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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更新设计与城市景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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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0) 打印 

  一、建筑更新和保护建筑更新一直处于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中 

  在城市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在旧建筑保护和修缮问题上，民间专家学者一直呼声很高，改建保护有价值的古

旧建筑在城市开发建设中占有相当特殊的位置。  

  全国现有历史名城近百个，省级历史名城82个，在全国近600个城市总数中已占据了不小的比重。城市环境是

一个大系统，建筑是各种构成环境元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其他环境元素之间关系是相互制控的，而不是孤

立存在的。一座城市的历史建筑是他的最好说明史，历史建筑在街区的保护中始终扮演着一个不可代替的视觉痕

迹。 

  建筑保护、修缮有诸多内外因素，在改造修缮中“寻根”是建筑设计师的追求，建筑师对一座古旧建筑改建

的成功将会迎来不同寻常的称誉。相反，建筑改建得不成功就会受到来自各方的指责。为此，尊重历史是第一位

的，同时还要深刻认识古旧建筑是城市的真正财富，哪怕只是一段墙体都要认真对待。这一方面北京元大都城墙

遗址公园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在抢修、修旧如旧的基础上展示给人的是昔日文化、文明。它的成功之处在

于保留旧有遗迹，实行重点整修，解决了新功能对古遗址的要求。 

  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人对于古旧工业建筑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有许多成功的案例闻名世界。国内20世

纪80年代后期对建筑状况良好的古旧建筑的商业价值已得到了人们的认可通过登记按时间分类和对历史性建筑划

分等各种管理方式，加强了对古旧建筑的保护，从而进一步限制了任意拆除行为，同时古旧建筑再利用的价值也

得到了认同。 

  古旧建筑的再利用并非是对其简单的修缮，在这个问题上只有少数机构和建筑设计师真正意识到了这一点。

建筑体现了所根植的文化土壤，对一座建筑的新功能、新用途的开发涉及到已有象征体系存在与否。这一观念开

创了建筑的新思路，使建筑改建成为新建筑学理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建筑再利用与城市的发展 

  建筑改建后再利用并不是近代才有的发明，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大师米开朗其罗就曾把罗马时期的浴场

改建为教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现代建筑再利用风潮，这是因为战后许多都市的重建工作更加迫不及

待，当时在现代主义笼罩下，许多开发商与建筑师采取破坏、重建为首选，以求得快速发展追求城市效果。而不

愿意以改善那些有着良好的状态、有着历史意义的旧建筑更好适应新时期要求来满足人们的需求。许多古旧建筑

在隆隆声中被夷为平地。 

  国内对古旧建筑的态度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20世纪60年代“文革”为了破四旧，一批有价值的历史建筑被子为正负零点零。 

  80年代古旧建筑常常被视为是某些基地利益开发的阻碍，毁掉了一批有价值的古旧建筑。 

  90年代一些城市对于古旧建筑以与整体环境不符、年老多病等为理由毁坏了一些有价值的古旧建筑。 

  随着国际上对古旧建筑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地位的确定，现代保护修缮运动在世界各国不断得到重视，提倡

“旧屋新用观念”，人们在建筑、历史、文化、风土上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建筑与城市再发展使得我们可以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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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建筑过去的价值，合理地利用这份遗产，并将它转化成为未来发展的新活力。建筑再发现与利用成功与否关键

是取决于建筑师能否捕捉到现存建筑之潜力、并将其开发成为新生命。 

  合理地利用古旧建筑是极为重要的。不当的开发与改建，不仅无法实现计划的成功，反而会对古旧建筑造成

严重的破坏、甚至造成文化遗产的丧失。古旧建筑的合理开发产生的是一件符合市场需求的建筑商品，使更多的

无法生存于剧变社会之中而被逐渐闲置或放弃的建筑发挥出更加辉煌的业绩，成为城市再发现的可能。 

  城市再发现是20世纪后期的一种现象，取代了盛行一时的观点城市是一种正在消亡的存在。在1974年伦敦的

空间艺术工作室将过剩的建筑改建成了艺术馆，为300多位艺术家提供了14年场馆，它成功利用的原建筑是曾被视

作毫无价值的旧工厂和游泳池。需要注意的是，在城市改建和建筑再利用过程中，对那些无任何意义存在的旧建

筑要坚决拆除或原址新建，更不应该作错误的改建。 

  三、发展中的建筑学理念 

  新建筑学是指认同新旧的价值，现代和传统的意义是未来古旧建筑改建的指导思想。新建筑学，是所谓的

“未来遗产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城市未来至关重要。作为对21世纪生活支柱的新建筑开发是很重要

的。古旧建筑和城区的再发现和再利用则更为重要。很多古旧建筑的成功改建和利用就说明了这一点。 

  古旧建筑保护从对纪念性建筑的关注开始，正朝着关注城市和城市生活方向迈进，新建筑学观念为多样性而

欢呼。城市是一种场所，新建筑学是一种概念，历史是建筑文化的土壤。 

  对于城市来说开发利用改建古旧建筑是建筑遗产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关键部分。在这一方面，后现代建筑师利

用了历史所赋予的灵感创建了自己的建筑风格，为建筑史学增添了不可低估的一面。 

  四、改建保护古旧建筑方式 

  保护历史文化传统本质，保护城市的历史信息修复受损、破旧、危塌的部分，修旧如旧、修旧如初，环境如

初。保护古旧建筑的同时改造也是一个重要部分，在符合相关法令与不违反规定的前提下，小心慎重地进行开发

利用，是一件有益的事。由于古旧建筑的特殊位置是新建筑不可代替的，利用它们进行公众活动可以得到有特殊

意义的效应。如：当今世界三大男高音曾在故宫午门搭起舞台联手演唱，从时间、空间、历史、文化方面都是有

其深刻含意的。著名导演张艺谋把歌剧《图兰朵》的演出场地选在故宫太庙广场上，目的是让古迹有更加深刻的

内涵，并带来新的价值观念。 

  几年前，在山东艺术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关于济南旧火车站客运楼毁坏的文章，叙述了在本世纪初由德国人

设计修建的一坐标志性建筑，无论是年代，还是建筑艺术价值，从多角度来说都应该无条件的保留着，只可惜最

终结局还是被大方的拆掉了，原因是在那个时期对旧有建筑的历史性及艺术价值建议，只有少数人发出了无力的

呼声。其实换一种思维方式就可以解决适应新时期的要求，也为保护旧建筑适合新要求找出解决的可行性条件，

完全可以解决新功能的使用要求。 

  对于失去的建筑不是都可以寻找回来的。以旧修旧，复原是改建保护古旧建筑中必须遵循的方针，回归就是

自然、自然就是生态，对建筑文化意境的尝试是保护建筑文化遗产不可缺少的，它对于城市的未来是至关重要

的。 

  五、 改建过程中的技术问题 

  脱离技术和材料的建筑是没有前途的，一部建筑发展的历史可称其为建筑技术和材料的发展史。人类的创造

能力是无限的。技术创新是永恒的主题，新技术、新材料在不断出现，这就要求建筑设计师在实践中及时应用新

技术和新材料，要做到理性把握，不能丢掉最基本的条件，原则就是适用、经济美观、可行。 

  在对古旧建筑改建与保护的时候。对其旧结构及安全系数方面如何加强要放在首位。要对被修缮建筑有一个

综合评估。这里包括对其历史意义、地域文化、年代时期、结构形式、建材种类、施工工艺等方面进行分析，以

求得对其重塑并得到完美的结局，这就是修旧如初的思想在古旧建筑修缮与改造中的指导思想。 

  从多角度对旧建筑设计与建造思想和历史进行研究，理解消化其时代所带来的历史痕迹，在对施工程序的解

读后，更重要的是如何组织现存已掌握的技术对建筑进行修缮。古旧建筑修缮保护过程中，要求施工技术人员具

有一定的个人素质，要对传统建筑有深刻的理解 能力，有对传统工艺技法熟练的掌握．在施工中最大程度地发挥

匠人优势。创造出让大众理解的作品，发展中国建筑的优良部分。 



  六、用探索古旧建筑修缮保护的精神，指导建筑设计 

  国内对旧建筑的保护与发展，大约是90年代开始实质性实施的。中国历史文化久远，历史建筑在街区的大环

境下保护是亟待解决的重点。目前所做的对已过时的旧建筑改建再利用，使其更加适应新时期要求和使用功能是

亟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在过去的几年里对旧建筑改建和建筑设计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 

  (1)是对被改建的和新建的建筑物要综合分析，认真研究，哪些是可以再利用的部分，哪些是必须改造的部

分。 

  (2)改造的前提是更好地发挥使用功能，如何让改建后的建筑外观更有魅力，这是改建的目的性。 

  (3)是完全改观还是修旧如初，这是对被改建筑定位的条件。 

  (4)根据现存的结构形式，哪些是可以改建和再创造的，哪些是必须保留的。 

  (5)如何利用原有旧建筑的形体，进行视觉形象重组，创造出适合新使用功能要求的新品。 

  (6)对现存被改建筑做技术性，可行性分析，找出解决方法。 

  (7)新建筑设计首先要满足使用功能条件，创造适合现代节奏要求，体现行业精神风貌。 

  七、城市景观设计 

  中国在城市建设中现已开始把城市景观设计放在了首位，这为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奠定了基础，因为它是

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反映，全社会的人都应重视在新时期条件下的景观设计理念必须与实践相结合，把中国建设

成为拥有最适合人类居住的生活环境的环保国家，这一目标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对于城市景观设计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必须能够给使用者之间提供相互交流、相互接触的活动场所，起到人

与人之间心灵相互勾通的“精神家园”的作用。要通过对城市景观的设计创造出心理景观概念与建筑与周边环境

空间融为一体。起到表现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和谐、融洽的景观理念，走人“人与自然共存”的新时代。 

  八、日本城市设计，景观设计的特点大致分为五个方面 

  1．重视地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结合 

  在人类的现阶段，对作品的表现是离不开地域文化根基的。作品的成功与否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取决于此的。

从日本城市景观设计看日本城市生活、文化，可以从中深刻的感受到这种文化氛围在生活中的自然流霹。无论是

山村小镇还是大都市，景观设计都离不开它的地域文化根基。进入这样氛围的环境中无法不让人感受到地域文化

内涵。自然与人的共存是日本景观设计理念。因此，这样的景规设计才有生命力。 

  2．利用有限的空间再创造 

  对每一位景观设计师来说要想创造历史文化与自然景物的时空关系即空间再创造始终都必须遵循的原则就是

对利用空间的艺术再创造，否则就会导致作品的失败。人们深知景观设计师创造的作品最终都是为了服务于使用

者，使用者需要什么样的空间，景观应该与地域文化特点相结合，这样才是景观设计师的创造程序，在创造中使

用者和地域文化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我拍摄到的日本城市景理实景图片中可以体会到这一点，“使用者，

地域文化，再创空间”这就是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3．人与自然共生 

  日本城市景观设计，可以说体现了“人与自然共存”的主题思想，这样的作品随处可见，我所强调的“人与

自然共存”这样的概念并不仅仅只局限于对视觉形象上的满足，更重要的是包括用身体去感受自然界中的一切，

这就是现代日本城市景观设计中常用的理念，用中国人的语言表述就是“与自然对话”，日本城市景观设计都是

在体现这一理念，城市景观设计的表现手法涵盖了视觉、触觉、嗅觉等等。就像大家看到的文中图片那样，为使

用者提供丁体验自然与人类文明的魅力场所和时空关系。这一点可以称得上是日本在城市景观设计上成功的法

宝。 

  4．城市花园中，乡村桃园中 

  中国人常用“花园”和“桃花园”比喻美景和盛景，象征着对美好生恬、理想化生活环境的向往。这样的城

市景观意境在今天的日本可称得上是实现了。“城在花园中”的这一理念在规划设计上被日本设计师作为头等大

事，也是衡量规划设计的最高境界，只有这样才能把人们设想到的“理想”变成真正的“现实”。 

  5．用日本对城市景观设计的成功之处，促进中国现行城市景现设计理念 



  现在中国的城市规划与景观设计当中认识到了使用者与景观环境的相互关系，至少许多房地产开发商认识到

了，管理部门认识到了，除市政规定的绿化面积外，开发商们为使项目能顺利进行，用很多思路去与设计师探讨

景观与空间、小景观与城市大景观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中国的建设走向成熟的开始。 

  城市景观在快速建设的同时，不要过分模仿外来文化，要根据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文化内涵去创造现代城市

景观，走出一条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中国现代视觉形象表现空间。景观设计师在设计时要明确认识到，以“人为

本”的真正涵意。 

 浏览:3469 评论:0 上传:cbsky 时间:2004-6-11 编辑:清心 

【声明】本文不代表景观中国网站的立场和观点。转载时请注明文章来源，如本文已正式发表请注明原始出处。

上一篇：时代·地域·传统 

下一篇：继承 整合 发展 

读者评论 所有评论

还没有评论，欢迎您参与评论！ 

   

【×CLOSE】【↑TOP】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关于我们  征稿说明  内容合作  网站地图 

主办：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 北京土人景观规划设计研究院 

电话：010-82780201 Email：webmaster#landscape.cn (发邮件请把#换成@)  客服QQ：200896180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12号中关村发展大厦A103 邮政编码：100085 

Copyright © 景观中国 2003 - 2006 Landscape.cn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