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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建筑、城市、园林绿地的再统一”
——厦门市自然开放空间系统的研究

陆 敏 玉

　　〔提要〕本文在研究厦门城市规划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资源的基础上, 探索具有城市

特色的自然开放空间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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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碧翠镶金——发展开放的自然空间系统

在区域化、城市化的今天, 人们对生态环境

和绿色空间的重视可以说已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因此, 作为自然的再现引入到人为环境中的城市

园林, 已不仅仅是传统上的园林概念, 它应走向

宏观尺度, 从“咫尺园林”向“大地园林”、“生

态园林”发展, 从“虽由人作, 宛似天开”的

“妙造自然”到“返回自然”〔1〕, 从过去主要以视

觉美为主的园林形式转向以生态效果为主导的

生态园林。为此, 许多国家都对现代城市园林提

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 园林发展的趋势是向着自

然化、森林化、绿色化的方向发展, 即发展开放

的自然空间系统。

任何城市的诞生、发展都有特定的自然条

件, 都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 而且, 自然空间系

统在城市形态的发展上往往构成了城市各自的

特色, 如: “三面云山一面城”的杭州: “七溪流

水皆通海, 十里青山半入城”的常熟;“借得西湖

水一圜, 更移阳塑七堆山”的肇庆⋯⋯等等。因

此, 对自然环境特色的发掘、理解、重视和为我

所用理应是当今城市建设的重要方面。

70 年代初, 吴良镛先生曾针对厦门市城市

规划提出了“碧翠镶金”〔2〕的设想。所谓“碧翠”

指的是自然、山水、绿地宛如翡翠, 所谓“镶

金”指的是建筑群、城镇、城市。这一设想的提

出意在利用大自然给予厦门特有的恩惠, 使城市

建设发展与婀娜多姿的自然环境达到高度的融

合, 创造城市良好的生态环境, 使居民“不出城

廓而有山水之情趣, 身居闹市而有林泉之雅致”,

以实现“建筑、城市、园林绿地的再统一〔3〕”。

二、厦门城市自然开放空间系统的建立

由城市地域的地貌、土壤、植被、水文状况

等自然景观所构成的城市自然开放空间系统, 是

城市物质形态的宏观背景, 也是城市发展的支

持, 城市的发展应是对自然景观的适应性发展。

厦门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 如何使其与城市空

间组织有机地结合起来, 将是形成厦门城市景观

特色的关键, 为此, 本文意从规划原则和环境设

计两方面来探讨如何建立厦门的自然开放空间

系统。

(一) 规划原则

11 城景交融: 保持山、海、城三位一体的绿

色空间形态。
“海中有城, 城中有海”的市中心区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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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自然情趣的东部环岛路滨海风光

浓郁的亚热带植物景观

自然生活化的厦门园林

奇特的岩石文化

　　从地理位置上说, 厦门位于福建

东南沿海, 九龙江出海口, 面临东南

海, 和台湾、澎湖仅隔一条台湾海峡,

海水成为城市的自然边界。因海湾分

割, 视域范围内的天马山、天竺山、蔡

尖尾山、仙岳山、万石山互相绵延、互

相对峙, 分别向厦门海域和串珠般的

小岛屿伸展, 构成了城市优美的绿色

空间形态, 自然形成了宛如“众星拱

月”般“集团式”环海布局〔5〕, 几乎每

个山脉间都有海湾或湖泊, 山与海、岛

与湾、沙滩与林地、自然与人文浑然一

体, 构成了城市美丽的生态画卷, 因

此, 无论是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还是景

观设计, 均必须突出这一特点, 以保持

山、海、城三位一体的绿色空间形态。

21 集约开发: 保证各片区的相对

完整性, 严格控制过度的开发。

由于受地形条件的制约, 厦门城

市的发展不能象平原城市那样铺开,

每一片区只能充分利用每一块较为平

坦的地段进行建设, 合理地配套建设

各项生活服务设施, 同时由于各片区

之间有自然界的山山水水相分隔, 不

致于联成一个大整块, 因此, 从某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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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说城市已具备了“集约开发”的基

础。要保持厦门的这一城市特色, 就必

须保证各片区间的相对完整性, 使开

敞空间穿插其中, 尽量完善各片区的

“隔离带”(此隔离带可以是山水、海湾、

湖泊、绿地、稻田、游憩地带) , 对每个

区之内的人口密度和建筑面积加以严

格的限制, 以控制过度的开发, 使各片

区保持一定尺度, 相对完整地、疏密有

序地发展。

31 延续与扩展: 体现不同的区位

特征。

厦门从历史上一个半农渔村到海

防军事要塞、贸易小镇, 直到近代的通

商港口, 在漫长的岁月中, 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 港口始终是城市居民点形

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可以说, 海港、

风景在城市的成长中交融、共存, 体现

了城市不同的区位特征:

( 1) 鹭江道从旧城区开始延伸至

市中心区, 历史文化的再现与现实生

活的创新, 在此形成了时空层次的对

比: 旧城区以它特有建筑风格和历史

文脉成为市民生活的重要场所, 体现

了一种特有的环境性格及场所精神;

美丽的断陷港湾员　湖成线型伸入厦

门本岛, 使市中心区形成了“海中有

城, 城中有海”的特殊风貌, 员　湖两

岸城市空间呈对称展开, 分别为贸易、

金融中心区及市政、文化休闲区, 是厦

门现代都市物质文明和繁荣的体现,

湖中白鹭洲公园不仅是城市绿心, 同

时更应是城市市政、文化中心。因此,

对鹭江道的改造或多或少会受到原有

城市空间、建筑群体的制约或激励, 于

是, 保持原有城市生活空间的延续性

至关重要, 以创造优美的自然景色与

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并存在的良好城市

形象。

( 2) 而同为滨海地段的东海岸却

是万顷碧波、万石景区的山脉、隔海相

望的金门数岛、绵延的沙滩、弯弯曲曲

数公里的海岸线, 直到 90 年代初, 这里

除了驻军和一些自然村落以外, 依然

保持着自然原始的面貌, 金色的海湾

以自然的山体为依托, 体现出一派浓

郁的滨海风光。因此, 对于东海岸的开

发, 在保护海岸、沙滩的同时也应注意

山体生态景观的保护, 除严格控制建

筑密度和高度外, 还应有计划地设计

种植有特色的风景林线, 以保持其山、

海一体的自然特色。

(3) 素有“海上花园”的鼓浪屿如

同盆景浮于海上, 这里不仅有优美的

自然风光, 也有丰富的人文景观, 充满

异国乡情的“万国”建筑群, 一条鹭江

使其与厦门岛隔江相望, 形成海湾两

岸对望之势, 因此, 保持这种良好的视

觉形态至关重要。

41 可持续发展: 重视自然的生态

属性。

随着人们对环境保护及其可持续

发展问题的认识, 经济、合理地利用资

源与能源, 同时又能保持良好生活环

境的任务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 城市

的开发和建设必须重视自然开放空间

系统的生态属性, 以保护原有生态、气

候系统为前提, 增加户外活动的开敞

空间。

就厦门市而言, 应保护好独特的

山林生态景观和良好植被, 严禁开山

取石, 完善各片区及片区间隔离带的

绿化, 以建立城市洁净的“空气库”; 既

要对沙滩、滩涂地进行保护, 还要对海

洋生物、红树林进行保护, 以维持海洋

生态环境的稳定性; 既要在城郊保留

一些典型的自然生态区, 如同安区的

汀溪林场、内田金光湖常绿阔叶林、坂

头水库库区等, 又要对珍稀濒危动植

物及古木、古树加以保护, 以利于生活

多样性的保护及可持续利用。

总之, 对城市地域的自然开放空

间只注意其对城市的“包装美”的作法

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有“生态化”的思

路和“可持续发展”的做法, 在保护生

态环境、自然景观环境的前提下寻求

城市的发展。

51 适应气候: 突出地理景观特征。

厦门地属我国南亚热带绿化区,

植物种类丰富, 大多具有较强的观赏

价值, 得天独厚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

气候造就了“草虽冬而不枯, 花非春而

常放”的亚热带滨海植物景观。此外,

厦门夏季漫长而炎热, 夏季“遮荫”是

其主要矛盾, 在创造荫蔽的、舒适的人

为活动的户外空间方面, 以乔木和草

坪相结合的立体空间绿化似乎比单一

观赏性草坪要好得多, 而目前人们似

乎过度地夸大了草坪的作用, 因此, 在

绿化系统内建立大量开敞空间的同时,

应注意气候特征, 发展乡土树种及符

合地带性分布规律的植物种类, 以充

分而又科学地体现地区植被在城市绿

化中的景观。

(二) 环境设计

11 功能的多样性

自然的宁静、闲适与生趣对都市

人来讲是可贵的, 绿色生命赋予了我

们太多现代文明所无法给予的生活情

趣: 在沙滩上漫步、拾贝; 在海中游泳、

冲浪; 在湖中泛舟; 在林荫道上散步;

在草上游戏, 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得那

么自然, 体现了人对自然有一种与生

俱来的热爱与渴望, 这些丰富多彩的

人的行为方式决定了自然空间功能的

多样性。为此, 我们应有意识地组织和

创造一些符合区位特征的、有特色的

自然空间, 如: 文化广场、休闲广场、滨

海游憩公园; 旅游度假区、海滨浴场、

体育公园、民俗风情园⋯⋯等等, 这些

室外空间可以与文化性、娱乐性、服务

性建筑结合起来形成丰富的室内外空

间环境。厦门的自然景观资源丰富, 但

自然空间功能的多样性开发还须加大

力度, 以充分发挥其内在潜力。

21 内容的文化性

厦门的滨海位置, 也使厦门拥有

了丰富的人文景观和文化内涵。许多

城市都有“十景”、“八景”之说, 对于

海神妈祖的信仰及柔性细腻的“海”的

思维基因, 形成了独特的渔港文化; 由

于海运的顺畅及开发建设而引入的西

洋文化与本地文化相结合, 形成了中

西交融的构筑形式; 以及特有的民俗、

风情、风味小吃等等, 所有这一切构成

了城市特有的地域文化和历史文脉,

使这些众多的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相

互统一、互补, 必将产生具有丰富文化

内涵和地方特色的城市景观。

31 场所的共享性和空间的开放性

城市中的山、水、绿地等自然开放

空间提供了城市与自然环境最为密切

的交流场所。为此, 厦门市在白鹭洲公

园的建设、东海岸的开发及鹭江道的

改造过程中, 提出了“还海于市民”、

“还自然于市民”的指导思想, 可以说

这是件功在千秋之事, 但要使其真正

成为市民喜爱的公共场所, 就必须防

止各种“贵族”现象, 如临海的各类别

墅区、花园区、会员俱乐部等, 将自己

的用地围起来, 如这种情况很多, 就会

妨碍公共活动的自然性。此外, 对于自

然景观优美的地方, 政府不应轻易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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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最好的地段建设所谓这类设施, 也

不应把黄金沙滩交给某一俱乐部管理。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做到开放空间的

共享性。

厦门公园密度之高在全国也是名

列前茅, 据统计, 厦门本岛内的公园达

21 座, 而且有许多风景名胜融于其中,

真可谓“鹭城如斗”却“一城如花半倚

石”, 此外, 厦门的公园不同于北方的

深远、厚重, 也少见江南的着意雕饰,

它更多的是一种自然的美和生活化的

趣味。正因为这种生活化和贴近性, 厦

门的公园除提供旅游功能外, 更多的

还应是人们日常休闲的场所。厦门公

园虽然在门票制度上推出了一系列的

便民措施, 但我认为在开放性上还不

够, 许多公园往往“圈地”很大, 使许

多休闲场所因“园墙”的围合而未能充

分发挥其作用, 如南湖公园、金榜公

园、中山公园等, 如把公园的旅游、观

赏、娱乐功能与市民经济性的休闲功

能分开, 把休闲空间完全开放, 则将大

大提高公园的使用效率, 同时也将大

大提高城市环境质量, 这一点对市区

开放空间缺乏之处的环境改善更为重

要, 如南普陀寺前的开放型休闲空间

就是旧城区市民日常活动的良好场所。

三、厦门自然开放空间系统

规划中的问题与措施

　　11 与城市交通的关系

问题: (1)受城市发展布局的限制,

滨海区的过境交通严重影响着市民对

滨海自然空间的利用: 鹭江道汇集了

客运、货运、港运等码头, 城市交通与

内部交通混乱, 阻碍人们顺其自然地

进入这些场所; 几十米至上百米宽的

滨海环岛绿化带, 因过境交通过于临

海, 影响了沙滩、滩涂等海洋生态环境

的保护。

措施: (1) 过境交通与内部交通分

开, 各功能区分区设置、各尽其职。

(2) 过境线离海足够宽度, 尽量保留自

然植被, 以利于沙滩、滩涂等海洋生态

的保护, 也利于滨海区的深度开发。

21 与城市开发的关系

问题: (1)受城市自然形态的影响,

绿地布局零星分散, 环境效能潜力未

能充分发挥。(2) 厦门岛绿化覆盖率虽

然很高, 但大片绿地存在于山林及公

园中, 而供人们日常活动的广场、绿地

等开敞空间并不多, 且各片区绿地发

展极不平衡, 滨海区较多, 市区较少,

旧城区绿地更是严重缺乏。

措施: (1)通过狭长的绿色通道, 连

接散布于城市的具有各种所属关系的、

各种功能的大小绿地。(2) 旧城区的改

造应考虑综合的环境效益, 尽最大可

能为市民提供公共的开敞空间, 以改

善旧城区的环境。(3) 城市开发实行成

片开发, 控制开发容量, 以保证城市广

场、绿地等开放型公共空间的面积。

31 与城市防灾的关系:

问题: (1) 人为创造的城市绿地生

态结构简单脆弱, 降解城市废弃物的

能力低下。(2) 对滨海城市而言, 面临

台风、潮水、海啸等自然灾害的威胁。

措施: (1) 引入自然群落的结构机

制, 避免破坏自然植被。(2) 避免围垦

湿地、在洪泛区定居; 避免因填海造

地, 造成海湾淤积。(3) 保护和组织一

些符合夏季主导风向的自然空间。 (4)

在开避滨海休憩林带的同时, 考虑濒

海处防护林带的位置。

四、结　　语

人与自然本是由同一根源发展而

来的, 而我们的经济模式只表现了人

的方面。诚然, 今天社会的需要, 经济

发展和科技水平都比以往发达和进步,

但谋求人与自然界的生态环境的目标

是最根本的。为此, 融合厦门优美的自

然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及现代人们的

思想风貌, 建立良好的自然开放空间

系统, 是创造厦门城市特色的重要因

素。绿色、生态——构筑一个令人愉快

的生活空间, 这就是美如画的厦门城

市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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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聘 信 息

泛华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设计院

诚 聘 英 才
　　泛华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设计院, 是建设部下属具有甲级资质的设计院, 因业务发展需要, 诚聘

以下人员:

一、建筑师二名: 具有较强的方案设计能力和创新意识, 能独立主持大型工程的方案设计或施工图设

计。

二、总建筑师一名: 具有丰富的专业经验和协调组织能力, 能负责大型工程项目的图纸审核和技术方

案的审定。

三、结构、水、电工程师各一名: 具有三年以上专业经验, 能独立完成方案及施工图设计。

试用合格后可调入上海户口, 解决住宿。有意加盟泛华者, 请在广告登出 20 天内, 将个人简历、工作

业绩、代表作品、近照、有关证件及住址、电话, 函寄至上海市四平路 1188 号远洋广场 16 楼, 邮编: 200092,

电话: 021265626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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