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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环境中的线性空间构成

——以华东交通大学南区校园为例

陶 燕

（华东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学院，南昌 330013）

摘要：校园环境中的线性空间在师生的校园生活中承担着交通、交流、休闲、观赏等功能，并形成具有一定自然和人文环境特

色的线性景观，是校园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华东交大南区校园环境中的线性空间为例，分析各线性要素的特性及空

间环境的审美特性，探讨校园环境中线性空间的形态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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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空间艺术具有时间维度已是大家的共识，空间的序列随着人们体验的时间展开，亦即空间序列随

着人们的“步移”而“景异”，最终在人们的印象中形成一个具有完整意向的空间环境。“步移”的空间载体是

道路，“景异”是人们在行进过程中体验到的不同空间环境。本文定义的高校校园空间环境中的线性空间

指的正是沿道路形成的空间，它是师生生活中“行”的物质载体，承担着交通、交流、休闲、观赏等功能，并形

成具有一定环境特色的线性景观，对塑造校园的文化氛围及特质塑造具有重要作用，是校园环境中自然和

人文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以华东交通大学南区（见图1）校园环境中的线性空间为例，应用形态构成的方法，对空间要素的

形式与情态及要素之间的关系、空间环境特征进行分析，探讨校园环境中的线性空间构成的特点。

1 线性空间的内容

1.1 线性要素

交大校园中的线性空间要素主要有：线状要素，

如道路、桥、廊、湖岸等；线性排列的环境要素，如路

灯、绿化、座椅等；道路两侧建筑物或构筑物的边界、

轮廓和面域。

1.2 线性空间

线性空间是指以上要素的一种或它们的任意组

合形成的、具有相对完整意义的空间。如交大南区

校门入口线性空间（见图2），由道路、桥、绿化、路灯、

南面的校训牌共同构成；校门和校训牌是校园中的

重要标志物，二者形象特征明显，分别处于线性空间

南北两端，相距约 100 m；跨湖而建的桥丰富行人的

空间体验，道路两边对称种植几株枝叶繁茂的雪松，
图1 华东交通大学南区示意图

Fig.1 Diagram of the ECJTU southern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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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路种植约1 m高的绿篱，使得这一线性空间界限清晰、导向明确，空间氛围宁静、庄重，成为校园中最具特

色、识别性最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校园入口景观环境。

2 线性空间的特性

人们通过眼睛获知物体的形式，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视觉心理活动，应用理解、联想、转译等方式，最终

形成对物体的印象和形势的感知判断，并赋予物体以意义及情态特征。物体形式是客观存在，而形势判断

则因人而异，它与人的经验、习惯、好恶、经历等及人对物体的关注程度有关。线性空间的特性，一方面涉

及到线性空间的形式特征，另一方面则与感知线性空间的审美心理有关。

2.1 线性空间的形态特征

线性空间的形态特征主要受道路线型、空间肌理、色彩、尺度等要素的影响。

2.1.1 道路线型

线条具有引导方向和延伸空间的作用，直线型道路给人简捷、明晰、快速通过的感觉，同时也有庄重、

肯定的意味。如教学路，是横贯校园东西、联系学生生活区和教学区的主要道路，其线型笔直、肯定、流畅，

满足大量学生上下课快速通行的交通需要。

曲线型道路可以让人放慢脚步、放松身心，在行走中油然产生悠闲的感觉，让人们去更多关注身边和

眼前的风景。如月亮湖边的休闲步道（见图3），顺应自然的湖岸线而设，步行其中，美丽的湖景水色尽入眼

底，成为课余师生散步休闲和放松身心的地方。

2.1.2 肌理

构成线性空间的材料有很多，不同材料表面的纹

理和质地不同，具有不同的肌理效果。石材坚硬，植

物柔和，金属明亮，这些材质形成的环境都会对线性

空间氛围产生影响。图4月亮湖畔的卵石铺地，由不

同粒径、颜色各异的卵石铺成，贴近湖岸的卵石颜色

深、粒径大，突出路面较多，感官上不适于行走和接

近，这种距离感、疏远感和不适感正好可以营造一个

安全的空间，视觉上则以卵石的自然形态呼应水景。

离岸线约 2～3 m 的步道采用小粒径、颜色暖且浅的

卵石，铺贴出各种图案，形成亲和、有趣的游步道。两

条小道距离时近时远，其间种植柳树、紫薇、水杉、棕

榈、栀子、茶花等植物，随四季而变幻着形态，在尺度

图2 校门入口空间
Fig.2 Entrance space of gate

图3 沿湖休闲步道
Fig.3 Leisure trails along Lake

图4 湖畔线性空间
Fig.4 Lake linear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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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大的空间布置休息座椅，满足人们驻足观景的需

要；晨曦中的早读、晨练，黄昏的谈天说地，使得月亮

湖岸不仅是交大一处自然美景，还具有浓厚的人文气

息。

2.1.3 色彩

由于色彩具有冷暖、进退等视觉心理特征，空间

的色彩对人的行为和心理会产生相应的影响。交大

校园建筑总体呈现暖色色调，校园中的游步道大部分

采用彩色地砖铺贴，根据周围环境变化图案和色彩，

具有丰富的视觉效果，同时给人亲切宜人、放松身心

的感觉。如图 5 所示，教师生活区休闲广场的游步

道，由于其中心为水池，周围小径采用自然的曲线引

导人流，同时沿小径采用蓝色的地砖呈流线型铺贴，

既保持了小径的流畅，也让人产生流水的遐想，与主

景产生协调的景观效果。

2.1.4 尺度

尺度的含义是物体给人感觉上的大小印象，它与尺寸有关，同时还受环境、比例及视觉心理的影响。

线性空间的长度、宽度、高度上的大小及空间要素的形式及变化等直接影响空间效果。日本建筑师芦原义

信在他的《外部空间设计》中提出一种“外部模数理论”，他说：“关于外部空间，实际走走看就很清楚。每

20～25 m，或是有重复的节奏感，或是材质有变化，或是地面高差有变化，那么，即使在大空间里也可以打

破其单调，有时会一下子生动起来。”交大的线性空间基本上都沿道路种植各种层次的植物，随地形有所起

伏，因而不会感觉单调。主要道路多为双车道人车混行的形式，线性空间的参与性很强，具有较强的活力。

2.2 交大特色的线性空间

通过调研发现，交大师生对校园环境中参与性强、特色突出的线性空间印象深刻，主要有以下 3种类

型：

2.2.1 绿荫大道

通过问卷调研发现，84%的师生认同交大植物具

有以下几个明显特色：种类繁多、层次丰富、四季变

化、搭配适宜。给师生印象较深的植物，共有 42%的

师生认为是樟树，16%的师生认为是桂花，腊梅占

6%。樟树是交大校树，数量最多、历史最久，樟树枝

蔓舒展、姿态优美，树冠覆盖下的线性空间具有围合

感、领域感和归属感，校园中由樟树形成的绿荫大道

富有景深感，一年四季绿意盎然，成为大家最喜欢的

线性空间，也成为了交大的重要环境意象存在大家的

记忆中（见图6）。

2.2.2 散步道、游步道

交大校园环境宁静幽雅，广大师生在课余喜欢走

出户外感受自然、散步交流。早晨学生们在宁静的小路上早读、晨练，傍晚老师们从家里出来，沿着校园道

路散步、交流，成为交大一道特色风景线。

如校园中的华西路（图7），由于离教学区有一定距离，由北到南连接了家属区和国防生操场，很多师生

图5 彩色铺地
Fig.5 Colorized floor

图6 绿荫大道
Fig.6 Shade a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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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属常选择这条路散步、游玩，人与环境的互动性

较好。华西路北段树荫浓密，教师宿舍掩映其中，道

路一侧设有户外健身场地，中段西侧是教工活动中心

和俱乐部，对应的东侧是一个开阔的室外活动场地，

用各色地砖铺贴；南端通往 2006 年建成的国防生大

楼及周边训练场，视野开阔。这段线性空间富有变

化，植物的疏密带来空间的明暗变化，建筑的远近形

成空间的开与合，人们的行为造成空间的闹与静，空

间序列具有节奏感和韵律感。

2.2.3 街道

所谓街道，不仅指道路、建筑、绿化等形成的线性

空间，还包括在这一空间中人们停留、交流、观赏等行

为，街道的活力可以带动一片区域的活力。

在交大校园中，因为某些特殊的时间，而使得一

些线性空间的功能发生变化，具有街道的特性。如从

一食堂到二食堂之间的华东路南段（见图 8），两边是

学生活动中心与篮球场，每年 9月初，由于学校迎新

及各种社团活动而成为学校最具活力的场所。其原

因主要是道路两侧建筑与环境结合紧密，布局紧凑，

疏密适宜。道路的西侧从北到南依次布置着各种活

动场地：露天剧场、羽毛球场、溜冰场、排球场、篮球

场、活动中心前广场。学生活动中心前小广场是校园

娱乐生活的焦点，在此有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更有

趣味十足的英语角、舞会、音乐会等。整个华东路掩

映于茂密的樟树绿荫之下，配以各种花卉和灌木丛，

形成丰富的景观层次。

3 结论

校园环境对师生来说，是学习、工作，也是生活的场所，校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因融入师生的情感

成为高校人文精神的载体。交大校园中以道路展开的、充满活力的线性空间，是校园中独特的风景线，生

活其间的师生用自己的精神和行为熔铸到这一空间精神的塑造中，在这里可以体会到学子的朝气蓬勃、老

师的言传身教，感受到团结、严谨、求实、勤奋的校风。学生毕业后，对母校的情感会更加深厚，曾经住过的

宿舍、学习的教室、排队吃饭的食堂、上学和游玩的道路，都承载了他们太多的回忆，随着时间积累成为对

母校深厚的情感。交大在校园环境的发展中，始终保持了校园总体规划思想，尊重在交大茁壮成长的树

木、建校初期就为教学服务的教学楼，因为它们对交大来说，已经具有了独特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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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华西路
Fig.7 Huaxi Road

图8 华东路
Fig.8 Huadong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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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ar Space Composition of Campus Environment

——Taking southern campus of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as example

Tao yan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Linear space of campus environment in campus life has such functions as traffic，communication，lei-

sure and enjoyment，and forms linear landscape with a certain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becoming an impor-

tant part of campus environment. Based on linear space of the southern campus in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

ty，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inear elements and spatial environment are analyzed，and linear space composition

of campus environment is discussed.

Key words：campus environment；linear spac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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