也暗示出场所的工业历

史。

公园中硬质景观的主要材料为原木、混凝

土、小砾石和铁件。入口。喷泉广场”和“亭”

的用材略微细致。广场有花岗岩铺面和混凝土

步道。南广场上的“亭”作为主要场景的高潮

处，也是一个主要的停留空间，“亭”下的座

椅是用抛光的花岗岩制成；原木条铺制的平台

暗示着港口栈道的质感；“亭”的顶棚界面与

之呼应，也是带有空隙的木条铺面。从顶棚上

泄漏的天光，以及“亭”的从列的支柱，可以

联想到岸边曾有的树林和枝叶缝隙间的天空。

顶和地的木材都保留了木头的本色。作为支撑

体的金属管保留着镀锌罩面的原色，与素混凝

土的色调相一致。

其余路面和地面多铺以小砾石(图5)，平

台多铺以原色的原木条，挡墙多为素混凝土或

植被，休息座椅仅为简单的混凝土方块。桥、

栏杆，以及一些建筑物的结构构件多采用铁

件，且仅饰以灰色调的防锈漆；此外各个细部

构件的使用和连接方式也体现着功能的出发

点。

圈5小砾石铺路

总的来说，这些材料大多数保留着原有

的本色和仅经过略微加工的粗糙的质感。这

种大量使用粗加工的材料进行材料搭配、组

合、铆接等构造节点的方式和这里曾是重工

业用地的历史产生了潜在的联系。

可以看出，Thames Barrler公园中流

露的历史感较之它所表现的城市公园的现代

精神要含蓄得多。主要景观带有叙事风格的

表现使人渐渐回忆或联想起港口的历史，而

硬质景观又通过细节暗示强调了其曾为工业

用地的过去。

城市的迅速发展在更新着许多东西。要

具体地重复过去是和变化的生活相违背的。

作为新建的一个城市公园，Thames Barrl er

公园营造了一种克制的怀旧感，这使它在不

断变化的环境肌理和生活方式中显得较为自

然。而正是这种“克制”，使公园在经济、生

态上都获得了较好的平衡。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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