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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人类的先民为生存而搭建栖息之所的那一刻起，居所的构筑和建筑围合的行为便被赋予了环境
设计的意味，通过群落的聚居所产生的庭院、道路、广场的“设计”，显露出人类社会的创造性。
从古代到工业化早期，人类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产生过各具特色，并极具亲和力的城市环境。
　　今天，单纯为提高土地利用率为主导的城市法规，以推进城市“现代化”为“充分理由”：强调
城市机能，如建筑功能、土地利用率、交通能力等，加之以工学为基础的建筑及外空间设计等，将建
筑单体相互“拷贝”，并按统一模式进行“摆布”。
这一切都使得我们所处的城市环境丧失地域特征，建筑空间与城市空间被割裂，行者的步行空间被挤
占⋯⋯，致使“城市空间中应该体现的人类情感因素被严重削弱”。
因此，以人文学科为基础，旨在改善我们的居住环境，努力将城市空间加以“艺术化”的设计，就成
为一项迟到而又迫切的“事业”。
自20世纪末以来，增设于各院校中的有关环境艺术设计的专业及研究方向现已成蓬勃之势，并由此不
断对相关书籍及教材产生着新的需求。
这就是催生本书的动因。
　　最初接到的书稿任务是以更为宽泛的“外部环境设计”为书名的。
实际上，就本选题而言，已经有很多优秀的，也更为细化的书籍出版。
基于有这些专业书籍的支撑和互补，因此，本书的编写就趋向从理论层面上对选题进行系统性地分析
与总结，例如将范畴较宽的外部（或室外环境）的设计主题按“庭院、道路、广场”进行归纳，侧重
从成因、构成原理及设计方法的角度进行阐述，力图使之更加符合教材的需要。
书稿写成后，应出版社要求，书名又改为与目前课程名称相对应的《室外环境设计》，书稿有较大程
度的调整与修改，仓促间出现的疏漏与错谬，还望读者不吝赐教。
　　最后，谨向为本书提供设计实例、图片等的同仁，编写中给予了悉心指导与帮助的重庆大学出版
社的周晓老师，以及参与调整、修改的两位研究生，在此谨致谢意。
为使本书内容更加充实、全面，在编写中参考了很多著述成果，还选择引用了一些案例及图片，在此
，谨向原作者深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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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人类的先民为生存而搭建栖息之所的那一刻起，居所的构筑和建筑围合的行为便被赋予了环境
设计的意味，通过群落的聚居所产生的庭院、道路、广场的“设计”，显露出人类社会的创造性。
从古代到工业化早期，人类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产生过各具特色，并极具亲和力的城市环境。
　　今天，单纯为提高土地利用率为主导的城市法规，以推进城市“现代化”为“充分理由”：强调
城市机能，如建筑功能、土地利用率、交通能力等，加之以工学为基础的建筑及外空间设计等，将建
筑单体相互“拷贝”，并按统一模式进行“摆布”。
这一切都使得我们所处的城市环境丧失地域特征，建筑空间与城市空间被割裂，行者的步行空间被挤
占⋯⋯，致使“城市空间中应该体现的人类情感因素被严重削弱”。
因此，以人文学科为基础，旨在改善我们的居住环境，努力将城市空间加以“艺术化”的设计，就成
为一项迟到而又迫切的“事业”。
自20世纪末以来，增设于各院校中的有关环境艺术设计的专业及研究方向现已成蓬勃之势，并由此不
断对相关书籍及教材产生着新的需求。
这就是催生《室外环境设计》的动因。
　　最初接到的书稿任务是以更为宽泛的“外部环境设计”为书名的。
实际上，就本选题而言，已经有很多优秀的，也更为细化的书籍出版。
基于有这些专业书籍的支撑和互补，因此，《室外环境设计》的编写就趋向从理论层面上对选题进行
系统性地分析与总结，例如将范畴较宽的外部（或室外环境）的设计主题按“庭院、道路、广场”进
行归纳，侧重从成因、构成原理及设计方法的角度进行阐述，力图使之更加符合教材的需要。
书稿写成后，应出版社要求，书名又改为与目前课程名称相对应的《室外环境设计》，书稿有较大程
度的调整与修改，仓促间出现的疏漏与错谬，还望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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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环境，一直是人类社会由古至今的恒久话题。
每当人类因环境恶化而可能威胁到自身生存时，因矛盾无法回避而日益凸显出时，有关环境的课题就
越发显得迫切而且有价值。
　　对于环境，人们似乎是熟悉的，但又是陌生的。
之所以熟悉，是因为人类的每一位个体一旦降临人世就已融入到某种“环境”中，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
犹如鱼和水的关系，“游弋”并“呼吸”在环境之中。
正因如此，人们似乎因熟视无睹而对环境感到陌生。
当人类陶醉于产业革命带来的繁荣并坐享其成果的时候，殊不知，人类也不得不“品尝”由这些“成
果”而酿造的“苦酒”。
高效的工业化以矿产、能源、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快速消耗为代价而获得高度的经济繁荣，但是，人类
也因此不得不面对因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而使生存空间受到威胁的严酷现实！
　　在1972年召开的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及随后相继成立的国际间合作组织，针对一
些现实，如因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导致自然资源的过速消耗；社会生活的巨变和人口膨胀使人类的
生存环境产生危机，诸如城市中因交通拥挤引发噪声污染、空气污染，因建筑密集造成生存空间紧张
；在更广大地域中因土地荒漠化、物种锐减致使自然生态环境结构的解体导致全球性生态失衡，提示
“人与自然、人居环境与自然生态”所共同构筑的系统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
由此提出“关注环境，就是关注人类自身”这一迟到的命题，将“保护和改善环境作为保障人类生存
的迫切任务”确立为符合人类社会共同而长远的追求目标！
　　现代人文科学试图建立物质世界与人类心灵沟通的桥梁，因此重释了环境的含义。
面对生存空间日趋紧张的现实，如何营造和改善人类的栖息地成为全新的课题，由此建立了集宏观自
然环境、微观人工环境及社会环境之和的——人居环境概念。
这一概念的建立，成为“领导”我们认识生存空间的起点，以及确立环境主题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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