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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了共生机制理论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引用与发展。指出共生机制中包含运行机制和生长机制 , 其中生长机制是建立维护稳定
地运行机制的措施, 融合运行机制中各类机制 , 促使各类机制正常合理科学地运行, 构建乡村的聚居能力 , 使各类运行机制稳定持续生
长。新农村建设中共生性的景观是乡村必须的 , 使乡村具有发展的可能性和潜力 , 能稳健地改善人居环境的建设、程度和进展。联系实
践案例剖析了乡村景观规划的共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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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lly Rsearches onthe Rural Landscape Planning under the Coexistence Mechanism
LI Chun-tao et al  (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ssity , Hefei ,Anhui 230036)
Abstact  The coexistence mechanismwas quoted and developed in the newrural constructioni n this essay .It was says that the coexistence mechanism
making all forms of mechanismdeveloping normally and logically included the moving mechanismand the growth mechanism,in which the growth mecha-
nism was the measure for building and maintaining the moving mechanism. As for building and maintaining the habitationfaculty of the country , the coex-
istence mechanismwas the most fundamental . Therefore , the coexistence landscape , which was able to i mprove the people’s living environment steadily ,
was essential for the country construction . So the coexistence mechanismwas thought to be note of the actual c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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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农村建设中, 部分地方照搬或套用城市规划的设计

模式及案例, 使乡村景观空间缺失, 乡村的经济基础、产业结

构、社会形态、文化水平、生活方式、风土人情、伦理观念失去

共生的基础。无限的分割乡村空间, “桃花源”[ 1] 式的乡村村

落聚落逐渐遗失, 进而形成过于人工化的“第四自然”[ 2] 。乡

村景观模式被破坏 , 产生了“芽变”, 形成不良的乡村景观, 新

农村建设过程逐渐演变成城市景观, 使乡村景观走向消亡的

边缘。在新农村建设的景观规划中形成乡村景观的物质和

空间共生的机制 , 创造高效、安全、健康、舒适、优美的新农

村, 稳定乡村聚居的自然生态环境、农业与工业生产和生活

建筑三大系统, 继而完成乡村空间与生态空间的整合, 避免

新农村建设的城市化演变, 延续发展乡村自然环境、传统风

貌和经济模式[ 3] , 实现新农村建设的十六字方针, 做到以生

态空间为优先空间整合乡村空间构成乡村景观空间。因此 ,

笔者以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滁河景观设计为例, 探讨了共生

机制下的乡村景观设计, 为新农村的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1  共生机制理论与乡村景观规划

1 .1 乡村景观空间与景观共生演绎

1 .1.1 乡村景观空间。乡村景观( Rural landscape) 从地域范

围来看 , 泛指城市景观以外的具有人类聚居及其相关行为的

景观空间; 从构成上来看 , 乡村景观是由乡村聚落景观、经济

景观、文化景观和自然环境景观构成的景观环境综合体; 从

特征上来看 , 乡村景观是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复合体, 具

有深远性和宽广性。乡村景观包括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景观

和粗放的土地利用景观以及特有的田园文化特征和田园生

活方式, 这是它区别于其他景观的关键[ 4] 。乡村景观空间 ,

主要是从构成来确定的 , 基于乡村景观的基础上, 由乡村聚

落景观、经济景观、文化景观和自然环境景观构成的景观环

境综合体的各类元素组合构建, 形成共生演绎的有机体。

1 .1.2 异质共生理论。日本学者丸山孙郎从生物共生控制

论角度提出了异质共生理论。该理论认为, 增加异质性、负

熵和信息的负反馈, 可以解释生物发展过程中的自组织原

理。在自然界中生存最久的并不是最强壮的生物 , 而是最能

与其他生物共生并与环境协同进化的生物, 异质性是景观的

一个根本属性, 或者说景观的本质是异质的, 异质是绝对的 ,

而同质是相对的。

1 .1 .3  乡村景观共生机制。乡村景观围绕人与景观的共生

原理展开。人类的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不能违背景观生态特

点, 两者的互利共生是景观优化利用的前提, 是景观规划设

计的终极目标。人文半人文景观是人与自然的共创之物, 景

观规划设计的目标和任务在于谋求人与景观协调稳定关系及

发展的一种新途径, 在于合理地安排乡村土地及土地上的物质

和空间———增加各类用地的异质性、负熵和信息的负反馈

———并合理运用自然干扰、人类活动及植被的内源演替或种

群的动态变化, 营造出一个景观共生发展演绎的生态系统。

1 .2  构建乡村景观空间的共生机制  乡村景观规划与设计

的宗旨是合理地安排乡村土地及土地上的物质和空间来为

人们创造高效、安全、健康、舒适、优美的环境的科学和艺术 ,

为社会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整体乡村生态系统[ 5] 。乡村

景观规划离不开环境与生态, 对环境问题重点考虑土壤、水

体、大气、建筑物、氛围等 ; 而生态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则

应把有生命的一切因素, 如乡土植物、迁徙动物等考虑进去 ,

其核心是生态规划与设计。

1 .2.1 运行机制。乡村生态环境的敏感性因生物区域的不

同而有变化, 设计应遵从当地的土壤、植物、材料、文化、气候

和地形 , 而解决之道则来自对场地的充分理解。面对生物、

文化和经济的多样性的问题, 要清楚认知并主动选择与当地

相适应的文化以及经济模式作为支撑。以整体系统为对象 ,

设计旨在实现系统内部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尽量利用自然的

能动性和自组能力。之后在空间尺度上综合多个尺度来设

安徽农业科学,Journal of Anhui Agri . Sci .2009 ,37(12) :5746 - 5748                    责任编辑 李玮 责任校对 傅真治



计, 即在大尺度上反映小尺度的影响, 或在小尺度上反映大

尺度的影响。运行机制包含乡村自然体系机制、乡土文化机

制、社会结构机制和生产模式机制( 图1) 。

图1 乡村景观空间的共生机制模式

Fig .1 Modeof spatial coexistence mechanismof rural landscape

1 .2.1.1  乡村自然体系机制。村落从选址开基 , 经过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与环境的适应和发展演化, 已经成为大地生命肌

体的有机组成。山水格局、沟渠阡陌、护坡池塘和林木坟茔

等景观元素, 都使乡村生态系统维持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

状态。长期超饱和状态的耕作和人口压力, 使这种平衡变得

非常脆弱。因此, 来自城市规划师们的“手术刀”对这样一个

脆弱的乡村生命来说无疑是很危险的。

1 .2 .1.2 乡土文化机制。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适应自然环境

而形成的乡土景观或者说文化认同将丧失。一旦乡村盛行

欧式别墅、小洋楼之流, 可能势头会比城市有过之而无不及 ,

将会开启中国乡土文化景观的毁灭历程。所谓乡土文化遗

产景观 , 是指那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政府和文物部门保

护的, 对中国广大城乡的景观特色、国土风貌和民众的精神

需求具有重要意义的景观元素、土地格局和空间联系, 如水

口园林、祖宗穴地等。

1 .2.1.3 社会结构机制。随着乡土遗产景观的消失, 民间的

草根信仰体系将随之动摇。每一条小溪, 每一块界碑, 每一

条古道 , 每一座龙王庙, 每一座祖坟, 都是一村、一族、一家人

的精神寄托和认同的载体, 它们尽管不像官方的、皇家的历

史遗产那样宏伟壮丽, 也没有得到政府的保护 , 但这些乡土

的、民间的遗产景观, 与他们祖先和先贤的灵魂一起 , 恰恰是

构成中华民族草根信仰的基础,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稳定的

基础, 是和谐社会的根基。

1 .2.1.4 生产模式机制。乡村的生产, 是乡村生存主要的经

济支柱, 主要包括农业种植业、养殖业、农业服务业和农业加

工业, 形成新的生产模式 , 构成人—农业—自然的生态模式 ;

促使乡村用地和农业生产模式的共生性。符合农业生产机

械化和信息化的趋势, 保留田园风光元素, 发展种植模式, 形

成多元化的农作物种植、养殖业、农业服务业和农业加工业。

乡村景观规划中, 能源利用, 如太阳能、风能、水能或生

物能; 材料利用, 要循环利用可再生物质; 废物再利用, 要利

用易于回收, 维修, 灵活可变, 持久; 把污染减少到最低限度 ,

废弃物的量与成分与生态系统的吸收能力要相适应, 谨慎有

毒物使用和消除有毒物。利用湿地和林地, 将生态测算贯穿

于项目整个过程的生态影响测算, 在材料提取后, 对成分进

行回收和再利用; 在符合生态经济学的基础上 , 规划设计符

合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健康模式指标; 形成生态学与经济学关

系视两者为统一的运行机制[ 6] 。

1 .2.2 生长机制。生长机制是建立维护稳定的运行机制的

措施, 融合运行机制中的各类机制, 促使各类机制正常合理

科学地运行 , 从而构建乡村的聚居能力 , 使各类运行机制稳

定持续生长。生长机制是乡村具有发展的可能性和潜力的

内在动力, 能稳健地改善人居环境的建设、程度和进展。

1 .2 .2.1 聚居能力。乡村聚居能力反映人对聚居环境的需

求水平, 是拉动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重要因素 , 包括乡村居

民年可支配收入和受教育程度2 个指标。聚居能力集中反

映了运行机制中各类机制, 例如社会结构机制和乡土文化机

制, 指的是社区社会环境, 乡村社区社会环境主要包括可达

度指数、零售商店的数量、距离中心镇或城市服务区的距离、

入学率、升学率、万人拥有的床位数、距离城市服务区医院的

距离、文盲半文盲人口比例、民俗节庆年举办的次数、外出打

工人口的比例、大学生人口数比例、人均公共用地面积、道路

硬化率、公园面积和社区犯罪率等指标。乡村自然体系机制

指的是乡村聚居条件、聚居环境和生态环境。农业模式机制

指乡村经济条件, 主要包括人均年GDP 收入、人均年纯收入、

三大产业结构比例、三大产业就业比例、农业劳动生产率、非

农产业劳动生产率、乡村旅游业收入比例等指标[ 7 - 8] 。

1 .2 .2 .3 成长性。乡村的成长性主要着眼于全面发展的可

能性和潜力, 成长性的高低和快慢直接决定人居环境的建设

与改善程度和进展, 包括产业先进性、信息的流动量和生产

技术的创新与新技术的应用等指标。可持续能力 , 乡村的可

持续能力主要是对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长期投入的积累 ,

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乡村长期以来对人力资本的

建设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智力基础。

2  乡村景观空间共生机制的实践

2 .1  项目概况 安徽合肥庐阳区滁河干渠位于姚庙大桥至

岗集区域 , 长15 km, 与肥西、长丰相邻 , 是合肥市的轮廓景观

带。该区域与三国城、董铺水库、合肥北大门相呼应, 展示合

肥市北轮廓景观带的城市定位。其景观对提升合肥市城市

形象, 有效规范城市边缘景观带有重要作用( 图2) 。合肥市

庐阳区滁河干渠公路景观规划力求美化城市边缘、改善城市

环境、延伸市民休闲活动、丰富田园旅游生活、拉动乡镇经济

增长, 以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 实现新农村建设为目的; 通过

道路两侧景观的进一步优化, 承接合肥省会城市的辐射, 营

造都市次生性农家田园观光带, 着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城乡

景观轮廓线, 以提升城市区域的品味和特质。

2 .2 共生机制的确定

2 .2.1 运行机制。该区域社会结构机制和乡村文化机制是

典型的南方省会郊区的特点。乡村自然体系机制定位了城

市轮廓景观, 滁河干渠的田园带状景观是城市型社会主义新

农村交通空间; 连通姚庙大桥和岗集沿路各个村落, 为村村

相通道路, 具备交通安全性、共生性、通畅性和舒适性, 是一

个高质量的城乡交通通道。其中包括: 3 .5 m 宽道路,6 .5 m

宽道路 , 滁河护坡 , 湿地与道路, 村庄与道路, 鸡鸣3 县、火龙

地7 个景观模式 , 具备乡村干渠道路景观的多样性和可利用

性, 具备生长型的景观模式特点。

生产机制中的多种乡村产业用地并存的格局 , 在确保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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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大坝的安全和农田用地的完整前提下, 适当利用造林地、

湿地用地和村庄用地, 规划设计为体验型的农业休闲用地 ,

培育农村旅游用地; 完善乡村产业用地, 可实现有机生长型

的乡村产业用地格局的形成。完善滁河公路的有机生长型

景观带 , 构建有机生长型的滁河干渠的景观带( 图3) 。

图2 滁河区位

Fig .2 Locationof Chu River

图3 现状分析

Fig .3 Status analysis

2.2.2  生长机制。利用点线面的布局形式, 构建稳定合理

生长机制。例如: 点, 规划设计3 .5～6 .5 m 宽的两个节点, 有

效规范护坡植被种植点, 保护大坝安全依托现有田园景观资

源, 合理整合道路与湿地、道路与村庄两个景观空间 , 稳定规

范乡村居住用地, 有效提高乡村村落环境质量 ; 线, 以滁河干

渠公路为基础, 在原有杨树( 桂花等乔木) - 草地植物景观构

成的基础上 , 结合行车需要, 补植散根系亚乔木 , 形成一线 ,

在一线上由两面多点组合而成。同时优化对岸林冠线和色

彩, 适当补充彩叶亚乔木和地被植物, 例如可适当补植红叶

李、乌桕、银杏、碧桃等乔木; 面, 两面 , 选择姚庙大桥区域和

高速公路形成的交流空区域用地, 依托鸡鸣3 县和火龙地的

典故, 规划设计两个面的乡村休憩娱乐开敞空间, 拟承接三

十岗地区的乡村旅游循环链, 给村民和旅者一个具有浓郁的

地方特色的乡村景观, 让旅者感悟三十岗的乡村民俗景观 ,

培育旅游吸引力, 从而促使生长机制良性运转( 图4) 。

2 .2 .3 共生机制下的空间模式构成。构建有机生长型的园

路系统, 以道路和滁河干渠的水位和驳岸为基础, 合理利用

现有地被, 构建水 - 驳岸- 绿地- 道路乡村田园景观模式 ,

拟营造第二自然城乡田园的水与道路乡村景观模式。乡村

的湿地, 维护了农田的生态通道, 给周围的田园空间提供了

适宜的生物生境。为建立多元化的产业用地和田园景观模

式, 设计了草亭、木栈桥 , 有效地让人参与和逗留在乡村田园

之间的场所。构件多元化的生境, 拟适宜经济发展和田园场

地共生共存, 实现可持续发展。农田是乡村主要用地类型 ,

是乡村的经济主要命脉 , 适当配植香樟等乡土树种, 形成交

通空间- 休憩空间 - 农耕空间的田园有机生长型景观体系

有效地分割农田与道路空间, 减少交通空间对农田的污染

源, 因地制宜的选择开阔场地, 建造休憩场所 , 拟构建符合生

态稳定的田园景观。农庄是居民生活娱乐的主要场所 , 是乡

村的文化和民俗生存的主要场所 , 主要形成交通空间 - 休憩

空间- 娱乐空间的有机生长型的乡村田园景观体系, 构建一

个合理稳定的有机生长型村庄和道路景观模式, 拟适合多元

化的生境场所构成。林地有效营造和改良了农田生境 , 有效

地保护了滁河的水土和大堤, 是构建稳定道路交通空间的一

个稳定的自然因子, 设计了茅草屋—休憩道—树林—道路空

间, 形成乡村田园特征的有机生长型的休憩性景观区。建造

一个多元化生活模式的乡村休闲场所。

图4 布局规划

Fig .4 Layout planning

3  结语

我国乡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农村的生产、生活和生

态条件不尽一致, 在进行新农村景观规划时, 各个因子和模

式的确定和发展, 都需要实践, 而往往每个乡村重点有所不

同, 所以相应标准很难确定。例如 , 规划中共生模式要和农

村的养老问题、教育问题、医保问题等社会问题如何相适应 ,

规划布局如何落实运行机制中的因子和生长机制是景观规

划中需要的基础, 以及要解决的问题, 也是乡村中最为突出

的现实问题, 在我国新农建设中需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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