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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正面临城市化建设飞速发展的阶段, 这对于

我们建筑行业来说,无疑会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和挑战。本文

试图从桥梁景观角度略谈一下自己对城市建设的一些浅言

拙见。

对桥梁造型进行符合美学规律的组织与优化一直是那

些懂得桥梁结构规律的建筑师的行为, 到上世纪下半叶人

们开始认识到桥梁的设计不仅仅要“关心自己”,同时还要

“关心别人”,如关心桥梁对城市、大地的影响,关心桥梁的地

标意义；景观生态学更将桥梁上升到解决被道路切割的大

地之物种的生存与繁衍的高度,亦即桥梁还要“关心”生态

环境等。这些问题均非桥梁美学所能涵盖,而其综合解决之

道是对既懂得桥梁美学规律又深谙景观科学构筑规律的专

业人员的需要。这便是桥梁景观学的诞生基础！美国学者

Frederick Gottemoeller 于上世纪九十代将 Bridge 与 Land-

scape合成了一新的词汇 Bridgescape用于表述这种新的结

合。

但人们对桥梁建设中景观问题的关注却较此为先。日

本的本州———四国联络桥工程总长 178km, 如此超大规模

的桥梁建设活动在人类历史上还是首次。人们不得不慎思

桥梁建设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与干扰, 也更希望新建的桥梁

对所通过的历史、文化及自然保护区域在关爱的同时还能

成为一具有时代特点的新景观。这使日本政府将桥位周边

环境保护和开发利用问题, 与把发挥桥梁的观赏功能和文

化功能、“追求世界一流景观”的目标链接为一体。类似的实

践活动为桥梁景观设计在提供实践平台的同时, 也奠定了

桥梁景观学科的科学基础。

我国对桥梁景观的理解一般反映在“景观”一词的分解

上,即“观”桥与桥上观“景”,两者合成便为“景观”。这种观念

有其历史传统。古典园林桥梁在“景”与“观”方面便早有此

独到考虑,中国的风景园林更是深谙此道。我们说“景”与

“观”之关系确实反映了人、桥、环境的空间联系,其寓意颇

具中国特色, 这是我们文化智慧的结晶！但这种观念只有

“与时俱进”地和景观科学的构筑理论结合才能产生具有更

积极的尊重与改造自然意义。

1桥梁景观学研究的意义

1.1推动景观设计在桥梁建设中的深化与体制化

改革开放二十年,我国建成了 22.4万座公路桥梁,但桥

梁景观设计还停留在五、六十年代便发展成熟的以桥梁形

式美为主导原则的水平。这完全不能适应物质文明大踏步

前进的祖国对环境品质的更高要求。

1.2满足社会对桥梁景观的更高要求

桥梁景观设计跟不上社会的要求,这是因为：(1)桥梁的

大规模建设不仅意味着要耗费巨额社会资金, 还反映出社

会物质的频繁互动对空间跨越的要求。桥梁已成为遍布城

乡的一道风景线, 其景观面貌作为一种现象便与物质文明

挂钩,使桥梁景观有物质文明特性。(2)桥梁景观因其巨大的

体量及独特的造型成为城市居民的骄傲, 在蕴涵社会进步

与发展的同时还表达出一种对社会制度、人类力量的讴歌。

此外桥梁景观还有一种作为地理沟通的意味,亦即所谓“纽

带”的战略意义,这使桥梁景观往往成为城市文化的聚焦及

城市形象的窗口。也使桥梁景观有精神文明寓意。(3)桥梁景

观除以其流畅的形态、简约的造型、大空间的跨越产生巨大

物质景观的震撼外,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介入或其表现出

的人类自我价值的实现又使桥梁横生出文化景观的韵味。

上述诸点使各地政府或投资商对桥梁景观的营造更为倾

情,也是社会意识超前的原因。这是桥梁景观设计研究的压

力,也是桥梁景观学发展的动力！

1.3塑造有特色的城市景观意义

我国不少城市、乡镇因桥而名。大多城市几乎都有与桥

有关的地点、街区或行政区划称谓。这里既有桥梁景观的历

史沉积也有现代桥梁景观的功劳。这是桥梁景观对城市的

地标作用。无论江河湖海上的水桥、城市立交之旱桥或高速

公路互通,他们一般均处在城市或区域的结构要害,这使桥

梁对城市或区域形象的塑造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国的桥梁之桥型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如 50年代木

桥,60一 70年代拱桥,80年代梁桥,90年代斜拉桥,20 世纪

末悬索桥、立交桥。每个时代的桥型高潮均是其结构技术突

飞猛进的结果。桥梁结构技术的科技特征及结构技术的不

断更新使桥梁景观有深刻的时代烙印。由于桥梁在城市中

的战略性地位,其时代特征又会感染城市,从而产生以点击

面,一俩拨千斤的作用。

桥梁所跨之处的地理、地貌或城市空间环境均有其特

指性, 与特指的周边空间环境的配合使桥梁景观有机地溶

于环境, 也使为人熟知的环境空间与有发展寓意的桥梁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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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试图从桥梁景观角度略谈一下自己对城市建设桥梁景观的特点与桥梁景观学研究的意义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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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间蕴生出具有地方性的景观伴生。桥梁与城市的伴生使

其复合景观成为标榜城市独特性、唯一性的象征,同时也是

桥梁景观地域性的表现。

1.4对桥梁建设提供景观方面的理性决策参考

我国桥梁景观设计还无相应的技术规范, 这使桥梁景

观的思考缺乏科学依据。在桥梁设计方案的可行性研究中

景观仅为结构后的包装或结构关系的美学调整。桥梁景观

学研究除力图揭示更多的桥梁景观发展的新趋势, 还从政

治、经济、技术、环保等方面综合考量以便整理出景观设计

原则,使决策或方案深化有据可依。

2桥梁景观的特点

2.1桥梁景观的技术美学特性

桥梁不能为绝对的美学而景观。其首先是解决通行功

能并在技术可能与经济之间优化。这是桥梁设计规范的基

本要求。因此桥梁景观设计必须符合桥梁功能、技术、经济

要求,并以此为原则对景观构成元素进行美学调整。如桥型

的美学比选,桥体结构部件的比例调整,桥梁选线与城市或

大地景观尺度的和谐, 桥梁的防护涂装与城市整体色彩中

的联系等。桥梁景观的这种以功用与技术为重的特点即为

其技术美学特性。但当景观价值有明显优势而功能得以满

足、技术也可行的情况下,有时经济因素还可向后靠。如风

景区的桥梁或城市结构要害之桥梁等。因此桥梁景观设计

的某些关联域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其位次会有不同。

2.2桥梁景观的时代性

如前所述,我国的桥梁之桥型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时

代性有一层重要含义既是“新”,如新事物、新发展、新现象、

新景观、新知识、新文化、新科技等均可表达出时代寓意。桥

梁结构技术的科技特征及结构技术的不断更新是使桥梁景

观产生深刻时代烙印的主导因素。由于桥梁在城市中的战

略性地位,使桥梁景观成为城市中的视觉识别要点,这就使

桥梁景观对时代的表述延伸至城市。因此把握好桥梁景观

的这种特点并恰如其分在城市中发挥是我们在桥梁景观设

计中需要重视的问题。

3城市中塑造特色景观的意义

桥梁景观已逐渐成为城市标志性的地物,很多城市、乡

镇都以桥梁而闻名,很多城市还以桥梁进行街区、行政区划

命名。从桥梁的发展来看,其既是历史文化的积淀,也是现代

文明发展的体现,传统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击,使桥梁

更具有文化价值与地方特色, 而其与当地民风民俗的融合,

更使其成为当地的标志。因此,在城市建设中,无论是水桥、

立交桥还是高速公路桥, 都是城市交通运输体系的关键,也

是城市整体结构中的要害,其肩负着维护城市形象的责任。

我国桥梁在建设中,侧重于体现其时代特征,例如,在上世纪

50年,桥梁主要以木质结构为主；60年代、70年代桥梁的外

形大多数为拱形；发展到 21世纪,立交桥等以交通运输为

主要功能桥梁广泛兴建,其不仅具备使用价值,更具备美学

价值。因此,桥梁自身就具备时代烙印,在城市发展与建设中

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桥梁的地理位置,所处位置的地貌特征,城市空间环境

都具有一定的特指性,其余周围环境的相互配合,有机的融

入到自然环境中、生态环境中,使其在空间环境中更富有寓

意,产生了具有地方特性的景观。因此,桥梁对塑造城市的特

色景观有着重要意义, 是城市景观中唯一性以及独特性的

象征,可以用一座桥梁景观代表一座城市,也可以让一座桥

梁展示出城市的美与文化。

为此,我国桥梁景观建设过程中,要充分明确其对城市

的意义,体现桥梁景观的美学价值、文化价值、实用价值,并

尽快完成我国桥梁景观建设的技术规划, 从科学的角度为

桥梁景观设计与建设提供指导, 从而使桥梁景观的作用于

价值能够充分体现；同时,要适当融入环保、节能等技术,使

桥梁景观建设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

4结束语

景观绿化设计是一个复杂的、全方位的设计过程,不仅

需要充分考虑各地区地形地貌, 还要深入了解风土人情和

历史文化,体现出地方的个性和特色。同时还需要设计人员

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对待设计工作, 具备专业技能的同时,多

了解民俗风情来提高自己的艺术设计能力, 设计中体现出

园林绿化的艺术性、观赏性、协调性,为后续实体建造打好

基础,为建造出实用、美观的园林绿化环境提供设计和技术

保障。并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要求,在桥梁景观设计中增

加环保、节能等技术,促进我国桥梁景观事业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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