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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校田道蓐罔磐入手，d调查、访同为基础，从道路的作用、蛄构、道蓐空闻置孽化等 

方面入手研究山瑶学校空间环境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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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与社会有极其密切的联系，研究校园中社会与环境的关系是 
一 项重要的工作，研究城市环境设计从校园开始或许是一种较好的研究方法。 

校园环境包括统一的规划结构布局、空间形态分布、建筑群体或单体年每筑物，再就是自 

然和人工的外部空间环境。校园内的学习、工作、休息需要宜人的环境和浓郁的文化氛围， 

对师生们来讲，外部环境最经常最直接也最有效地影响其生理、心理，涉及其情绪和行为的 

变化。我们希望通过观察、访问、研究而对此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并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本 

文在这里所涉及的是特殊地形条件下的校园环境研究，更多的实何和数据来 自于笔者所在 

的重庆建筑大学。 

位于山地的校园，地形起伏跌落、高差变化、层次分明，地形相对较复杂，对于设计和建 

设有相当的困难。这种变化与难度限定了校园的整体布局和细部处理，对营建特定的空闻 

序列既有诸多限制更有充分发挥、利用的特色形式。扬长避短，体现特色的整体设计形态， 

方能创造出独特的山水校园环境。 

在山地校园建设中，存在诸多的影响设计与建设的因素——瞎同、场所、节点、标志等 

等。我们在调查与研究中发现路网在山地校园环境中起着主导和控制作用，在一份调查表 

中显示，当问及第一次访校的新生和客人什么是他们脑中的重庆建筑大学校园形象时， 

95％的被访者都会列举出起伏而有阶梯的道路网络和红色而古旧的建筑群。 

1 路 网结构 

作为整个校园的骨架，路网是学校环境的血脉。在这里，我们无意于探讨道路结构模式 

对学校布局和各功能组织及使用合理性的影响，而只是从外部空间的角度与触及我们身心 

而相直接联系的层次出发，来思考它们的种种形式与我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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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1 重庆建筑大学师生印象较幂的路畏 

A 办公丈接 

B 运动插 

C 一教学接 

D 建筑馆 

E 图书馆 

F 综台接 

G 二宿舍 

H 学生食堂 

在们心中各种关于校园的形象总在有意或无意问与道路联系在一起。按最经常的视 

角，以日常活动线路来组织对环境的整体认识，道路串联起片断似的感象，并以自身的延续 

使之动态化，丰富化．细腻化。我们将重庆建筑大学校园的路罔结构进行了调查，将其划分 

为有强烈印象的道路和留下一般印象的道路。从调查的结果中发现，第一类包括了主要行 

走道路、舒适的林荫道、便捷的梯道和缺少乔术蔽荫的道路。第二类通常是不同的行人自己 

较少涉及的路段 (图 1)。从中可以看出，对远离道路又非经常接近的元素，一般情况下我肯1 

就很难对其正确地定位，也不能有较深的感受。所以，道路及其邻近的我们最经常的主要活 

动区域，对我们使用者有最直接最重要的影响，可以认为我们对环境场地的利用以及认识是 

以路网为轴心而向四周发散、辐射，因此，在设计中也是最需要加以注意的。 

清晰明了的路网系统，有效地引导我们的生活节奏与工作效率，适宜的线性空间变化与 

点状及区域的有机融合，丰富着行进中的动态景观效果，感染着我们的情绪。 

山地校园的最大特点是地势起伏明显。布局上常是依山就势层层展开，错落跌宕，形成 

立体化的空同格局。各不同标高区域间就是通过路网来联系、交汇，以达到它们之问的互相 

浸润、互相蔓延和互为对景、借景。路网骨架对山地校园的整体感染力至关重要，道路的起 

伏，尤其是梯段、台阶的设置所产生的特异效果明显地区别于平原地区学校而给人留下的印 

象和感受非常普遍与深熹I。不适宜的路网安排设计，或者带来交通上的不便、不适，或者忽 

略了山地层次性，都体现不出中国园林式的山地校园立体化空间和步移景异的环境感染 

力。在这方面．重庆建筑大学运动场和相邻区域在标高错落处自然设置的道路之倒，设计有 

层层台阶连接不同空间，缓冲过强的对比，提供给观看体育赛事活动者以相对安静、体用区 

域。道路在这里就不仅仅是交通线路而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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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园这样一个较为特殊的环境中，道路的休闲作用远远大于它一般意义的原始功能 

概念。在规划设计、铺装绿化等各个方面都有其特别的要求。在重庆建筑大学校园内，就由 

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及管理上有意或无意的疏漏，过境车辆很多，扰乱了宁静和谐的学院氛 

围，人身安全方面的顾虑和心理上的紧张更远远大于其带来的噪音和灰尘的危害，这就需要 

从大的路网结构和小的细节上去控制，在保证其韧始功能的畅通、顺便外，对不利于校园环 

境的因素加以扼止．如在主要人行道上设置减速设施或路障、台阶等等。 

2 道路 空间 

正因为道路的重要性，在其线性形态和交通功能外，更应与点状体闲空间相结合，融合 

不同的使用性质，融合动与静、松与驰、快与慢的多层次行为心理感受。从道路的最活跃、最 

开放状态延变至半封闭、封闭的场地，这一系列层次空间都是和道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 

些空间丰富了空间形态，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影响我们的情绪，并诱导具体的活动模 

式。因而，需要分析具体的环境位置．针对不同的用途与预期的效果，进行综合的设计。 

道路设置中，运用心理学、社会学、行为学等坷实贴近人本身的研究成果，组织形体要素 

引导大家的环境知觉和空间行为，在许多细节上都是值得注意的。倒如，对于人相对于身 

前、身后的敏感性和身侧的较低在意性，我们就可据此而设计道路空间的具体形式。 

2．1 路旁的三种空问形式 

场地与道路的动态、静态功能或者场地本身的交通与休憩间的关系，决定其使用频率和 

质量。我们将其归纳为三种形式．通过对广大师生的具体调查访问．加以分析比较，能够得 

出对我们思考外部空间环境质量的一些启示。 

交通与观景休息相互分离，互不干涉的方式．过于孤立的功能划分，过于简单的空间感 

受既使得行人在运动过程中难以满足视觉景观的观瞻要求而单调乏味，又由于场地的交通 

不便难以吸引更多无意间进人的游人而缺乏生气。远离路网的封闭场地顿域感太强，一旦 

有人使用．就会排斥他人加^，难以容纳丰富多彩的活动，利用率难以提高，更没有积极意义 

的人看人场景．大家对此评价都很低。 

而两者功能的交叉，最常见的形式即道路从场地中间穿过，此种场地的完整形态被破 

坏，兼之直接强烈的视线干扰，路旁区域使用性最差，难以形成安静和停留感，对行人和休息 

者干扰影响都很大，也是不太适宜的。 

第三种情况是两者的兼容，既相依相存又有相对独立性。众人进人场地非常自然便捷． 

大都没有特意前来的明显倾向性，并且此类场地能吸引容纳较多使用者。因此，这种形式在 

公共心且中最有魅力，年i用程度也最高。常见的形式是场地位于道路一侧，投有明显差别， 

面又有一定封闭独立性。这种道路复合空间融合与划分不同功能，是大家普遍认可与推崇 

的。 

由上面第三种较合理的布置形式再推广之，我们的调查结果中的一项就是和学生宿舍 

区、教学区最邻近的场地利用最普遍，大家对此印象也最深刻。不难理解，偏离这些重点建 

筑和主要道路的环境，总体来讲，不论客观物质性质量如何，都难以实现设计者的韧始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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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唤起众人的兴趣。 

2．2 空阍的误区 

在上述第三种情况中，道路与空间相互依存，场地围合形式、尺度、场地标高的变化、坐 

凳、材质、色彩、绿化和铺地与线性道路的结合都会 

形成优美的环境。但是，在现实的设计中又存在着许 

多误区。 

在重庆建筑大学综合楼前主要入口道路的两侧 

布置的石凳(图2)，有意无意问引发了诸多形式的空 

间行为。影响着 日常上下课的同学。人们普遗赞赏路 

边的几条石凳，正因为有了它们的存在，才得以让人 

驻足停留，歇坐其上，顾盼四周，如果没有那几条石 

凳，这里就只是普通的通道而已。然而这里的空间也 

有其负面性。在石凳坐着的许多男生，他们对来往人 

群形成观察审度之势，而在这些 目光下，许多女生就 

感到明显的不舒适与局促，对此种现象也多有不满 

情绪。这种夹道式的位置排列在视线上过于直接化． 

没有回避余地，需要再加以改进。应该寻找一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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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2 婷夸接入口空间布置翻 

全点”来布置坐凳，就是既能观看他人的活动，又能与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观看者和被 

观看者都能泰然处之。 

2．3 路 网绿化 

在道路空间中，各种形态的绿化是整个环境中不可缺步的重要内容，其中行道树在夏日 

的遮荫及冬日对阳光的非遮挡影响行人的使用及心理感受。在这一点上，重庆建筑大学的 

综合楼与图书馆之间仅仅几十米的路段，因其两侧树木没有达到足够的尺度，此外树种选择 

也有再斟酌的必要，夏日炽热的阳光下，大部分行人都绕远道而行。同理，针叶树等也是不 

宜设在行人众多的路旁，因其难 形成亲切的气氛和适宜的休闲空同，很难认人靠近。树木 

形态比路旁的花嘲或草地更加直接地与人贴近，最易形成生动的景观效果，外部环境中能否 

创造合适的丰富线性空间特色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于此。校园内另一段令行人在夏日不适的 

路段是塑像广场后的一段道路，这是教学区通往教工宿舍区的必经之路．同样因为缺少高大 

乔木遮阳蔽日而令人生畏。 

当问及被访者哪一条是校园中最优美的路段时，答案无不涉及那些浓郁的林荫道。给 

人留下最刻印象的是学校一教学楼后面到综合楼前的一段路。这的确是校园内最美的一条 

林荫道，当春天来临时，绿色的枝叶形成一道绿拱．是绿色穹窿的顶界面，因之道路更具魅力 

和独立性；而到了晚秋，金黄色的树叶铺满道路，黄金大道串联起千姿百态的路网空间和整 

个的美丽校园。 

对于炎热的重庆来说，绿荫是必不可步的 对于综合楼后场地上的六张石凳，被调查者 

就多有擞词。建六张凳子中，只有两张处在树荫中，其它几处均暴晒于烈日之下。当时坐在 

右边第二张凳子上的一位被调查者说：“这张凳子最好，早上、中午都晒不到太阳，因为有三 

棵保留的大树遮荫 。另一位坐在地上的卿很无奈：“他们俩坐凳子，我只能坐在地下，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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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都晒烫了”。 

3 道路设计的因时、因地制 宜与整体性 

就拿路网绿化而言，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气候需要不同的设计，如果只重其一，不见其 

二，就难免会失于不周。在夜间，有的路段灯光太明或太暗，有的根本就投有路灯设施，很难 

和白日的整体气氛相对比和呼应。对不同的使用者，我们更应区别对待，园地制宜地溶人到 

设计中。 

在前述关于空间误区的例子中还存在着性别的差异。不少被调查的女性流露出了反感 

情绪，认为聚集在石凳上的男性研究生的行为表示出该空间“属于”他们的倾向，使该场地产 

生属于男性的领域感。这是设计者所料想不到的，道路边上的。二个普通空间成为了“男性空 

间 。 

当对被调查者询问到对地面的感觉时，性别的差异带来的答案差异显而易见。l∞％的 

男性认为小方砖和鹅卵石铺成的地面在平整性上投有特 的感觉差异，40％的女性对后者 

地面则怨声载道，原因就是许多女性常穿高跟鞋，对路面状况非常敏感。 

路网的作用不仅限于联系各部份的功能和通车、行人。路网的社会作用、心理作用是很 

重要的，它的形成奠定了整体环境的社会网络，形成了校园认识印象的基础。 

在校园建设中，切实以人的丰富性和共同性出发，以人为中心，贯彻积极的人文主义思 

想，避免不切实际好大喜功式的设计和缺乏调查研究，只凭个人臆想或欠缺周详的作法，运 

用心理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学具体到每一个细部、每一个层次，达到物质和精种的契合，创 

建独具特色的校园环境是我们的目标。 

学校中积淀许多年的历史以及代表它们的一些特定的建筑、环境与道路网络交织、融 

汇，形成了我们认知的物质基础。在新时期的建设中，如何保持、延续并拓展这种书院气息 

并且很好地与现时建设相溶合，的确影响到统一、完整、特色、人性、幽美的校园环境创造。 

重庆建筑大学传统式的红砖瓦、灰窗棍建筑掩映于绿树花木、座落在起伏曲折的路网之 

中，是几代师生对其最基本和最成熟的认知图式，更是她在我们心目中抽象与符号化的形 

态。而许多新建筑和规划却有几何化、轴线化的趋向，新的一轮校园规划已将校前区的道路 

做得顺直，在人们脑中最具印象的一教学楼也将不复存在。这篇文章也算是表达了对重庆 

建筑大学校园建设前景的一丝忧虑。 

(下转第 6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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