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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景观设计行业获得了飞速的进步。
无论是景观设计的类型、建设规模，还是营造技术和材料，都大大突破了传统造园的范畴。
  “景观”从一个舶来翻译词汇，逐渐演变成了跨行业的共通词汇。
从设计师、政府管理部门、开发商到社会公众，都把景观营造作为推进社会进步、美化环境和展示文
化的重要手段。
    而随着全球化的扩展、信息传播的便捷、文化交流的频繁，中国的景观设计师在继承传统造园理念
的同时，也不断学习借鉴西方现代景观的设计手法，拓展中国现代景观的表达途径。
与此同时，大量的西方设计师也纷纷来到中国，将他们的创意、理念与中国的地方文化、自然特征相
结合，创造出许多富有新意和时代气息的作品。
但与此不相符的是：一方面，我们每年有大量各种类型、各种尺度的景观项目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或建
成。
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景观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仍然有限，除了一些如奥运会、世博会园区的大型项目，
西方业界和专业杂志很少介绍中国的现代景观作品，他们所推崇的仍然是最能代表中国特色的传统园
林。
这除了我们没有进行充分的宣传和推广外，更主要的还是由于目前中国景观设计中的市场化倾向和地
域特征的弱化所致。
广大景观设计师在被大量项目挤压的同时，忽视了对中国现代景观理论的研究和对景观本质的思考，
模糊了自己的角色定位。
    本书所收集的是同济大学冶园景观工作室近10年来的主要作品。
大部分是城市公共类景观和部分城市设计、专项规划。
作为冶园景观的主要负责人，我的大学本科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都是在同济大学度过的，这
个阶段恰恰是中国现代景观从起步到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从上课时聆听陈从周先生关于中国传统
园林的精妙阐述到参观冯纪忠先生设计的方塔园的欣喜与震撼，从翻看西方园林史的好奇到游历纽约
中央公园时身临其境的感悟，从参与浦东中央公园设计的激动到加入上海世博园规划的信心，我从一
个景观设计的初学者成长为今天的景观从业者和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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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设计理念　　设计从居民的行为心理角度出发，寻求“江、城、绿、人”之间和谐共生的关系，
以此作为整个设计的理念。
　　江：滨江景观作为城市与江水的过渡地带，是城市极具吸引力的环境空间。
因此，创造宜人的滨江活动区，不仅能达到亲水的目的，还能满足人们欣赏、休憩、娱乐等多种需求
。
　　城：一方面通过视线通廊，将江水景观引入域中，域中观江。
另一方面，宽广的滨水空间也能满足从江上观城的乐趣，体现温州的城与江一衣带水、息息相关的共
生关系。
　　绿化：为了不影响瓯江径洪截面，采用悬挑于江面上的平台构成亲水空间。
通过平台绿化层层推进，从江边延伸入城市。
　　人：滨江景观带通常呈狭长的线形空间，整体性和节奏感是设计的关键。
通过人的活动要求和行为特征来组织景观空间，表现山水文化主题，传达乐山、乐水的惬意情怀。
规划思路　　瓯江是温州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城市宝贵的自然景观要素。
方案以一系列水景的变化集中表达“山水城市”的精髓。
通过穿插人工水渠的形态将水景引入城市，象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境。
灰桥浦、三十六村浦和上陡门浦的出水口是设计的重要景观节点。
其中，灰桥浦节点通过扩大水面面积，表现涓涓细流汇聚成大海的气魄；三十六村浦出水口处，利用
现有的海事局管理码头形成一个开放性的公共活动空间：上陡门浦既是景观带的终点，也是温州中心
区主轴线的北端，设计通过丰富的植物景观表达“蓝与绿”的融合和发展，将整个景观推向高潮。
规划原则　　以人为本原则：以人的行为心理作为设计的出发点，探寻景观设计中最本质的东西。
　　地方特色原则：在“山水文化”的城市背景中，融人温州“开放”和“现代”的特性，创造独具
温州地方文化特色的景观环境。
　　整体性原则：通过丰富的景观要素组合和现代的构成手法，确保滨江景观带的整体感和韵律感。
　　衍生发展原则：充分考虑景观带未来向东发展的可能性，以前瞻性的规划战略，保证安澜亭段与
其他区段滨江景观带的对接、延展。
规划布局　　在4 km东西走向的滨江景观带上，根据实地调查、测算和分析，每隔1 50m设置一条南北
向的道路，并在人口处设置兼具实用功能的景观标志物，引导行人直达江边，增加通达性的同时也增
强了景观带的整体性、韵律感和现代感。
　　在水景的处理上，人工水渠的形态自西向东逐渐变化，从模拟自然的溪流到人工的水体，再到人
工与自然要素相融合的水面，表现出人与自然相得益彰的深刻内涵。
　　方案建立打通了城市道路方向上的视线廊道，用阵列的植物和矮墙等作为引导物，构成城市和水
景之间的纽带。
在重要的城市道路与景观带的交集处设置景观节点，通过宽敞的空间尽可能地透水漏绿。
滨江景观带的东端，利用开放性的城市公园区集中形成绿地空间，整体上赋予景观带更强的律动感，
张弛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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