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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能责怪建簟师，因为按现行的管理体制，以厦经营投资，只有按建筑红线来考虑问题， 

由于时间和经济的制约条件，致使建筑环境在创作中具有很大局限性，几乎 3米以外的一切 

因素与建筑毫无关系。关予建筑环境在创作中，，可以说是近观不足，中现有余，宏观还没有 

Bi起足够的重视。强调了建筑自身个体的完善，忽视了整体与用地条 件 的 关 系和近景的处 

理，更谈不上建筑环境在宏观上 构景作 用。 

建筑环境在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已引起建筑界的关注。诚然，建筑环境包括了建筑外部 

环境与建筑内部环境，有时还涉及到空间环境、自然环境、历史环境，文化环境一系列的问 

题，限于篇幅，这里饵就宏观方面，对建筑环境在创作中的规律、目标，方法，技巧中的某 
些基本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以引起在建筑创作中的正视 

1 建筑环境的序、律、韵 

建筑环境的构成因素千变万化，黄综复杂，人们力求从中找出秩藏  规律和韵调来发挥 

事物的特性，表达设计匠心，构成特殊的意境。 

t．1张序的值栾 

硖序，是视觉环境骂术和感受最基本的条件。人们观察客观事物l对一个 有 秩序昀整 

体，能够悟到周围环境为一个井然有序的幕种模式，这是视觉环境的重要特征。其他次要的 

因素与联想，只能是加强秩序的感受而不是削弱它的秩序，以使人们抓住总体环境中的主要 

映象，在思想上给予深刻的印记。 

人们常说 “杂货摊”， 杂乱无章”，就是说客观事物在视觉环境中扰乱了人们的秩序 

感。那种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偶而看一下可以，长辫接触会馕人感到厌倦。 

建筑环境在创作中也是基于秩序的追求，以便从错综复杂的条件中，来弄清环境中的某 

种梅思和意图。由于信息时代各种频率施加挟，那种 “牲多利亚 式的诸般杂昧的做法，将 

会对视觉环境带来干扰， 纽腻纤巧的雕粱画栋， 电会给人们以某种困惑。代毒而起的则是蔼 

练与符号，和某些特殊的线型、块体、色彩与表征。 

建筑环境姻掏成困誊是多种多样的，建筑四邻关系， 地形地貌 绿化植被，道路地坪’ 

建筑小品，山水怪石，路堑保坎⋯⋯都是客观因素。看来， 于建筑主体的组畲而关浆 

要，但若环境因素组织浃乏秩序感，对■个新的观察者来说，感到杂乱无章、摸不靖方向， 

或者支离破碎、枯燥乏昧，将会影喻对主体建筑的观感，更谈不上以它来加强建筑的表现， 

体现建筑创作的意周。 ’ ’ 

多数人对于客观事物的观察都有敏锐的感觉，具有连贯、秩序、理性的自我组织。这种藏 

序太抵与不同的八的节律同步，才能达 相应婀和谐。每当造八了一个晤生的繁华环境，客 

观事物令你目不暇顽，眼花缭乱之际，无形中增加了思想上舶压力，自然而然地捕提那些视 

野范围内的主要目标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因素，使之构成视觉环境中暂时的依托 这种周标的 

选择，在追求秩序中超到了重要馐甩 同肘也要看到，人晦千年令、取业的不同，对于目标 

的选择亦有很大的差别。在建筑环境中将重点棘在社会共性的需枣上这是重要的准则， 

虽然，人们对个 别建筑环境和开放空问也有浸步欣赏分析的时侯，但它耍借助于摄佳的 

视点与停点，才能达到目的。因而在建筑环境中对于人流的停止、行进、逗留点、漫步区要 

用不同的手法莱解决。 

1．2规律的探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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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舒展，垂直的突破，同一符号的多次反复，强烈的夸张 对 比 ，某种构成的连续 

性，在视觉环 境中作为视觉良好的诱导，形成某种规律，是强化秩序性的重要手段。这 l|规 

律，在建筑环境中可以概括为线条、面积、色调和动静关系四个方面。 

I)线条组织 线条包括垂直线、水平线、曲线、斜线所构成一系列规律的变化，使之在建 

筑环境中划分有序，相互结台，构成了某种流线、顺序、和话动的组合，给建筑的表现 强 

有力的对比与反衬。例如路径的引导，灯杆的排列，尺栏的延伸，髭墙的 变 化 ，绿篱的分 

隔，拱桥的起伏，曲桥的转折，郴是建筑环境中不可忽视的线型因素。 

当然，更重要的是不要忽视地坪线，视平线，夭际线_任建筑环境中的影 i ， 若对于环境 

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有11,~lJ埚垂直线也可 打破环境的沉闷而加强生动 t氛。这些线条， 

可以由自然地势而形成，也 可以用绿化加以佐证，必要对也可以利用建筑的某些处理加以扩 

大延伸，使之与环境融合为一体而不显得孤零。 

2) 面韵分配关系 面的分配涉及到环境中的质地和图底关系。环境中之所 重视地坪、 

路面的变化与处理，乃是因为人行遒，它是人际交往、休息、交谈的重要场所，不是一般的交 

通道。漫步其中欣赏环境，停留观赏，小息，等待等等，都是人们接近建筑前的不同需求稻 

发生的正常行为。故有的粗，有的细，既有观赏的 目的，也是交通的必需，当人们走到上海 

外滩的江边小国四周，虽然它紧鄂繁闹的交通大遭，但置身其中，这种细微的地坪花色，与 

交通车道显然区别，吸B【了人们的心理，使其如同到了另一个宁静安详的领域。 

图——底关系由于环境的功能不一，道路空 间、绿化空间、场地空 间、景观视野诸者的 

比重标准各异，就出现图底关系的转换，有时以图为主，绿化植被多子地面。而有时则以地 

为主，活动场地加大，绿化小品只能作为环境中的点缀。图底问要具有一定的对 比度，才能 

取得生动的效果。 

3) 色调的对比 一方面来自绿化与人工建筑的对比，另一方面也来自环境色调四季不 

同的变化。为取得建筑的某种气氛，固然花草的配植重要，但是四季的常青和花色不同季度的 

开放，对于丰富环境也十分重要。近年来，北京建筑环境时改善，无论是炎热的夏日，抑或 

凛洌的冬天，由于松柏的衬托，都给建筑增添了生气。南方植被与树木修竹茂 密的分配，则 

更显得环境娴挪多姿，别具情趣。 

4) 动静变化 静止与流动、富有不同的意境与情趣，反映了人们不同心理的两个侧向， 

对环境两种不同的要求。动，反映对外开放 ，丰富多彩，变化不尽，给人以某种启迪 与联想。 

它通过线、流水、道路、绿篱加以引导与延伸，通过不同的平衡对比加以强化，给人 以感觉 

上的蒯激。 

静是对 内，封闭私密性的一个侧面，给人以沉思、遐想，以达到某种意向的满足。例如 

寺院前的石狮，入口的广场，建筑前的照壁与牌楼、相生，建筑前的某些雕塑，都是通过轴 

线达到静态的效果，增加建筑的肃穆情谓。 

住宅为了家事、学习、习惯的适应与满足，强调自我 “独处”，是收敛的一个方面，静 

为主要目的 而邻里关系，组群， “村落”则是家的空问 “自我延伸”，是 动 的 表现。其 

问，如果没有环境作为媒介加以调节，在用地十分拥挤的情况下，将是对个人独处意识的挑 

战 。 

应当说驯，建筑环境中，动中有静，静 { 含动，这种交织变换是一种理想境界。如 

个开放的公园，处处四通八达，一览无余，电只能举行一些社会活动，就损难吸引游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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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韵调的深化 情景交融，动静交错，夸张变形，和谐对比，节奏韵律，虚实间插， 

给人的生活情趣以不同刺激与涟漪，符合人们心里节律弛张秩序。 

环境层次的深化， 是构成建筑深远，秩序井然，意趣兼收的重要手段。环境可以概括为 

前景 ，中景 ，衬托与背景四个重要部分。例如北京展览馆，如 果没有前景的引导，建筑就显得兀 

突。自展览路前的引导加强了建筑环境的延伸作用，限定了建筑环境的边界。中景由于一个大 

的喷水池，集聚了人流又分散了人群。衬托则是临近建筑边缘而作的细腻的处理以及拱廊的变 

化。三者加重了建筑环境的层次感 ，构成了一种特有的韵调。加上背景配合，建筑就更加生动。 

诗情画意在环境中的运用，增加了建筑某种韵调和气氛，是环境中常用的手法。匾额、 

对联、题咏不但可以点题，也可在意象上扩大人们的空间感受。其他如字画、石刻，家具、 

碑碣的布置都寝根据总体的安排，有起始 过渡、重点，高潮、结束的不同，使之具有渐次 

关系、 主飙对应，给人一种连续动态的富有诗情画意的精神享受。 

2 建筑环境的景、势、巧 

建筑刨棒固然决定于建筑功能的满足与某种特定精神的表露。然而，作为建筑的 一̂  

际关系，脱离了具体的环境i将映乏应有的生气 显得建筑枯燥乏味。一幢美好的建筑，在 

环境上都能与太自然有机的结合，与四周景物取得和谐的配合，．将会给人增强某种激情。 

从环境视野来分折 建筑环境侈及的范徊可以概括为三个 范 畴 。即宏观环境、中观环 

境、近观环境，三者虽说范围不同，孰轻孰重，若取舍得当，都能达到不同的效果。 

2．'表j嚏环璃 ，目的在干构最 

宏观上主要视建筑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与四周所策联的景物，和建筑自身的对比与协调 

关系而构成具有特色的景观。诸如嘉谷关，布达拉宫，古刹梵塔，它所占宙白地位，地形，大 

的环境关系，远观可以威慑人心，远远地吸引着人们。山城建筑的依坡 就势，重楼跌者，构 

成了山城独特的景色，布达拉宫，以它那巍蛾的体态，形成拉萨独特的景观1在古老的县城 

中，还有那耸立的砖塔吸引着人们。这些都为环境增加了生动的景色。 

2。2 中观环境，目韵在子遣势 

建筑以其巍峨壮现的体势，总体建筑的完整，建筑与环境密切的配合，有助于加强建筑 

有力的表现。北京前门、故官角楼、城市中固有的文庙武庙，以它的群体组合，完美的体型 

与绿化的衬托，构成了建筑的特有风貌；给人以深刻的反映。 

2．8近现环境，目舳在于显巧 

随着人们接近建筑，建筑 自身装修细腻的表现，紧邻环境处理细致的程度，以及必要的 

附加物台级、花台、灯饰，地坪 绿篱、花丛，装饰质量，色彩效果，等都是对主体建筑的 

表现的加强与显示。有的金壁辉煌．有的光彩斑烂，而有的质朴素雅，粗犷朴实，从中孕育 

着建筑的灵秀与精华，无论是一步一阶，一线一划，都应穷技巧之能事以补建筑的不足。 

建筑环境自身而言 当然更好是宏观构景，中观遣势， 近观显巧，使人们由远及近，不 

断深f￡而理解建筑总体环境意境，三者是一十有机的联系 不得已而只有求其次。当前建筑 

环境是中现有余，近观不足，而宏观微乎其触 换言之，建筑创作中过于重视建筑自身的完 

整，而忽视了建筑宏观环境效果 而有的也只能中观，近观就．“露蹈”，宏 观 更 是褥词再 

出，与大的环境不相协调 ．． ．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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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视觉环境的限定 

从视觉环艟 f：来判断，尚有一个视觉的范罔号视点的距离问题。建筑城市化，南集，高 

层的出现，要宏观、中观、近观都能园满，宴属困难。因而，对待这一问题，近观环境目的 

在于加强建筑的表现，中观环 境侧重子总体的控制，是较为理想的境界。而在宏观环境中， 

特别是重要的和隆重的建筑， 由于道路的导 向，建筑层次的变化，亦应考虑视觉走廊的引导 

作用，力争达到完美的效果。至于三者的区分，当以建筑的性质 与规模和所在的具体环境来 

决定。 

为了全面地对于视觉环境加以权衡，可 以按建筑高度 (包括与观察者的竖向标高差)与 

视距之比的关系划分为三个范围。 

垂直视角过小时，视野内的 目标过多，视觉不易集中，而垂直视角过大时，则只能注意 

到个别现象而头乏综台的了解，或者说对于总体易产生变形，产生视觉上的畸变。建筑作为 
一

个观察对象，垂直视角大予 45。就易变形，若要讲究近观的局部细腻的刻划 ，27。或略太 

子它可以满足要求。要看总体，通常是在 27。～18。之间能够很好地反映建筑的气势，如果垂 

直视角小于 n。20 时，则干扰 因素多了，就使 目标含混，在景观中通常以此为限，可以构成 

良好的景色。如果视野的范围更大，无疑，人们将会把景色一个个分割成不同的片断加以肢 

赏而后组成一个全景，这就要重视各景色间的配合关系，使之有很好的连续和过菠。以建筑 

的总标高为 H而论 ，可以划分观景点距建筑 2H、3H、5H作为近观，中观，宏观的建筑环境的控 

制圈，在不同的控制圈内，环 境设计有不同的需求。为什么人们常说 “建筑设计得好看，修 

起来之后不怎么样?”问题就在视觉环境中大小比例之间的差异。看一张圈，看一个模型， 

小比例上可以把握全体，无疑是人的观景点与建筑的距离很大，甚至是俯视。而真实的建筑 

尺度犬，加之视距的局限，建筑四周舶环境的遮挡，自然不会取得理想的效果。 

2．5山地建筑环境 

山地建筑，除了宏观、中观、近观之外还有一个平视，俯视、仰视的问题，一般地说， 

平视在深远，仰视在高耸，而俯视则易观察全局。平地上虽也有这三个问题，但对于山地来 

说，效果更为显著。 

宏观、中观、近观对于建筑环境所反映的差异，例如宝塔，宏 观在大的环境中，是一个 

景色，中观呈现出有力的气势，而近视只能是一些具体的处理变化。镇江的垒山寺，四川忠 

县的石宝寨可以看到三者在建筑环境中所涉及的内容，以及对人不同的感受。 

3 建筑环境的围、因、变 

建筑环境的构成有谙种因素的制约，在建筑规划与设计中各有不同的侧重。按建筑各自 

的特点和所遵循的内容，以及建筑师的素养不同而有不同的章法。概括地说，都 离不开围、 

因、变三字。 

勘 建筑环境的围合。这种围合因素可以由建筑围成广场，如各大城市的中心广场，交 

通广场，由建筑来限定一个特定的空间环境，供人一 际交往，加强建筑环境和空间层次的 

表现。其次是一种由建筑围合成院落，中国各地的院子 不 同 ，都是空间环 境围合的一种表 

现。再者由景物所限定的一种空间环境，其中如树木，杆栏，水池，绿篱所限定的一种特殊 

领域。另外就是地面不同质地花纹的分割，也可以区分出不同的环境，甚至有时以建筑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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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分割，也构成了不同的环境效果。 

困 建筑环境困借一些自然和人工的因素来丰富建筑的环境。例 如 利 用 建 筑 领域的 

山、水、林，泉、岩、石、建筑、古迹、潺穴，景物、光影，采用园地 制 宜 ，因势造景， 

“俗则屏之，嘉者收艺 ， “远者怀之，近者科之”的方法，来达到环境中的曲折多变。在 

因借中，当然应切忌那种移土填壑，取直截弯，斩土砌坡，岩石断壁 的 办 法，而 “大擞土 

木 之役。 

室 建筑环境的燮化，要自然谐趣，俄山就势，步移景异。建筑环境比之于建筑自身， 

以灵巧多变取琏，使窆在严谨之杂而显灵巧，^工之后而法自然。罚时也要因景、因物，因 

人而异，而富有意境情趣，弛其特性，虽然构成因素不变 而处理 方 法 迥异而不致基出重 

复，妙 然生辉。 

根据围、因、变韵要术，在建筑环境处理中出现了不同的章法，主要者可以概插为以下 

六个方面t 
P 

3．I体系柯成 

传续的建筑以问为单位构成了 “家 这种个体在玮境中有了一定的限定性，以简单的 

“金包银 住宅来说，在朝向上分阴阳，在空间上有主从，在性质上有公共 (萱)与私密之 

分，方向上有一定导向性，在层次上有前后，在环境上有侧重，加强了建筑的前景。有内部 

外部之别，无论晕糸西南北的罐筑，平原山地的建筑都反映了这种章法。这种单先进一步韵 

发展 出现了自尺，口形_三台院，1四台皖，包括了一部分外部环境，使建筑鼙闻得劐了延 
伸。视建筑的规模大小与环境条件，藏纵藏横商发展，形成了不同的院落和组辞。 

其一是由_单体建筑构成的组群，成 为总体建筑的 单 元 。而后在总体中组织成某种模 

式。建筑处于环境之中，具有开放性，建巍相邻部分就构成了一定的环境关系。迄今住宅衡 

坊的组织，其外部环境仍在沿用着这种模式，说明了它的优越性。当然，单体建筑可以根据 

功能有各种不同的变形。 

其次院的展开，云南一颗印，北枣四畲院，重庆的重台天井 (因弛势之故)，成都的宅 

院，广赛的苘式整筑，自贯的六院等，它瘴把环境 容于建筑之中，是内向性。建筑与环璋 

融为一体，环境成为建筑内部的延伸。在单体建筑中 无论是圆林建筑，大型公共建筑，这 

种院的展开用的十分普遍。 

组群，集群进_步扩大，延伸，构成了树落与城镇，曲阜以孔子诞生地为 基 点 ，而孔 

府 孔林、曲阜城，是这种体系构成的典型。诚然，其它旧城的环境，也都是以府衙壬宫为 

中心而逐步扩大与展开的，构成了大的坏境协凋关系。 

体系构成中可以着到三个内容，在各个建筑环境申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④ 建筑环境是一个动态的形成过程，反映了建筑环境量变 到质变新旧更替的发展过 

程 一 

② 建筑环境在发展过程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 建筑环境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有一定的领域限定感， 但也具有模糊性，那种亦内 

亦外的感受，屡见不鲜。 

8．2 自然困借 

建筑环境在构成中，把因借自然因素作为重要内密；山水， 失树‘．花赤 孤看t水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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阉插 以飞梯，游廊，亭台，石级等，在研究建筑 自身的同时亦进 行 了 巧妙的烈台，统一权 

衡，对于丰富建筑的环境具有曲异同工之妙，不可等闲税之。 

建筑环境作为建筑的外延与补充，使之内外延伸渗透，相互交叉，构戌了多变的空间， 

具有重要作用。在整个环境围台中，亭、台、楼、榭、堂 馆、廊、阁，都是沟通内外过渡 

空间 (灰空闰)的有力因索。而墙、栅、栏、台是重要的聪系内容。这种把建筑透过以上诸 

种因素与自然环境取得有机的联系，是 中国建筑的一大特 色。 

顺应自然，模仿 自然，微缩 自然，把建筑置于 自然环境之中，这是古剥道观选址的重要 

条件。树落场镇对 自然的顺序构成的不定性模式 是回到 自然的一 种反映。堆山叠石，挖池 

造景娃模仿自然的一种方式。微缩自然，不仅限于小范围的固林，甚至于窳景在室内中的点 

缀是为室内外增加 自然生气的一种重要手段。 

空间过渡与转换是利用自然环境来先成的，所说曲径通幽，回廊曲院，正是这种环境转 

换过渡的写照。 

绿化天井，充实盆景吊兰，攀藤，野葛，流水淙法，野趣盎然，这是在心理上追謇自然 

的一种反映 当然，这种崇尚自然，与地理环境，气侯条件，内外关系，地方材料有不可分 

割的关系。传统建筑对于 “风水堪舆”提到了重要地位，这是强胡建筑、人、环境的关系， 

加重建筑气势的重要基因。 

3．3领域限定 

建筑环境的限定性首先是给人有一定的领域感。无论是路，绿化、草坪、地坪、门枋、 

睥楼、入口标志、墙栏，都是反映建筑环境领域惑的重要因索。但它并不意味着今天的 “刘 

地为牢”，自成一体的分割，而是与外部空间有着紧密的关系。 

由于社会宗法、礼教、地理气侯 民族 习俗的影响，建筑内向性的围台具有一定的封闭 

性，这是中国建筑环境的一大特色。诸如一颗印，四水归堂，三房一照壁等，都是典型。这 

种限定中，一种是围成一院，另一种是围成一厅堂，视建筑雠质而青不同变化 前者重虚， 

民间多用之。而后者重实多为公共建筑 其中厅堂是联系各部分的纽带，强调建筑的轴线， 

占着重要的位置。所有庙堂衙署属之。这种限定县有使建筑的分散和聚集作用 随着建筑规 

模的大小，丽形成了主院，次院，局部庭院与小的空间。但这种领域限定，除了建筑而外， 

其他因素都可 以作为限定的元件。 

民间特别重视庭院，宅第，林盘，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一般地说，这种限定， 

多向纵深发展，来体现 “纵轴”，构成了 “深宅大院”。但视地形不同也有横的发展以及其 

他变形。院落对于空间的无限定性、扩大空间、内外沟通 共享、包络，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于不同的时空观的处理，水景、假 山的交叉应用，在新建筑中也层出不鲜 

同列还应看到，一个大的院子 领域 (困台)有时还通过不同的门洞、廊，墙、栏、窗 

孔、绿篱等加以分割与联系，形成分而不隔，通而不透，围而不死的空间，丰 富 了 空间变 

化。 

院子的形成是环境领域限定的必然产物，概括地说，有 

封 闭型，其中有一院多院之别。 

半封闭型，其中有一面对外开放。 

沟通渗透型，建筑与自然环境相互交织。 

开放酗￡独立柱或架空层 少支点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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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络型：建筑包围环境，包围建筑。 

8．4耗撤磅序 

建筑环境的形成，受宗往思想、等级观念、礼仪秩序的影响，反映了建筑环境鬲同的层 

次、主从、重点，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裁仪秩序具有抗变、排外的内在潜能，形成一定的模式 

与封闭性。在建筑环境 中如目标的强化，中心主轴的突出，城镇 中心的模式所围台的空间· 

由于礼仪 的要求，内外有别的影 响，含蓄内向的处理，都是这种思想捐导下的产物。基于建 

筑礼仪秩序的要求，强化建筑的表现气氛，力图造成建筑的禁神气势，其前导静分，都特 

强调宽大、规整、简约与排场。大 自十三陵的神道，明孝陵的目{导：天安 门前的华表、玉带 

桥，小至府第前的 “太狮”、 “少狮”，孔庙前的牌亭，张良庙前的苍松翠柏，申扎陵前昀 

梯莲 ，绿化，都为强犯建筑韵威严而着重地加以处理。另一方面，侧面，特别是后花园，则 

可以说别有洞天，极尽变化之能事，无论是苏州园林 乾隆花园，都反映了生活和自然的一 

个方面。 

值得提及的是，人口韵导向处理也是礼仪秩序要求的一种反映，新都宝光寺前的照壁， 

文殊硫的照壤，宅院妁 蟾基山石敢当 ，．它不但启示了建筑舶导向，同时也把公用空间一  

道略空间，场地空间加以碾定，界分了建筑环境的所属边界，使其成为整体建筑的一个有机 

组成，加强了领域感。 

5册阻互补 。
，  

’  

老 子说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襁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髓。”反 映 

在建筑环境中对立统r，相辅相成摄这种哲霪的体现。 、 

向_来，中国建筑橱弱{1日八卦为蚕化的秩冉 乾坤就形而上盲是鼹硼 ，就形面下畜是剐 

柔 在建筑环境中这种鼹阳变化， 亦嘲都录的手法，使建筑环捧反馈取舍，妙趣生辉。 

建筑环境中，内外相互渗透，直中带抽 由．水显示的刚柔相济 建筑罱色的显隐受舍， 

空蚵庭园的虚卖根 建筑晦鬣纳光影变幻'环境处理韵严整自庙对照，景蜘曲A工自然相 

映，·都是阴阳变他的一种体现。 - 、 

静赫互袖，僻体参差i 又是阻阳蛮化蚱一种反哝 所谓闻 泉 喱声，低齄凿 高处叠 

石。花伺德榭，水际安亭，长桥黔棱，’l瑚 转换，傍山面水 浮光疏影，正 说|_瞻 了这一同 

题。加之昼夜变化，四季时序所反映的不同环境情调精人以无穷的章趣辜 ． 

8．6意象深化 ⋯ ’ ．。 一、 

意是作者感情，境是客观对羲置雄，_环寮稃一定意境，目的在于意的确立与境 实现， 

以达到情与景台，情 景童融。 

建筑环境中，中国尚静。深山养性，禅宗修牲，瞢思悟性，这一切部需要以静为要_义， 

以求达到意象深化。曲径通幽，柳暗花册，在乎一静字。但为了选到这种静，还要有动：来补 

充。 舶线纵横转换，窭两内 透，庭院开张闭台，更坪强了静动的对腮。 

不丽的建筑 环境拙理也有 同情 蘑建筑的性格、旨趣、心态 ．感情帮传虢敷内在 

力以表达建筑的精神气藤，例龆}纪念舳杯青，住宅l的宁静，别髯的滞 ‘餐蹲豹 旺，商 

场的热闹，宾馆的雅致，旅游的趣味，文教钓寰雅 都要园势 导各辱其妙．造成一定构寂 

象情调。环境则具有艰犬鳞力，其总_体设计和具体处理应与建筑同步 

当然 建筑环境处理中，隐而1不翳 含蓄不尽，要戳少雌亭盼手法，达到橱品蠡化之目 

的。比如上海外滩绿化的道路地坪，少数几种不同的面砖组织起各种变化的地锦，届转素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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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致而变化 ：尽 某些吲林中的步遭用一种卵石、砖瓦砌筑的花纹使八漫步其上，不单是功 

能 目的而具有观赏的效果，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们的心声。山城不同石材 (块石，卵石，乱 

石，规整石等)砌筑的保坎，短墙，栏杆，亦为环境增色不少。 

洛阳辐同记对湖同的描述称 “园圃之胜，不能相兼则六。多宏大者少 邃，人力 l者少 

苍古，多水泉者艰眺望。”在意境深化中可资建筑环境的借鉴。 

4 建筑环境的导、群 、标 

4．1建筑环境的导向性 

对人来说，环境围台边界有大小，虽然动线构成有曲折变化和便捷的趋近，其中导向性 

是十分重要的内容。建筑环境的导向性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1) 流竣组织 人群流向是导向性最重要的条件之一。一般地说，建筑环境流线可分为三 

类，一是个人的授步，二是贯穿全部的流线，三是直接的趋向，三者都不能忽视。但作为导 

向性则主要是考虑人群流向的要求，使其流向集中，方向明确，目标突出，而简洁单纯，接 

纳人流，集聚人流具有强烈的吸g{力。侧如环境的入口，接近建筑的处理，都要明确而简洁 

大方，直接方便，地段 开阔，给人们以暂停定向的可能性。 

2) 主导线的强他 主导线 的强化是导向性第二个要求。在流线组织上应便于人们 的接 

近、利用、适合于人的行为。接近的环境处理不同，方法各异。特别是大的建筑组群的环境组 

织中，动线不只是一两条而出现 了多条动线 ，来满足不伺 人流组织的行为要求。为了给人以 

强有力的印象，体现环境设计的主要意图，其中应有一个突出的主导线 必要时，设计可 以 

提高接近建筑的频率，例如路面细致处理，空间开 阔放大，绿化配置加强，小品形象突 出， 

强调明显的连续以形成主轴，俾便在建筑环境 中吸 引了其他因索，而起到控制作用。 

3) 入 口的显明 特 lJ是接近建筑前面 的环境，入口的标志，道路要宽广，起了无形的 

“门 的作用，以强调建筑环境的领域感，而加强建筑 的导向性。如重庆浮图关上山的道路， 

过去在弯曲的小遭上沿途设置 了七个牌枋，自大坪直趋山腰，强化了通关的道路的主轴，激 

发了人们登山的愿望 (现在牌枋只有一个了)。昆明的金殿的一、二、三山门更是沿前面曲 

折的道路，引导人们 自然地接近了正殿。 

4．2建筑环境的群体性 

建筑环境在处理过程中，虽然有一定模式，但视自然环 境 条 件的不同，要顺应客观条 

件，构成一定的群体，是设计的重要准则，群体重于个体，是现代建筑的重要标志。切忌建 

筑环境不顾客观条件和总体 效果，今天一亭，明天一阔，后来堆山，任意挖池，各行其事， 

树木杂处，高低相逆，没有主从重点，疏密繁简难分。 

首先，在建筑环境中重视群体但不忽视个体。在建筑环境中的亭榭厅堂，风格一致这是 

总体要求。但在个体上又要精心刻画而不能粗制滥造。如桂林杉湖的蘑菇亭，它在环境处理 

中，作为民航售票所看漓江饭店的前景，处理就不单是～个孤立 的休息亭了，就建筑而言它 

是从属 部分，就风格而论则应与漓江饭唐取得呼应 

其次，对于环境因素的布局，要相互簇立，成组织成团，各自形成不同的中心与“山头”， 

构成不 同的组群。不同的组群以主导线为中 il,而取得密切的配合，则容易构成一个有机的整 

体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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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具有共同的符号、信码，使总体取得协州和谐与统一。这种符号信舄．亟要的基 

于四个方面：一是整体的绿化植被，二是树木的选择；三是道路铺面的材料与色彩；四是灯 

具、坐椅与小品，都要加以审慎。 

最后，还要考虑适应各地的习俗 习惯与景色特点，构成一定的环境特色，两三株棕榈， 

反映了南方景色，几颗松柏，则体现北方特点，沙漠中的杨柳，江南的水巷池塘，岭南的修 

竹，重庆的黄桷树，都反映了不同的环境特色， 绐人以人乡随俗，见景生情的形象感受。特 

别是今天各城市出现了市花市树的情况下，如 

洛阳的牡丹，桂林的桂花，成都的芙蓉⋯⋯在 

总体上都要有所呼应。 

4．3建筑环境的标志性 

建筑环境各种错综复杂韵因素中，没有明 

确的某种标志，也无法保证导向性的强化和群 

体性的统一。标志性在建筑环境中，例如道路 

(流线)节点的处理，目的物的加强，重点的 

形成，都是重要的课题。 

门前的喷水池，可以说是标志性的一种反 

映，其池或圆或方或重叠，水花的高低大小， 

晚上甚至有不同的彩调，它对于加强建筑曲前 

导组织和集聚人流都有着重要作用。 

建筑物前的门、枋、石柱、牌楼，石桥、 

照壁，既有领域界分作用，也是接近建筑前景 

的重要标志物，历来都很重视它的创作，它是 

主体建筑总体环境中不可分割的组成分部 北 

京的西四牌楼 (现已迁建)是街道结节 的重要 

显示，西安的鼓楼 、钟楼是城市重要空同的标 

志，天安门前的华表，青城山上的各式亭子，
．  

苏州城内的北塔寺⋯⋯都在总体环境中起到引 

导作用。 

[附]插图 

p r ——～  

■ I 

图 l 北京展 览馆的环 境、 由 于 前 

景、 中景 与村托、三 者扣强 7建筑环境 的 

层 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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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2 宝塔 的宏，见环境、 中现环‘ 

境，近观环境所反映的不同效果。 

凰 3 

图5 五台山佛光寺大殷反 

映的 内容与 “金包银”住宅相似。 

圈 4 “金 包银”住 宅反映 的 内容I朝 向上 阴阳， 空间上主 

L̂，性 质上公共与私密，方向的导向性，层次上前后，环境 

土有侧重， 内外有别⋯⋯。 

_(， ～ ／ 

_ 一 

中 嘲囱 

目0 体毒捋成的建筑环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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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  

图7 瞬单一筘硅氟拍壕谚建奠 

组群相互之 间具有一定 的 环 境 

关 系，成为总体建筑的单元。 

图10 四州灌县二王庙 总体环境的 

自然 目借。 

一 阻8 各种内向性 的院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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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半封 闭型 广场 。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学报 

c{姆j蕾活遗型 

一  

d开就理的嶙 牟椎· 

均 

一＼ ．墓 氛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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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包培型的建筑环墟a 

圉1l 各 种不 同的领域 限度。 

b 白拣环境帕限定 c章庆冉勺重台天井形成太小不同的院子 d 包络型 自蝽环境a 

．  f建筑与白饕环境相互空卫- 
‘  

～  

圈12 建筑环境不同的组织实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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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蒿都 宝 光寺 太 f]。 

a 加强建筑 向前导。 

—  

_  

b成都文舞院犬门。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学报 

c性宅门前l询 枣山石敢当。。。 

圉13 礼仪秩序反映在不同建筑环境的界分止。 

b 建 筑前 面措 高， 扩大 早台构成未的空间。 c扩 未建筑主立面．侧面 

花 园厦 活 动场 。 

d 建 筑前 后呈现 了不 同相处 理方 式。 

圈14 建筑境境前后 面不同的处理 

图15 昕阳互朴中呈现在总体环境上 圈16 建筑环境导向清折、显明 

的虚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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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AND CREATlON oF ARCHITECTUI E 

ASST~ACT'A-rchnectme aⅡimp!口nant part刘e culture．And an envlr．on~mt 

which caa t如 ~lepa~,增d：from archiitctttre ii*m~ rgam C,pa~t l母f archiectut~I,en$i． 

neering
． It is the important thing in the architetucr&l如sisn wIch 1he dove!衄me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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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 ORDS environment．creation．ar鼬 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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