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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设计生态学:俞孔坚的景观》介绍了俞孔坚及他的土人设计毫无疑问代表着当今中国景观设计的最高
水平。
中国广袤的国土和无限制的城市扩张，给了俞孔坚检验许多在西方大多还停留在理论阶段的新理念的
机会。
他的作品无论在理念还是实施方面都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
俞孔坚因其生态立场而著称，常常面对当地甲方的阻力。
他的设计指导思想是尊重寻常景观，与自然建立密切的联系，即使是破坏性的自然过程，如洪水。
他最广为人知的项目包括为上海世博会设计的后滩公园、秦皇岛汤河红飘带、中山岐江公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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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威廉·S·桑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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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桥园公园位于天津，一个离北京200公里的港口城市，土人景观在桥园公园的设计
中实现了生态功能和趣味设计的结合：适应调色板。
这个项目的特色在于人造湿地。
该场地原先是打靶场，占地22公顷，近些年来逐渐成为一个非正式的垃圾填埋场。
公园正好是该城市边缘正在开发的住宅区的核心地块。
场地的西侧和北侧被周围的房屋和一条高架高速路所框限。
桥园公园分为三个区，离城市最近的两边是高架人行天桥，连接着一系列高台和沉床园：原有鱼塘改
造的湖区构成中间地带；还有在湖区和高速路之间的区域，是人工湿地区。
场地中的瓦砾垃圾则被用来营建小山，保护湿地避免来自高速路的干扰，在这些小山上，种上了能够
适应贫瘠条件和盐碱土壤的旱地植物，如黑松（Pinus thunbergii）和西府海棠（Malusmicromalus
Makino）等。
 这些“湿地泡泡”逐渐因那些能够适应潮湿、盐碱和不同土壤pH值的乡土植物群落的侵入而变得生
机勃勃。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群落在不同类型的池塘边缘生成，有些池塘比较深，有些比较浅，有些是季节
性的，有些是“反地形”——建在高台上的洼地。
在平面图上，它们是明显的细胞状布局结构；而在场地里，这样的结构只是隐约可辨，因为这些池塘
都散布在沼泽芦苇丛中，以团状的树木来组织空间。
雨水被收集入这些池塘，因为地下水位很接近地表，加上地下水是碱性的，那些深一点的池塘盐度便
较高。
步道交叉穿行于池塘之间，在交叉处则点缀着树丛。
从这些园路又引出栈桥穿越苇丛，连接深入池塘中的平台。
 这个公园展示着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视觉和体验品质，台地上的种植模块、红色的金属廊桥和楼梯使得
它在城市的边缘显得极富有建筑感；但对于湿地区域，则放任其自由生长，狗尾草（Setaira viridis）和
柳枝在风中飘舞。
公园的散步道为游客的探索提供了可能性；湿地泡泡中的平台为家庭野餐提供了隐蔽空间。
这不是一个完全自然的景观，但却是一个令人熟悉的景观，习以为常的乡土植物以“杂芜”的形态存
在——它们因坡度、土壤湿度和盐碱度不同而分布于景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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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设计生态学:俞孔坚的景观》通过11篇知名作者的文章和22个项目的多视角评述，深入探讨了俞孔坚
及其景观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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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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