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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法国巴黎和里尔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作品为例 , 介绍了城市公园、城市广场等公共空间的生态介入设计, 探讨了生态意识介入
城市公共空间设计的意义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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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ention of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in Urban Public Space Design
CAO Yan- qun  ( Graduate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 Peking University ,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Withthe design works of urban public space in Paris and Lille as the examples , the designof ecology interventionin public spaces suchas ur-
ban park and square was introduced , and the significance and role of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intervention in public spaces was explor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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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爆发了全面的生态危机, 水土流失、

沙漠扩大、水源枯竭、全球性的气候变暖、酸雨和臭氧层破

坏, 造成自然失调, 威胁到90 % 以上的生物[ 1] , 并已严重威胁

人类的生存。生态危机引发了政治、哲学、美学、设计等方面

的思考。政治方面出现绿党 , 反对经济对生态的破坏; 哲学

方面出现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 反思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

观; 美学方面产生生态美学, 提倡自然美; 设计方面则引入生

态意识 , 通过设计作品引发公众的思考和讨论。

1  城市公园的生态意识介入设计

法国里尔火车站旁边玛蒂斯公园的无人岛( 图1a) 是一

块位于空旷大草坪上高出地面十几米的台地。无人岛立面

完全垂直于地平面 , 外层涂抹一层很薄的粗糙的灰白色水泥

( 图1b) , 与立面上部茂密的绿色树林和下部平整的苍翠草坪

在质感和色彩上形成强烈对比, 成为里尔火车站周边抢眼的

目标。立面的水泥层凝固了土壤层的历史状态, 可以看到土

壤层中的建筑垃圾( 如, 砖块、混凝土块、钢筋等) , 而水泥立

面顶部的台地上则自由生长着扎根于建筑垃圾的草本、灌木

和乔木, 并有各种鸟类栖居 , 这样在没有人类干预的环境下

形成了多样性、极具生命力的生物群落。通过高度、色彩、质

感、过去与可能的未来等对比手法, 设计师成功突出了无人

岛独特的景观, 引起火车站来往乘客及公园使用者的关注、

讨论和思考。历史上人类不断在净土( Virgin field) 上建造城

市, 再摧毁、更新所建造的城市 , 遗留下来的是堆积垃圾的棕

土( Brown field) ; 而其他生物却净化着这些棕土 , 保护我们共

同赖以生存的环境, 未来即使没有人类 , 在遗留的垃圾上它

们仍然会顽强地生存。

无人岛区位具有公众活动频繁活跃的特征, 作品具有引

人注目的视觉独特性 , 能容易并有效地成为公众讨论的

图1 里尔玛蒂斯公园的无人岛

Fig .1 Uninhabitedislandin Matisse Park of Lille

议题。

2  城市广场的生态意识介入设计

里尔火车站广场的郁金香雕塑( 图2a) 以其夸大的郁金

香比例、茎秆扭曲形态, 以及郁金香本身红色花朵与绿色茎

叶的强烈补色对比引起人们的极度关注。具体的郁金香叠

加抽象的圆形图案让观者抽离现实空间引发想象和思考。

雕塑最靠近地面的叶子高度和形状适宜成人靠坐、小孩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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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 易使观者参与融入。在观者参与的过程中会发现这片叶

子的最低处有一个豆子粒大小的漏水洞( 图2b) , 漏水洞正下

方砖块铺地的缝隙中则稀稀疏疏地生长着小草。此时 , 作品

的内容和范围得以延伸 , 让观者感叹生命的顽强, 反思人类

与环境、其他生命的关系。人类是地球生态系统的成员 , 与

其他生物协同进化, 相生相克, 共同维持地球生态系统的平

衡和持续发展[ 2] 。

  巴黎拉德芳斯大拱门后面广场的步行栈道扶杆每隔10

m 左右就有一个精巧的不足拳头大小的小雕塑( 图3a) 。有

人的耳朵( 图3b) 、手、半张脸, 植物的树枝、花苞、果实, 动物

安徽农业科学,Journal of Anhui Agri .Sci .2008,36(16) :6752 - 6753 ,6757                   责任编辑 庆瑢 责任校对 况玲玲



的壳、爪子、骨架。通过木头扶杆联系小雕塑群, 使观者将小

雕塑作为整体欣赏。雕塑群的位置很特殊, 位于巴黎城市中

轴线的最前端, 从凡尔赛宫到凯旋门到拉德芳斯的大拱门 ,

大拱门之后是城市新兴的楼群和一条留白的延长线。来巴

黎的旅行者大多会来参观拉德芳斯的大拱门, 漫步栈道, 眺

望巴黎城市。眺望轴线, 让人感叹人力量的强大; 抚摸雕塑 ,

让人从宇宙时空的角度感悟人类的渺小、生命的平等。人的

强大是在人类眼中的强大, 而人的渺小是在宇宙万事万物时

空中的渺小。作品有一种对比, 栈道扶杆上生命雕塑和巴黎

轴线的对比, 有强大和渺小的对比, 使人反思生命的平等。

郁金香雕塑和拉德芳斯的小雕塑群都能引发人类对其

发展与其他生命发展的矛盾与协调以及人类力量与责任的

思考。这些区位都非常有利于公众参与, 作品本身的设计特

点也进一步促成了这种“公共空间”的形成, 让火车站来往乘

客、广场使用者、巴黎的游客、拉德芳斯办公楼的工作人员在

作品处相遇, 共同讨论这个有益于人类的议题。

3  城市建筑屋顶和直立花园的生态意识介入设计

巴黎布利码头博物馆( Musee du Quai Branly) 旁边的直立

图2 里尔火车站广场的郁金香雕塑

Fig .2 Tulip sculptureinthe railwaystationsquare of Lille

图3 巴黎拉德方斯长廊栏杆的雕塑群

Fig .3 Sculpture groupinthe La Defenselongcorridor railing of Paris

图4 巴黎布利码头博物馆旁边的直立式花园

Fig .4 Vertical gardennearby Musée du Quai Branly

式花园( Vertical Garden) ( 图4a) 是一栋3 层建筑的外墙, 由植

物学家帕特里克·布兰克( Patrici Blanc) 设计。直立式花园由

PVC 层、填充层和金属架组成( 图4b) , 是一个无土栽培的自

支持系统 , 不足30 kg/ m2 。直立式花园可利用屋顶雨水和建

筑内的中水灌溉植物 , 减轻环境的压力。并且直立式花园可

以生长种类繁多的苔藓、草本和灌木, 以此为生境的微生物

和动物也得以生存。为城市创造生物栖息地提供了一个途

径, 留给其他生命和谐共生的生存空间。对于人类而言, 在

水泥建筑中引入自然景观也使城市环境更加宜居。直立式

花园的设计体现了设计师的人与其他生物、人与自然的和谐

共生理念。

里尔某工业厂房改造成的文化活动中心的屋顶花园上

( 图5) , 保留了以前遗留下来的工业植物群落。每棵小草都

用标签标上学名, 小小1 m2 的草地上就立着6～7 个标签。这

些工业植物群落被当作遗产保护起来, 通过周围的步道, 观

者可以详细了解当时的工业植物群落。这样可以提高社区

居民及其他参观者对生物生境多样性保护的重视[ 3] 。

  屋顶花园和直立式花园都为城市空间置入更多生物栖

图5 里尔某纺织厂改造项目的屋顶花园

Fig.5 Roof gardeninaspinning mill reconstruction project of Lille

息地提供了新的途径。这也是对倡导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

命和谐共生理念的有力行动, 由于空间上他们都非常贴近公

众, 可以有效引起人们对相关生态问题的讨论及行动。

4  结语

真正的公共空间不是实体空间的城邦( 地理位置或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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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人文景观最为丰富、最具有城市历史色彩的一部分, 也是

旅游开发潜力最大 , 值得挖掘的部分。因此 , 对于这段可以

在保护的基础上适当开发。

3 .2 .2  规划原则。①整体原则。将城墙内外的人文景观 ,

自然景观相结合, 保持风格形态的整体性、连贯性和协调性。

②文化保护原则。旅游开发是为了更好地挖掘景观的文化

价值, 因此要把人文景观的恢复与完善放在首位; 对于旅游

项目的开发要严格把关, 在意向及形态上都要与整体文脉相

协调。

3 .2 .3 规划措施。①六朝文化遗产的整理。充分利用现有

的文物古迹, 如观音石、武庙闸等, 对于这些史迹要有较为详

细的说明 , 使人们了解它们的故事。对于只有文字传说的景

点, 不要急于新建和恢复 , 除了要恢复其实体 , 也要挖掘其背

后文化层面的价值, 采取神形兼备的设计, 再现当年风情气

韵。或以博览展演等方式, 提供欣赏对象。如台城烟柳、黄

册库、留东同学会、北伐光复纪念塔、玄圃等。②和周边文化

古迹及自然景观的协调, 创造通畅的景观视线。保护好覆舟

山( 九华山) 的自然山体和植被, 实现山、水自然过渡的天际

线。加强古城墙、鸡鸣寺、玄奘古塔形成的高低错落的视觉

效果, 控制城墙附近建筑高度, 保护好鼓楼、北极阁至太平门

的景观走廊, 实现人文古迹错落有致的视觉空间。

3 .3  太平门至新庄立交段 以城市生态廊道为主要功能的

地区。

3 .3 .1 功能定位及主要原因。玄武湖绿道的东段, 南起主

城内重要的自然生态廊道———紫金山 , 北至新庄主城东南向

重要的人工生态廊道———宁杭公路, 同时毗邻主城最大的水

体———玄武湖 , 通过上文的生态敏感性分析, 这段是生态敏

感度最高的区域。综上所述, 应当将其生态廊道的功能放在

首位, 强调保护 , 严格限制开发; 并通过合理的管理技术手

段, 使其生态廊道的功能得到最大化的发挥。

3 .3 .2 规划原则。①整体原则。加强与紫金山风景区及新

庄立交绿地的联系, 强化不同廊道的综合效应。②自然优先

原则。维持自然生态过程及功能的连续性、整体性。保护廊

道自然生境和物种 , 维护城市的生态安全。严格限制开发 ,

并通过合理的管理技术手段, 使其生态廊道的功能得到最大

化的发挥。

3 .3 .3 规划措施。①严格保护廊道宽度, 处理好过渡地段

的景观特征, 实现廊道和斑块的有效衔接。这段绿道的宽度

应严格控制在30 m 以上, 才能真正保证其生态廊道的功能。

加强与紫金山这一较大生态系统的联系, 应当创造一些人为

联系通道供生物联系。如在道路下设置一些诱导性生态隧

道, 使物种可以穿越道路。与新庄立交绿化相邻的区域, 应

该去掉院墙, 并通过路面的处理, 加强联系。②限制周边地

区的开发项目类型、容量及布局。避免对生态影响较大的制

造业, 商业临近布置; 避免建设类似国展中心和太阳宫的大

型人工公建项目。对于居住用地, 严格控制其开发密度。在

某些重要地段( 如白马公园附近) , 限制所有项目的开发。③

依据生态廊道的特质, 采取技术 , 管理手段, 充分发挥廊道效

应, 创造良好的自然生境。道路断面设置: 该段现有沿湖步

行道, 两侧为绿化, 但宽度超过3 .5 m, 因此有机动车通行。

这一方面对环湖步道的游憩环境有破坏, 另一方面对生态系

统的连续是一种阻隔, 不利于物种的交流。因此, 建议将步

道宽度降低并禁止机动车通行。植被群落培植: 现有沿湖的

植被有一定的层次性, 但是由于绿带的宽度较窄, 植物群落

没有完全形成, 绿化的密度较低。应在扩大绿化带宽度 , 沿

湖植被绿化的种类选择上应选取本土原有的优势物种 , 注意

保持植被的多样性。驳岸设置: 现有驳岸为水泥质, 不仅不

利于水陆生态交流和联系, 而且由于游人经常沿硬质驳岸行

走导致靠近岸边的草地无法生长。设计该段驳岸为坡度较

小的自然草坡直接入水。休憩设施配置: 由于该段生态功能

突出, 为避免游人过多踩踏植物 , 在设置休息座椅、通向湖边

的步道以及亲水平台时要降低其密度。点轴结合 : 廊道应该

每隔一段距离都有一个节点性的生境斑块出现。目前绿道

内可以成为块状绿地的节点有花木园, 情侣园和玄武湖隧道

入口处绿地。但这些节点与绿道的联系都存在一定问题, 可

以考虑在降低步道宽度的基础上, 打通水道, 使园中的水景

与玄武湖水体连通, 并设计一些滨水驳岸相通 , 将上部道路

改为桥梁。

4  结语

对城市湖泊绿道的定量分析方法不仅适用于南京玄武

湖, 对各地的城中湖都有借鉴作用, 但对具体问题应提出不

同要素进行分析, 以便为绿道的功能分段提供一个科学的依

据。针对不同功能所提出的规划措施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

性, 可以为其他城市湖泊绿道的规划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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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设置) , 而是人们群体的动员 , 这些共同行动、发言的人,

以及他们为此目的所拓展、使用的空间[ 4] 。巴黎、里尔城市

公共空间将生态意识融入设计作品 , 并通过独特的设计形

式成功引起人们对其所表达生态议题的兴趣, 由此引发的

交流讨论不仅增强了人与人的交流 , 更促进了人与环境的

理解互动, 具有生态教育的作用。这些都值得中国设计师

思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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