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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构堆积，山地地形，景观重叠 
— — 对山地城市特色景观设计方法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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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系统科学为理论基础，通过对贵州“千户苗寨”的景观分析与重庆沙坪坝滨江地段的 

城 市景观设 计 实验 ，着力探寻 以同构堆积方式利 用 山地 地形 创造 景观 重 叠的 山地 城 市景观 设 

计 方法 ，希 望能为 山地城 市的特 色性景观设计提供 一条新 的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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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about the Landscape——superposition 

by M eans of Isomorph——accumulation on M ountainous Landform 

ZHENG Xi ，WEI Hao—yan 

(1．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5，P 

and Urban Planning，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5，P．R．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system science and by analyzing the landscape of”qian hu miao zhai” in Guizhou 

Province and a landscape project along Jialingjiang River in Chongqing，in this paper，to seek a design method 

for mountainous city landscape is investigated by creation of landscape——superposition through isomorph——ac-· 

cumulating on mountainous landform in order to provide a new approach for the design of distinctive landscape 

in mountainous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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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基本概念诠释 

1．1 同构堆积 

“同构堆积”是一种系统组织方法，即由极少种类(甚至可能只是一种)的要素以较大规模按照一定 

原则发生相互联系而构成系统。所谓“同构”指大量的要素个体以相同或相似的结构方式存在，“堆积” 

则指要素数量的庞大——相同／相似要素个体在一定范围内的大量重复出现将带给系统对外功能上的 

突现，并赋予环境明确的特征指向。 

1．2 景观重叠 

“景观”指某地区或某种类型的自然景色，也指人工创造的景色，从字面上理解意为观赏到的景色 

和事物。把景观看作一个系统，指景观要素的相互介入或占有。景观重叠的现象十分常见，例如在中国 

传统园林中就常通过借景、透景等方式达成不同层次上景观要素的重叠。景观(重叠)的质量主要取决 

于两个方面：要素的质量和景观结构的质量。 

1．3 景观结构 

把景观看作一个系统，其内部各种联系与关系的总和即为景观结构。高质量的景观结构同时具备 

统一性和差异性，即景观系统整体上单纯壮观，细节上又以微妙、丰富的变化形成了丰富的景观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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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个案例分析——“千户苗寨”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西江镇，称“千户苗寨”。是一个自然生成的苗族聚居地，镇上人家不盈千户。 

2．1 “千户苗寨”的同构堆积现象 

“千户苗寨”是一个典型的“同构堆积”系统，因为： 

1)要素：“千户苗寨”的系统要素包括了建筑、院落、场地、绿化等，其中建筑占有明确的优势和主 

导地位，其它要素皆受其控制，因此可认为该系统中的 

核心要素就是一种——建筑。 

2)各要素单体的共性特征：(1)建筑材料：木造房 

屋、灰瓦屋顶、当地白色石材垒成的屋基座；(2)外观形 

式：建筑垂直方向上分成三段——下为白石基座，上为 

瓦屋顶，中为三层的屋身，正面三开间，第二层的中间开 

间在朝向正立面的一侧设为灰空间；(3)内部功能设置： 

前述的灰空间是整个房屋的中心与交通枢纽，常作为户 

内公共空间——客厅 +餐厅来使用，其中通常包括了与 

其周边及上、下部相联系的门和楼梯，围绕其则是小间 

用房(起居室、卧室、厨房、储藏间、牲畜饲养间等)；(4) 

建造方法：普遍采用较简单的木建筑搭建方式，无特殊 

或复杂的构造和装饰节点。虽然具体使用条件的不同 

图 1 “千户苗寨”要素单体的共性特征 

会造成要素单体的彼此差别，但这并未影响其共性特征，它们组成的正是一个同构群体(图1)。 

3)“同构”建筑数量巨大，“堆积”出了个体(或少量)要素(组合)所不具备的系统特质，给自然环境 

加入了明确的人文因素，使其在整体景观上地域色彩浓厚。 

2．2 “千户苗寨”的景观重叠现象 

“千户苗寨”的景观意象中带有明显的整体性特质，这首先是源于其系统的“同构堆积”构成方式。 

但“同构堆积”的系统并不一定能在人的通常观察角度下呈现出整体性风貌，例如北京的传统住区就可 

被视为由单一种类的要素——四合院以“同构堆积”方式构成的系统，但从平视的角度(即人眼观物的 

通常角度)观察其整体景观时，人们常常难以感觉到自己面对的是一片广大的住区，因其所见通常只是 

长长的院墙，其后连绵的房屋、院落和生活均被遮挡。要素个体 “堆积”构成的系统整体性在平视视角 

的景观上未有反映，主要原因既在于院墙的高度和封闭性，也在于系统所处地形的平坦使前后景观要素 

相互遮挡(而非介入或占有)，即未形成景观重叠。而在“千户苗寨”，山地地形的起伏变化使大量的要 

素个体依山就势分布，无论在左右还是高低关系上，相对较前的景观要素都只是或多或少地部分遮挡相 

对较后的景观要素；当站在远处观察其整体景观时，视线角度的限制又使人们无法看到在平面上实际存 

在的要素间的距离，因此人们不仅能同时看到前、后的景观要素，而且感觉到它们似乎被拉到了同一个 

立面上，要素之间的距离感在相当程度上消失了。在这里，“同构堆积”系统中出现景观重叠现象的原 

因正是山地地形的作用。另一方面，景观重叠并不一定能加强系统的整体性，例如在中国传统园林中也 

存在许多景观重叠的例子，但它们加强的不是系统的整体形象，而是片断和过程经验的丰富性。与之相 

比，在“千户苗寨”，景观重叠施加于山地地形，使要素个体的“堆积”立体呈现出来，被呈现的还有生活 

场景的堆积，蕴含其中的关于环境特征、民族文化等的诸多细节更加强了该系统的整体性和地域感，而 

这只有在身处远处将系统景观作为整体看待时才可体会。在这个系统中，景观重叠最突出的作用不是 

增加了细节的微妙与层次性，而是突显了系统整体的规模感，这一作用的实现也与山地地形紧密相关。 

我们或可认为，“千户苗寨”独特的景观现象是同构堆积、山地地形与景观重叠三者叠加的结果(图2)。 

2．3 “千户苗寨”的景观结构 

1)建筑单体依山就势呈不规则布局，远观可见其对山体的覆盖较为均匀，随坡度变化而在较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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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 户苗寨”的景观重叠加强 r系统的整体性与规模感 

稍密、较陡处稍疏，并留白了一个坡度陡升的小山头： 

2)要素个体在整体相似之下存在着一些微妙差异，例如在形式上，屋身第二层的中 开问作为原 

型是设为灰空间的，而实际使用中少数家庭因某种原因将其开敞的一面用玻璃等材料封闭；在细部装饰 

上，不同要素个体因屋主审美倾向、消费水平和习惯等的区别也有所不同；为适应地形变化，房屋不可能 

都以南北向排布，其朝向上自然各不一样，具徽差感；应具体的使用要求，少量建筑层数 也有所改变， 

可看到一些在原型基础上变形、加建的情况；等等 景观要素个体细节上的丰富变化有效地避免了景观 

系统整体的单调和呆板。 

3)除要素个体的差异外，要素问空间关系也丰富微妙。“千户苗寨”是在一定的自然、历史与人文 

环境中缓慢生长出来的，要素个体间的空间关系很大程度上 

既由其所依附的道路结构决定，又由地形的走势决定，而道路 

结构的形成也具有很强的“生长性”而非“规划性”，即也与地 

形条件关系紧密。从整体上看，在山地地形的作用下，“千户 

苗寨”形成了以(位于山下较平坦且与外部交通联系方便之处 

的)主街为干、以顺应山势延伸的步行支路为枝的树型结构； 

但由于树型结构层次关系的不断递进及具体使用中房屋fNJ便 

捷联系等要求的产生，这种树型结构的单纯性已被打破，在若 

干局部实际存在的是网状的道路结构，而局部的“网状”彼此 

连通，就形成了较低层级上整体的网状道路结构。以地形条 

件和此道路关系为基础，要素个体的布局顺应山势，呈点状沿 

步行支路散落；它们之间多不紧靠，而是依据所处地势偏转方 

向并留出不规则的剩余地带，由此出现了众多自由灵活的空 

间处理方式与独特的景观意象(图3)。“随机性”是该系统中 

要素个体空间关系的重要特征，但众多空间关系“个体”中反 

映出的随机却组成了大的空间格局上的整体性 ’。 

可以认为，“千户苗寨”的景观结构达成了整体简洁单纯 

与细节丰富多样的有机统一。 

3 总结——就山地城市特色景观设计方法论进行的探讨 

图3 “千户苗寨” 间 

关系中的自由 随饥性 

要针对同构堆积、山地地形、景观重叠三者讨论城市景观的设计方法，首先必须明确它们在城市景 

观建设中的现实性意义 ： 

1)“同构堆积”的系统构成方法在中国的建筑营造与城市建设中向已存在：在古代，由于中央集权 

的王朝统治要求及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民族文化心理特征等多方力量的联合作用，无论是从建 

筑还是城市的层面上看，“同构堆积”的现象都非常普遍，由此带来的是中国古代建筑与城市明确和强 

烈的整体性风格特征；而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建筑与城市中呈现出的“同构堆积”现象已不再是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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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的需要，除去经济、文化等方面因素，它更多地暗合了大工业生产集中化、规模化的特征和要求，也 

因此具有了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2)在我国，国土面积的近三分之二为山地地形，山地城市同样数量众多，这意味着无论在过去、现 

在还是将来的很长时期内，如何营建特色鲜明、风格独具的山地城市景观并籍此增强城市的可识别性与 

吸引力对设计者来说都是一个重要和大有潜力可挖的课题。 

3)景观重叠也是一种普遍性现象，其主要意义是加强景观系统对外功能中某一方向上的属性。在 

山地城市中，地形的起伏变化至少在高低关系上已使较前的要素无法完全遮挡较后的要素，景观必然有 

重叠；同时，前文已分析过，在山地地形的作用下，景观重叠的最突出作用是加强系统的整体性与规模 

感，这一作用也必然存在，因此利用其来塑造有特质的山地城市景观可被认为是一条具有普适性与推广 

价值的设计途径。 

结合对“千户苗寨”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同构堆积、山地地形与景观重叠三者都是可单独成 

立并发挥作用的设计切人点，其间并无必然的互推关系，但在一定条件下将它们叠加起来，却可明显地 

加强或放大其各自本身的作用，达成其所施加系统对外功能上的“整体涌现”。因此在设计方法上我们 

可尝试这样总结：从系统学的原理出发，由大量具有特质且结构方式相同／相似的景观要素个体以尊重 

并突出山地地形特征为基本原则组织成的景观重叠将十分有助于山地城市景观特色的形成，这不失为 

现代山地城市景观设计的一条新思路 。 

上述对设计方法的总结既包含了同构堆积、山地地形、景观重叠三者叠加的信息，又暗示了决定景 

观质量高低(这里着重以“特色”为衡量标准)的两个基本方面：要素的质量(——“具有特质”)和景观 

结构的质量(——“尊重并突出山地地形特征”)，这也是营建现代山地城市特色景观过程中的需要特别 

关注的两个要点。 

4 一个设计实验——重庆市沙坪坝区石门大桥至磁器口滨江地段城市景观设计 

4．1 设计背景(该部分介绍仅涉及与景观相关的部分) 

1)现状条件——本项目用地按景观情况可主要分为三类： 

(1)不可建用地——指坡度较大或地质状况不稳定或划分过于琐碎尖锐的地块。这一类用地的景 

观以自然性为特色。 

(2)边缘住区——指由城市低收入者、流动性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其中许多是三无人员) 

在城市边缘地带自行营建起来的居住片区。本项目地块内的边缘住区主要在原工厂用地周边及一 

些市政管理不易触及或权属界定模糊的地带聚集形成，其整体景观的特点是低矮建筑群以水平向走势 

覆盖山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重庆山地与滨江城市生活的传统风貌。 

(3)废旧工厂——指用地范围内的国营老厂，有的至今仍被使用，有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产业结 

构变更、经营不善、竞争不力等原因而(面临)倒闭。这些废旧工厂中遗留的厂房决定了该类用地的景 

观特色：厂房的建造要求其所在山地沿不同等高线进行大片平整，由此形成的台地在顺应山势地形的同 

时为用地添加了横向的景观因素，而建筑的大尺度又强化了这种景观中的水平走势。 

2)设计要求 

(1)本项目用地是位于嘉陵江西南岸、石门大桥至磁器口古镇之问的滨江地段，中有高家花园大桥 

将其分为两段。用地与嘉陵江东北岸的江北区(也是重庆市的一个重要市区)隔江相望，石门大桥与高 

家花园大桥将江北区与用地所在的沙坪坝区连接，因此，该地段实际上是沙坪坝区面向江北区的门户地 

段，其景观特色性与标志性的建立非常重要(图4)。 

(2)项目用地内土地功能置换、原有工厂、居住片区等的拆迁安置及地形整改等所需的大量资金与 

人力物力的投入要求项目建成后有较高回报，这意味着该地块不可避免的高强度开发。 

(3)本项目用地靠近沙坪坝区中心，与重庆大学等高校毗邻。作为重庆市著名文化区的一个重点 

土地开发项目与重庆大学科技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开发目标是建设一个以居住为主，集中了新兴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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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项 目用地是沙坪坝 区面同江北区的门户地段 

技产业开发、办公、商贸、娱乐休闲与相关服务等多重功能的综合性城市社区。 

4．2 方案 

方案设计涉及的层面很多，本文只针对与景观相关的部分进行分析。 

1)板式高层子系统——基本垂直于等高线布置的板式高层建筑构成了该滨江城市景观体系的第 
一 个主要子系统(图5)。其设立可满足土地开发的强度要求，提高地块容积率；将高层垂直而非平行等 

高线布置既可实现其每栋朝向、通风和视野等方面的均好性(图6)，又促成了项目用地后面地块中城市 

生活与江面景观的连通；将板式高层顶部作分台+斜向屋顶的处理令建筑形式突显而非弱化了地形特 

征，这是单栋点式高层在形式上难以达到的效果，也使板式高层这一建筑单体作为景观要素存在时因特 

质的具备而得到了质量的提升。 

图5 板式高层子系统平面 

图6 板式高层子系统朝向、通风及视野条件分析 

2)低层高密建筑带子系统——大体平行于等高线市置的低层高密建筑带构成了该滨江城市景观 

体系的第二个主要子系统(图7)：其设立首先是为了住空间格局上还原当地民居建筑中传统的尺度、 

密度与空间层次性等特征，以此作为在新的开发建设中继承与发展传统建筑文化的一个手段(图 8)；成 

片致密分布的低层建筑覆盖山地地形，实际上完成了对山体形态的再现；在这个子系统中，作为景观要 

素的建筑单体以院落的组合为主要布局方式，从江面看去，院落中的植物与建筑个体问的差异打破了建 

筑群体的呆板和单调感，景观质量也由此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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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低层高密建筑带子系统平面 

3)整体系统——除板式高层与低层高密两个主要子 

系统外，该滨江城市景观体系中还包括滨江绿地系统、车行 

系统、公园体系等随之衍生的次要子系统。从系统整体的 

角度考量，我们可对设计的景观方面作这样的总结： 

(1)板式高层和低层高密两个子系统都以同构堆积的 

方式构成，它们在山地地形上完成了自身的景观重叠，同时 

二者间也进行了一次景观重叠 

(2)板式高层使该地段景观带有了明确的都市意象，低 

层高密建筑带再现了传统城市生活的整体风貌，两种差别 

极大的特质景观的直接碰撞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对比与冲 

击，并为整个景观系统带来了强有力的新属性，这是任一单 

图8 低层高密的建筑 间 

格局对民居建筑传统的还原 

独的子系统或二者的简单相加所无法具备的在系统对外功能上的“整体涌现”L 。 

⑧在建筑体量上放弃惯用的多层(或小高层)而选择高层与低层的组合不仅出于地块容积率、功能 

配置等方面的考虑，也是塑造景观特质的一种手段——高层巨大的垂直体量将场地上部空间纵深向切 

割，低层建筑带连同公园体系又紧贴地表让景观连绵延展，二者的对比使整个系统具有了良好的景观结 

构，加上都市感与乡土感的叠合以及游走其间的风景与人群的活动⋯⋯应当能营造出迥异于城市(滨 

江)其它地段的特色性景观，并为整个地块的城市生活添加活力(图9、10)。 

图9 总平面 

(下转第 50页) 

图 10 滨江城市景观系统整体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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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在山地城市的景观建设中，可资利用的设计原理和方法很多，本文讨论至此只是想说明，以同构堆 

积的方式在山地地形上形成的景观重叠是其中的一条有效途径，以此作为设计过程中明确清晰的指导 

性思路，有可能营建出高质量的现代山地城市特色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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