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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形态多样的建筑外部空间中，各类空间的主体作用十分清楚，关于它们的理论也比较丰

富，由于过多的注重外部空间的主体完美，且没有形成有序的城市空间体系。因此，文章在分析

它们原由的基础上，借助主体空间理论的同时，试图以另一种过渡性的调和空间去改善这些无

序的外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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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form of a variety of mban space，the main roles of space types踟孵very clear，and theories

that m!e also very rich．While as too much attention has been叫d to the perfection of outdoor space，there

is 110 ordered system of urban SpaC!e．Therefore，this paper tries to improve the disordered space system

诚tll another connective harmonic space．on the basis of the existing theory of the main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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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外部空间是由无数个大大小小、形态各

异的存在空间组成，这些存在空间就是指建筑外

部的纯公共领域空间、准公共领域空间、泛公共领

域空间等，因人与环境相互作用之后而产生的城

市公共空间，它们逐渐被划分成各类主体空间，这

些空间又再分成更多的单一空间。无论主体的空

间类型多么的丰富，其实，在我们生活的建筑外部

空间中，还有另一种被大家所忽略的空间，就是连

接这些主体空间的过渡空间，这里笔者将它定义

为空间之间的“调和空间”。

1立论的背景

日本建筑师芦原义信曾经到我国来进行学术

交流，在参观我国的城市建筑后，他说道，中国与

日本在现代建筑的设计立场上有些不同，日本的

建筑注重细节，他们喜欢从局部往整体方面去考

虑，而中国喜欢从整体去把握建筑的全局，然后再

深入到局部，两种观念分别属于加法建筑和减法

建筑的设计显现。但他最终还是赞扬我国的设计

立场，希望将来日本也能学习这样的观念。因此，

通过这种立场与观念进行推理，我们就不难发现

为什么日本的建筑外部空间比较丰富，其中之一

就在于空间的细部设计较多，他们很注重单一空

间之间的过渡与衔接关系。

在我国现代建筑外部空间的设计中，设计师

很少注重过渡空间的考虑，他们把大量的精力放

在了对主体空间的研究上，也就是设计与分析主

体空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的内容，使它

们成为了空间的亮点，以此同时那些次要的主体

空间。如庭院、广场也通过他们的精心考虑，成为

了背景给予衬托。由于这些空间在实际中没有得

到应有的衔接，城市中就出现许多相互争艳的主

角，毫无主次，导致建筑外部空间呈现出平淡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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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分散与凌乱的境况。最终使得城市空间的宾

主关系混淆，建筑与外部空间之间不能协调，打乱

了城市原有的空间秩序。因此，我们需要在建筑

外部空间中寻找到一种新的过渡空间，作为城市

各类主体空间的协调空间，这就是“调和空间”。

2调和空间的涵义

调和空间是一种让城市的各类存在空间相互

协调与互补的空间，它是衔接各类主体空间的一

种过渡空间，它具有包容的性格，形态而各异，无

论是主观精神方面、还是客观物质方面的空间，它

表达的都是相互协调与融合的空间作用。这类空

间就像黑川纪章“利休灰”理论的灰空间一样，或

主或次，主动调和空间之间的矛盾与复杂性，它化

复杂为简单的空间形态，最终形成特殊的过渡空

间。这种场所只有人们身临其中，才能感受到它

所包容的内涵。

建筑师桢文彦曾说：“要创造一个美好的城

市，设计师必须提供许多的小空间⋯【l】'’。当人们

在设计城市空间时，往往是认真的推敲与比较，依

据建筑外部空间的多样性特点，渐渐地分划成丰

富的外部主体空间。根据这些多样的主体空间和

它们之间相互的位置关系，以及它们所发挥的作

用，调和空间的类型与特点也就自然的显现了。

3调和空间的类型与特点

3．1空间与实体之间的调和空间

城市和谐需要建筑空间与外部空间的协调统

一，二者必须考虑风格的相互联系，且不能只顾各

自完美的设计。这正如中国现代建筑大师张开济

老先生所说“建筑设计不能只顾自己一个的设计，

而要和整个城市的风格相和谐”【2】，那么城市空间

设计也必须考虑建筑实体与外部空间之间的和谐

关系。城市空间中的实体，主要指城市中的构筑

物或墙体界面等，它们一般均为建筑物或构筑物

与外部空间衔接的实体，如民居的墙体、围墙、影

壁。而它们所围合的空间或它们与空间环境的衔

接处，就有一类过渡空间，我们称之谓空间与实体

之间的调和空间。

这种调和空间主要目的是缓解实体之间所造

成人在此空间中产生的压抑、冷陌之感，让两种不

相容的实体形成一种舒缓的空间过渡效果，甚至

情景交融。这也是调和空间的特点之一。实体与

空间组合还有一特点，那就是实与虚、凹与凸、边

与界的对比，以此强化它们的和谐过渡。我国古

建筑的室外空间即是连通的，彼此之间又是延伸

与连续的，在与界面的连接上以“空无一物”的形

态，达到空间的延伸，这种形态与实体的衔接就用

空间来调和。在我国古建筑的典型形制的界面中

(图1)，由外及内，建筑的檐口与台基之间形成了

第一个“虚”的面，它表现出的形式是一种空无的

界面；檐柱与额枋、雀替、斗棋等结构构架退缩在
里面，成为了第二个界面，这个面是由框架所形成

的；第三个界面为采光、通风与隔断的真实墙体，

它由金柱之间的门窗隔扇与槛墙所构成。三个界

面所围合出的两个空间，除第二界面与第三界面

构成的空间被我们称谓“灰空间”外，余下的就是

一种与实体相接的调和空间。这种逐渐深入的递

进关系，在整体的空间组织上有一种韵律感，它展

现了古建筑外部空间之间的柔顺过渡和“以无作

有，以虚当实”的哲学观念。

图1我国古建筑的室外空间分析

Fig．1 Outdoor spatial analysiS of Chinese

ancient bui ldings

实际中由于建筑外部空间与实体的对立突

兀，艺术上就需要消除它们在视觉上不和谐之感，

以包容和弱化的方式改变这些不悦之境，形成调

和的空间层次。在设计时常用植物、石材、构筑

物，甚至还有小溪、小径来形成空间的调和。古代

的私家园林，在围墙外有成组种植的低矮绿篱，或

者摆设一些石头，砌筑少量的树池等，它们即是景

观，又可以造成主体空间的过渡，以此来改善墙体

与庭院空间的比例问题，弥补空间的不足，使它们

成为空间的缓和部分(图2)。在一些水资源比较

丰富的区域，有时在墙体处，还设置一两条水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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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街道空间与墙体的过渡关系。如安徽徽州呈 静与诗情画意之境。

坎村内的水圳就是这种调和空间，形成聚居空间

具有的和谐感(图3)。

图2古代私家园林围墙外的调和空间

Fig．2 Harmonic space of ancient private

garden off the wall

图3安徽徽州呈坎村内的水圳调和空间

Fig．3 Harmonic space of waterway in the

Chengkan vi 1 lage

在苏州博物馆新馆设计中，建筑师贝聿铭也

试图从中体现出传统的建筑外部空间的过渡精

髓。他利用大量的过渡空间与围墙等实体界面相

衔接，改变空间的单一感。在室外的庭院设计中，

他以造园的基本元素为主，用石群之形比喻为俊

美的昆仑之山，构成与墙体之间的调和空间(图

4)；又以竹林与围墙相连形成衔接的调和空间，达

到若隐若现的虚实艺术效果，弱化了墙体的拙朴

沉重之感。大面积水空间的构成更丰富了庭院内

的调和空间，籍以“三分水，二分竹，一分屋”这一

我国古代造园的要素表现出丰富的层次感，反映

以小见大的空间抽象性，具有中国古典园林的幽

图4苏州博物馆以造园要素组成的调和空间

Fig．4 Harmonic space of gardening element in

Suzhou museus

3．2空间与空间之间的调和空间

贝聿铭说：“一个城市，并不等于就是一堆建

筑物，相反地，它是由那些被建筑围圈、划分的空

间构成”【l】。西方中世纪的城市，大部分是以建筑

外部的公共空间所组成，而建筑且不是唯一的主

角，它是城市的背景。建筑外部空间成为人们聚

集交流的公用场地，一切市民及宗教活动都在此，

这成为了市民喜欢驻足的地方。被誉为欧洲“城

市客厅”的意大利圣马可广场，就是由不同时期的

建筑所围合成的公共空间(图5)，这些不同功能的

建筑墙面所围和的空间，便成了城市真实的“负体

量”，成为了城市的主体。

图5公共领域空间中的调和空间

Fig．5 Harmonic space in public domain

建筑外部空间的主体主要为城市公共领域的

存在空间，如街道、公路、步行道、广场、庭园、公

园、游乐园等。这些不同作用的空间之间，均存在

着一种空间与空间之间的调和空间，它们呈不规

则形态。它的存在使空间之问有了自然而平缓的

过渡，相互之间又产生了一种与环境相适应的有

机联系。它还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有动有静、有畅

有遮、有直有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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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外部的公共领域空间中，广场与周围

的道路、草地，它们中间的调和空间经常出现狭长

的灌木丛，构成园林城市环境的基本组成要素。

而街道与花园经常会出现花坛与台阶来衔接过

渡，用这种设施去形成空间的调和；人行道与交通

道路之间又用明确的行道树及抬高来分隔衔接。

它们的类型多样，不是体块就是单薄的界面去组

成，在其中人们能充分的感受到场所空间的调和

特点，以及它内部的秩序关系。

日本众议院议长的官邸位于江户时期平松藩

邸的旧址上，伴随着官邸的老化，需要重新对建筑

及周边环境进行改建。建筑外部空间的庭院场地

为不规则形，庭院空间被分划成三部分，西面部分

为场地中最大的面积，是一片开阔的草地空间；东

面部分是休闲的沙场空间；而南面部分的公共空

间为水景与松林的场地。三空间通过中间的道路

轴线相连接，而巧妙的衔接就在于道路上出现的

石头廊空间，它是道路与其它三空间的调和空间

(图6)，设计师以条纹状的葛石来相互穿插进行过

渡，造出一种如和谐音符般的节奏之感，这些就是

调和空间的直接表现。

图6三空间组成的调和空间

Fig．6 Harmonic space composed by three parts

日本拉库阿城市广场，位于东京市中心的圆

顶棒球旧园址上，是由民间集资开发的休闲公共

空间。130m长的椭圆形广场，被分为立体三层，底

层的中央设置了一个圆形舞台，供人们举行文娱

活动，与广场周围衔接之处布置了一圈带有喷泉

的水池来形成调和空间，去划分主体区与观众区。

在广场休闲游玩区域里，设计者用大量的树阵及

地面铺装去组成一种新的调和空间，分隔出广场

的饮食区与休闲区(图7)。这一系列空间的衔接，

正好组成丰富的广场调和空间。而二层与三层都

是观赏底层景观的最好之处，具有立体空间艺术

氛围，使得这处旧场地又重新焕发出新生机。

图7树阵及地面铺装组成的调和空间

Fi g．7 Harmonic space composed by the paved

ground and trees

4调和空间的意义

依据吴良镛先生提出“广义建筑学”的理论，

建筑或景观应该要从城市的整体空间去考虑，而

不是仅仅局限于单体的设计上。调和空间在建筑

外部空间中的应用，正好解决了城市空间中不协

调与不完整的弊病，消除那种含混与矛盾的局面。

当有了这样的调和空间，就使得城市的各类主体

空间之间有了内在的秩序，使得城市的单一空间

都具有互补融合的形态，让复杂的空间变得简单

清晰，最终形成完整统一的城市存在空间。

调和空间表达的现实意义有如下几方面。它

首先解决了建筑外部空间形态不协调的因素。在

聚居的城市空间中，混凝土筑就起来的建筑是高

楼林立，建筑呈现出的天际线是散乱的，外部公共

空间又是复杂的，过渡空间很少得到重视，它们之

间的形式、比例、体量都难于统一，这些复杂性与

矛盾性使得人们在自我的感官上不能清晰辩明，

反而会滋生出烦躁与厌倦的情绪，人们希望生活

在清馨和自然的环境中，那么这些问题的解决就

需要调和空间来缓解。其次，通过一种整合与调

节的调和空间，使得无序的外部公共领域空间可

以按照它内在的秩序去联系，形成一种明确的完

整性。最后，它可以让主体空间相互弥补各自的

缺陷，完善整个空间的组织形态，达到艺术性与技

术性的统一。

5结语

城市与建筑设计必须考虑空间之间的调和空

间，重视主体空间之间的衔接关系，多从和谐的角

度出发，关注空间的层次性、完整(下转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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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在短期内实现其生态恢复。因此，在对滏阳河外

源污染源进行有效控制，兼顾当地的经济利益的同

时，必须依据河流生态系统的特点，辅以生态修复

技术，即采用污水处理厂一人工湿地一生态河道为

修复模式的滏阳河综合治理技术，实现对河流生态

系统的顶端控制和末端治理。滏阳河污染控制及

生态恢复技术集成框图如图1所示。

4结论

1)在河流面临的多种胁迫依然存在的前提

下，任何单一的污染控制技术都不可能在短期实

现河流生态系统的恢复。必须采取顶端控制与末

端治理相结合的模式，逐步恢复河流生态系统的

结构，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2)依据滏阳河的具体情况，在沿岸构建人工湿地

生态系统对河水进一步净化是可行和有效的。

3)人工湿地控制技术与污水处理厂结合最大

限度地实现对滏阳河外源污染源的顶端控制，与

其它生态修复技术结合可以实现对滏阳河内源污

染源的末端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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