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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斯看到的主要是植物与水体等元素的组合所呈现的景观

效果，在著作中列举大量植物种类，如此描写和列举反映了

园林中对植物种类的重视，并且通过观察，极力倡导运用本

土植物，使之呈现其应有的美感。③中国园林的建筑独具特

色，往往成为园林景物的中心。钱伯斯理解了亭、阁、桥、塔等

园林建筑的点景作用，认为建筑物的情调同景的情调一致，

并描写了许多中国园林中的园林建筑，称大多数园林建筑用

在令人喜悦的景观中。

3 影响
钱伯斯所处的时代，正值西方各国兴起浪漫主义的文艺

运动，文人们描述的理想园林带有了讴歌自然美的浓厚浪漫

主义色彩。钱伯斯著作的出版，恰恰迎合了那个时代的浪漫

主义潮流。顺应这股风潮而建起的园林，英国人称之为图画

式园林。后来，法国的园林也受到了这种影响，将英国的园林

叫做“中国式园林”，或者“英中式园林”。这 2个名称的起源，

与钱伯斯的中国风建筑、园林著作流行于欧陆有很大的关

系。

事实上，当时西方所谓的英中式园林，不过是单纯地模

仿中国园林的外形特征，用地形、水体、植物和道路的处理将

园林布局自然化，并在园中布置假山、水体、桥梁和山洞，最

主要的则是中国式建筑。由于当时英国人对中国建筑和园林

的了解还很肤浅，加上中国民众对外国人的抵触心理，使得

测量中国建筑在当时并不可行，园中兴建的中国式景物与中

国的传统做法都有很大出入。那些中国式建筑的造型和色

彩，因满足了英国人的审美习惯而显得古怪。而这些小建筑

又因为缺乏实用功能，遭到了人们的抵制。赫希菲尔德指责

中式小建筑为毫无意义的幻觉：“一座宝塔、小桥或小船仿佛

把我们带到了亚洲，但周围的风景、树木和天空却时时提醒

我们，让我们确信自己仍站在德国的土地上，这种错位无疑

使人陷入混乱。”

邱园是钱伯斯理论下的产物，集中体现了钱伯斯对中国

园林的理解。而中国的园林艺术，正如钱伯斯所说，十分深奥

精妙，用文字与绘画描述已不容易，而要靠这些描述来模仿

就更困难了。邱园对中国园林的模仿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

对整个英国自然风景园的成熟是一种刺激和启蒙，促进人们

去探索。经由中国的影响，西方人按照自己对自然的理解和

趣味，其自成一派的风格得到了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佘定汶.创见与“不见”———威廉·钱伯斯的中国建筑与园林设计思想

研究[D].湖南科技大学，2016

[2]陈苗苗，朱霞清，郭雨楠，王欣.威廉·钱伯斯和他的中国园林观[J].北京

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3]李晓丹. 17-18世纪中西建筑文化交流[D].天津大学，2004.

[4]朱建宁.西方园林史[M].中国林业出版社，2013

[5]童寓著.造园史纲[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

[6]陈志华著.外国造园艺术[M].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7]（日）针之谷钟吉，西方造园变迁史 从伊甸园到天然公园[M].中国建

筑工业出版社，2004

[8]陈进勇.邱园的规划和园林特色[J].中国园林，2010（1）

（责任编辑 张芝）

1 韧性城市概述
1.1 韧性城市

目前人们对韧性城市的概念为德舒查和佛兰尼瑞提出

的框架，该理念是将韧性城市定义为城市韧性与城市系统的

概念模型。在动态城市系统中，主要包括物理、社会等要素，

通过系统间的相互联系实现城市运行的合理性。在韧性城市

运行中，有 3个十分重要的要素为制度、系统与作用者，通过

这 3个要素的合理运行提高城市运行的效率与质量，实现韧

性城市的可持续性。

1.2 韧性城市建设的意义

人类进入到工业社会后，社会矛盾在逐年增加，对工业

时代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很大冲突，急需优化目前城市

运行体系。人们在不停地反思与探索中认为要想改变现状，

必须研究社会问题，进而提出更好的应对措施，同时也要有

效地跟进城市文明与生态建设。在我国城市建设中遵循可持

续性原理，也是实现可持续性的重要手段。韧性城市在我国

的建设意义就在于其能够有效提高城市建设质量与内涵，提

高城市对各种不利因素的抵抗力，并提高城市的可持续性。

韧性城市的建设，还能有效提升科技水平，提升城市的综合

实力。在未来，科技在韧性城市建设中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

也会在应对各种城市危机与问题中展现其强大的优势。

1.3 韧性城市的特征

（1）韧性城市具有多功能与多样性。韧性城市在建设中，

需实现城市运行过程中各功能的多样性，加强对各功能之间

的联系，提高在多功能协调运行下的城市抵抗风险的能力。

同时也要对韧性城市经济、文化等多样性建设，保证城市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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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发展。当韧性城市建设一旦遇到风险后，多样性的体系能

够立即做出反应并提出解决措施。（2）韧性城市建设具有模

块化的网络连结性特征。在韧性城市建设中，十分重要的内

容就是城市对外界影响因素的抵御能力与自我调节能力，因

此，在城市建设中一定要有应急备用模块，从而合理地分散

与解决城市危机。而在联结性特征下，韧性城市有效地联结

城市运行的各个环节，提高城市整体功能发挥其重要作用。

（3）韧性城市具备强大的适应能力。在韧性城市设计规划时，

要合理设计城市运行的各个功能、体系、细节等，保证设计的

精细化与现代化，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的质量，进而提高韧性

城市建设与运行的质量与效率。

2 建设韧性城市的必要性
2.1 减少气候变化等带来的自然灾害威胁

在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中，城市危机愈加严重，这就

对我国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造成很大影响。同时这些年我国

极端天气的发生也更加频繁，在面对旱涝、雪灾等极端天气

时，城市显得苍白无力，而这也对生活在城市的人们造成很

大的经济损失。因此，我国要积极建设韧性城市，提高城市对

极端天气的抵御能力，降低极端天气带来的经济损失，提高

人们对城市的满意度。

2.2 缓解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矛盾升级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人口的快速增长逐渐出现

资源分配不均、人地矛盾、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

人们将城市中的这些问题称之为城市病。我国很多城市城市

病都尤为明显，对人们的正常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因此，我国

需通过韧性城市建设不断优化环境、提高人们生活质量、降

低各种不利因素对城市的影响，从而缓解城市病，缓解社会

愈来愈突出的社会矛盾升级。

2.3 满足城市高品质的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我国近几年在经济飞速增长的过程中，城市环境在不断

恶化，而这与人们对城市品质越来越高的要求不相匹配，这

就要求在进行城市建设中一定要注重经济、生态等各个方面

的协调。因此，需要通过建设韧性城市，在生态过程和社会过

程间找到一个有意识的平衡，保障现有系统可持续性。

3 建设韧性城市的措施
3.1 加强城市防灾减灾的意识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强化公共安全体系的基础建

设，遏制重特大事故灾害等，是确保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的重要保障。灾害威胁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城市作

为人类的聚居区，其防灾减灾问题直接关系到城市人口的安

全或城市安全。

“治灾于未灾是自然灾害管理最高境界”，快速的城市化

进程要求城市管理必须跟上城市发展的步伐。政府有必要加

强投入韧性城市建设，并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等手段提高城

市建设水平。例如，将防灾减灾从部门分割、局部调控上升为

一个地方的总体战略甚至是国家战略，建立一个涵盖预测、

预报、预防、救援等系列、包括各单项灾种子系统在内的应对

机制。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社区安全则城市安全”，从基层、社

区入手加强公众的防灾意识也非常关键。进一步加强防灾减

灾等的安全文化教育，培育广大公民的安全意识，强化日常

应对和演练，并积极动员广大的社会力量，包括市场经济主

体、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加入到城市防灾减灾系统工作中。

3.2 深化韧性城市的规划理念

要转变传统规划思维，改变原有的保守设计，综合城市

社会发展、生态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多方面因素，制定一个

能应对各种自然或人为灾害，及时做出反应并最快适应、最

快恢复的系统规划，并以生态化、智能化、人本化作为指导思

想，制定切实可行的韧性城市建设方案。从城市规划建设角

度来看，韧性城市设计应涵盖规划、道路、交通、桥梁、建筑、

结构、景观等各专业各领域，其具体实施策略包括建设绿色

基础设施。绿色基础设施需要认真规划,这是制定土地利用规

划的第一步,并应与公路、下水道、水管线路及其他必要的基

础设施相配套。绿色基础设施的规划应具备以下 6个特点：

（1）整体性：规划绿色基础设施的目的是连接起各种要素，使

其发挥整体功能而不是彼此独立、互不相干的各个组成部分

的功能。（2）综合性：在规划绿地系统时，要将生态、社会和经

济效益、功能和价值包括进去。（3）战略性：绿地系统需要有

战略规划, 要跨越多个管辖区，综合考虑各个层次的绿地要

素。（4）公开性：规划实施绿色基础设施系统应当有公众的参

与，包括社区组织和私人土地所有者的参与。（5）政策性和专

业性：绿地系统应当建立在合理科学和景观生态、城市与区

域规划及景观结构等专业学科知识的基础上。（6）投资超前

性：绿地系统像其他基础设施系统一样，需要获得最初公共

投资，而不是等到所有其他服务设施齐备后再给拨款。

3.3 完善各部门协同管理综合响应的体系

在我国韧性城市建设中，各部门间的协同管理发挥重要

作用。协同管理最重要的就是降低各部门间对资源的封锁，

使得韧性城市建设中能够利用合理的资源，提高对各种资源

的优化利用。政府要不断完善制度，为韧性城市的发展提供

制度保障，并提高动员能力、科技学术支撑能力、预警和快速

反应能力、社会救援保障及公众安全文化教育能力等，保证

对发生的问题能够及时解决。在政府协同管理下，为韧性城

市的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降低各种不利因素对城市建

设的影响。

4 结语
韧性城市建设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目前

韧性城市仍是在探索实践过程中，因此，要加强与国际平台

的沟通交流，积极吸取国际先进建设经验，同时通过加强城

市防灾减灾的意识，深化韧性城市的规划理念，完善各部门

协同管理综合响应的体系等，逐步推进韧性城市的建设并最

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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