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qks.cqu.edu.cn

第
!"

卷增刊 土 木 建 筑 与 环 境 工 程
#$%&!"

'()!

年
)'

月
*$+,-.%$/0121%

!

3,4516746+,.%89-21,$-:7-6.%9-

;

1-77,1-

;

<74&'()!

=$1

!

)(&))>!"

"

?

&1@@-&)ABCDCBAC&'()!&E'&(!F

游览者与居民"""城市风貌设计中的两种视角

胡江渝

"四川美术学院 建筑艺术系!重庆
C()!!)

#

收稿日期!

'()!D(FD!(

作者简介!胡江渝#

)FB"D

$%男%讲师%主要从事山地城市规划及建筑设计研究%#

9D:.1%

$

/1@57,5+

!

@1-.&4$:

&

摘
!

要!城市风貌设计是以塑造城市风貌为目标的设计过程%城市风貌从实质上讲是对城市的感知!城市风貌设计

可以理解为对城市意象重组!并以视觉方式呈现的过程!即设计师通过分析和研究!获得对对象城市的风貌感知!然

后以技术手段呈现出来!并为其他人感知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设计师对城市的感知尤其重要%设计师以游览

者或居民的视角感知城市会有很大的不同!游览者视角注重宏观的结构性和整体性!而居民视角关注微观的细节和

生活%本文试图通过讨论感知过程中的不同视角问题!探讨优化城市风貌设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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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特色的丧失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巨大难题&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很多城市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引入了城

市风貌设计%期望可以通过这一技术手段打造城市风貌%重

塑城市特色&

城市风貌比较普遍的定义是!通过自然景观和人造景观

体现出来的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的环境特征)

)

*

%也可以简单

表述为城市的风采容貌&但是%这些表述只是对城市风貌的

物质性的描述%而城市风貌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是人对城市的

感知%即人们体会到的城市风貌元素体现出来的特质%强调的

是人的感受性&-为此%我们不能将城市仅仅看成是自身存在

的事物%而应该将其理解为由它的市民感受到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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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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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风貌设计是以塑造城市风貌为目标的设计过程&

城市风貌从实质上讲是对城市的感知%因此%城市风貌设计

可以理解为对城市意象重组%并以视觉方式呈现的过程&其

流程为!感知
^

呈现
^

感知&即设计师通过分析和研究%获

得对对象城市的风貌感知%然后以技术手段呈现出来%并为

他人感知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设计师对城市的感知尤

其重要%设计师以游览者或居民的视角感知城市会有很大的

不同&本文试图通过讨论感知过程中的不同视角问题%探讨

优化城市风貌设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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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者视角里的城市风貌

<=<

!

游览行为

游览是体验和感知一座城市最直接的方式&当一位游

客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开始他的游览活动%他的行为模式应

该是怎样的呢5 首先%他需要确定最需要参观和游览的对

象%可能是一处名胜古迹%可能是一栋著名的建筑或优美的

园林%也可能是城市最繁华热闹的中心区%等等'然后%他会

寻找到达参观对象的路线和考虑交通方式%如果可能%他还

会选择体验一下城市特有的交通工具'在参观完这座城市最

有特点的地标或景点后%他会选择次一级的城市景点或城市

特色地段%距离合适的话%他可能会以步行的方式到达那里%

以便更好体验这座城市的风土人情'在行走过程中%他还可

能观察城市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比如旧城区的历史面貌和

新城区的现代景象'街道两旁的建筑和城市天际线也是他观

察的对象'而在街道拐角或交叉路口%他利用明晰的城市指

示系统找到要去的方位&如果还不清楚%还可以利用街道上

的旅游地图查看城市景点和重要建筑的位置和分布情况&

离开城市和到达城市时一样%他需要选择一种交通工

具%比如飞机&当飞机飞离城市时%他俯瞰整个城市%辨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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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参观或看到过的景点和建筑%看到城市街道和道路的蜿

蜒%城市完整地展示在眼前&他会说%这个城市原来是这个

样子的&

当游览者回忆起这个城市时%他就会将这些城市印象串

联起来%形成了对这座城市的感知%从而觉得自己认识了或

了解了这座城市&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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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与城市风貌

在上述这样一个比较具有典型性的城市游览行为中%游

览者的城市意象的获得取决于城市的展示意图%亦即游览者

体验和感知到的城市风貌其实是按照展示价值排序而形成

的一种结构&

游览活动注重城市物质层面的视觉审美价值%并按可看

性的标准区分城市风貌元素'喜欢认知具有特色的事物'在

选择游览目标的时候%会对城市风貌有结构化的认知'而游

览活动的移动式展开方式将城市风貌的空间性与时间性结

合起来%而产生序列感'会注意城市的环境特征及标志物等&

游览行为成为城市风貌的结构性和展示方式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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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者的城市风貌设计

当城市风貌被定位于对外展示的城市面貌时%城市风貌

设计师实际上是在以游览者的视角看待城市%以系统化和整

体化的思路%形成生态和谐(尺度宜人(协调统一(视觉优美

的风貌特色景观%展现城市的个性魅力)

!

*

&按照这一思路%

在具体的城市风貌设计中%设计师从城市的自然和人文环境

入手%确定城市的整体展示形象%比如-山水之城.'根据各城

市风貌元素的展示价值及空间特征区分为城市风貌核(城市

风貌区(城市风貌带(城市风貌圈等)

)

*

%并形成层级化的结构

关系'再通过与风貌分区相协调的对各子系统的设计%如道

路系统(节点空间系统(开放空间系统(街廊空间系统(视觉

走廊和眺望系统(方向指认系统等进一步完善这一风貌结

构&这也正是城市风貌设计中经常使用的方法系统&

以游览者的视角展开的城市风貌设计%强调城市的展示

效果%具有结构性和整体性强(系统化程度高(城市的视觉感

受强烈(城市空间感受良好和可操作性强等特点&但是%过

于强调城市视觉形象使城市风貌设计流于表面%而结构性和

系统化的过程也使设计缺乏灵活性%过于宏观而破坏城市的

微观结构'而标准的设计方法和成果体系也是造成城市特色

缺失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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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视角里的城市风貌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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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城市里

相对于游客%城市居民才是城市真正主体%他们的生活方

式和精神状况被认为是城市风貌中-风.的主要组成部分)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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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对所居城市的认知和意象更多来自于日常生活&对一般

居民而言%所在城市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标志可能并

不具有特别的意义%城市里的风景名胜也并非生活必需'对城

市整体的熟悉程度可能还不如一个在城市里只待了一两天的

外来游客%而对自己生活区域的城市空间熟悉到可以不用眼

睛'每日的出行都选择最为便捷的交通方式和最短的路径'城

市天际线的美观程度可能还比不上被盗了井盖的下水道口新

盖上的石头'在老城区生活的居民会烦恼于每日都在增加的

旅游人群%日常生活的场所和空间被游客观光和商业活动挤

占%风格化的街道立面改造也带来了很多的生活不便&

就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而言%他对这座城市是熟悉的%

但对自己生活的城市的形象反而变得抽象和模糊了&只有

在外地的朋友或亲友来访时%才会去重新认识和感知自己居

住城市的城市面貌&而如果一个外来的人要真正认知和了

解一座城市%唯一的方法就是在这座城市里生活一段时间%

成为这座城市的一份子&

居民对城市即熟悉又陌生的看似矛盾的认知%正说明对

城市的了解和认知需要有多层次的分析和多角度的切入&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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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行为与城市风貌

个体的居住行为对城市风貌的影响微乎其微%日常的居

住活动也过于琐碎和平常%但居住活动的集体化和常态化却

是整个城市活力的基石&所以%城市居民区及其居住模式不

是城市风貌的重点元素%但却是城市风貌的主体性构成元

素&正如成片的胡同构成的老北京的城市之貌%合院式的居

住方式及居住文化构成了老北京的城市之风&也可以说%城

市居民的居住行为本身就是城市风貌的一部分&

城市居民通过日常的居住行为所感受到的城市意象是片

段的和充满细节的%复杂而且多样&对城市居民而言%一个整

体被感知的系统化的城市风貌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与生活

相关的城市风貌细节的提升%即城市风貌的微观结构的完善&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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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的城市风貌设计

尽管城市居民及其生活方式是城市风貌的主要构成元

素%但在实际的城市风貌设计中%却很少以城市居民的视角

去看待城市风貌&有设计师也考虑到这一问题%在城市风貌

设计过程中利用问卷调查(入户调研(公众参与等方法%收集

和征询市民意见%但是%这些方法的基本视点依然是游览式

的%虽然可以在宏观层面建立更准确和更系统化的城市风貌

结构%但在微观层面依然缺乏力度&

而所谓城市居民的城市风貌设计就是设计师以一个城

市居民的生活化的视角%去思考和认知城市风貌&这就要求

设计师要在真正熟悉和了解城市的基础上去完成设计任务&

减少结构化的城市风貌对微观结构的破坏%比如在大的风貌

分区内增加更小尺度的风貌区域以准确反映生活方式的差

异'注重利用巷道空间进行风貌渗透'有意识地将日常生活

整合到城市风貌结构中'激发居民的城市风貌建设的参与

度'加强城市居民的情感寄托与社区凝聚力的提升&

C

!

结
!

论

在城市风貌设计中%设计师选择以何种视角切入会产生

差异很大的结果&本文讨论了游览者和城市居民两种视点

对城市风貌的感知和设计上的差异&以游览者的视角展开

的城市风貌设计%强调城市的展示效果%具有结构性和整体

性强(系统化程度高(城市的视觉感受强烈和良好的城市空

间感受(可操作性强等特点&但是%过于强调城市视觉形象使

城市风貌设计流于表面%而结构性和系统化的过程也使设计

缺乏灵活性%过于宏观而破坏城市的微观结构&而以一个城

市居民的视角看待则可以弥补游览者视角的缺陷&因此%在

城市风貌设计的实践中%设计师可以尝试以多种视角感知城

市%更准确地体会到城市特质所在%塑造更美好的城市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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