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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校园景观空间形态的比较分析 

——以重庆高校新老校区景观环境为例 

周 丁 

(重庆文理学院) 

【摘 要】：校园景观环境体现了校园的功能特征和艺术特征。本文以重庆高校山地特色新老校园景观环境为例，

探讨校园景观营造中的得失，力图为山地大学校园景观设计理论研究者提供实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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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景观设计的核心是空间的形态。人进入空间时，要把握好自己的思维，去感受该设计的理念，观察景观的空间形态。

我们在做校园景观空间营造时，结合重庆的山地特征，思考怎样的设计才能够凸显山地特征、体现山地空间结构、景观空间可

持续的发展、植物不同时期的优美形态等，为呈现一个较好的校园景观，我们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在重庆，一个具有特殊地貌

的城市，如何更好地营造出校园景观，需要我们进一步系统地分析。 

一、老校区校园景观个性 

1.景观空间——地域性 

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提出：“城市形象来源于城市公众印象的第一感觉，是个别形象的叠加，城市形象的设计和分

析不只是由客观的物质形象和标准来判断，而是通过人的主观感受来表达。”我们借用这一观点，将山地校园景观中的景观轴线、

立体空间、下沉空间节点、抬升景观空间等方面逐个进行分析。 

（1）立体轴线景观 

如重庆工商大学南岸校区，该校区整体山体西低东高，由西面进入，校门小型景观就利用山体雕琢修建的石器造景形成一

幅文艺的景观小调，沿路而上，两旁是大乔木的林荫道，通向图书馆前的小型开放广场，之后是校园中心由冲沟汇水形成的面

积较大的翠湖，流水把翠湖截成两个湖面，形成小型跌瀑，湖面呈带状，后面就是学生公寓景观带，也是这条景观带上的结尾。

这条由东向西的景观轴线构成了该校区最主要的景观轴。其次是南北轴线，这条轴线主要由各个景观节点构成，包含下沉式广

场、下沉式植物园等，起到辅助作用。 

（2）立体空间景观 

同样在该校区，从进入校门开始就向山上拓展，延续山地地形特征，依托山体绿化特征，建立台阶、花带、林带、观景平

台等立体景观空间。用平台、退台、建筑外廊等形式建立景观步行空间。注重道路与建筑的交往行为，根据地形走向，沿景观

步行带进入建筑。通过林荫路，创造舒适、悠扬的步行道空间，在建筑入口区域结合建筑前小型广场和梯道，形成轴线对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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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台、花卉景观，使景观步行道变化有序，再加上植物的配置，使得景观层次更加丰富。 

（3）下沉空间景观在重庆大学 A校区，有着著名的下沉空间： 

中心区景观、风雨操场等活动场地。中心区是由两个大型运动场和民主湖休闲区连接组合而成的，是该校区一个核心的景

观片区，同时也突出了校园的山地特征，具有较强美观性、功能性。当人们由远及近地走进它时，可以感受到这个下沉空间的

远景、中景和近景，以及空间围合层次、景观层次。通过视线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心区空间尺度满足了人们的视线要求，同

时也使校园空间氛围更加凸显集中性。风雨球场也是典型的下沉空间景观，下沉台阶形成踏步和间隔区域，在间隔区域中种植

绿色植物或花卉，形成独有的下沉景观。 

 

（4）抬升空间景观 

和下沉空间相对应的，是场地基面抬高的设计。重庆大学、四川美术学院等，分布有相当多的抬升式空间景观设计，随着

地形的变化，除了坡道以外的基本为抬高式空间，这样的变化使得空间性更强，景观布局上更能突出主题。在抬高面上有次序

地融入植物造景，更能增强其主题性，达到美观的效果。 

2.建筑特色——新旧融合 

建筑作为凝固的乐章，能带给人们享受，实现景观和建筑的相互交融。老校区经历了时代的积淀，有不同年代的建筑，本

身赋有时代性、历史性，已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我们将景观与建筑结合，采用立意、布局、对比、渗透的手法，将历史建

筑与现代景观融合，达到景观的和谐。 

立意——通过建筑的语言进行想象、发挥，从而找到和园林景观相融合的设计理念、设计方法。布局——空间组合式，单

体建筑和环境的组合、建筑与建筑的组合、建筑庭院空间组合、混合空间组合、总体布局统一组合。对比——能分析出关系，

找出主次关系，重点关系，而达到协调的效果。渗透——相邻空间有条理的层次，在空间中形成前后、主次的关系。使建筑和

建筑、建筑和环境在空间中形成错落有致的空间形态，以一种自由不规则的组合方式呈现出轻松愉悦的空间序列。新旧建筑以

借形组景、借色组景等手段，开辟欣赏景点的路线，利用各种地形变化视景点高度，突破园林的界限，创造出一个更加协调的

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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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校区校园景观特色 

1.景观空间——交流性 

校园环境的设计和布置不但是为了营造一个文化的氛围，更是以人为服务主体，满足人使用、精神、交流互动等方面的需

求，新校区在景观建设上注重开放空间的营造，在建设用地范围内，从建筑内、外部开辟了较多开放交流空间。如公共绿地、

校园广场、校园水景等。在新建的校园中，以四川美术学院虎溪校区和重庆大学虎溪校区为例来分析。四川美术学院虎溪校区

校园景观设计以保持自然景观为宗旨，不破坏一个山头，所有建筑建造都依托地形做到建筑与环境和谐共生。校园的公共空间

分布较多，基本上保持原始风貌的地方都是公共空间，根据人的行为心理和需求，设计了具有地域文化和文化情趣的石凳、雕

塑、廊道等，操场周边设计了草坪、梯步等，可供师生休息、交流、学习，同时还在交流密集的空间中加了可坐式景观设施。 

而重庆大学作为一个理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其设计与四川美术学院这种纯艺术学科的学校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它设计较

为严谨，人工造景较多，针对节点本身的空间形态分析，突出开放性。从整体上看，东边校门广场一直到中心地带的原始景观

地带都是开放性极强的景观，体现出校园建设中对公共空间开放性的重视。 

2.建筑个性——时代性 

 

校园建筑、景观也阐释了现代校园文化，更好地了解建筑与景观的关系，可让我们在注重地域性、原生态的今天更好地让

建筑与景观和谐的存在与发展。 

建筑的存在不能没有景观来做衬托，同样的景观也不能缺少建筑来做中心点，在新校区规划设计中，多处运用个性建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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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环境相结合。例如重庆大学虎溪校区艺术楼，是一个有着包豪斯建筑风格的建筑。造型上，采用不规则的平面构图、灵活

的空间布局，给人极简、庄重的感受，附有浓厚的实用感、时代感。色彩上，外观红、灰对比，彰显色彩个性，总体给人高雅

庄重感。建筑周边植物环绕，软、硬质环境对比，使建筑色彩在环境中更加活跃，建筑物更加凸显。总之，建筑的形态、色彩

必定和所处的自然空间融合。另一个案例，四川美术学院图书馆，采用现在中国建筑行业中最为常见的钢筋混凝土现浇框架体

系，青色的混凝土，加上透明玻璃，表现出设计师对材料与结构关系的思考，呈现出虚实对比的关系，远观似乎是一个破旧的

厂房，使人感到阵阵沧桑，深灰色不加修饰的混凝土结构与看似随意的景观环境相结合，近观廊道荷花、钢筋建筑与晴空山林

相呼应，和谐又突出。和谐是它附有历史沉淀的色彩与校园环境相契合，突出的是它的高度和独特造型，使得它在这个地域特

色的校园环境中有一种矛盾的存在感，现代却又陈旧，有一种矛盾的美感。总之，建筑的“乡土性”很好地与四川美术学院原

生态的校园造景理念相结合。 

三、老校区景观营造待改善之处 

1.景观特色视觉性较弱 

景观特色元素的挖掘不够。特色元素，其本质特征就是与众不同。而在校园景观设计中所运用到的特色元素莫过于从地域

文化特征中和校园办学特色中提取的元素。而在老校区校园景观的设计中，让受众感觉到无太多特色可言，仔细阅读校园景观，

我们可以归纳为外观形象、生态建设、审美心理这三个表现特征。外观形象是从人们形态视觉感受要求出发的，是利用美学规

律、空间虚实景物，研究如何通过提取的景观元素表达赏心悦目的环境形象。而在这一点上，表现出的视觉性较弱。 

2.景观空间结构性较弱 

受时间的影响，老校区多为传统校园空间形态，表现为由不同时期所产生的物质形式叠加而成的空间。每个高校校园都具

有自己独特的空间结构，校园的各组成要素和这种空间结构模式相结合，并依据一定的秩序形成了整体校园环境。校园的空间

格局形成，也使得景观空间格局形成，它是依附在整体空间格局之上的。 

传统校园空间格局的形成受历史、社会、文化的影响，有些地方不适应现今高校快速发展的需要，从而减小了景观空间的

结构性。例如，建筑空隙地见缝插针地种植植物，用这样的方式点缀校园景观，使得景观不突出，平铺直叙，景观与景观之间

缺少呼应等。 

3.景观植被多样性较弱 

老校区校园植物景观特色不明显，多注重乔木的运用，对植物种类、植物层次搭配、植物色彩搭配等方面还欠缺考虑，使

得景观植被的多样性较弱。 

在植物上常用到小叶榕、黄桷树、香樟、楠木、梧桐、刺桐等，导致季相变化不明显、观花类乔木较少，从景观竖向上分

析，中间层和底层树种应用较少、塔形树冠树种应用不够。在植物层次上，灌木应用较少，灌木属性的研究搭配就更加少了。

所以在景观竖向设计上，应注重各个层次的搭配运用。在色彩上，以观花植物为主，观花期主要在春、夏、秋，少量植物冬天

开花，色叶树种较少，垂直绿化不够明显，藤本植物应用较少。 

四、新校区校园景观待改善之处 

1.山地特征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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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选址的原因，新校区的建设基本都在地势平坦的区域，即使有地势上的区别，也是小型的山丘，没有太大的高差。而

有的学校将这些山丘推平，变为平地，直接建造在平地上面，山地特征消失。 

为了延续重庆的地域特征，在新校区的建设上，如果能保留这一地貌特征，可以很好地传承和发展地域特色，使校园更具

有地方特色。 

2.历史文脉传承不足,对文化挖掘不够深刻 

在新校区的设计中，对文化的深入挖掘不够。新校区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生态、人性化，但是缺少了历史的厚重感。如何才

能让新校区显得有厚重感，如何才能让新校区在景观表现上体现历史文脉、地域特色，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结语 

通过对重庆高校新老校区景观营造的分析对比，找它们的共性与个性，以及它们建设的不足之处。希望能给准备扩建、改

建、新建的高校校园提供理论研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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