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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工程从现场调查（1999年5月）到设计再到基本建成（2001年5月），历时两年有余。
其间有不少痛苦也有许多欢乐。
除了众多设计者的辛勤劳动之外，特别要感谢对土人始终怀着信任的态度，并最终使设计付诸实的人
们，该感谢的人和值得回忆的事很多，不能一一表白。
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三个场景，第一个场景发生在1 999年初，刘慧林女士偕何少阳、何华忠，张柯等
一行到北京，将如此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项目委托给“土人”，这种信任一直成为“土人”在设计与工
程建设过程中重要的精神支柱；第二个场景发生在1 999年6月，当土人初次将一个”足下文化与野草
之美”的概念呈示给中山市规划局组织的专家们评审会时，得到了以刘管平教授为首的专家们的充分
肯定，刘教授并在此后的多次方案争议中，甚至在几经面临被推翻的场合中，都坚决表明其肯定的立
场，使得方案的原义能得以基本坚持。
第三个场景发生在2001年初，公园的建设进入关键时刻，彭建文副市长力排众议，使公园的一些关键
设计能得以实现，而避免了一些较大的遗憾，彭市长并以“二锅头”相赠，使春节前夕仍然奋战在工
地的”土人”们得到极大鼓舞。
岐江公园是个实验作品，允许失败是实验能否继续的关键，正是中山市的决策者和主管部门对待实验
性设计的积极态度，正是刘管平教授这样的专家对待新的探索的鼓励和支持，才使本项目得以完成。
正当《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完稿之际，获悉本项目被授予2002年美国景观设计协会年度设计荣誉奖
，评委们及国际同行的评价令人欣慰，对那些曾经为本项目付出劳动的执着的人们是一种莫大的赞许
。
　　作为本项目的主持设计师，本人十分庆幸有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土人”团队。
没有这一团队中每一位直接和间接参与项目的”土人”们的齐心协力，没有“北京土人”和“广州土
人”之间默契的两地配合，要完成这样一个复杂的工程是不可能的。
特别应该感谢的是庞伟和黄征征领导的现场工作组，每次到现场看到他们全身沾满泥土，从一个个白
领设计师，变成了真正的“土人”甚或“泥人”，在南方的烈日下指挥，甚至亲自施工，一种敬意和
感激之情便油然而生。
　　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获得众多艺术家、工程师、学者以及当地各级领导直接或间接地给予项目的支
持和帮助。
　　《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作为一个案例的集成，在倡导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的同时，在设计途径
上做了些探索，特别在三个方面会对同行有所启发　　第一，如何解决水位变化的滨水地段的生态性
与亲水性，本案例尝试了栈桥式的水际设计方式，事实证明是成功的：　　第二，如何解决江河防洪
过水断面拓宽和保护沿岸绿带的问题，本案例尝试了挖侧渠而留岛的方式，事实证明也是可行的，　
　第三，　如何对待产业用地及其构筑物等，本案例尝试了三种设计途径，即：保留、改造再利用和
再生。
这方面可探讨的余地较大。
　　项目有许多遗憾，有的是在设计中发生的，有的是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发生的，但主题和立场是鲜
明的，那就是尊重足下的文化——平常的和普通人的文化，歌唱野草之美——那些被践踏和被忽视的
美。
同时强调，并不是所有普通和平常的文化都可以成为艺术的，也不是自然和野草就是美的，设计才使
它们成为艺术，成为美。
本案例用直白的语言表达了设计者对文化的理解，对传统的理解，对自然的理解，对设计的理解，对
人性的理解，对公园的理解。
　　非常感谢刘慧林女士作为整个设计过程的内情人为《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提供了一篇档案性的
重要文字，刘女士是最有权利解说设计委托过程及方案论证过程的。
　　《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还有幸获准收入两篇已发表的评论，由深圳大学建筑设计院的胡异和东
南大学王建国教授提供，他们分别从现场体验者的角度和站在一个全球产业用地再利用和再生的视野
上，以外在者的身份来定位和解读岐江公园，都将有助于读者认识岐江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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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注明外，《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的其他文字和照片都由俞孔坚撰写、拍摄，尽管如此，《足
下文化与野草之美》所展示的成果是集体创作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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