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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聚居环境规划设计中的 “曲"与 “直" 

陈晓卫，苏 雅 

(河北工程大学 建筑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 

[摘 要]以人类聚居环境建设为背景，通过对规划设计中 “曲”“直”不同层面的对比，分析由于 

观念问题所导致的认识上的偏差。从价值观念角度出发，探讨以 “曲”为象征规划设计的深层内 

涵，提出其在人类聚居环境建设中的充分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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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聚居环境，它是指包括城市、乡村等在内 又直接受到我们世界观，聚居环境观的左右。 

聚誊曼 圭 ：， ， 鬟 二、聚居环境规划设计现状分析 规模的扩大
， 导致了对土地的不断占用、资源的大 ⋯ ⋯ ⋯ ⋯⋯ ⋯ 一⋯ ⋯ “ 

量消耗和对环境的极度破坏，人类聚居环境正面临 (一)难题与误区 

着严峻的现实。以中国北京的故宫为代表的一系列 当今规划设计领域，在 “直”这一思想观念控 

建成环境，其规模的确宏大，然而以昆仑山脉、亚 制下的聚居环境的规划设计存在着诸多问题。过分 

马逊流域热带雨林为象征的自然之物，成百上千平 人工化固执僵硬的构图、对环境生态观及人类根本 

方公里范围的自然地形、地貌，现代人仍无力将其 需求的漠视、缺乏对人文资源环境的思考，使得城 

作 “直”。环境决定着感觉，长期身处如此聚居环境 市肌理山水格局未能得以延续。功能主义背景之下 

之中，人们对于象征着 “直”的几何化形态非常敏 产生的文化趋同与特色危机等现状，究其原因，在 

感，然而却逐渐丧失了对蕴含着 自然、生命与变化 于规划设计及开发建设之前，缺乏对人类聚居环境 

的 “曲”的欣赏与追求，现今规划设计往往是多用 的影响评价与科学正确的预见。 

丁字尺、三角板，即使是在借助电脑绘图时，仍然 误区 1：自然观念的缺失 

是直来直去。使得规划设计范围内的聚居环境总体 现今，一些规划设计毫不顾及 自然山水环境， 

来看仍以 ‘ 直’’居多，‘‘曲，，的很少。殊不知，这种 走向了以 “直”为代表的人工上的极端，破坏了原 

形式表象的背后却蕴藏着文化、生态与价值观导向 有 良好的自然环境。以河道规划治理为例：其一， 

上的深刻危机。 河流水系是大地生命的血脉，是大地景观生态的主 

要基础设施 ，人们往往将治理的对象瞄准河道本身， 
一

、 聚居环境建设研究 大江
、 大河上的拦腰水坝为河流连续体带来了巨大 

(一)基本概念 损害，且当所剩无几的水流穿过城市的时候，人们 

直，，本意为竖状、不弯曲。在聚居环境建设 往往不惜工本拦河筑坝，丧失水的自然形态的同时 

中隐含人工之意；与之相对，“曲，，蕴含 自然意味。 也破坏了河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其二，防洪之道 

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自古便以曲为美。古典园 决不在高筑河堤，而在建立一个滞洪的湿地系统， 

林中 “曲，，的自然艺术形态，深浸着中国文化的内 从区域尺度上根本性解决水资源的蓄留。其三，伐 

蕴。古代“风水，，最忌水流直泻僵硬，强调水流亦应曲 去蜿蜒河流两岸的林木，铲去其 自然的野生植物群 

曲有情。 落，代之以水泥护岸，致使该片区域寸草不生，水 

的自净能力消失殆尽，物质和能量循环系统被彻底 
(二)价值观念上的 “曲”与 “直” 破坏。 

在规划设计领域，很少人会将 “存在决定意识” 误区2：文化出现”趋同现象”与”特色危机” 

这一真理与人类聚居环境与我们的世界观、规划设 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全球化以及经济全球化带来 

计哲学相联系。任何一项实际工程的规划设计目标， 了人与传统的地域空间的分离。地域文化的多样性 

包括我们所制作的规划设计文本说明，亦体现着我 和特色逐渐衰微、消失，城市文化未能在建设的同 

们的世界观和规划设计哲学。目前人类所处、所需 时得以延续、发展。在 21世纪这个空前城市化的时 

规划的聚居环境对于每个人的感觉，每个人的世界 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一些国外设计师 

观的形成都起着作用；同样，聚居环境的规划设计 的规划设计被介绍到了国内的同时被生吞活剥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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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照抄了，欧陆风吹遍了大江南北，这种对表皮碎 

片的盲目复制，肤浅西化，东拼西凑，在带来资源 

过度浪费的同时，也使得设计逐渐失去了艺术创造 

的动力与激情。 

误区 3：何谓真正的绿化 

在眼下轰轰烈烈的城市美化和生态城市建设运 

动过于短视和急功好利，与建设可持续的、生态安 

全与健康城市的目标，往往南辕北辙。人们直白的 

认为绿化就是大片大片的城市广场绿地，千篇一律 

片面追求绿地率，却极大忽视了因地制宜。把有千 

年种植历史的高产稻田改为国外引进的草坪作为政 

绩加以推广和宣传；不管当地的气候条件大量引进 

棕榈树等等，这是对景观设计概念整体性的忽视， 

更重要的是忽视了城市整体生态系统的健康。 

(二)反思当今设计界对环境生态的忽略 

人类聚居环境规划设计总体来看仍以 “直”居 

多，“曲”的很少。环境决定着感觉，决定着知觉的 

敏锐程度，这种对象征着 自然、生命与变化的 “曲” 

的丧失也就极大地影,AN了人们心中发出的对世界 

上存在的对万事万物的感知，即对环境生态资源应 

有的重视。在对聚居环境规划设计之初，如果不开 

展针对其资源的综合评价研究，如果不在规划决策 

之前，加以科学合理的认识，在设计建设之中，如 

果不采取可持续的保护与开发，那么大量物种将会 

消亡，自然环境将不再可持续，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必将受到影响。 

三、对策 

(一)在人类聚居环境规划设计中引入自然观 

引申的 “曲”即为，与毫不顾及 自然山水环境 

作法相对的，是对人类聚居环境进行规划设计时对 

自然生态要素的尊重和合理运用。只有在设计中同 

具体地形地貌紧密融合，灵活布局才能使得规划设 

计与自然环境间相互渗透。对待河流，只有保留其 

原有自然堤岸曲线，搞好沿岸绿化配置，才可以将 

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同时达到调节气候、 

改善环境质量、节约工程量与基本建设投资的目的。 

绿色河流廊道，是廊道中最 自然的原素，对生态规 

划起重要作用，还其 自然状态，最根本是以维护和 

恢复河道的自然形态为基础。 

(二)因地制宜并延续城市文脉 

吴良镛认为：“我国的城镇化与城市发展不同于 

西方，外国理论不能解决中国的复杂问题。”任何场 

地都不是白纸，而是包含着深厚的自然、文化信息， 

这些信息是一个地区自然历史和人类历史演变的记 

录。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和文化的差异，每一场地 

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唯一和独特的。认识、顺应、 

维护和延续这种地域景观应当成为我们重要的设计 

价值观。城市和地区特色往往根植于其渊源的历史， 

由此而成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使得城市更易于识别且 

富有魅力。桂林的环城水系承载了桂林历史的流传， 

是桂林城历史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今城市 

空间建构的主要资源。杭州西湖以它的自然和人文 

景观融于一体而呈现出一种清新绮丽、自然和谐和 

整体景观环境美，这些均得益于对城市历史文化、 

文脉的延续 。 

(三)树立以人为本的生态观念 

正是有着丰富多样性的 “曲”及其内涵与偏离 

人性、单一化的 “直”问的较量，才使得以人为本 

生态观念在规划设计之初得以树立。针对眼下过于 

短视和急功好利的城市美化运动，我们强调应树立 

以人为本的观念，以聚居在该地域上的人类与土地 

生命系统间的内在联系为依据来开展聚居环境规划 

设计。例如：广场设计，不应只是大空间的划分或 

几条轴线的连接，应当依照不同人群，不同文化层 

次，涉及多个空间，使之尽量丰富，其上涵盖的活 

动内容尽量多样化。以人为本观念下的聚居环境规 

划设计时刻要求我们在注重物理层次关怀的同时， 

还要关注人的行为、心理和情感，关注整个聚居环 

境及其演变对于人类的影响，探讨如何有效改善人 

类的聚居环境。 

(四)设计尊重自然 

“设计尊重自然”这一概念的提出，引起了设 

计师们的共鸣，使得设计师们在对美这一形式陶醉 

的同时开始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逐渐懂得用 

植物而非人工大坝更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用微 

生物而非化学品能更持久地维持水体干净；太阳能 

比核裂变更安全；泥质护岸比水泥护岸更经济持久； 

自然风比人工空调更有利于健康等等。在聚居环境 

的规划中，大的区域发展与自然环境气候需要同步， 

否则能量耗费将是巨大的。 

四、结论 

21世纪是强调人、强调文化、强调人与 自然融 

合、强调整体可持续发展的世纪。代表自然、生命、 

变化的 “曲”，凭借着其与社会同步发展、维护地域 

历史与文化，适用、经济、生态的深层内涵成就了 

聚居环境设计的普遍价值观，使得新建设观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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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规划设计在视觉感受上愈发多元化，其通过将 

文化物化在景观空间和形态之中，将生态贯穿在战 

略决策研究之上，以回应城市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人 
一 城市一自然之间的矛盾，从而为人类 良好聚居环境 

的建设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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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comparing‘‘bend”and‘‘straight’’in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layout and design of the architecture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gnitive difference due to different individual concep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and concept，it discusses the deep connotation of“bend"-symboled layout and design， 

and proposes the sufficiency and necessity of“bend”in the architecture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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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the price model of web publishing products 

LI Yu-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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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ask that how to transforln economic developing mode has been placed on the agenda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and developing culture industry is beyond doubt a significant approach． 

Online publishing produc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ulture industry,which hasn’t formed into mature profit mode1．A 

reasonable price iS favorable for making higher profit．SO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pricing model of the online 

publishing products．It clearly defines online publishing products and pointed out their features， meanwhile 

positive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nline publishing products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price-setting． 

According to economic attributes of online publishing products and based on several basic price theories，the article 

iS trying to solve the di~culty of measuring social necessary labor-time，and it adheres to Marxist labor theory of 

value and setting the price of online publishing products in a scientific way． 

Key words：online publishing；price；economic perform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