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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城市街道空间秩序 

陈 纲，戴志中 
(重庆大学 建筑城规学院，重庆 4ooo45) 

摘要：街道是城市空间环境的骨架，是城市的特色与活力所在。分析了传统山地城市街道中人 

的各种活动与 自然共存的根本所在 ，指出山地城市街道 空间秩序具有适应性、立体性、层次性 

与综合性 的特 点。通过对 山地城 市街道 空 间秩 序 的探 讨 ，力 图在现代 山地城 市 空 间的开发 建 

设与旧城改造 中，为重构被破坏的环境秩序提供规律，再现传统街道美学，从而创造富有地域 

文化特 色的 山地城市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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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der of Street Space in M ountain City 

CHEN gang，DAI Zhi—zhong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Chongqing University，Chon~ng 400045，P．R．China) 

Abstract：Street is the framework of the urban space and urban environment and it can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vitality of a city．In this paper，the basis of coexistence of vaYiOUS activities with the nature in the streets of tra— 

ditional mountain city is analyzed and the features of the street space order in the mountain city are pointed out， 

such as adaptability，stereoscopy，hierarchy and synthesis．It is attempted to provide the mhs for reconstructing the 

envir onmental order destroyed during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urban space in the modem mmmtain city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old city．Through discussing the street space order in mountain city，it is hoped ，that the 

aesthetics of the traditional street space can be reappeared to create a nmuntain city space full of the local culture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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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是城市环境的骨架，是城市的特色与活力所在，它赋予山地城市以生命。因此，研究富有地域 

文化特色的城市建设和改造，都离不开对街道空间模式的探索。 

街道空间在建构过程中外化为城市的环境秩序。街道空间的再生决不能只从空间形态分析，仅仅 

将之作为简单的几何形体构成；而要深人认识其所在的环境，及其融人周围环境所建构的独特秩序。 

1 山地环境秩序 

山地城市街道独特的秩序，来自于环境因素的制约中人对环境进行能动改造这一双向过程。我们 

要在现代山地城市开发中寻求与山地环境的共生，首先需要找回并重构其被破坏的环境秩序。 

1．1 环境秩序观 

从词本意理解，“秩序”是条理、次序的意思，表现出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规律，其本身是个认识过 

程，具双重含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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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与环境间共同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关系。环境秩序是人同环境的关联性，即“联系各 

不为同一集体意识所感到的连续成份间关系”。这是对环境秩序历史层次上的研究，体现其历时性，即 

“秩”，反映一种适应的过程。 

2)环境本身的结构形态及其变化具有某种永恒性。环境秩序是环境形成及形态发展变化过程在 

人认识中的反映，即“联系各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成分间的逻辑和心理关系。”这是对环境秩序心理层次 

上的研究，体现其共时性，即“序”，反映一种适应性的关系。 · 

1．1．1 有机秩序(历史层次上的关联性) 有机秩序通常是通过“关联”来把握的。传统建筑与气候、地 

形、材料等环境因素总是紧密联系的，如山地建筑、街道走向与等高线的平行。这种以不同建筑方式适 

应不同自然环境，与环境相互作用、影响的适应性关系，就是有机秩序或自然的秩序，这是生物本能创造 

的结果。 

另一方面，建筑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中介，人类建筑活动的社会性与人的生活方式是分不开的。 

人类要适应自身不断变化的需求关系，根据“生产性思考”改变自然形式创造出新的抽象形式，例如吊脚 

楼的出现就是人类向山地争空间的方式之一。同时，文化传统、社会生活、价值观念等也通过人给予建 

筑形成施加影响，这种影响与作用，无疑是有机秩序的重要方面。 

由此可见，有机秩序是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间的完美平衡，其获得在于人们对自然法则的遵循和与 

传统文化的默契，具有历史层次上的关联性。 

1．1．2 视知觉秩序(心理层次上的认同感) 只承认环境的有机秩序原则，对建筑作为艺术的性质仍无 

法解释。人的认识是源于客观世界的“反映”，而建立这种“反映”依靠的是人的感官进入知觉的认识系 

统。因此，秩序感的建立是依靠人的知觉系统(值得注意的是，秩序感一旦建立反过来还会影响它)。在 

知觉系统中，最突出的是人的视知觉，它比其它知觉机制更占据重要地位。与有机秩序是通过“关联”把 

握一样，视知觉秩序是通过“关系”把握，这是心理组织的结果。 

格式塔心理学的观点认为，人的视觉活动是具有主动性的，这正是导致人“秩序感”建立的基础和依 

据。单个的“形”由视知觉活动组成经验中的整体，这种整体性并非客体本身的性质，而是视知觉进行积 

极组织或建构的结果，这种“形”被称为“格式塔”或“完形”。其显著特点就是部分组成整体，但决不等于 

构成它的部分之和，一个格式塔是一个完全独立于部分之外的全新整体。换言之，它是从原构成要素中 

“突显”出来的，其性质在原有构成要素中是找不到的。 

同样，环境的视知觉秩序也是从环境要素关系中“突显”出来的，它所表现的是超越部分之上的一种 

整体关系，是具有高度组织水平的知觉整体。山地街道决不等于梯段和平台的简单相加，而是从梯段、 

平台的特定关系中“突显”出来的。 

由此我们认识到，环境秩序在这两方面的反映并非孤立而是统一的，其统一基础是一种双向的适应 

性关系。山地城市中缆车、索道的出现是人对山地环境改造以适应自身需求的结果，但对于人的视知觉 

习惯而言则是一种生硬的契入。但因其本身与自然环境秩序及人的需求是相适的，在逐渐被接受过程 

中，与坡道、堡坎、平台一起共同构成新的山地视知觉秩序。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环境秩序概念的两个 

层次实质是适应性过程所反映的双向适应性关系的两个不同方面。 

1．2 环境秩序的特点 

秩序具有过程化特征，这一过程有两个对立面：创造与保持。前者是一种结构和模式的进化，例如 

以缆车代替陡长的梯步，是秩序创造或变异性的方面；后者是一种稳定化趋势，即保持现有结构模式，正 

如现代公路的修建同样要采取顺应等高线的布局，是秩序的稳定或连续性方面的要求。 

作为相对性观念的环境秩序，其“再现”过程是以环境系统的功能、结构为基础，通过适应方式来体 

现的，相同的方式可适应多样环境，同种环境中也可有多种手法相适应。我们可以通过探讨适应性过程 

的特征与性质来表达和把握环境秩序的建构。 

1．2．1 连续性 文化发展具有连续性，作为文化的一个分枝，建筑文化也是如此。纵观建筑发展我们 

可发现其纵向的历史连续性；当今进入信息社会，现代科技作为手段又使文化连续性在横向上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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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延续，即文化的世界性趋同，这种连续性实质为一种继承性。在这个层次里，秩序的生成是历史的结 

果，是人类行为与环境长期相互作用的关系积淀。如川西小镇罗城，其完美和谐的整体气氛与环境适应 

性关系是经过若干年代而得以完善。表面看，秩序构成是瞬间为视知觉感知，但其形成却是以人类连续 

不断的建筑活动为基础。其前一个阶段为后一阶段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保持文化独立发展，具有鲜明个 

性和适应性的重要条件。 

同时，从心理层次上看，格式塔心理学倡导以“场”的观念解释人对外界刺激的心理反映问题，认为 

机体并非凭局部和独立时间来对局部刺激发生反应，强调“刺激丛”的作用。同样，人们对秩序的心理过 

程也一样，抛弃了孤立追求个体完美的观念，代之以环境制约建筑，以建筑改善强化环境的气氛(秩序)。 

秩序是人的认识结构与环境，及环境“场”的信息所进行的复杂心理组织过程。在此，连续性表现为人与 

环境的同一、接受，适应环境是一种认同感。 

1．2．2 变异性 由于社会在不断进步，技术、社会结构、社会生活方式在不断变化，环境秩序的连续性 

从另一方面讲也是要与这些变化的环境相“连续”、相“协调”，以获取完整的发展。由技术、社会结构、观 

念等综合构成的建筑文化，是经过调整和适应其生存环境获取持续发展的，这种调整与适应不是自我限 

制，而是自我更新，即“变异”。秩序是以其不断结构变化而求得发展的。 

环境秩序的变异性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环境秩序是对环境因素的适应，而环境制约因子(如观 

念、技术⋯⋯)总是随时间更替的，环境秩序的适应、调整也呈结构性变异。另一方面，建筑的超越性也 

影响到环境秩序。“建筑的超越性不能脱离根源的体系来解决，其未来也不能仅以过去的片断作为伪 

装。”因而旧的环境秩序的结构关系必须调整以适应新的创造性情境。 

1．3 山地环境秩序的特点 

山地环境有其特殊的地域性质。由于其地理、气候自然性因素(客观因素)的独特，导致其文化、生 

活方式因素(主观因素)的多样。其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多样性导致其秩序复杂程度的增加。因此需 

要我们上升到其动态生长过程，从“过程”这一角度来考察山地环境秩序的生成，以真正了解形成山地环 

境秩序的根本所在。 

1．3．1 顺应性与对抗性 这是山地环境秩序的客观环境因子与人的功能需求矛盾导致的。由于地形、 

地貌、朝向、风向等客观环境因子的复杂性与强大性，使人的构筑出现街道顺应等高线延伸，房屋采取 

坡、拖、梭等手法。同时人对自然的合理改造，使之满足不断发展的需求，如坡地建筑中出现的吊、挑、台 

方式就是人与自然对抗，争取使用空间的外在表征。既增强适应性、灵活性，也丰富了环境形象和空间 

形象。山地环境秩序的顺应性与对抗性，充分体现了人与环境相互适应、调整的过程。 

1．3．2 组合性 山地环境的地形特点为建筑组合提供了多样选择性。竖向与水平组合并非两种截然 

不同的原则和方式，两者往往彼此重迭、渗透。其组合虽建立在水平与垂直方向同时进行的基础上，然 

而，标志山地地形起伏变化的坡度，又为形成山地空间独特的竖向组合提供了条件，这是山地环境形成 

的一大特点，是创造良好山地环境秩序的出发点之一。在其竖向组合中，常利用踏步、坡道、多层平台等 

灵活的垂直交通手段，来解决交通、地形坡度、功能分区等问题，使内外空间发生联系；另一方面又增加 

建筑空间的丰富性，表现并强化山地环境特征，使山地空间成为一种人性的有序环境。 

1．3．3 多层次 空间层次是环境秩序量度之一，环境秩序的生成和生长依赖于各层次上稳定的组合。 

环境空间层次的清晰性、简明性以及不同层次上的连续性都是环境秩序的关联因子，直接影响环境秩序 

生长与发展。由于其组合性带来的围合界面的多样，存在仰视与俯视等特殊视觉效果，使得空间的分 

隔、限定、组合及层次更加丰富和微妙。 

2 传统山地城市街道空间秩序特征 

山地城市街道空间秩序，可以看作是山地环境秩序和街道空间形态合集，形态特征势必会是一个新 

的“格式塔”，但实际上它仍是山地环境秩序的空间外化，突出表现了山地空间的场所特征。 

2．1 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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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体现在山地城市街道与环境的结合上。山城街道纵横，无明显等级之分，因地形起伏而布局 

混乱。但细看可发现，山地街道与山势结合，其布局完全因时、因地、因材、因人而宜。体现生存空间的 

街道分两大类：一类顺应等高线，曲折延伸，宛如游龙，是地形的深刻写照；另一类垂直等高线，根据坡度 

不一陡直而上或呈之字形连接，跌宕起伏，烘托山的气势。其内部街道完全是顺应自然力作用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沿坡半边街，“一条石路穿心店，三面临江吊脚楼”，这是山城典型的街道类型之一。 

其特点是在地势坡度很陡之处，靠山脊--N挖出山洞作为房间，外侧是半边街；街道横穿建筑内部或下 

部，成为这幢建筑内部交融的“中介空间”。半边街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体现出人们对恶劣人居环境的不 

退缩，变不利为有利的“巧思”，是自然力与非自然力之间的碰撞结果，建构起一种地域性的特殊街道空 

间形态，并汇入浓重的地域文化之中。 

山地街道一方面适应地形变化而灵活布局，同时又以特殊的形式强化地形特征，追求生活秩序和生 

存空间的舒适性，有意义的改造环境，追求一种人类与自然的高度结合，从中体现出山地街道空间的独 

特场所性。这一特征一方面与山地秩序中的顺应与对抗性相吻合，另一方面，充分争取空间的手法对于 

山地城市开发中如何充分利用和争取空间有很大启示。 

2．2 立体性 

横竖两种街道构成山地街道的空间网络，与山地环境的结合，使其组合在水平与垂直方向上同时进 

行。街道立体化发展形成了多层次的交通与多层次的截面，这种多层次的立体化联系使山地街道空间 

环境成为一种人性的有序环境，具体表现如下。 

1)增大建筑有效接触面：多层次的交通使围合街道的建筑长度虽然不变，但其有效接触面却大大 

增加。 

2)便捷：人总喜欢抄近路，多层次交通方式可使在步行交通中尽量避免不必要的高差，带给人以不 

动声色的关怀。 

3)慢速交通：这意味着富有活力的城市，多层次的交通提供了一种对速度的限制，与街道上的商业 

及交往活动产生一种互助。 

立体性的特点源于山地环境的组合性，对于现代山地城市开发中，增加有效商业面积、立体分流、提 

高竖向便捷度、减少交通面积具有很大优势。 

2．3 层次性 

立体性所形成多层次的界面，加上多层次交通带来仰视、俯视等多角度、多变化的立体视觉，使空间 

的“流动性”、“渗透性”、“不确定性”、“变化性”加强，形成不同类型感觉深度的空间层次。同时，山地城 

市街道与山地环境的适应性以及街道大都蜿蜒曲折，使街道本身所具有的连续性与方向性减弱，构成其 

边界的建筑及外界景观随行进高度与方向变化呈不同特征，具有较强的边界可识别性，易与外部环境形 

成不同空间层次。 

街道空间的层次性也充分体现了其人性化的一面： 

1)多层次、多方位变换的街道空间，更易为人提供不同感受，以达到从心理上缩短其实际距离，减 

轻人步行活动的心理疲劳； 

2)为街道上多种多样的活动需求提供多种类型空间环境。 

2．4 综合性 

街道是传统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最重要模式，集交通、生活(购物、娱乐、交往)于一体，体现其功能 

上的综合性，山水城市的街道空间更为如此。 

1)山地自然条件的影响，使之缺乏类似平原城市那样宽阔、平整的街道，使得许多在平原城市小街 

巷中可以发生的活动也都集中于几条街道。 

2)生存空间的缺乏，使人向环境要空间，造成领域性融通，很多地方亦私亦公，边界弱化和柔软过 

渡，多种多样公共活动更易发生于日常生活之中，山地街道空间的多层次性为其提供了方便。 

3)由于水陆交通条件优越，加之山区地势不宜农业发展，自古成为商业中心与水陆交通枢纽，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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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集中于街道上发生。 

商贸活动与交往使山城街道具有了浓郁生活气息，构成市民“有生气”的街道生活空间，街道的综合 

性得以充分体现。 

3 小结 

环境秩序的生长过程与其创造过程是逆向运动的。秩序生长是从局部到整体、从内至外的，而创造 

过程则相反，是整体或外部环境组织层次上对秩序组织发展作出限制，再驱使局部秩序组织向整体方向 

的过渡、生长。 

传统山地城市街道对山地环境的适应性特征，带来立体性和层次性的发展，这种多层次的联系和多 

层次的空间又适应了人的需求及街道本身综合性的内容。人与自然之间达成共识，形成了传统山地城 

市街道那种与自然相依相偎、共生共栖、充满活力、富有生活情趣的独特气氛。 

我们探求的目的是再生(创造和发展)，为创造良好山地街道环境秩序找出要遵循的一般性原则，再 

现传统街道美学，创造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山地城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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