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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俄勒冈实验》(The Oregon Experiment)这本书和我当时正在参与设计的一个修改

了多轮的规划项目密切相关，那是中央财经大学沙河新校区的校园规划项目。正在这个项目进

行了很长一段时间，进展缓慢的时候，甲方更换校领导班子成为这个规划方案设计的转折点。

负责这个项目的是新上任的校长助理，一位博览群书又富钻研精神的教授。她为了更好地了解

大学校园的规划和设计，在书店里翻遍了关于校园规划的书籍，无意间她发现了《俄勒冈实

验》，于是在一次与建筑师讨论方案时，郑重地向我们推荐了这本书。

这本被视为经典的小册子，从外观看来并不怎么起眼，只有一百来页，字数也不到十万。

但读过之后却发现，它对于大学校园规划甚至城镇社区的开发，都有相当经典的论述。它的姊

妹篇《建筑模式语言》（A Pattern Language）更是让人耳熟能详。这两本书同为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环境结构中心的系列丛书。《建筑模式语言》是丛书的第二卷，《俄勒冈实验》是第三

卷，它们都反映了美国建筑师C·亚历山大花费八年时间编纂研究创立的一门关于建筑人性化的

学说。亚力山大在《俄勒冈实验》中用简单的细节、大量的例子阐述了以下六个原则：有机秩

序、参与、分片式发展、模式、诊断和协调，并以俄勒冈大学的实例说明了这些原则是如何实

现的（俄勒冈大学的总体规划已运用这套原则付诸实施）。同时它显示出任何一个规模跟大学

一样的社区或小城镇，应如何由社区内所有成员亲自参与设计自己未来的生活环境。

这本书的核心观念是人们应当自行设计他们的房屋．街道和社区。作者观察到，世界上大

多数美好的地方都是由本地人而非建筑师建造的。“建筑师们贪婪地拍摄的那些世界上最美的

地方中，很多都是由非专业人士而不是建筑师设计的。”他关注在规划事件发生过程中所必须

采取的实施步骤，用俄勒冈大学的实例来展现一系列的原则是如何实现的，社区、校园的建筑

与规划过程，以及为产生一个符合人的需求的环境所需要这些原则的必要性。

作者定义了六个原则：有机秩序、参与、分片式发展、模式、诊断和协调。六个原则可以

分为两组：前三条原则是讲他的思想观，后三条原则为实现前面思想的方法论。

一、有机秩序  书中从有机秩序的概念开始讨论，认为在一个有机体的环境中，每个部分

都是独特的，各个不同的部分之间又相互协调、浑然一体，即“在局部需求和整体需求达到完

美平衡时获得的秩序”。这样，通过总体规划制定足够的指导方针，使这些方针既能够为整体

环境提供一致，又为特定的建筑和开放空间提供一定自由度。

二、参与  它的宗旨是“建什么和怎样建的决定权全部都应掌握在使用者手中”，因为使

用者最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最能够引导社区的有机发展过程。在俄勒冈大学规划时成立了项目

规划委员会，其中有9个学生，5个教员和4个管理者。可以看出，这个组成比例是偏重于使用

者的，因为作为普通人他们所作的评论和决定是基于自己日常的经验的，而不必受制于资金和

计划的抽象概念。

三、分片式发展  作者强调要用小规模的发展步伐，每个项目都只适应于建筑功能或场地

变化，每一个项目都应该跟同边的环境相配合。校园的建设就像是一个生命体的发展一样，为

保证机体生长平衡、和谐和保持整体性，需要经常自我修复。每一栋新楼房的建造并不是一个

结束，而是一系列小规模修复项目的开始，这样发展出来的环境也会是活跃而连续的。

四、模式  所有的设计和建造都在一些叫“模式”的规划原则的指导下进行，在《建筑模

式语言》的250多种模式中，俄勒冈大学归纳和衍生出适合自己的55条模式，通过这些模式来

生成一个健康和完整的大学环境。这些模式包括整体性和细节性的模式，从大的区域到小的建

造细节，模式是独立的，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随意组合，而且还可以另外发明。

五、诊断  就像有机体会生病，需要诊断一样，在规划一个社区或是校园的时候同样会出现

问题。规划的目的是建立整体秩序，当分片式发展丧失整体秩序时，就需要从全局考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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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行动将会对校园环境造成什么样的综合影响。通过诊断图的叠加，生成整个校园环境的生长区来

维持整体的健康，从而诊断出在某一个特定时刻，哪些空间是生机勃勃的，而哪些是死气沉沉的。

六、协调  调解使用者所提出的个体项目的投资计划，将保证整体组织秩序逐步呈现出来。作者

不主张集中预算，因为它会不可避免地带有集权主义因素。他更鼓励个体行动不受束缚，依靠共同

的责任感协调，而不是依靠强迫和控制。在书中，这种协调工作是由学校规划委员会来完成的。

当我将《俄勒冈实验》的内容结合到我们的工程实际当中，便渐渐悟出这些理论的价值所在。

这本书是作者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所撰写的，可是过了三十多年，中国的大部分规划仍然没从中获

益，很多校园规划还在延续前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风气，动辄就是大轴线、大构图、大广场、大草

坪，主楼立一个雕塑，充满了集权垄断和官僚作风而缺乏人文关怀。虽然近几年在建筑造型上有了

很大的进步，不再是严格的中心对称但整个校园空间形态和环境品质都还差强人意。相比之下《俄

勒冈实验》的思想在美国的一些大学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哈佛大学学院与学院之间的距离并不

大，但因为巧妙的建筑布局以及良好的景观设计，每个学院都有自身的特色．步移景异，体现了小

尺度校园建筑的优势。如果能将书中的理论运用到中国的大学规划当中，那将会促进中国大学校园

的规划发展。

回想当初我们的投标方案虽然经过了两轮角逐而中了标，但也同样存在着问题：采用的是大一统

的集中式布局，建筑尺度巨大，环境成为建筑的从属，处处是静止而中断的。为了整合建筑的体量所

做的巨构体系和规划意见书及使用需求产生了很多的矛盾。这些矛盾往往都是先天的，无法弥补。

《俄勒冈实验》使我们愉快地发现书中的很多想法与观点正是我们与校方的共识。他们表示愿

意改变以前的思路，按照《俄勒冈实验》这本书中的理念来重新规划他们未来的校园。这是一个令

人振奋的决定，同样体现着《俄勒冈实验》的精神。校方充分参与到了设计当中，同样也为建筑设

计创造了新的契机。甲方民主地召开了从校长到各个部门领导的多级会议，并邀请建筑师去分别汇

报，听取多方意见来完善规划方案。由业主启发建筑师寻找解决出路，和建筑师不断地沟通甚至不

约而同地选择尝试同一种新方法。

我们努力尝试从《俄勒冈实验》中汲取营养，没有刻板地使用所有的模式，而是衍生出了适合

财经大学具体情况的29条的模式，并由这些模式来推导生成了我们自己的校园规划方案。可以看到

这29个模式涉及到建筑体系、环境体系、交通体系，同时每条模式各有侧重同时组合叠加起来保证

了校园规划的合理与秩序。

校区规划是将校园内的所有部分形成相互关联的整体，为了适应校园生活中不可避免要发生的

自然而不可预知的变化，我们就要创造有机的秩序而不是集权秩序。同时使学生、教师和职工对他

们学习和居住的环境充满了责任感，对校园产生认同感和成就感。这就是《俄勒冈实验》的精神。

中央财经大学沙河新校区校

园规划的二十九个模式：1中心街；

2书院；3中心广场；4学生社区；5

便捷的步行距离；6体育公园；7分

散的活动场地；8学习与生活；9教

学科研实践的结合；10学院共享；

11民主化的行政办公；12开放式的

大学；13林荫大道；14乡间小路；

15地下车库；16小型绿化停车场；

17自行车棚；18连廊和空中步行系

统；19交通核；20图底关系；21

可渗透的绿地；22主题庭院；23田

园野趣；24水景；25眺望远山的平

台；26交流中心；27街道生活；28

生态聚落；29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