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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学视角下的传统住区边界景观形态设计转向研究
——以沈阳市丰乐小区为例

杨小舟，孙莞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沈阳 110819

摘要：基于类型学视角对城市传统住区空间边界形态进行分析研究，从不同的景观维度总结边界形态具有多重的空间属性，从

传统住区边界的形成过程和特点分析其复杂性和矛盾性对城市老旧住区空间品质和区域活力的影响。针对传统住区边界空

间进行类型分析，通过边界空间功能、形态、要素尺度等层面剖析当前传统住区改造中存在肌理断裂、区域活力低迷和改造盲

区等问题。以沈阳市丰乐小区为例，提出设计应在增加空间意向和体验深度的基础上，从边界结构和要素尺度上进行设计整

合，形成多维度景观，调动边界活力，建立住区内部和外部空间的动态联系，梳理城市更新过程中形成的消极空间，为当下对于

住区边界封闭与开放的研究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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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ndary Landscape Morphology of Old Residential Area Based
on Typology with an Example of Fengle Neighborhood in Shen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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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ypology, the study sheds light on boundary morphology of old residential area and the influence on living

quality and space vit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s of space form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It aims to

explore the essential reasons of urban texture breakage, low space vitality and design blind angle through analyzing the functions,

forms, and scales of the boundary areas. With the case study of Fengle neighborhood, it lays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enhance

urban intentions and dimens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boundary space by means of landscape design in terms of space structure,

elements scale and design dimensions. It encourages the positive connection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space, reshaping the negative

corner formatting during the urban innovation and rethinking about the discussion between gated and open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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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国务院建立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机制，以保护

城市历史文脉为核心，提升和完善传统住区的环境质

量和生活品质。从 2018年在全国范围内启动老旧小

区改造示范项目以来，陆续在待改小区内部完成基建

设施、环境整治以及局部加建电梯等内容，缓解了物质

空间发展迟缓的问题。但传统住区的空间单位模式与

当代封闭小区存在差别，物质环境的提升无法有效建

立其与新城市尺度空间的联系，传统住区仍呈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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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迷和场所感缺失的状态。因此，边界空间作为传统

住区与外部空间的纽带，应作为影响空间形态和受众

心理的内容被审视和针对性剖析。本研究中传统住区

空间主要以 20世纪 80年代的邻里单位住宅类型的无

物业小区为研究对象，主要针对其与新城市街区住宅

规划封闭边界的差异性进行研究。

一、传统住区边界景观形态

居住群体需要有其易于识别的空间边界，以避免

外界环境对其生活方式的冲击和干扰，正如细胞一样，

既要保持其完整性，又要与周围关联环境统一一体相

互作用[1]。边界不是简单的封闭围合，其需要通过对

类型的选择和转换得以生成。边界随着住区内部秩序

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是城市景观共识性和居民

生活历时性的叠加场所。

（一）边界景观的形成

传统住区由井田土地划分制式到里坊、坊巷再到

邻里街区等空间划分方式，独立单位地块之间存在的

中介空间形成了区域的边界。边界常以物质形态被认

知，如街道、围墙、沿街建筑等。随着住区形式的演变，

连接不同地块的边界空间形态也发生着变化。

城市空间结构逐渐分级和功能的附加，边界空间

呈现建筑实体和空间虚体的复合形态，既需要实体构

造对功能场地间进行划分形成属性内核，又需要为场

地与外部环境提供联系的空间。在这个复合的空间

里，除了住区建筑，道路、绿化、标志物等景观要素也承

载着不同的功能，要素的构成方式可以提升空间的氛

围和活力。传统邻里单位和苏联式小区的空间以道路

和建筑为边界形成边界领域清晰连续的空间格局，虽

然无规划性封闭边界，但建筑立面、道路和街边绿化等

景观要素在特定的边界空间里为人们提供了明确的空

间认识和归属参照，并催生自发性的社会交往活动。

（二）边界景观的作用

1.建立内外联系

如同城市设计一样，要建立场地与外部环境的有

机联系，需要把握空间的特性，并将其向外延展，将其

内部化处理，将其边界看作是空间内核的延伸[2]。边

界空间景观设计需采用不同的要素组合、尺度变化等

手法缓解外部异质环境给传统住区氛围带来的冲击，

也可以将内部被非法私有化的空间通过景观设计向公

共空间场所化转变。边界建立良好的内外空间秩序可

以避免形成枯燥的、低效的边界环境。

2.丰富边界层次

城市土地集约化开发改变了传统住区特征和尺

度，边界空间受到挤压，具有强烈的缝隙感。人们对于

区域边界的认知主要来自实体空间呈现出的视知觉，

如道路边界、建筑立面以及围墙栏杆等物理边界。硬

质的界面通常遵循控制红线的要求，便于管理与明晰

权责，但缺乏空间层次和感知空间的细节。景观要素

的介入可以丰富空间的形态和尺度层次，将领域边界

从界面延展为场所，并通过调整功能布局、绿化、公共

艺术装置、铺装、材料肌理色彩等处理手法提高体验品

质，场所内景观情景的交融强度决定了边界空间的舒

适度和活跃程度。

3.梳理空间功能

在土地开发战略、现代商业需求以及汽车交通向

导的街区模式的影响下，原有住区空间的功能结构随

之发生变化，每项功能都需要相应空间来满足发展需

求。城市空间密度激增和原有路网被置换空间阻断，

造成边界空间的功能无序交汇。边界景观可通过虚实

空间的多种界定方法将多重区域功能进行整合和重

构，根据具体空间特点梳理建筑、商业、道路、入口及绿

化等功能的权重，进而调节其间的形态关系，既需保证

居民生活领域的独立性，又要满足其他功能、服务，如

交通、商业、基础设施等有效地运行。

4.提供活动发生场地

人们感受城市空间的活力，需要感受到其所处于

有序、连续和充满意义的场所。以住区建筑来讲，住区

内部和沿街商业是居民进行日常活动的积极空间，除

此之外，缺少约束和界定的空间呈现自由生长的无序

消极感[3]。在场域效应中，边界有助于形成心理限定，

使人们感觉为可控制的环境进而聚集于此进行交往活

动。在边界空间中进行景观环境优化，为活动提供良

好的发生地，使现实空间形态与人们活动心理形成相

关联系，产生稳定感和舒适感。

二、住区边界景观的类型分析

住区是城市空间形态的重要现实形体，传统住区

的空间形态独具特征。当下的封闭住区强调区域内部

空间的私有性和独立性，随着其数量的增多和面积扩

张，使传统住区原有边界的延展性不断收缩，进而形成

了一种无秩序的僵硬区域。因此，通过对住区内部和

外部环境间的秩序结构的类型研究，发挥边界景观的

作用。

传统街区的空间格局有多种样式，周边的环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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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也呈多元态势，边界空间功能形态虽存在差异性，但

相对于新城市尺度建筑来说，仍具有内在的相似性，可

针对不同层面的景观要素进行类型分析。

（一）空间功能

边界景观具备调节空间密度的弹性，可以容纳、疏

导和渗透特定的空间功能。

1）空间还存在于不同的住区单元之间。常见的空

间界定的景观要素包括建筑墙体、围墙栏杆、街边绿

化、公共构筑等。

2）交通性。区域的边界通常承载着空间流动功

能，具有动态属性。面对现代交通体系，临街边界景观

需要遵从道路用地的等级和属性的明确要求，在保证

有效的通过性基础上容纳临街商业带来的人流聚集。

住区单元间的边界景观则可以积极提供交通的选择并

促进流动。

3）社会交往。不同单元空间的边界是多重日常活

动交流的发生平台，空间交往活动有多种类型，从个人

对个人、个人对群体到群体活动，这些活动具有偶发

性、自发性以及必然性的特点，均需要恰当合理的空间

得以进行。

4）出入口。住区的出入口是边界空间中功能性非

常明确的节点，是私密与公共空间转换的核心地点，是

空间和视觉渗透性强烈的场所。出入口发挥着集散人

流的作用，是产生场所感、区域认同感和亲切感的重要

空间。

5）绿化与停车。除了上述空间功能外，边界空间

中还存在着积极与消极的空间类别，影响着空间的结

构合理性和舒适度。景观绿化作为边界缓冲地带柔化

硬质边界，还可以和其他功能组合增添生态活力。停

车场地和设施是道路边界和住区边界共同承担的空间

功能，停车场占地面积与空间通过性成反比，无规划的

停车方式会侵蚀其他边界功能并直接影响边界空间的

舒适度和安全性。

（二）边界空间形态

传统住区空间与街道网格肌理关系紧密，其空间

形态特征明显。住区外部由城市道路围合，内部分割

出若干空间单元相互联系，住区对外可通过多出入口

与城市道路、二级道路、支路联系，对内通过步行在邻

里单元间顺畅流动。由于建筑布局、道路等级、流动方

式等要素的多重复合，住区边界呈现连续封闭、间断封

闭和开放等空间形态类型，见图1。

连续封闭的边界空间通常由住宅楼体、沿街商业

门市和围墙构成。封闭界面的界限感最强烈，形成特

征明确的实体空间，对于行为和视线都是完全隔离。

连续的商业空间会有人流集聚作用，与边界空间的交

通性以及与城市公共环境的联系产生复叠效应；连续

的围墙呈现是住区内外空间的硬质界限，阻断空间的

联系，不易产生空间联动，形成消极场所。

间断封闭边界主要包括住区的出入口、栏杆、可进

入绿化和停车设施，空间具有穿透性和渗透性。其中

出入口、可进入绿化和停车位可以允许人流的穿行，但

无法提供空间滞留。间断封闭边界有较强的界限感，

但界面的间断凹陷会产生“阳角”和“阴角”空间，可以

和公共街道、住区内部空间结合形成新的空间形式[4]。

栅栏和带栏杆的围墙阻断通过行为，但提供视线通透

的空间界面，使人群通过时体验丰富的环境层次，同时

将街道景观渗透到住区内部，形成景观双向互动，减少

实体围墙形成低效尽端场地的几率。

开放的边界空间呈现空间的流通性，边界感和空

间的领域感弱。完全开放空间还原到城市属性，开放

结构使住区和城市街道联系紧密，但失去了私密性；局

部开放空间，如建筑转角空间、绿化带，是住区边界中

公共性较强的空间，可以承载营造空间活力和安置公

共设施的功能。

（三）空间尺度

传统住区内部保留着街区道路的格局和尺度，而

外部公共空间尺度随着现代封闭式小区的置入和城市

道路等级的提升发生了变化。传统住区的建筑多为

5～7层的多层住宅，区域内部两幢建筑宅间间距与建

筑高度比1＜D/H＜2，均匀性比较适中，形成有界限感

图1 边界空间形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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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压迫的宅间空间。虽然建筑间距和立面的均质性

较高，空间类型比较单一，但多个出入口及宅间绿化和

公共设施使空间连续并富有节奏变化。不同邻里单元

临边界的建筑山墙间距D/H＜1，空间变窄，尺度收缩，

产生紧凑压缩感，使相邻的出入口联系紧密，增加空间

连通可能[5]，建筑间距与高度比见图2（图片来源于《外

部空间设计》）。

住区外部街道由于机动车道扩宽或增设公共空间

绿地，沿街建筑和道路间距比D/H＞2，空间变得宽阔，

空间的感知尺度由人体可感知转向城市感知。在边界

空间内人与周围空间的尺度关系，如人与街道、人与建

筑、人与构筑体等，受周边空间实体尺度变化影响较

大，根据梅尔坦斯视野分析人眼的水平视野在30°内是

有效视域，垂直视野则在视平线以下 10°到视平线上

30°为良好，因此，边界周边环境要素的尺度对于边界

中人的感官有明显的影响[6]。在临街边界向道路对侧

投射视野，多层、小高层建筑和公共绿地在舒适的视野

范围内，超高层建筑、高架桥、停车位等要素感官体验

较差。此外，局部边界内的人行道空间被快车道、行道

绿化和停车位挤压，空间局促，行人沿街活动空间贴近

建筑墙体，改变了人与实体的视野和感知关系，产生压

迫感，导致空间利用率低下。

（四）景观维度

传统住区是城市文脉中重要的一环，其空间布局、

道路肌理、建筑形态都是呈现城市文脉特征的视觉表

象要素，随着城市建设更新，多样的建筑形式、街道尺

度和景观配置形成多样的住区边界形态，使边界景观

在空间维度上不断地增加多样化。边界景观除了在规

划控制的要求下实现其功能属性和达到用地标准之

外，其在自然状态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形成不同的

面貌，人们对于环境的感知和审美偏好也会发生变

化。景观的心理维度是城市文脉中传递出的隐形的感

知要素，符合人们认知习惯并能带来舒适体验感的空

间有益于在空间维度和心理维度层面塑造积极的边界

空间。

三、沈阳市丰乐小区空间边界形态特点

（一）片区概况

该住区隶属于沈阳市沈河区南塔街道丰乐社区，

位于丰乐一街西侧，占地约 11公顷，建于20世纪90年

代初期，园区共有 32幢居民楼，2 647户居民，住区为

开放小区，所在区域道路系统与城市网格状布局一致，

住宅楼以 5层建筑为主，现包含街道居委会、教育、供

暖所、商业等配套项目，住区外毗邻学校、居住区、城市

公园等地块。丰乐小区基本保持其传统的空间特征和

风貌，具有一定的研究代表性。

（二）边界形态现状与特点

通过调研走访发现，丰乐小区边界空间的用地功

能主要包括沿街商业、服务网点、建筑及围墙、出入口、

人行道、景观绿化、机动车和自行车停车位和公共设施

等功能。空间边界由道路、休闲场地、绿化花池和竖向

围合的建筑立面、山墙、围墙和栏杆构成（见图 3），边

界整齐，界限感比较强烈。内部边界空间多被停车占

用，人行道空间挤压严重，形成残余空间和死角。局部

围墙出入口处有结构变化，形成小尺度场地，但场地利

用率低下（见图 4）。景观要素单一，有效视域内景观

舒适度较差。图2 建筑间距与高度比

图3 丰乐小区硬质边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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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乐小区不同的边界功能和尺度结合周边环境构

建的指标可以看出小区空间组织的密度分级，整合度

最高的道路刚好是边界线，说明边界线的人流分布集

聚和离散的程度最高，但现场调查中发现边界线的人

流较少，其原因在于边界道路以车行走为主。从城市

尺度来说，边界线确实有较多车辆通过，可从人的尺度

来说，这样的主干道对步行方式不友好，人车混行的安

全隐患造成了人们不愿意在此逗留，进而导致了边界

活力的降低。丰乐小区边界空间整合度及购物和公共

服务POI点数见图5。

四、传统住区景观边界空间设计转向

住区是城市空间中与人们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空

间单元，其功能、形态、环境质量、空间氛围都直接影响

着使用者的生活品质。面对传统住区与现代城市发展

出现的肌理异质化、设施陈旧、空间活力不足的情况，

改造一直从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政策和设计层面进

行。住区内部的空间、设施和环境得到改善，但住区整

体在城市尺度中仍处于发展混乱、活力低迷的状态。

因此，将问题视野转向住区边界空间的控制和设计，从

使用者的角度重构边界空间，探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

（一）维度转向

传统住区边界空间现存的问题普遍明显。传统住

区空间的更新速度和质量远低于现代城市规划建设，

大尺度封闭区域的出现和交通出行模式的剧变使传统

街道和住区空间组织紊乱，步行尺度的边界空间内各

功能互相干扰，空间肌理断裂产生大量空间死角，景观

空间缺失等问题有待解决。目前对于传统住区的改造

方法将住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更新设计，对出现的问

题进行加权排序，然后针对具体问题提出改进方法，追

求改造方案的统一性和过程的简洁化。然而，住区是

空间和时间交叠的复杂场所，单一的处理方式会忽视

诱发问题的重要原因。根据调研分析，边界景观改造

在长期的改造工作中一直未被关注，边界景观的处理

方式简单低效，无法发挥景观作用，这需要在更新设计

中增加设计的维度思考。

1.空间中的时间维度

景观设计通常是在三维空间中对影响空间布局、

功能和氛围的要素进行组织设计。但空间秩序的组合

图4 边界景观空间利用率低

图5 丰乐小区边界空间整合度及购物和公共服务POI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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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景观要素的选择需要根据自然环境和人们的心理行

为规律展开，在设计中将时间维度作为营造空间的重

要节点进行思量，以提高景观空间的季相性特征和空

间的使用率[7]。

自然时间是景观设计中的双向影响因素，四季的

变化、早晚的更替会使同一景观空间产生不同的能效

和氛围。充分利用自然时间条件可以用少量的景观语

言产生多元的空间体验。如丰乐小区南侧外边界的人

行道空间充足，可选择冠幅较大的乔木作为行道树，树

下结合绿篱的休息设施，既能界定道路边界，又能在夏

季和冬季为邻近住户提供遮阳和晒太阳的场所；在内

部单元边界社区居委会附近，人行空间有限，连续的围

墙和建筑山墙形成的封闭界面可以采用垂直绿化种植

藤本植物或鼓励居民参与设计宿根花卉花境，使景观

多样性。

此外，景观设计尊重空间的历时性，居民活动空间

的扩展和演变经历了时间的积累，保持场所的时间连

续感是在景观物质空间层面上赋予的空间活力，有助

于形成场所的集体记忆和认知[8]。

2.社会群体的心理维度

住区的边界空间是居民确立领域感的重要场所，

其空间的转换特征要强于住区的内部。传统住区的建

筑质量和外部环境质量普遍偏低，造成居民对场所的

认同感低下。边界空间的破碎和活力不足影响了住区

的安全性和舒适度，沿街的商业和交通混乱也使居民

产生消极心理。因此，从居民的角度出发，重新分析权

衡空间的秩序，减少传统住区与周边新建环境间的质

量差距，可加强居民的场所认同感，进而引起自发的秩

序性。

（二）结构转向

1.边界多样化

传统住区边界的结构单一影响边界空间的活力。

传统住区由多个单元空间组成，空间呈均质化，居民的

生活休闲设施、景观绿化等功能设置在建筑围合的内

院或宅间场地上，而外部和内部单元间的边界空间主

要以通行和停车为主。住区边界空间应在功能上进行

多样化重组，将商业、公共服务、景观设施等功能混合

布置，将住区的生活功能向边界转移，增加边界空间的

活动频率和使用需求。避免功能单一或混乱引起的空

间消极性向内坍塌，影响了住区的空间的渗透性，使内

部空间进一步分裂形成若干独立中心的小尺度场地。

内部住区单元间的实体边界应与内部核心地带形成联

动，通过对围墙和出入口的结构调整形成多样的空间

形态，打破原有单一平滑的界面。边界的结构从功能

区域的水平向连接方式转换为多层叠加的方式，增加

空间的复合性。如将围栏边界扩充为景观地带，连接

内部中心地带并将空间重心向边界转移进而渗透到围

墙外部，形成丰富的边界效果；或以建筑山墙或围墙栏

杆为基底，进行垂直绿化设计，增加视觉界面结构的多

样性。

2.弹性空间

住区空间的复杂性要求边界空间具备承载和调节

城市性和居民群体行为的能力，在传统住区有限的边

界空间需要集约空间的利用率，为人们提供多样的使

用方式并留出弹性空间应对空间功能、气候季相和居

民使用心理的变化[9]。如丰乐小区内部边界，将硬质

铺装场地或围合的绿化带改造为可进入绿化区，在满

足规划绿地率要求的基础上，局部开放鼓励居民参与

种植和养护小型绿植和花卉，既丰富了住区绿化的多

样性，又增加了边界的互动性。

住区内部道路边界可以在空间不足的情况下，沿

着实体围墙增设夹层空间形成居民锻炼的闭环漫步

道，漫步道可以连接空间单元边界，以半开放的形态和

特殊的铺装样式丰富边界形式。

此外，停车空间也是影响边界活力和多样性的重

要因素，连续的沿街停车位挤压人行道空间体量和视

野，内部随意停放的车辆占用步道和绿化功能，阻碍边

界空间的使用，也降低了安全性。日本京都住区街角

停车空间见图 6。丰乐小区无序的街角空间见图 7。

在人流量低、空间充裕的边界区域可以合理安排沿街

停车，并用低矮绿化进行间断隔离；在人流量大、人行

空间不足的区域，如商业门市、出入口，应尽量安排对

侧停车，在支路或转角区利用建筑退后设计临时停车

的块状弹性区域。

图6 日本京都住区街角停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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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尺度转向

住区边界是多种尺度交错的复杂空间，尺度与环

境中各要素的关系决定了空间体验的丰富性。传统住

区的边界中的建筑、道路、景观和人的尺度关系是舒适

的住区空间的重要组织成分，以步行模式为参照的邻

里尺度，形成细腻的空间肌理，有助于居民对环境的感

知和归属，如《建筑模式语言》中，居民在对空间城市街

道的交通流量作为认知空间指标，当城市尺度的街道

造成区域的交通流量增加时，人们认为所处空间为中

间地带，没有领域感，无法产生情感的互动[10]。

城市边界空间的结构根据规划控制红线划分，红

线之间距离决定了人们体验空间的尺度，城市尺度有

助于有效组织和管理空间功能，但这种尺度上超出了

住区内各群体和个人行为活动的范畴。过大的空间尺

度和整齐的边界控制缺少细腻的空间氛围，无法让人

们聚集、逗留等交往行为发生。因此，将边界空间按空

间尺度建立人与城市、人与人、人与微观世界的尺度分

级，想要使边界从城市尺度向人体尺度有效转化，就要

将参照物从街道、建筑转移到人本身上来。缩小人的

视觉认知范围，如人们在街道上行走时，认知范围从城

市连续过长的建筑立面上转移到墙面肌理，地面铺装、

街边绿化的细节；或当在空间中散步、停留时视觉能感

知周边细腻的景观细部时，自然会放缓步行速度，产生

对周边环境的关注；在沿街商业入口垂直空间、住宅建

筑立面凹凸结构、沿街停车位等地设计微尺度的绿植

和花境，可以软化硬质界面，形成小尺度空间内的视觉

中心，增添一丝空间活力。

五、结语

传统住区的空间特征伴随着新城市尺度建设的不

断推进在不断改变，原有特色肌理逐渐裂变。住区边

界空间是老城区与新城市建设间处理空间结构衔接、

活力渗透的重要区域。边界空间的功能、空间形态、景

观尺度是影响边界空间活力的重要因素，在了解上述

要素间的关系的基础上，合理划分景观空间，配置景观

要素可以提高边界空间的多样性和舒适度，将边界区

域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为合理衔接新旧街区的问

题上提供转向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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