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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正处于重建乡村和城市景观的重要历史时期，面对着因能源短缺与生态环境恶化而带来的生
存危机、全球化和社会文化转型中的民族身份危机和与之伴随的草根信仰危机，俞孔坚分别从城市、
田园和遗产三个层面论述他的景观理想：一种“生存的艺术”，即“天、地、人、神的和谐”。
为此，他提出了引起热议的“反规划”理论，提倡“白话的城市与白话的景观”，强调“足下文化与
野草之美”，并对所谓的“新农村”建设保持警惕，认为有可能破坏农村延续几千年的土地与人的和
谐，“新能源”——农村的城市化也许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回到土地”是俞孔坚理论和实践的基点，而他的追求则是建设真正“中国”而“现代”的景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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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俞孔坚，1963年生，浙江金华人。
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
1997年回国创办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次年创办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现为国
家甲级规划设计单位。
出版著作十五部，论文二百多篇。
五度获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荣誉设计和规划奖，一项世界滨水设计最高奖，两次获得国际青年建筑师
奖，并获中国第十届美展金奖；七次被国际景观设计师联盟，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邀请作为年会的主
旨演讲人。
担任《城市环境设计》、《景观设计》杂志主编，国际Landscape Architecture编委，建设部、国土资源
部、北京市、苏州市、中山市等政府专家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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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　　城市篇　　寻找土地之神　　生存的艺术：定位当代景观设计学　　城市性的再定义：
作为生存艺术的城市设计　　高悬在城市上空的明镜——再读《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规划的理
性与权威之谬误　　暴发户与极权意识下的“城市化妆”运动　　重归人性与故事的地方：城市公共
空间设计　　论建筑与景观的特色　　可持续景观　　城市的生态与人文理想　　白话的城市与白话
的景观　　田园篇　　论乡土景观及其对现代景观设计的意义　　寻常景观的诗意　　田的艺术　　
关于“风水”　　附：谁来保护我们的家园——风水复活的背后　　天府：生存的艺术与美学　　伦
理学视野中的新农村建设：“新桃源”陷阱与出路　　警惕和防止“新农村”名义下的破坏性建设—
—关于保护和巩固和谐社会根基的两个建议　　附：新农村建设宜先做“反规划”　　重建家园的精
神空间　　遗产篇　　世界遗产概念挑战中国：第二十八届世界遗产大会有感　　中国的自然保护亟
待进行体制、规划方法和保护理念上的全面革新　　关于中国工业遗产保护的建议　　一部泪水锈蚀
的历史：为《工业遗产》序　　建立“大运河国家遗产与生态廊道”的建议　　大运河的完全价值观
　　善待圆明园遗址（9篇）　　怀念周维权先生　　代后记：土地与城市十年：求索心路与践行历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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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寻找土地之神　　《中国青年报》编者按-2005年1月29日，2004年景观设计高峰论坛在北京大学
召开，来自国内外的300多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
北京大学教授、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博士关于《印度洋海啸灾难启示》的报告，令与会代表
震动。
　　1995年，俞孔坚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中，根据中国面临的严峻人地关系，提出生态安全格局理
论和方法；回国后，他和北京大学的研究同伴一起，继续针对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国土和城市生态安
全问题，提出“反规划”途径和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理论，在此理论指导下的成功实践，2002年获得
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年度设计荣誉奖。
　　2004年10月13日，本刊发表了《五千年未有之破坏》，反映了他对人地关系和国土生态安全危机
的忧虑，引起广泛反响。
两个多月后，印度洋海啸灾难爆发，证明俞教授的忧患意识绝非杞人忧天。
为此，本报再次约请俞教授贡献他的讲稿，希望因此能进一步唤起国人的危机意识。
　　引言：发生在“天堂”的灾难　　不久前印度洋发生的海啸灾难在国际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讨论涉及科学信仰、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环境伦理及国际合作问题等。
国内在这方面较为严肃的讨论尽管并不多，却庆幸看到一些科学家与环境保护人士关于对自然是否应
该“敬畏”的争论，非常难得。
我觉得应该更全面而深入地展开，这对唤起全民族的国土生态安全的危机意识、澄清人地关系的大是
大非、认识“科学发展观”的真正含义、推动建立和完善国土和城市生态安全系统，都是非常有益的
。
我是一个城市规划师和景观规划师，而景观规划以协调人地关系为宗旨，从某种意义上讲，该学科源
于对土地上的自然过程特别是灾害过程与空问格局关系的认识和实践。
所以，我今天也主要从这个角度来讨论。
　　印度洋海啸灾难只是个引子，由此引起的思考基于以下的事实：这场灾难发生在一个高度文明时
代的“天堂”里，曾经的美丽花园、豪华的酒店、繁华的街巷，瞬间成为废墟；夺走了近30万人的生
命，其中不乏受现代科学知识武装的文明人群；相比之下，偏远岛屿上孑遗的史前部落却能在此大难
中安然无恙；科学家检测到了地震的发生，科学知识也告诉此后必有海啸，却未能使陶醉的人群免于
死难⋯⋯当然，我更多的是想借题发挥，展开关于中国当下的人地关系问题特别是快速城市化背景下
的国土和城市生态安全问题的讨沦。
　　一、四点启示：国土生态安全、“超人”、科技及文化遗产　　启示之一：国土生态安全为头等
大事。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并没能摆脱自然灾难的威胁，它们随时都在身边发生，甚至可以在“天堂”里发生
。
这让我想到了华裔美国地理学家段义孚在上世纪70年代写的一本书《景观的恐怖》。
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景观，实际上都潜伏着恐怖：我们欣赏森林，但森林是恐怖的潜伏地；我们欣赏
沙滩，实际上沙滩也潜藏着恐怖；我们欣赏河流，河流也是恐怖的发源地；城市同样潜伏着恐怖。
那么国土、城市和景观规划的源头和最根本的任务就在于回避和应对恐怖，明智地应对自然的灾难（
当然还有来自人的恐怖）。
避免和预防国土生态灾难是国家机器的最主要的功能。
世界上的许多文明是在突然降临的自然灾难中消失的。
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部认识和应对自然灾害的历史。
特别是洪水灾害，史学家认为，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组织治理洪涝灾害的
需要而发育形成的，而夏族首领大禹也恰恰是因为治水有功而被拥戴的。
　　国土生态安全，是继人口问题之后，当代中国未来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
　　启示之二：“超人”意识和虚拟世界导致灾难临头。
面对30万文明人群的尸体和史前部落的逃生奇迹，我们不禁要问：在应对自然灾难方面，人类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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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还是退化了？
　　1962年，景观规划师和生态规划先驱麦克哈格带领学生在美国东海岸研究海岸带的安全问题，探
讨如何进行滨海地带的规划。
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他们发现，许多富人正在争相建造美丽别墅的地带，恰恰是在下一轮海潮侵蚀
中要被吞没的危险地带。
他于是警告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们赶紧搬离此地，否则迟早有一天，他们将大难临头。
遗憾的是，他的警告没有被理会。
果不其然，数月之后，强烈的海潮吞没了这些美丽的住宅。
对照印度洋的海啸，我们会发现，历史总是在重演着同样的悲剧，而其根源在于人类的无知加无畏。
　　麦克哈格于是说：“人们必须听景观规划师的，因为他告诉你在什么地方可以居住，在什么地方
不能居住，这正是景观设计学和区域规划的真正含义。
不要问我你家花园的事情，也不要问我你那区区花草或你那棵将要死去的树木，关于这些问题你尽可
以马虎对待，我们（景观设计师）是要告诉你关于生存的问题，我们是来告诉你世界存在之道的，我
们是来告诉你如何在自然面前明智地行动的。
”　　人们用不全面的科学知识来掩盖人类的无知，加上为追逐眼前利益而对已经积累的科学知识置
若罔闻而表现出麻木，因为无知和麻木，所以无畏，因为无畏，便离灾难不远了。
除无知可以使我们无畏外，坚硬的钢铁、水泥和有巨大力量的机械也可能为人类在自然力面前壮胆。
美国有一部关于星球大战的电影，描绘人类在面对外星人时，是如何大规模出动飞机、大炮和装甲车
来壮胆的，结果，这些装备在外星人的神秘武器下瞬间灰飞烟灭，倒是人间柔弱、优美的音乐，最终
将外星人制伏。
　　我们通过机器强化和延伸了我们的四肢，通过电脑和信息存储及处理技术扩展了我们的大脑，努
力使自己成为了“超人”，生活在一个越来越虚拟化的、高度抽象化的世界中。
我们用对付500年一遇的灾难的水泥防洪堤和防波堤护卫着城市，以至于在海边或河边看不到水光，听
不见波涛；我们渠化和管化大地上的水系，以至干不知道水竭水满，潮涨潮落；我们斩山没谷，“三
通一平”，以至于忘记了地势之显卑。
我们对真实的、完整意义上的自然过程和格局越来越陌生，不再有机会像动物和史前人那样，甚至不
能像田里的农民那样，像海边的渔民那样，或是像山里的猎人那样，感受自然的呼吸，领会她的喜怒
之表情。
我们对大难来临前的种种预兆漠然置之。
所以，现代人在应对自然灾难的能力方面退化了。
间接的学习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现代城市人的缺陷，但永远代替不了体验完整真实的自然存在的作用
。
因此，如何让城市与自然系统共生，使现代城市人能获得自然的体验，感受自然的过程，重新找回真
实的人，是正迈向城市化的中国面临的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是塑造新的和谐人地关系的基础。
　　作为自然人，人类对大自然有天生的敬畏和热爱之心，敬畏是因为千百万年来大自然不断将灾难
降临人身，并在其基因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热爱，是因为大自然提供了食物和庇护，并培育了人对
天地的依赖和寄托。
这种人类的天然之心正是萌生“神”与宗教的土壤，也是大地景观吉凶意识和审美意识的本源。
如果我们过分依赖近现代科技赋予我们的“超人”能力，而将人类千百万年进化而来的自然人的能力
抛弃，将“神”或敬畏之心埋葬，灾难必然降临。
演绎哲学家们的话说：“超人”的诞生宣判了“神”的死亡，“神”死了，则人不得不死。
承认人需要对自然力和超感性世界的敬畏，与我们信奉唯物主义是一致的。
　　“超人”对“神”的敌视和杀戮，是因为“超人”缺乏自信；片面的、不完整的科学知识是“超
人”陶醉的毒鸩之酒，当然也是聊以自恃的武器；人类期待用全面而完整的科学知识获得自信，并能
用宽宏博爱之心，再塑友善助人之“神”。
　　启示之三：关于现代科学技术的作用。
这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科学技术在应对自然灾害中的价值，第一，科学技术是干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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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有了科学技术，还缺什么？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必须首先认识到，人地关系的哲学不应该是斗争的哲学，而应该是
“和合”的哲学；科学和技术更应该用于如何了解自然过程和格局，协调和适应自然过程，以便避免
与自然力的冲突，而不是用于武装自己，使自己以“超人”自居并与自然过程相对抗。
所有的灾难，实际上都是可以避免的，我们的祖先通过经验积累，成功地避开了许多自然灾难而繁衍
至今；当代科学技术给了人们回避自然灾害的更大能力。
但是与史前和农业时代的聚落和社区相比，我们的城市应对自然灾害的方式更多的是靠武装到牙齿的
机械和工程措施，而不是巧妙地采用回避和适应策略，对待洪水尤其如此。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回到土地>>

编辑推荐

　　《回到土地》共分三篇。
城市篇是全书的最主要部分，11篇文章揭示和批判了中国近二十年来城市建设的种种误区，特别是盛
行于大江南北各大城市的、荒诞不经的“城市化妆”运动，挥霍浪费无度、缺乏人文意识和环境意识
的大型公共建筑，目标单一、缺乏土地伦理和系统科学理论指导的城市规划建设及江河治理工程，等
等。
田园篇侧重乡土中国。
这些文章警告，当我们已经毁掉一个个富有特色的旧的乡土城镇之后，我们又将毁掉一个个更富有特
色，充满生态与人文价值的广大乡村和田园。
乡土景观平凡而真实，虽为下等文化且不曾被国家或地方政府所保护、所珍惜，却绵延数千年而生机
勃勃，是“生存的艺术”，也是草根信仰之基础，是和谐社会之根基。
遗产篇则在“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的新伦理与新美学之下，认识和评价我们的遗产，旨在跳出传统
的文物概念，跳出贵族文化的价值观来认识平民的、足下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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