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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方面作为对高层建筑与城市空间形态相互影响的总结，另一方面试图探讨人性化的城市规划方法。在实用的建

筑设计理念和顺应地域的自然和文化特色基础上，以改善和提高当代人生活环境质量为目的，创造出更加人性化、生态化的

城市空间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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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tries to explore the humanized urban planning method. On the basis of practical architectural design concept and adapting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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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要建立一座真正美丽的城市，本质上的问题是建筑设计

和规划理念的与时俱进。这就说明需要彻底改变城市现有传

统的先规划建筑用地、然后又在建设用地规划里自顾自去设

计建筑的模式，要逐渐形成一种城市设计以人为本的观念。

就像《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

作的若干意见》所说的：“鼓励开展城市设计工作，通过城

市设计，从整体平面和立体空间上统筹城市建筑布局，协调

城市景观风貌，体现城市地域特征、民族特色和时代风貌 [1]。”

这也是营造美丽城市风貌的真正有效手段。

随着世界城市体系的建设不断发展壮大，高层建筑日趋

增多，城市空间中，作为反映城市空间历史发展轨迹及历史

变化脉络中的一些重要空间元素，具有独特高度优势价值的

高层建筑，在建筑对现代城市空间精神发展的双向互动支撑

作用和其对当代城市形态美学内涵的独特影响作用这两大

方面，表现得也更为突出，往往起着一种引领城市形象潮流

的主导作用，并且是随着现代高层建筑不断的发展与变化，

也在不断赋予城市空间精神新内涵。

2 高层建筑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
2.1 传统文化城市中的高建筑

在传统文化城市的空间形态中，具有特殊作用的教堂与

塔，其主体往往会被设计得远高于其他建筑，它们虽然不是

如今现代意义上的高层建筑，却因其巍峨耸立与深厚内涵对

整体城市风貌起着引领的作用，对城市的意义非同一般。

作为传统文化城市生活的中心，高建筑的作用举足轻重，

很多传统文化城市的空间形态发展就是围绕着核心高建筑

逐步展开，从这一点来看，高建筑也成为城市空间形态逐步

扩展的原点。高建筑往往能够协调地融入到传统文化城市的

城市架构中，因此，从大多数传统文化城市的整体空间形态

上看，顺畅的高度起伏与和谐的城市风貌同时兼具。

2.2 过度型城市中的高层建筑
严格意义上来讲，过度型城市也不能算是一种城市形态，

借用这个概念纯粹是为了表述从高层建筑开始介入到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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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城市的一种状态。在过度型城市结构中，并没有解体传

统城市空间的主要肌理，作为创新和异类元素之一的现代高

层建筑也被大量引入其中， 更新旧城市空间形态肌理的同

时，旧的有城市特色的空间肌理结构同时也被打破并形成新

的结构。置身于这样复杂的建筑环境条件中，高层建筑只能

更加尊重自己既有的空间形态，采取更为谦虚的态度，谨慎

地表现自己的特质；抑或是把自己本身的特点也展现得更为

淋漓尽致，以交相辉映的手法充分体现出了城市自身的生机

勃勃，这当然也算是向城市传统历史积淀的又一种致敬。

在过度型城市结构中，城市空间形态与现代高层建筑发

展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中往往存在新旧文明混杂，甚至

还可能是含糊不清，既有中国传统城市文明的文化基因，又

要有西方创新技术经济发展的加持，城市演变成柯林·罗在

他撰写的《拼贴城市》一书中所描述为“冲突城市以及拼贴

匠的政治”。

2.3 现代城市中的群体型高层建筑
在现代城市中，作为空间形态上的主要构成因素，高层

建筑群当仁不让地成为城市的真正领导者，服务于现代城市

经济、生活、文化所组织起来的城市形态。城市肌理逐渐地

脱离传统的城市，高层建筑群由线性的、相对独立的交通网

络汇集在一起，围合着开阔的城市绿地，建筑之间因此变得

疏离孤立，不再相互比邻、亲密无间。

城市由聚合在一起的高层建筑所形成，也将会渐渐呈现

出另外的一种城市模式——如纽约，有别之于光明城市，因

为纽约是建立在网格肌理的基础上，被新自由主义经济激

发，从而逐渐形成高层建筑集聚的形态。虽然纽约依然保留

了传统文化城市专属的一些特性和空间感，但城市天际轮廓

线已经被聚集化、高密度的高层建筑重新塑造，同时也改善

了城市空间形态，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通过与其相关的城

市场所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2.4 城市一体化与高层建筑
作为一种全新概念的新建筑形态，高层建筑越来越被我

们寄希望于未来会如何给世界人类生活水平带来翻天覆地

式的改变，因此，从一开始，高层建筑就不同凡响。尤其是

现在，高层建筑对全球化时代的城市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这其中有代表性的是 20 世纪初期未来主义建筑师对未来的

城市设计构想，在二战后，结构主义建筑师以丹下健三为代

表。丹下健三亦认为：“虽然建筑的形态、空间及外观要符

合必要的逻辑性，但建筑还应该蕴涵直指人心的力量。这一

时代所谓的创造力就是将科技与人性完美结合。而传统元素

在建筑设计中担任的角色应该像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剂，它能

加速反应，却在最终的结果里不见踪影 [2]。”这也是丹下健

三在建筑实践历程中始终坚持的信条。

这些优秀的高层建筑通过建筑自身文化形象内涵的精心

塑造，在一些城市中心区周围或若干城市滨水地带单一或成

群地出现，成为城市中非常重要的标志性建筑，它们极有力

地加速了现代城市空间融合协调的过程。

3 高层建筑与城市美学的关联互动
作为颇具城市号召力的建筑形式，高层建筑一直备受各

种关注，随着建筑史的步伐不断变化，建筑与城市的美学意

义一直紧随其后。城市美学涉及从宏观到微观、从过去到现

在、从人文到自然，而审美具有主观性、地域性、相对性、

文化性、时代性，把美学融入到城市建筑不同层次、不同角

度、不同侧面，对城市形象和文化构建意义重大。各种高层

建筑展现出的美，极大地丰富了城市面貌。这里我们从中选

取几个较为生动典型的例子，对其城市美学特征多样化加以

具体说明。

3.1 以英国伦敦为例的复古主义
伦敦的高层建筑主要被视线通廊所控制（通向圣保罗大

教堂和西敏寺的贯穿伦敦的视线通廊），随着城市标志性高

层建筑的不断建成和聚集，促使中心城区的城市空间形态与

建筑天际线产生显著变化。零星的高层散落分布在城市的其

余各处，虽然没有内部紧密的联系，但是作为伦敦早期高层

建筑主要设计风格的美学观点，装饰艺术派与复古主义的主

导地位毋庸置疑。伦敦的高层建筑既引人注目，又与周边城

市空间形态相辅相成，造就了城市底蕴的经典厚重。

3.2 现代主义——以巴比肯中心为例
二战后的城市重建开启了英国现代城市更新进程。位于

伦敦中心区的巴比肯项目具备鲜明的现代主义特征及社会

住房色彩，但在开发属性、住区功能、空间形态、社会后果

等方面具备更加独特的特征，在伦敦的战后重建项目中独树

一帜。

城市的活力跟城市的包容度息息相关，建筑文化是城市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方面记载历史，从巴比肯建筑群

的整体规划依稀能看到战后伦敦迫切唤醒城市活力的决心

和憧憬；另一方面建筑也能包容生活，尽管城市不断变迁发

展，住户们却一直能在这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巴比肯中心的高层建筑以点式为主，在中心的周边分散

布置，通过在建筑形体上运用纵横线条的对比手法，创造出

独特的立面光影效果和虚实关系，成为所属区域中一道亮丽

的风景。

3.3 高层建筑对城市美学的影响
作为人们生活中十分重要的建筑类型，高层建筑的建造

研究和应用发展已拥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因其相对巨大的空

间体量，高层建筑往往会拥有极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充分

地展现建筑技术与地域文化和谐之美，对现代城市形态产生

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高层建筑技术的新发展与风格上的

转变一直作为建筑学研究、探讨的一大焦点被建筑师们倍加

关注。通过不同寻常的建筑形体组合方式，而不仅仅只做高

度上的简单叠加，高层建筑以层出不穷的新奇姿态天空傲然

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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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美学观点的影响下，城市中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

已经很大程度上有别于以往的高层建筑，作为当代高层建筑

的设计手段，对建筑形体的塑造，经常会通过深入研究直线

或曲线的形态、特性，借由三维曲线或体块的旋转、扭动来

实现。

当代高层建筑蕴含着美学的曼妙动态形体，结合周边环

境与建筑共同创造出非比寻常的城市空间形态，城市形态伴

随着当代高层建筑的不断发展而变得更加丰富更有内涵，同

时与高层建筑息息相关的城市场所也必然愈加丰富，联系也

必然愈加紧密。

高层建筑成就了现代城市生活的美好建筑景观，给了人

们极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同时，城市环境与建筑景观的使用

功能，与人们的物质生活也息息相关。创造更适合人类生存

的室内外空间环境，是一切建筑活动发展的主要目的所在和

基本工作内容。这就不得不提及城市中人性空间的创造。

近些年来，城市中建筑日趋密集，环境、景观恶化等现

象越来越严重。同时，传统文化与城市文明中邻里间的平等

人际关系遭到日趋淡漠与破坏，人在城市中生活的自由和尊

严受到严重损伤。人们慢慢领悟到，必须彻底改变过去那种

只重视建筑、市政交通等所谓“实体”城市空间概念的规划

及设计，而并不真正重视所谓“虚体”城市空间视觉感受与

使用功能的设计做法，亟需正确面对盲目追求修建摩天大楼

只为炫耀城市经济实力而忽视其社会属性的观念。另外，要

切实充分去考虑实现城市空间资源与道路交通的互惠互利，

不能够去过分强调其标准化与制度化，过分强调单纯的服务

功能要求等。从有利于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角度要求

出发，将高层建筑有机充分地合理融入现代化城市空间环

境，从而提高城市空间环境质量，竭尽所能，给予居住者以

最大可能的便捷通达、和最舒心的工作生活空间体验，以进

一步实现人们多年以来对城市生活形态的最美好构想。

这种城市美好构想最终得以实现，需要设计师将城市空

间格局中重要的各要素：建筑、街道交通、公用基础设施以

及劳动、居住、游憩等设施，依据使用性质和布局形式有机

科学组织，做到技术尺度上科学合理，赋予城市极具艺术美

学意味的整体特征结构和形象。其设计精髓也是要通过对城

市整体环境进行设计，着重从人类各种活动的需求出发，创

造出以人为本的空间形态，以满足人们精神层面的需要。

对于如何创造出更加人性化舒适的现代城市空间，以

满足人们多元化的物质精神层面的需求，美国社会学家

A·Maslow 在其《人类动机理论》一书中提出的“人的五

个等级需求是生理、安全、社交、心理、自我完成”。为此，

在城市空间形态的创造中，需着重关注以下几个重点方面。

3.3.1 尊崇人的社会基本行为活动方式，提供一种亲

切而宜人的生活、工作、休闲空间
在同时能充分地合理考虑并能基本满足人们对日照、通

风、采光、交通、给排水、防火、防灾等一系列基本功能要

求的前提条件下，创造出真正能为人们心向往之的、亲切自

然环境宜人的理想城市生活空间，同时，也要更注重交往、

游憩等活动空间的合理布局。为达到这一目的，主要从满足

以下几方面入手：

①确立意向。要求对所构想设计出的城市空间系统进行

理性化的立意，并通过建筑空间系统各部分构成要素进行合

理反映。

②重视各功能空间的便捷可达性，不仅提供安全、畅达

的交通方式，而且有利于人们可以方便地参与到各功能空间

的活动中。

③符合人体的比例尺度，使空间关系变得比较和谐亲切。

没有宜人而舒适的建筑尺度，空间就往往会变得不近人情。

比如以低层裙房来作为其对于高层建筑紧密围合起来的空

间尺度的另外一个重要缓冲，就是为了尽量有效减弱高层建

筑狭小的空间尺度对人所能产生出来的压迫感。

④从小处着手，注重细节。在日常生活中，常是看起来

简单的小东西，能激发出人们无限的诗情画意，这类的情形

在城市空间设计过程中也不例外。现如今，相比较于国内大

城市的日趋庞大复杂的城市空间尺度和建筑体量，小城市而

又宜人的居住生活空间尺度，功能简单的小建（构）筑物，

更会使人倍感亲切。如城市广场空间的设计，迫切需要我们

从广场原先那些动辄就占地达几十公顷的转而去努力追求

其空间的小型化、个性化、多层次的设计理念和更具有相对

私密感。这方面比较好的例子有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市政广

场，在主广场的周围，划分出几个富有层次、亲切宜人的小

空间，从而打破了空旷淡漠的空间感。

⑤与自然环境相结合。积极寻求更加合理的布局结构，

充分利用绿色能源，合理利用原始地形，尽可能地结合原有

绿化、水系等，创造出符合人亲近大自然天性的、能够给人

以归属感的城市空间。

⑥加大公众参与。不合理的设计对人们来说是试图强行

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而这样会给使用者增加诸多不便。因

此，可以通过现场调研和问卷调查等多种渠道和方式，让使

用者建言献策，共同参与到设计的过程中来，这也是给予使

用者足够尊重的体现。

3.3.2 提供充足的、方便人们参与的城市共有空间
通过因地制宜设置出各种公共的步行道路、广场、公园、

街头休闲绿地、庭院绿地空间等，开辟出尽可能多的各种日

常生活公共空间。在优先考虑日常基本生活的前提下，为个

性的、私密的、临时性的各种盛会创造机会，为不同身份的

人提供参与丰富多彩公共生活的机会。使人真正意识到自己

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存在，从而可以大大强化城市生活

情趣。

通过城市共有空间，使建筑融入城市，城市结合自然，

达到建筑物与自然环境的有机融合，自然环境和人的行为心

理和谐相处，使城市空间更加丰富多彩、引人入胜。

https://www.so.com/link?m=bSbPP352ovxV2Db3%2FhTGEzhHBYkESa3xpZE2DFEVUoyncfbsZVNFGobLXoJDYhDzB5aZ4plcLnzo9%2F89h5SXmKwct2TcGvReAlIBw1MKWbIqayearE5PuL9lhc%2BgbH8uk3wiIb8%2F0%2FhPYH01%2FERvGq5AVFt3r7eTZt7UU5A8zWmCgOq9FY6ppsgY5%2FDNEiI2vZWjJe5CBoVm1aZe8B11Pk0MEKMmzOQzDtTFBHT%2BezQOFkhfcxGv4NFZ5b2Jh1bj9s26v7hQHy7NcjqKELtPjOOgkyEBby4i9fZ7CNimtnrafJF0wvAmFoTNFSxXF740KCfbIxmkoOMqbkJ35BZzx4u0%2BjeleEZ5VBzPFxwO5xECR%2FJoaCrLcZxvE8%2F92IZ9QhnO61F7Y%2F8HRyzLnL%2FAAmSUNgMPYcPHq5RcjjaWr6LhLjPpCrwEtz2gI8Hem05XU4NE8u4hmNhsY5xP44rZUwXZ2kaA%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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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为人们提供多样化的精神生活与服务，适应人

们现代城市生活的发展特点和要求
扬·盖尔的《交往与空间》中提到：“正是人们的相互

交往和丰富的激情感受构成了富于生气的城市生活，而单调

枯燥的体验则使城市死气沉沉。即使建筑物的色彩再多，体

形变化再丰富，也无济于事 [3]。”

经验也证明，社会越繁荣发展，人们的业余时间越多，

对丰富生活多样性的要求也相应就显得越加迫切。所以，城

市空间环境应注重为人们能够提供多样选择的可能，以保证

与人们追求现代品质生活环境的多元化精神需求相适应。主

要包括以下几点：

多趣：有情趣，能充分引发出人们天马行空的神奇想象。

同时，树木、花草、水面、雕塑、小品和各种街头文化家具

设置日趋完善。

多内涵：讲究大气谦和、创新包容。空间多层次、有深

度，并考虑到其使用的日夜平衡。

多公共活动场地：增加公园建设，拓展原有公园、广场

的活动范围与功能，给市民创造更多的公共空间。

3.3.4 结合本地自然特性，沿袭历史文化，反映出地

方美
地方文化美即乡土美，它是可以真正满足人心理情感上

特殊的乡土情感需求，给人一种亲切的地域归属感。通过发

现很多有情感关联的特殊事物，可以直接勾起周围当地居民

的美好回忆，促成一种无限美好遐想，从而能够引起某种思

想精神上的情感共鸣，产生某种亲近感，人们心理上美好愿

望的直接满足也应运而生。它的具体表现方法常反映在以下

几方面：

①巧妙利用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与形象，充分利用

本地材料。

②发掘地方历史文物、场所的景观价值，据此发展极具

地域特色的美。

③结合当地的自然风光、风俗习惯、名优特产等，挥写

可持续发展新篇章。

展现一种地方人文美，不一定非得生搬硬套具体的物件

或形式，重点可能是需要把历史文脉作为另外一种艺术底

蕴的方式来传递和表达。其目的不是纯粹为了过去而过去，

而是为了现在和将来，通过运用传统建筑符号和设计方法等

的巧妙运用，而使延续原有的城市文脉富有独特鲜明的时

代感。

总之，环境质量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很大缓

解人的精神压力。现在的人们对于城市生活方面的各种需

求，已不仅局限于对于空间使用功能方面要求的满足，人们

日常生活工作中对于生理方面的需求满足（如阳光、空气、

温度、树木、水体等），以及人们对于心理方面的需求满足（比

如愉悦、平稳、雅致等），都需要作为同人直接思考相关领

域的相关问题，作为我们每天工作所感触到的影响因素，加

入到实际设计工作过程中予以适当考虑。

伴随着目前中国跨越式向前发展的经济，快速紧张的生

活节奏以及日益繁重的生活压力无疑已开始使人疲惫不堪。

应该更加引起足够重视的是，人们平日里生活和工作环境质

量的不断改善和提高。期待通过建筑设计和城市空间的合理

规划，让建筑真正融入城市居民未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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