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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1 

20世纪末，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出

版的《辅正：理解新媒体》一经问世，即

成为世界各地传媒专业的必读书籍之一，

书中，两位传播学教授用了美丽的语句来

描绘新媒体世界的图景：我们不能简单地

形容它比之前的任何一种媒介更好，它是

生活，它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生活的必

需组成部分。在这里发生的一切单纯和粗

暴，直接来自大脑皮层。你使用它，你凝

视它，你倾听它……最重要的，你感觉

它。21世纪的今天，在“媒介即生活”的

世界里，人们又感受到了什么呢？平台

的建设趋于饱和；技术的掌握和操作持续

朝着简便化和廉价发展；有了互联网的帮

助，人们获取信息能力的差距亦在不断

缩小，未来的世界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

自  序

今天我们如果不生活在未来，那么未来我们将生活在过去。

——彼得·伊利亚德

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追求创新”的

时代特性很快被学者和教育者们提炼出

来，“双创”工作更是在各大高校如火

如荼般迅猛地开展起来。然而，如何帮

助年轻人培养创新能力，却一直没有找

到真正有效的办法。

2005年，著名未来学家丹尼尔·平克

在《全新思维》一书中认为，由左脑思维

所统治的，讲求逻辑、线性，基于推理所

建构的“信息时代（Information Age）”即

将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注重右脑思维

方式的，注重综合互搭能力、创造性，基

于境脉思维方式的“概念时代（Conceptual 

Age）”。12年后（2017）的今天，这个

时代已然就在我们面前。“概念时代”需

要的人才应具备强大的通感能力，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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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心”的支持下，将感受到的情绪转化成

为故事力和共响力，并运用到各领域工作

中，形成可以引起共鸣的概念化身份认

同，从而得到客户和消费者的青睐。   

众所周知，人类在7～14岁这个阶段

是培养感受能力的最佳时期，然而忙于文

化学习与考试分数的孩子们根本无暇顾及

自己的感受，哪怕他们有感受，这些感受

也常常在家长的忽视和学校的强压之下被

视而不见。当他们终于通过高考来到职业

选择的成人阶段，我们作为教育者，怎么

帮助大学生们重新获取感知世界并表达感

知的能力，就成为非常迫切的工作了。在

一个班级有40～50人的大学教育现状之

下，要完成这样的工作非常不容易，我们

无法像关注家庭里唯一孩子的父母那样给

予学生充分的关注和倾听，在多方尝试之

后，我们在教学中借鉴和使用了美国及荷

兰等国文化创意领域的优秀经验，通过训

练学生在生活中的观察能力，主动接受更

多外界事物的刺激，将内心产生的感受用

文字、图片、影像等方式进行记录，进而

鼓励学生去发现自己对周遭事物“最有意

见”的部分，勇敢地将意见表达出来，在

“发现问题”之后再去反思问题产生的原

因和背景，并进一步提出“解决问题”的

方案或者可能性。20世纪60年代的“挑衅

教育”是美国文化创意人开始浮现的根

源。它对现实提出疑问，“挑衅”不合理

正是让创意生发的种子。本论文集中所收

录的本科生论文，正是在这样的训练和思

考之后才得以问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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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话：在学校遇到他，他总是

穿得干净利落，手里提着个电脑包，快步

走上前跟你打招呼：“文姐好！”“曹老

板，又接到活了？”我故意逗他。每次课

堂讲评，他总是很积极地第一个上来汇报

自己的方案，课后也时常与我讨论“老

俞”（土人景观创始人）的作品。毕业创

作时我鼓励他尝试用“老俞”的设计理念

与选题相结合，将理论付诸实践，最后帮

助他将设计作品整理成文得以发表。老曹

毕业后回家创办了一家设计公司，如今成

了真正的老板！

探讨“寻常景观”在居住区环境设计中的运用
—— 以昆明市中天城7-3号地块景观设计为例

曹先贵 / 文    佳

（论文发表于《中国市场》2015年12月第52期）

曹先贵，2011级环艺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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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研究背景

居住区是居民每天生活、相互交流的

重要场所，其环境品质的高低将直接影响

到居民的幸福指数和身心健康。随着城市

化进程加快、社会阶层分化，人们的居住

需求呈现多样化趋势，对美的理解与喜好

也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本研究项目试图挖

掘寻常事物的景观价值，探讨寻常景观的

设计新视角，以实际项目为研究载体，寻

找如何拉近景观环境与居民的距离，追求

设计为平民化时代而设计，挖掘景观的可

参与性，而非普遍意义上的观赏性、纯美

化性景观的设计途径。

二、项目认知分析

（一）区位认知

岗头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的7-3号地

块位于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处于东经

102°10′～103°40'，北纬24°23'～26°22'；

在昆明市五华区龙泉路北三环外，由项

目地经高速可北至成都、重庆，东达昆

明长水机场，南通缅甸、越南，西至拉

萨等地；中天城7-3号地块居住区总用

地面积61 218.3平方米，背倚地块9长虫

山森林公园，主入口紧接昆明市区主干

道——龙泉路。

（二）项目规划条件及现状分析

1. 规划文件分析

中天城7-3号地块净用地面积60 204.16

平方米，居住用地面积60 204.16平方米，

居住户数920户，居住人数2 944人，绿地

面积27 469.09平方米，绿地率45.63%，容

积率1.71，建筑高度60米；建筑定位为原

居民回迁用房。

2. 场地现状认知分析

车库顶板绿化多；场地原有地形遭到

严重破坏，已全部做“三通一平”工程；

场地建筑朝向统一为坐西南朝东北。

（三）项目地理信息调研分析

1. 高程、坡向分析

场地高差变化大：西高东低，北高

南低，总高程差约45.5米；场地北高南

低、西高东低：整体倚靠西北长虫山，

向东、东南方接龙泉路；台地式地形：

场 地 整 体 呈 梯 台 状 地 势 ； 中 央 绿 地 平

坦：中央3块平坦绿地；整体坡向：以东

向、东南向为主。 

2. 日照分析

场地夏季中心景观区和东面、东南面

光照强，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场地遮阳；场

地冬季西南面和南面光照充足，应充分加

以利用，设置康体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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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使用主体分析

昆明市五华区岗头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7-3号地块为原城中村居民回迁用房。基

于居住主体——原城中村居民组成成员的

复杂性，其文化层次的参差性、职业构成

的多样性，普遍城中村居民无专业职业技

能、无稳定工作等特点，如何营造出一个

能使居民充分参与其中的环境景观，成为

本次设计的一大挑战。

三、项目设计

（一）总体景观定位

通过对设计市场现状之辨析，项目

规划信息之认知，居住主体人群心理需求

之定位，我们总结出本项目的总体景观定

位，即需要营造一个平民化的、寻常化

的、体验与参与性极强的居住区景观。设

计应充分考虑居住主体之特殊性，使之能

在该环境中很好地生活，而非纯观赏、展

示、游玩场所。设计上应体现出寻常之景

观、参与性之景观、生产性之景观。

（二）设计理念

人文需求：自然、健康、绿色、田园

等。磨平浮夸的线脚，剔除烦琐的装饰，

倡导“寻常景观”的诗意，在整体定位上

突出独特性及唯一性，以提升本案的影响

力和竞争力。以场地地理信息系统为设计

依据，设计遵循场地适宜性分析成果。以

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思想，用科学手段

进行分析，利用场地自然资源，与土地建

立友好关系，倡导“丰产之美”“野草之

美”，反对庆宴式之奢华、城市化装舞会

式之浮夸。

四、总体景观设计

（一）景观结构说明

由“景观构筑物层+场所空间层+水

景系统层+路网系统层+田网系统层”构成

了整体景观：1个景观主轴、3个一级景观

节点、3个二级景观节点、4个景观节点。

（见图1）

（二）景观道路组织设计

依托小区规划道路，设置三级景观游

步道和主轴景观桥，将每个单元入户口与

小区主干道串联起来，方便居民出行与游

览。（见图1）

（三）景观总平面图设计

在总体设计中通过17个节点景观设计

来体现寻常景观的价值，分别是居住区主

入口、居住区次入口、入口商业广场、康

体广场、跌瀑水田、油菜花梯田、索桥栈

道、交换广场、彩虹桥、中心水景、雨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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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景观结构分析与道路组织设计

花园、体验田、种植示范田、果林田、野

草梯田、儿童娱乐、宅间交互空间。

五、分区设计（重要节点设计分析）

（一）入口商业区和康体广场

巷口生活：该区域方案设计应充分体

现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体现为为平民化时

代而设计。瓦爿故事：巷口文化展示，勾起

场地之文脉故事，提取华夏五千年农耕文化

之元素载体，体现为为文化传承、为教育展

示、为寻常生活而设计。芳草萋萋：解放脚

下之土地，尊重场地自发生长之芳草，倡导

野草之美、自然之美。康体健身：把人吸引

到户外来，交流、健身、休憩。

（二）跌瀑花草梯田

临跌瀑，听水之潺潺。为借助此区

域近8米高程，效仿云贵高原梯田，顺

着等高线做台地景观处理，加以流水跌

瀑，使之形成很好的跌水爆氧效果；同

时以原木栈道，搭建起居住区快速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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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缩短景观与居民的距离。尽量保

持场地之原有地形，顺着等高线建挡土

墙，形成油菜花梯田，在为居民提供美

丽田园风景的同时，又具有高回报、高

产值，与消费型景观彻底说再见。倡导

乾隆帝诗句所言“爱他生计资民用，不

是闲花野草流”。

（三）中心景观区生产性景观设计

倡导回到土地、回到生产“丰产之

美”的人地关系理念，叩问华夏五千年农

耕文化的积淀，进行生产性机理设计。萃

取大理方田、洞天湖圩田、珠江三角洲桑

基鱼塘之田制机理，融入现代人之生活交

流习惯，对雨水进行收集再利用，发展生

产、娱乐、休闲、康体活动等人地环境行

为，使之形成由雨水花园、种植体验田、

种植观景田、果林田、康体广场、儿童游

乐、观景盒等单元组成的居住区中心景观

区。此中心景观区有别于传统中心景观设

计做法，它将充分带动居民参与其间，具

有极高的生态意义、教育示范意义，增强

人文关怀意义、邻里交互意义等。

（四）二十四节气种植体验田设计

打造开心农场、亲子体验农场、生态

蔬菜种植园等新都市乡土体验景观，把租

赁体验庄园搬到家门口，使居民能体验耕

作过程、管养过程，体味收获之喜，搭建

良好的邻里关系。

（五）交易与交流广场

以物易物、以钱易物之生态种植成果

交易、交流互动场所，增强区内居民间的

交流互动，搭建起邻里交流平台。此区域

之小商铺间管理用房构筑物设计，提取云

贵高原传统民居建筑形式，营造“屋舍俨

然”的居住环境效果。

（六）彩虹桥设计

思考如何利用3块中心景观区间13米

的高程差，加强3块景观区之间的联系，

搭建起主轴景观的快速游览观光通道。

彩虹桥自由穿梭于果林中、田野间，自

然成趣。

六、项目特色设计分析

根据该项目设计出发点，发掘寻常

景观文化价值，拉近景观环境与居民的距

离，回到土地，让居民完全参与其中，伴

随二十四节气的更替，居住区环境景观也

将随之更替变化。因此，在中心公共景观

区的植物设计与水体设计方面提出特殊设

计策略。

（一）植物规划设计策略

充分遵循核心设计理念，提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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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①适地适树；②植配遵循养护零成

本、低成本，有回报、高回报原则；③发

动居民参与到居住区景观植物设计中来。

总结、分析、整理出二十四节气作物轮作

循环表，以此作参考来进行种植设计。

（见图2）

（二）中心景观雨水花园设计

珍惜自然馈赠之资源——雨水，对建

筑屋顶雨水、道路雨水等进行收集，汇入

雨水花园，进行水生植物过滤进化作用，

溢出管接景观用水补给管，使雨水慢下

来，取代传统市政管网快速排空雨水的做

法，为虫鸟、水生植物提供生长空间，扩

展生物圈。

图2  生产性景观设计推演图和二十四节气种植体验田

圩田 方田 桑基鱼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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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如今，在我们的人居环境中，依然

存在诸如景观过于形式化、景观可参与性

低、人文关怀缺失、本土文化缺失等问

题，只有探索景观设计新思路，挖掘寻常

景观之价值、注重景观的人为可参与性，

不断尝试与创新，才能不断为景观设计注

入新生命。

参考文献

［1］俞孔坚，李迪华. 反规划途径［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2］巴里·W. 斯塔克. 景观设计学：场地规划与设计手册［M］. 北京：中国建筑

工业出版社，2014.

［3］俞孔坚. 生存的艺术：定位当代景观设计学［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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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话：王明旺当年原本想考研，

由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允许，只能暂缓计

划。记得当初她找到了我作为毕业设计创

作的指导老师，在对前期调查资料和数据

的整理过程中，她表现出较好的分析问题

的能力，在概念创意中有清晰的思考过

程，加上她具有扎实的专业基本功，最终

该作品被评为优秀。借着当时作品才鲜香

出炉，我帮助她把作品整理之后成文发

表，为她以后继续深造打下基础。

现代商业空间景观设计途径的探讨

王明旺 / 文    佳

（论文发表于《商场现代化》2012年第24期）

王明旺，2008级环艺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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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城市出现以来，商业空间就是城市

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众生活独具活

力的关键所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

方式的转变，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

高。与传统商业活动相比，现代商业活动的

范畴已大为扩展，人们不仅仅需要购物消费

的场所，更需要一个有品位、特色的环境，

在其中能进行娱乐、游憩、交往，并从中获

取信息。因此，这对现代商业空间景观设计

提出了新的要求。

基于对目前时代发展的需要，本文曾

参与过的昆明市北市区红星美凯龙商业空间

景观概念性方案设计实例，希望这次项目设

计过程中所探讨的问题与解决方案得到广泛

的讨论，以指导今后的创作实践。

一、背景及概况

本项目位于昆明市岗头村城中村改造

工程项目中6号地块，项目将成为昆明北

市区体量最大、品质最高的集家居广场、

大型超市、办公、住宅于一体的城市综合

体，是北市区的城市功能配套区，可填补

龙泉路沿线城市功能的缺失。

此次设计范围是该地块中的商业空

间环境区域。净用地面积约为87 000平方

米，建筑占地面积约为36 450平方米，景

观设计总面积约为50 550平方米。

二、场地分析

（一）现状分析

1. 地理环境

昆明是一个极负盛名的“春城”，植

物绿化和造景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全年晴

天多，紫外线强，日照数年均为24 45.6小

时，日照率为56％，对遮阴防晒要求高。

2. 人文环境

岗头村地块毗邻昆明的母亲河盘龙

江，坐拥昆明的龙脉长虫山，环境优美，

历史悠久。昆明北市区拥有60多个住宅小

区，40多万居住人口，迎合北市区多个重

要的商圈，商业发展正在如火如荼地展

开，前景良好。

3. 区域环境

该地块交通便利，四纵四横格局已经

贯穿北市区，周围辐射区内众多的居住区

和各种服务设施为商业空间的发展提供了

丰富的购买人群和可靠的消费基础。

4. 建筑分析

地块的建筑类型丰富，由1个酒店、1

个大型超市、1个家居购物广场、1个室内

商业步行街、6栋写字楼组成。建筑空间层

次变化大，最高处可达174米，是此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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