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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歧江公园的主题 ,阐述了其设计理念、设计原则、设计特点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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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化时代由于城市化趋势、人工环境的建造, 使建筑

与自然环境不能共融共生, 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当前, 自然

灾害频度加速, 冬天越来越短促, 人们已经尝到工业化时代

酿造的苦果。所以, 如何做到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共融共

生, 是设计者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绿色设计”或“生态设计”是当今设计领域讨论最多的

课题, 是指任何与生态过程相协调, 尽量使其对环境的破坏

影响达到最小的设计形式[ 1] 。生态设计中的协调意味着设

计尊重物种多样性, 减少对资源的剥夺 , 保持营养和水循环 ,

维持植物生境和动物栖息地的质量, 以有助于改善人居环境

及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歧江公园位于广东省中山市 , 是在

旧造船厂上设计的公园, 保留了造船厂的废旧设备及周围的

自然植被, 对旧船厂进行了产业用地再生设计 , 使歧江河岸

的水- 生物- 人得以在一个边缘生态环境中相融共生。歧

江公园获得了2002 年全美景观设计年度荣誉奖和第10 届中

国美展金奖, 常被作为生态设计的典范 , 对其进行研究, 可以

为国内其他公园设计提供参考。

1  公园主题

歧江公园是一座以休闲观光为内涵、再现造船主题的全

开放式城市公园, 它没有使用任何围墙或隔断设施阻挡市民

们休闲的脚步, 用最宽泛的热情拥抱着整个城市。公园位于

原粤中船厂旧址的风貌保护区内, 以原厂区的高大树木、部

分厂房形成公园骨架, 采用原有船厂的特有元素进行组织 ,

保留歧江河边及原有船厂内的生态, 使公园内歧江河两岸的

景观充满生机与地方魅力。

2  设计理念

2 .1 朴素  公园的用材十分朴素, 植物是原有的大量本地

榕树、野草和引入的不需任何修剪和维护的乡土植物 , 铺地、

构筑物和景观小品都是利用原船坞厂遗留的厂房、器械等。

这种做法十分吻合控制造价, 创造富有特色的景观的理念。

2 .2  “乱” 与西方巴洛克及新古典的西式景观相比, 歧江

公园不追求形式的图案美, 而是体现了一种经济与高效原则

下形成的“乱”, 包括直线步道的蜘蛛网状结构,“乱”的铺装 ,

以及空间、路网、绿化之间的自由却基于经济规则的穿插。

2 .3 工业化 歧江公园彻底抛弃了园无直路、小桥流水和

注重园艺及传统的亭台楼阁的传统手法, 代之以直线形的便

捷步道, 遵从两点最近距离 , 充分提炼和应用工业化的线条

和肌理。 �

基金项目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青年科学研究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  袁傲冰( 1975 - ) , 女 , 湖南长沙人 , 硕士 , 讲师 , 从事景观设

计、艺术设计研究。

收稿日期  2007- 08-12

3  设计原则

3 .1 经济性 经济条件是园林设计的重要依据。同一处园

林绿地, 甚至同一个设计方案, 由于采用不同的建筑材料、不

同规格的苗木、不同的施工标准, 将需要不同的建园投资。

经济性是指设计者在有限的投资条件下, 发挥最佳设计技

能, 节省开支, 创造出最理想的作品。另外, 经济性还包括维

护成本的控制, 应尽量避免养护管理费时费工、水分和肥力

消耗过高、人工性过强的植物景观设计手法。因为歧江公园

不以营利为目的, 没有门票收入, 经济性是公园委托方要求

设计者遵循的重要原则。

3 .2  场所性 是指设计应根植于所在地方, 尊重传统文化

和乡土知识 , 适应场所的自然过程, 利用与保护当地乡土材

料, 体现场所的历史与文化内涵。歧江公园要体现的是包括

原场地船坞厂的特色、船坞厂所经历时代的特征。场所性原

则是园林设计者在进行创作时需遵从的首要原则 , 也是很多

园林佳作的设计指导思想。如, 中国风景园林设计中的杰作

颐和园和圆明园在建造时, 也以场所性原则为依据。颐和园

原先的瓮山和瓮湖已具备大山、大水的骨架, 经过地形整理 ,

仿照杭州西湖, 建成了以万寿山、昆明湖为山水骨架 , 以佛香

阁为全园的构图中心 , 主景突出式的自然山水园。与颐和园

毗邻的圆明园, 原先自然喷泉遍布, 河流纵横。根据圆明园

的原地形和分期建设的情况, 建成了平面构图上以福海为中

心的集锦式自然山水园。由于因地制宜, 适合各自原地形的

状况, 颐和园和圆明园成为园林设计中的创世佳作。

4  设计特点及启示

4 .1  再利用设计 是指在新项目建设时将项目基地原有的

建筑、材料, 甚至是建筑规划加以利用。再利用设计既可以

有效的节省建设成本 , 又可以很好的体现项目基地原有场所

的精神。岐江公园场地是粤中船坞厂的旧址, 船坞厂经历了

抗美援越、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 见证了新中国建设初期的

种种成功与失败, 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原厂址上遗留的

钢筋机械、一砖一瓦无不残存着那个时代的记忆和气息。

歧江公园的设计者保留了粤中船坞厂原有的很多实物

和记忆, 也产生了“装置”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公园几乎将

整个船坞厂保留下来 , 并将很多能体现那一历史时期时代精

神的建筑和机械都用加或减的手法保存在原来的地方。如 ,

公园入口处的起重吊车( 图1) 、被剥去水泥的水塔钢筋结构

( 图2) 、红砖烟囱( 图3) 和高压变压器( 图4) 等都保留了它们

的原来面貌作为装置雕塑的形式出现。

当前, 中国正处于大规模城市化时期, 在不可阻挡的城

市化大潮中 , 设计不应是大拆大建, 而应该保留那些曾经发

挥过功用的并且代表那个时代的建筑, 这样做既可节约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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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节省建设费用, 又提醒人们铭记历史, 可起到教育的 作用。

图1 公园入口处的起重吊车 图2 被剥去水泥的水塔钢筋结构 图3 保留原烟囱做成的装置雕塑 图4 公园雕塑品    

4 .2 场所精神的完美体现 日本东京大学铃木博之教授曾

经指出: 建筑所处在的场所 , 要体现其“场所精神”。文明与

文化的传承需要一个载体, 建筑是最为典型的。它带着人类

文明的发展印记, 向人们诉说历史 , 传播文化。古老的建筑

群所形成的场所, 有一种极大的“倾诉力”, 就是在新一轮建

设中所要保留的“场所精神”[ 2] 。城市中有些建筑历经沧桑 ,

陈旧或不符合现代生活方式了, 但它往往有那个时代最鲜明

的特征。为了不忘却那个时代, 在新一轮的建设中应保留场

所中这些特征, 让历史的精神提醒或鼓舞人们。

铁轨是船坞厂的灵魂, 是旧船上岸、新船下水的必经之

路, 在铁轨上, 人们看到希望和收获。歧江公园设计者在铁

路两侧设置了万杆柱阵( 图5) , 体现了集体主义力量和众志

成城的革命热情, 以及干劲冲天的革命志气, 诉说着那些值

得纪念的故事, 同时也将人们的思绪带向远方。

整个歧江公园给人的感受 , 无论是视觉还是精神, 都充

满着张力, 但并不给人紧张感, 它的目的兼顾多层面 , 既能够

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 也是休闲的绝佳去处。如, 在青草和

麻石铺地映衬下的红盒子( 图6) , 耀眼夺目, 引来很多人在这

里留影 , 因为这里背景明快, 能激起人们内心的某种激情, 而

 图5 万杆柱阵       图6 红盒子

且它延伸向远方的岔路也耐人寻味。

歧江公园的设计提倡的是“野草之美”, 即用最平凡和朴

素的语言, 表达最和谐的生态美。在破落的船坞厂, 河岸边

长满了野草。歧江公园的设计者独具慧眼, 看到了野草的生

命张力, 将其大量运用到公园的植物设计中, 这相当经济, 随

处可见, 日后也不用打理和修剪 , 免去了维护的费用 , 而且维

持了场地原貌, 使整个公园看起来和谐、亲切。

人们的生活节奏在不断变快, 生活方式也在不断改变 ,

很多建筑形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人的生活和工作 , 这意味着

将有很多地块会像粤中船坞厂一样将面临新一轮的产业结

构调整。面对类似的项目, 应当借鉴岐江公园的设计手法 ,

从生态、可持续性发展的角度考虑, 保护场所中的时代精神。

4 .3  人性化设计 是指设计的核心是人, 所有的设计都针

对人类的各种需要而展开( 这些需要不仅是物质生活需要 ,

更包含着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 , 是设计本源的回归。人性

化设计既包括设计的尺度、形态应符合功用要求, 也包括对

设计产品持续性发展的考虑。如, 美国纽约中央公园的临水

大尺度草坪就是人性化设计的杰出代表, 它不仅作为衬托建

筑物的背景 , 还起到了鼓励人们在这片茵绿上享受阳光、交

流与理解的功用, 因此历经百年仍深受公众青睐; 湖南宁乡

大玺门商业中心设计的某些雕塑, 既是景观, 又发挥了商业

街所需要的广告灯箱作用, 或作为孩子们游戏的道具。同

样, 歧江公园的设计也极具人性化。如, 将供人驻足小憩的

节点( 图7) 设计成别具特色的喷泉( 图8) 。不喷水时, 喷泉简

洁明快的外观, 可作为良好的景观, 同时没有怕喷头被破坏

而设的重重保护, 人们可自由地在其间休闲娱乐; 而水喷射

后又可从鹅卵石的间隙渗透到泥土中去。喷泉的设计贯穿

了人性化原则, 看似简单平凡 , 却又绝妙让人叹服。

   图7 歧江公园喷泉不喷水的景象      图8 歧江公园的喷泉景观       图9 歧江公园的绿盒子

  在歧江公园, 人性化的作品随处可见, 甚至连空间设计 也充满人性化。如, 歧江公园的绿盒子就是设计者人性化空

2241              安徽农业科学                        2008 年



间设计作品之一, 它既可与万杆柱阵在形式上形成对比, 亦

可与红盒子在色彩上形成对比。绿盒子是用垂枝榕围合而

成的一个个相对私密的空间。这里私密是指空间由植物构

成至少两面封闭的墙体 , 在外围不能一眼望穿 , 是来公园过

二人世界的情侣们的理想去处; 而空间的开敞面又给巡逻人

员提供了巡逻的界面 , 可以杜绝安全隐患。这很好的体现了

歧江公园设计者的人性化设计理念。

5  结语

岐江公园堪称生态设计的典范, 在其设计中对场所中原

有建筑和材料的再利用不仅有效节省了成本, 也保留了原场

所中的时代特征, 提醒人们不忘历史; 而野草的引入 , 在节约

开支的同时 , 让自然、平常的物品用另一种姿态进入人们视

野, 使人们明白最寻常的也许就是最美的。岐江公园的设计

美是不一而足的, 其设计思想值得同业者钻研和学习良久。

在城市化进程中, 如果所有建设都能够借鉴岐江公园的设计

精髓, 则可使社会资源发挥最大利用价值, 城市得到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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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π] ( 7)

式中 , M1 R1 = M1 L1 。

图5 叶片片元扭曲后的空间位置

Fig .5 Spatial structure of leaf after twisted

根据式( 6) 、( 7) 计算得到叶片扭曲后的坐标, 给定不同

的坐标得到不同扭曲叶片效果, 如图6 所示。

图6 叶片扭曲效果

Fig .6  Thetwisting effect of leaf

3  结论

应用三次 Hermite 曲线参数方程描述水稻叶片边缘曲

线, 能较好的模拟水稻叶片的边缘信息, 使叶片的轮廓信息

仅与叶长和叶宽信息有关, 减少了模型参数的输入。通过

一元二次方程表征水稻叶片中脉曲线的空间弯曲特征 , 且

将方程系数与叶片容易测量参数( 叶长、叶宽、叶片的夹角)

信息建立联系, 实现了易于交互操作的水稻叶片的三维形

态建模和可视化表达。在假设叶中脉曲线空间位置不变的

情况下 , 通过绕叶中脉点切向量旋转叶片边缘点实现了叶

片的扭曲变形, 调整叶片边缘点的旋转角度可实现不同的

扭曲程度, 反应了自然生长条件下水稻叶片的三维空间展

示形态。

根据水稻叶片观测数据分析 , 用 Hermite 曲线描述水稻

叶片的边缘信息, 能较好的反应绝大多数叶片的边缘特征,

使得叶片的三维可视化仅与水稻叶片中脉曲线和叶片的长

度、宽度等信息有关。叶中脉曲线方程的系数可通过最大

叶宽和叶长比值的调整值和叶片与主茎夹角的正切函数得

到。这样, 只要简单输入叶长和叶宽参数以及叶夹角信息

就能较好的控制不同叶片形态可视化显示, 为三维叶片可

视化的动态模拟提供了良好的交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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