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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景观都市主义是城市建筑设计、景观以及城市设计方

面最重大的改变。对于建筑和基础设施而言，景观都市主义

将其认为是地表隆起或者景观的延续 [1]，将设计文化和景观

生态相结合，成为许多景观设计师关注的热点。随着城市的

发展，部分城市建筑和基础设施未能与景观地表有效结合，

形成了相互对立、互不相干的状态 [2]，这使得城市发展缺乏

弹性，在建设过程中其生态性与地方性特点往往无法突出，

造成了对城市资源的浪费。

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速度的加快以及城市环境人工化

发展导致其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欠缺，居民自然体验感缺

失等各种健康和环境问题更加严重。通过自然生态力量增强

城市生态韧性，能够促进城市自然资源的合理应用与保存，

这已经成为人类应对和维持自身发展的重要方式 [3]。

荒野景观是城市自然中的关键构成部分，各学科对其

价值、内涵和实践意义等高度重视。对比需要精细化养护的

人工景观来看，城市荒野景观对于水体、土壤以及空气净化

非常有利，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发展也有积极作用。研究发现，

城市绿地系统中加入荒野景观，对于城市生态系统基础设施

的有效性和连续性的增强都有促进作用。但城市化发展使土

地需求更大，在城市荒野补偿、管理、控制和保护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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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还需要健全；审美方面的秩序性和整洁性要求过高，人

们对荒野景观认知的负面性依旧存在。由此荒野发展并未兴

起，反而逐渐衰败。

2 景观都市主义的概述

2.1 景观都市主义的概念
美国建筑师查尔斯将城市化与景观融合，正式提出景

观都市主义理论，实现城市内异质、分离和不同空间元素有

效结合，推动城市和景观融合的发展，城市内部不同景观要

素之间不再是独立存在，由此形成多彩丰富的城市景观，城

市发展和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变相辅相成，在城市环境体验度

提升过程中，城市与自然生态实现良性发展。景观城市化使

无序城市中心更加有序，建筑物空间组织逐渐被景观设施与

水平面构建的交通体系所替代。

对现代城市化发展进程，景观都市主义提供“重整当

前秩序的方法，建筑被景观所取代成为城市建设的基本要

素”。核心思想指出景观取代建筑，将景观作为基础元素，

使其成为对城市价值和城市形态有决定性影响的要素。针对

城市问题，从生态入手，自然与景观层面思考，将景观地域

文化与基础设施生态功能有效融合，推动城市主体发展，构

建城市网络，利用生态可持续理念，重塑城市废弃用地，使

得城市空间迈向健康可持续发展 [4]。

景观都市主义将各种学科交融后展现“景观”不仅是

建立在传统形态上，更承载着诸如生态等多功能体现，城市

包含动态生长变化和能量流动的生态系统，城市发展由“景

观”决定，实现多种要素的融合。

2.2 景观都市主义的实践意义

2.2.1 以前瞻性视角描述城市
“经过漫长的发展和演变形成城市空间类型，是响应

事件不断改进的结果，城市范式建设中始终为动态改变的经

济活动是最基础的部分。”景观都市主义基于城市建设技术、

各学科城市设计理念和生态学理论等，将城市体系中能量流

动与动态生长等形态展现出来。城市设计引入景观都市主

义，自然发展过程是设计重点，对人群动态交互和时间连续

性作用和效果高度重视。

2.2.2 以关键性要素介入城市结构
公园（park）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一系列环境

状况，即“城市 = 公园”。景观都市主义者指出，景观属

于绿色基础设施，延展性是其主要特征，不能被城市空间装

饰所局限，应当将城市结构引入进来，作为城市活动与生态

之间交互的途径，城市空间内部社会发展进程以及物质流动

都将在系统化城市形态下出现本质上的变化 [5]。这种变化影

响着景观未来发展，推进城市空间塑造。

3 荒野景观的概述

3.1 城市荒野景观的概念
城市荒野的定义，Keenan 与 Jorgensen 认为城市中自然

主导作用的土地，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廊道、棕地、闲置地、

河流和自然绿地等植物不会被任何条件约束而生长的土地。

西方学者将其分成两类：第一类为初级荒野，是指自然生态

系统中由内源力主体（动物和植物）激发作用下产生的自然

状态，多指无明显人为干预的荒野环境 [6]；第二类为次级荒

野，是指生境条件适宜的情况下，原生动植物再次回归，同

时对生态体系进行掌控的状态，就是人为干预的地区又恢复

自然形态，自主实现长期次生演变的闲置地。

城市荒野景观对于自然碎片的束缚已经突破，对人工

化程度较高的城市环境来说，会有少量荒野生境存在，是在

人工建设的系统中存留的自然本色，城市荒野景观能够在低

成本维护和人工管理下实现生态系统与文化服务的支撑、提

供和调整。在迅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中荒野景观的存在

是片段性的，自然主导其生态系统的发展，同时与自然荒野

野性特征、生物多样性、休憩体验等功能都较为相似。

3.2 城市荒野景观的价值

3.2.1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叶平指出：“从狭义角度来看，荒野就是荒野地，从

广义角度来看，以生态规律为主导，人类并未干预、未到过，

没有干扰到自然发展规律的非人工的自然生态环境……”可

知，荒野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人类并未非主宰者，也正因为如

此，荒野能够保持良好的自然生态平衡。

3.2.2 生物多样性价值
城市荒野大多存在于城市边缘开发利用程度较低的荒

野地带，受到人为干扰的情况较少，因此荒野景观能够允许

自发性自然演替过程的发生，荒野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栖息

地类型和生物物种多样性，Müller 等人分析后指出，城市绿

色空间生物多样性和相对野性程度为正相关关系，野性程度

的提高以及管理力度降低对于城市生物多样性都发挥积极

作用。

3.2.3 游憩与审美欣赏价值
康德指出大自然“可以持续性的为其鉴赏提供粮食。

我们无法将音乐规律融入到鸟鸣之中……相对人类歌声鸟

鸣的趣味性更强”。通过康德评价的自然美可以理解自然不

仅是最美的，而且这种美也是最多的，最美和最多分别从

“质”与“量”的角度评估 [7]。城市荒野景观于自然荒野有

着明显的区别，城市荒野在原真性、自然性、可到达程度、

参与性和荒野面积等方面要小于严格意义的自然荒野，但城

市荒野也有独具一格的审美体验，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在

城市荒野之上的自然演替也在逐渐上演，形成不断变幻的景

观，城市荒野人工管理过程中强度不高，其野性程度持续提

升，可以更好地将富有野性审美感知和自然休憩空间与机会

提供给人类。

3.2.4 促进人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
荒野孕育的生命是丰富的。荒野孕育生命，同时将水、

阳光和空气等提供给生命，更好地滋养生命。随着现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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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生活压力和竞争的加剧导致人们生理和心理遭受不

同程度的压力，大环境促使产生各类疾病的发生，人们的生

理和心理健康受到威胁，城市荒野景观在提供野性自然游憩

的机会的同时能够通过视觉、嗅觉、听觉、触觉等感官刺激

达到缓解压力的目的，城市荒野内具有野性且丰富的植物景

观凭借质感、气味、色彩等带给人们理想的体验感，带来心

理愉悦。

4 江洋畈生态公园概况

4.1 江洋畈生态公园发展历程
江洋畈生态公园位于杭州西湖风景区玉皇山南麓，总

面积约 20 公顷，北临西湖风景区，南眺钱塘江，远者有白堤、

苏堤、赵公堤，近者有太子湾公园。于 2010 年完成建设正

式开园，是杭州市第一个以生态公园命名的公园。

西湖风景区在 1999—2003 年通过管道实现一百万平方

米的淤泥向江洋畈所在地传送。在完全没有人工干预情况

下，淤泥含水率逐渐降低，表层泥土沉积量不断增加，淤泥

中含有的种子发芽生长自然演变成为植被茂盛的谷地沼泽

景观，疏浚场由此变成植被茂密的沼泽林地。来自西湖中的

植物种子，跟着淤泥流动来到江洋畈并在这里生根发芽，逐

步演替形成了江洋畈，对比周边山体植物的有较强差异性，

这里繁衍的动植物非常丰富，荒野景观生命力极强。经历十

几年的发展，江洋畈生态公园形象地展现出自然演变、更替

和修复的全过程。

4.2 江洋畈生态公园的设计策略
江洋畈疏浚场在经历了数年的自然演替之后，西湖风

景区于 2008 年对疏浚场进行了规划设计，最后决定以最小

程度的人工干预，不损坏自然生态系统前提下，保证原生动

植物生长，完成生态公园的建造。结合江洋畈疏浚场内部自

然生态系统的演变，使其活力更加旺盛，公共服务设施也更

加齐全，构成更具有自然生态特点、保留动植物多样性的原

生态公园，为居民提供休闲、游憩的生态场所，体验荒野 

之美。

江洋畈生态公园在对荒野资源科学合理的运用和保护

的前提下，基于次级荒野进行了设计，设计师将现代化的生

态场地与理念更为彻底和清晰地阐述，尽可能维护江洋畈

自然演变与更替的过程，同时也充分考虑公园基础设施的建 

设 [8]。针对场地情况的复杂性和结构特征，景观设计师采取

无为而治的设计方式 [9]，即将基址最大化保留，充分利用原

生生态系统，以不进行人工干预的生境岛形式保持场地内动

植物的自然生长状态，利用能够回收的耐候钢板隔绝生境岛

之外的多个原生植物群落，适当引入能够吸引昆虫的本土植

物以修复建设过程中被破坏的自然植被。淤泥上设计多种规

格木栈道，方便在池塘、林地以及沼泽之间往返。

5 结语

在城市转型过程中，景观都市主义主观地提出人为设

计与建设的结果就是人工生态的建立，过于强调人为的设

计，忽略了自然生态的作用，自然生态基本不被重视，导致

生态破坏概率提升。

人为的生态设计在生态效应的体现方面远远不及自然

之力，如天然湿地、沼泽及林地。因此，景观都市主义与荒

野景观理论的融合显得尤为重要，将野性自然引入人为建设

的城市体系是生态设计解决方式中综合性最强的一种。人工

干预程度和管理力度过大，公园实现人工景观的建设，会导

致其内部更加单一化的生态结构，公园应用效率偏低，同时

要承担较高的维护成本。

江洋畈生态公园基于自然荒野设计和建设，是中国生

态公园中有较强代表性的一个。在设计过程中，设计师通过

生态学知识来实现对基址科学、合理的干涉，使自然生态系

统的更新和演替能力充分发挥出来，同时利于生物多样性发

展，完成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绿色生态体系的构建。基于设

计和维护的角度进行思考，都为荒野向具有野性的生态公园

的转变提供丰富的经验，使城市决策者能够更好地完成城市

与生态公园的设计建设。我们应当重新思考野性对城市自然

空间的意义，重塑城市内野性自然的内在价值，对城市荒野

景观进行维护与营造，促使城市居住环境和野性自然体系的

结合，以此实现持续健康的“野性城市”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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