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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色彩需要规划吗？
从2004年起，我就一直被这个问题所困扰。
我曾经漫步在深圳的大街小巷，对着不单单是灰色的现代建筑苦苦思索。
我曾经希望能够通过问卷，获得公众较为一致的色彩理解，却徒劳地发现这是多么幼稚的想法。
　　在上海九江路，我问朋友：你觉得这条路的色彩怎样？
他思索良久，答日：电线太凌乱了。
　　曾经对规划师和建筑师做过调查，却获得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我的艺术背景与规划学科的
理性特点在不断冲突，或者妥协，一方面是作为艺术色彩的感性真实，另一方面是作为规划色彩的理
性真实。
　　我很幸运，整个博士期间，虽然选题在不断调整，但始终都是在色彩这个框架之中，由于同我的
艺术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我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
　　我曾经在南京路一遍又一遍徘徊，希望能找到解开我疑问的钥匙。
　　我曾经在城隍庙流连忘返，希望能从传统建筑色彩使用上寻找蛛丝马迹。
　　我曾经在虹口区恒盛里对着一栋又一栋建筑做记录，学着Lenclos的方法，希望能找到一种有效的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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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讲述了：近十多年来，随着我国大规模城市建设的开展，城市特色消亡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为了重塑城市特色，许多地方开始编制城市色彩规划，可是效果并不理想。
是何原因导致城市色彩规划的失效？
色彩在城市特色塑造中有何作用？
如何构建一个可操作的色彩规划模式？
　　《从色彩到空间:街道色彩规划》探讨了当前以色彩为核心的色彩规划失败的根源，指出城市色彩
规划得以实施的关键在于设计应同具体空间相结合，并由此构建了街道层面的色彩规划方法，强调以
人的感知为目的、以街道色彩空间关系为核心的主题，并强调规划的每一阶段，构建以人为本的街道
色彩空间活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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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城市具体地块色彩规划，以城市总体色彩空间结构和片区色彩空间结构规划为依据，对具体地块
的色彩布局作出安排和规划设计。
目的是把城市色彩总体空间结构落实在具体的街坊、地块、道路和空间节点位置上，找寻规划地段内
具体的色彩特色与色彩问题，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从而提高城市空间的视觉质量和艺术水平。
　　从空间结构的类型来分，包括“点一线一面”等要素。
例如，在节点空间当中，有交叉口、广场等；在线性空间中，有街道、滨河绿带等；在面状空间中，
有行政中心、商业中心、居住小区等。
　　具体地块的色彩控制，主要以街道空间、街道空间网络结构以及所围合的街区形式体现出来，属
于修建性详细规划范畴。
这是本研究的重点和核心，涉及评价、规划和管理，将在后面的章节进行详细论述。
　　5.5 小结　　街道色彩的研究必须基于城市总体色彩空间类型。
城市色彩空间结构体系是明确城市总体色彩空间类型的依据。
本章根据不同城市空间结构类型，对色彩空间结构类型和规划方法进行分析。
　　本章提出城市色彩空间结构体系，主要包括城市色彩总体空间结构、片区色彩空间结构和具体地
块的色彩规划三个层面，并给出了城市色彩空间结构理想模式的图解。
同时，针对不同空间类型的城市，分别给出了城市总体色彩空间结构的示意图。
对于片区色彩空间结构，则针对不同规模城市片区，理出重要性等级和类型，提出其形成良好色彩空
间秩序的方法。
具体地块的色彩规划主要体现在修建性详细规划层面，由于是实际开发的地块，建筑平面布局（修规
）、高度等指标（控规）已经明确。
色彩规划针对性更强，色彩方案更为明确，将结合街道在以下几章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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