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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土地的名义”对于景观设计师的实践来说是一个美好的理念：可以重新评价土地与人民之间的关
系；引领对景观与生态的规划和设计；景观可以被打造和保护为使土地、人民与幸福相互关联的媒介
与纽带。
前所未有的快速全球化，使全世界都面临文化认同的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城市发展方面显示了无限的前景。
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史无前例的发展速度也造成了严重的城市问题。
中国发展所经历的规模、尺度和速度，是以往西方社会发展所未尝经历过的。
是否有新的眼光，来指导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对当代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处在这样一个充满多重挑战的时代，景观设计学在中国正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它不但需要承担改善城
市景观的重任，同时要为解决生态问题、基础设施问题和土地利用问题提出对策。
重新建立人与土地的联系，在当今世界已经变得非常困难了。
正如古代罗马人相信，每一方土地都有神灵——地方精神，俞孔坚教授通过他的当代设计作品、通过
他在北京大学创办的景观设计学教育、通过出版著作，执着地探索重建人文与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他的设计，包括日常的景观设计，始终强调尊重地方精神，并通过“回到土地”、“以土地的名义”
来实现这种追求。
他的探索旨在监护这个国家的土地，抵御千篇一律的技术破坏，通过理解和明晰每个场所的特质，即
通过尊重“地方精神”——特定地方的生态与精神过程，来设计和显现场所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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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俞孔坚，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
1997年回国创办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次年创办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
他将城市和景观规划作为“生存的艺术”，提出“天、地、人、神”和谐的设计理念，与“反规划”
的理论和方法。
其主持的规划设计作品以鲜明的现代性和中国特色，以及生态和人文的精神，五度获美国景观设计师
协会荣誉设计和规划奖，一项世界滨水设计最高奖，两次获得国际青年建筑师奖，并获中国第十届美
展金奖。
七次被国际景观设计师联盟、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邀请为年会的主旨演讲人。
　　本书精选了俞孔坚和“土人景观”近十多年的七个代表作品进行阐释和评论，每个作品对其设计
思想都有不同侧重的体现，不仅对国内外业界造成观念和视觉上的冲击，屡获大奖；而且也改进和提
升了城市管理者和普通民众对自己所置身场所与环境的理解与审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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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孔祥伟，北京观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首席设计师，景观设计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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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波士顿位于美国东海岸，是欧洲移民最早定居的城市之一，也是目前华人集聚地之一，有近十
万华人定居在大波士顿地区，波士顿中国城是北美第四大唐人街。
1849年，加州发现金山的消息传到香港，消息很快在广东、福建等地扩散。
此时正值清政府内忧外患之时，民不聊生。
于是，大批农村青年漂洋过海，到美国寻“金山”之梦。
华人开始大批到美国西部淘金，到1851年时，已有25000中国移民涌入加州。
到1860年，在美华人达到35000人，这个数字到1870年翻了一番，1880年时，美国的华人已达到10万之
众。
当发现“金山”只是虚幻的美梦时，在美华人在远离祖国和亲人的环境下，不得不出卖苦力维持生计
。
他们承担白人劳工所无法忍受的艰苦劳作，主要从事开矿和造铁路的苦力。
当西部铁路大功告成后，华人便失去生计。
除了少数人有幸攒得路资得以回归故土外，最终仍有十多万华工留在美国。
他们或因贫困如初，无颜回见家乡父老，或因清廷衰败，家国无望。
于是开始向美国各地城市扩散谋求生计，有的进入工厂，有的从事农业和捕鱼业。
华人的吃苦耐劳、节俭勤奋为他们赢得工作的机会，却招来白人劳工的嫉妒与仇视，排华反华和迫害
华人的事件频频发生，美国全社会掀起了排华浪潮。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排华法案，和1924年的移民法，都公然歧视和排斥华人。
直到1943年，排华法案才终止。
几代华人在近百年的移民史中，经受了今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和磨难，饱尝何等的耻辱，一直没能融入
美国主流社会。
在这样充满恶意的社会中生存，华人群体唯有团结和互助，方能争取生存机会。
于是，华人聚集在城市中心，形成北美各大城市中独具特色的唐人街（中国城）。
在这里，早期华工无需英语即可交流，无需公民身份即可获得温饱，互助互爱，成为华人流落异国他
乡的避难所和“家”。
波士顿的唐人街也是如此，早在1910年时，来波士顿定居的华人就有900多人。
几代中国劳工在这里聚居，并保存着来自家乡的传统生活方式。
为了表征自己的中国特色，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几乎都一样，用认为最具中国特色的牌楼，翘角的亭台
楼阁，龙凤之形，来界定自己的领域。
西方人印象中的“中国”也往往由此而产生。
因此，当2003年1月波士顿中国城公园在全球征集方案时，大部分西方设计师，其中不乏著名事务所，
都提交了类似的“中国”特色的方案。
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有幸获邀与当地的CRJA设计事务所合作，提交了一个完全不同的
方案，这个方案被评委会认定为“骨子里带着亚洲味的后现代方案”，最终胜出。
经过长达四年多的设计、多次的大规模听证会（最大一次听证会达一千多人）、复杂而繁琐的社区参
与、细致的施工，终于于2007年9月隆重剪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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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怎样评论一个当代中国的景观设计作品？
又怎样来评价一个当代的中国景观设计师？
在目前的时代语境中，设计评论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支撑评价的诸多元素之间存在着各种矛盾。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物质丰盛的时代，同样这也是一个充满
生态危机、灾难频发的时代。
当人们的需求和自然之间出现巨大矛盾时，我们是站在人的一面？
还是站在自然的一面？
如果我们坚守自然伦理，那么在对人类的一些行为作出评价时，我们就要回归到一个原点，来思考人
类的行为。
这个原点在现代生态学理论著作，巴里·康芒纳的《封闭的循环》一书中这样表述：“每一个事物都
与别的事物相关”，古罗马帝王哲学家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中这样写道，“所有的事物都是相
互联结的，这一纽带是神圣的，几乎没有一个事物与任一别的事物没有联系。
”如果我们回首，便会发现我们的现代社会离这个原点是多么遥远，我们的许多创造达到了个体的完
美，但却离与万物有关的公共性越来越远。
俞孔坚是一个面向这一原点的人，他经常提到他父亲的话，“地里的稻子不要全部割完，要留一些给
田鼠，要不然一到冬天它们都跑到家里来了。
”在俞孔坚这里，景观设计不是一门自我指认的艺术，而是一种联系，他愿意用处理人地关系来概括
景观设计的所指，景观设计既不单独面向人，也不纯粹面向自然，而是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一个多元化占主导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中，我们无法抑制创造和想象力，虽然大部分创造和想象
力对自然构成了威胁，但我们无法抑制对美的生活的追求。
然而，我们同样不能漠视除人类之外的一切其他事物，包括反映灵敏的动物，反映迟缓的植物，更包
括反映更加迟缓，但具有巨大能量的自然。
人们的需求和资源之间的关系，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指向两个方向，但又要矛盾地结合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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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以土地的名义:俞孔坚与“土人景观”》：“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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