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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师齐康认为住区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功能：生活的组织功能、交往及信息和情感交流的功能、
休憩和工作平衡的功能以及教育和科技发展的功能。
在这四方面功能中，前三项都与住区户外环境和户外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户外环境中的绿化、道
路、广场等公共或半公共场所的建设、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的比例、关系等都会影响这些功能的实现
以及最终的效果。
　　如何使住区户外环境的规划、设计和建设满足这些功能，实践证明并非易事，甚至比其他类型的
园林景观项目更难做好。
美国园林景观设计师盖瑞特·埃克博1910－2000）在1969年出版的《我们看到的景观》一书中写道：
“对于各行的设计师来说，居住设计是最为复杂，最为专业化，最重要，也是责任最大和最容易遭到
失败的领域。
”纵观20世纪的园林景观作品，相对城市公共项目来说，住区园林景观类鲜有优秀的作品，原因可能
就在于此。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人开始认识到一直追求的现代城市和现代生活出现了问题，他们感到科
学、技术和工业正在将人与人、人与环境逐渐剥离开来，并减弱了它们之间相互的依赖关系，致使人
们对生活的城市和环境失去信赖、安全和归属感，于是开始对关注物质的城市生活和环境提出了越来
越多的质疑和批评。
　　法国空间理论学者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他认为与资本主义同步的现代
主义的本质在于都市空间的生产，工业化将空间变成了生产和再生产的对象。
工业化以后，空间被均质化和序列化，被刻意地分割和操控。
正是这个空间的资本生产过程消灭了具有人性的场所（冯雷，《理解空间——现代空间观念的批判和
重构》）。
　　按照人的尺度，空间由上、下、左、右、前、后的界面及其中的元素构成，而空间中的人、社会
、事件、历史使其成为有意义和有内容的空间，即形成了人栖居的、生活的场所。
但如果空间有了，空间中的人、社会、事件、历史都是未知的或与空间不匹配的，则难以形成有意义
的人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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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代人也渴望这种亦幻亦真、社会和谐、超凡脱俗的生活和与世无争的相处之道。
通过对世外桃源的描述了解到传统中国人理想中的人居环境有如下特点：　　自然、优美的环境：“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安全的居住环境：曲折的路线，
葫芦形的空间；　　悠闲的生活、和谐的人际关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充足的食物来
源和适宜居住的房屋：“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从西方的伊甸园到东方的桃花源，本质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说明在对理想环境的认识上，东
西方是基本一致的，这也从根本上反映了人类对生活环境的需求。
正因为对现实环境的不满，才产生了对理想的、乌托邦式环境的向往。
从这种向往中，我们能够看到人类对生活环境的最主要、最本源的需求：　　对自然环境的需求；　
　对环境安全性的需求；　　对足够的、可口的食物及安居场所的需求；　　对优美环境的需求；　
　和谐、简单的人际关系：　　轻松的劳动和闲适的生活。
　　东西方对理想生活环境的这种乌托邦式的想像，体现了人类对一个与现实不同的未来的向往，它
为人类提出了一个目标和可供选择的方案。
但人类的理想人居与现实居所之间毕竟存在落差，如何让理想照进现实，我们只有从历史中寻找出路
。
　　1.1.2 传统聚居环境　　聚居环境的产生——聚落　　“聚居”一词从字面上看包括“聚”和“居
”两个方面，这也正是人类生存和生活的两个主要方面。
“居”是人类生活最基本的需求，可以理解为住所的居住；“聚”是人类在满足“居”的条件下的一
种活动。
可以形象化地把它理解为人们走出自己的住房，在开敞的空间环境里的聚集、活动。
因此，人类关于生存空间的活动包括居住和聚集两大类型，居住与建筑对应，聚集则与环境场所关系
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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