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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俞孔坚的设计观

当今中国飞速发展下，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精神世界却不曾跟上步伐，现代主义机械化和批量化风格极大的

冲击了文化的各个方面从而在人们自知或不自知时身边已不是一

种充满活力散发亲切质感的环境，单一的环境体系容易使人乏

味，对于现代景观建设生态型科技园区与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从俞孔坚教授所参加的中关村改造项目中以北京海淀区的改造为

例，他主张“尊重自然，以人为本，传承文化”的景观规划

态度做生命的工厂，活的工厂，利用植物的净化，河滩的过

渡，水的流动，自然的循环将生存艺术重返生活从以下几个方

向做功。

第一是尊重自然，真正科技园区应该是开放的，高科技的

企业园区是融于自然，有活力有变化的，可以让人们在其中休

息，吸取营养获得创新的灵感。历史上许多皇家园林都建在海淀，

毋庸置疑这里的山水是极好的，遗憾的是海淀有些水体被裁弯取

直，水泥衬砌，活水变死水，失去了生态的活力，俞孔坚认为应

该把自然的山水当做景观规划的生态背景，从全局的角度来提高

生活环境的质量，以脚下的环境特色去观察改造，山是大家的山

水是大家的水，尊重自然山水自己原有的样貌与轮廓，在师法自

然的基础上进行规划改造。要利用好大自然的再生能力应用雨水

的海绵系统，水资源的净化系统。重视自然界中的植物，而不是

一味地盲目使用那些美丽却无用的植物，大多数色彩植物是无法

进行光合作用的，如景观常用的金叶榆，红叶李等植物每个城市

基本都有所使用，但是其每年的维护费用和耗水量都是极大的，

粮食是最便宜的植物，野草是生命力最强的植物，这才是人们的

生活。

第二是以人为本，建设园区的目的不仅仅是从项目本身赚钱，

要以人为出发点去设计规划，还要真正吸引人才，营造一种优美

的环境和宽松的氛围，要充分考虑这些人需要什么样的环境，什

么样的生活条件，少做形式化的东西，多做符合生态化的东西，从

人们的居住、生活、工作、休闲方式上来考虑，而不是单纯的模

仿与贵族化的东西。

第三传承文化 ，海淀区是北京文化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先

有海淀镇，才有北京城。它的文化是很早的。除了北方风景还有

南方的苏堤柳岸。 在景观规划设计要做大地艺术，从本地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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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文化的角度去做，才能更有特色，符合人们的生活需

要。将历史的记忆，脚下的文化利用改造，重新焕发生机。

2  生存的艺术与拯救城市之路

俞教授的观点值得我们各行各业进行深思，回到生产，不

要忘记土地，记住土地的伦理，利用自然做功。俞教授在广东

设计的岐江公园，具有典型的生态意义。引入了一些西方环境

主义、生态恢复及城市更新的设计理念，是工业旧址保护和再

利用的一个成功典范。整个公园运用海绵系统进行改造，用简

单的填挖方使河岸成为河漫滩，又借鉴中国农村的梯田景观使环

境自然形成错落增加层次感，利用土壤自己的净化能力。在不

同层阶种植吸收各种有害物质的植物，而不是种植那些单纯为了

好看的植物。在建公园的时候同时建成一道完整的净水系统，

使河水慢下来，利用土地植被的净化能力使五级废水变为三级使

用水。这不单单是净化了水，更是节约了水资源。俞教授在公

园中做了一条长五百米的长椅，白天可躺可坐，晚上可以发光

照明，向红飘带一般置于景观之中，人们可以在这个公园呆一

整天都不觉得乏味，而整个公园对地形，树木，野草做最小的干

预。整个公园的建设成本仅仅是其他同样大小的公园耗资的三分

之一甚至五分之一。

生存的艺术不能是以牺牲健康，丰产，功能和将粗野的乡土

高雅，这是美丽但无用的。不能为了无用的美丽去扭曲和残害我

们的肢体。食物是中国文学革命的源头，他把原来底层阶级卖豆

浆油条这种最通俗的语言变成了诗歌，将那船工的号子，变成了

音乐的曲子，音乐的艺术。所以说粗野的高雅也是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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