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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老城失落空间里的社区花园实践
——以三庙社区花园为例

Community Garden Practice in Lost Space in the 
Old City of Beijing: Taking Sanmiao Community 
Garden as the Example

摘   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北京老城已进入存量

更新时代，大批失去原有景观特征的“失落空间”亟待改善，

与此同时，北京大力开展城市修补、生态修复的工作，强调公

众参与的老城更新模式悄然兴起。以西城区三庙社区花园的设

计与营造为主要案例，解析其多方共建、共治、共享的角色与

机制，多层次公众参与的社区花园设计方法，精细化更新承载

社区活动的公共空间，多样化因地制宜的社区花园绿化形式，

以及基于社区花园建设的社区凝聚力重塑，为未来历史城市里

的社区花园研究与实践提供借鉴。

关 键 词：风景园林；社区花园；北京老城；失落空间；公众

参与；社区营造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long-lasting progress of urbanization, 

the Old City of Beijing has entered the era of renewal, and a lot of 

"lost space" that have lost their original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are in urgent need of improvement. At the same time, Beijing has 

vigorously carried out works of urban reparation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the renewal mode emphasizing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has risen. Taking the practice of Sanmiao Community 

Garden in Xicheng District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oles and mechanism of multi-party co-construction, co-

governance and sharing, the design method encouraging multi-level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 refined renewal of public space carrying 

community activities, the diversification of localized planting forms, 

and the reshaping of community cohesion based on community 

garden. These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ture community garden 

researches and practices in historic cities.

Key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ommunity garden; The 

Old City of Beijing; lost space; public participation; community 

development

寻求更科学、合理的城市存量资源配置成为当今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共识和要求[2]，加强城市动态

化、精细化的治理，激活城市中的失落空间，重

塑其吸引力和凝聚力，使转化为具有归属感、认

同感的活力场所[3]，已然成为北京老城应对存量

更新时代的关键。

北京市政府自2017年起组织开展了“疏解

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疏解腾退空间，用于

增加停车场、文体、绿地等公共服务设施[4]。具

体到老城区域，则提倡开展自下而上的“微更

新”，利用拆违腾退空间，高效推进“留白增

绿”[5]。在这过程中，社区花园的改造模式亦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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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经历了快速、浩大，却

又相对粗放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内部不可避免地

涌现了相当数量的“失落空间”。美国城市风景

园林设计学教授罗杰·特兰西克在《寻找失落的

空间——城市设计的理论》一书中，将“失落空

间”界定为长期没有被利用且废弃的空间，指城

市发展中出现的令人不愉快、对环境和使用者而

言毫无益处、需要被重新设计的反传统空间[1]。

在北京老城，有大量这种失去原有景观特征的、

逐渐消极闭塞的失落空间，这些失落空间通常是

一些产权不清、暂时未被利用的空地，其存在往

往割裂了老城的历史景观和传统风貌。同时随着

然兴起，通过为社区营建绿色空间的方式，在提

升环境品质的同时，也为社区居民提供多元化

的共享空间。笔者所在的古城绿意研究小组自

2016年初起，便在北京老城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与实践，如茶儿胡同12号院项目，旨在胡同里

打造以植物为主题的微型科研基地与公众参与平

台，探索历史城区在地居民充分参与和互动的植

物景观提升新模式；三庙社区花园项目，则旨在

精细化的风景园林设计之外，依托持续的社区活

动，营造居民参与社区公共空间重塑与绿化环境

优化的氛围，实现与街道、社区、居民多元共

建，对老城失落空间展开微更新。

刘祎绯，梁静宜，陈瑞丹.北京老城失落空间里的社区花园实践——以三庙社区花园为例.中国园林，2019，35(12)：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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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城市里的社区花园研究与实践

社区花园起源于19世纪末的欧美，通常是

将闲置土地分割成小块，廉价租借或分配给个

人和家庭用于园艺或农艺，这一举措既为当地

居民提供了食物来源，也为闲置土地再利用、

社区复兴与自治等作出了贡献[6]。中国在这方面

起步较晚，具有代表性的社区花园项目萌芽于

2014年的上海，由刘悦来主持的“四叶草堂”

团队引领[7]，随后北京[8-12]、成都[13]、杭州[14]等

地也陆续兴起，在城市微更新中展示出较大的发

展潜力。近年来历史城市的保护更新愈发受到社

会关注，由于历史城市风貌表现在街区形式、建

筑风格、景观绿化等诸多因素，因此在历史城市

的社区花园设计中，更需注重对传统风貌和文化

的保护延续。目前我国关于历史城市社区花园的

研究和实践相对较少，大致可根据空间类型分为

两大类四子类：传统街巷型社区花园、现代街巷

型社区花园，以及传统住区型社区花园、现代住

区型社区花园。

街巷型社区花园在历史城市中主要表现为

道路景观空间的提升，特点是利用线性的大街小

巷，将单一的通行功能改造为多功能复合的公共

空间，根据其是否处在历史街区中，可细分为

传统街巷型社区花园和现代街巷型社区花园。前

者位于历史街区中，传统街巷相对较窄，两侧多

以1~2层的传统合院建筑为主，如在北京老城历

史街区中表现为胡同社区花园。有研究对传统街

巷空间的绿化形式和植物配置进行策略探索，提

倡将历史价值保护、景观特色延续与人们的游憩

需求相结合[15-17]；通过设计实践见缝插绿，利用

砌筑花池、搭设花架、绿化墙体、增设小品等形

式，将有限空间开辟为若干胡同庭院[8]。现代街

巷型社区花园则位于非历史街区，由于在历史

城区，通常也是几十年前建设完成，街道尺度

相对较大，两侧建筑也较高。有研究对老旧道

路景观体系进行探索，配合现状建筑功能对街

道绿化分区提出建议，并兼顾城市道路容量的

提升与城市历史文脉的继承[18-19]；在上海、宁

波等地均有对老旧街道进行景观改造和提升的

设计实践[20-21]。

住区型社区花园对于居住密度较大的历史城

市社区而言，是居民接触自然和休闲交流的理想

场所，同样可根据是否处于历史街区中细分为传

统住区型社区花园和现代住区型社区花园。前者

多存在于历史街区的合院内，有研究基于对传统

四合院的实地调研和文献考证，从景观空间、

植物配置等方面进行探究[22-23]；也有对传统院

落景观进行改造设计，使成为公众观赏园艺和

活动交流的场地[9-10]。后者主要存在于老旧小区

内，有研究指出在老旧社区改造中可在楼栋之

间、道路两侧嵌入小型交流空间，通过植株的

合理配置创造花园景观[24]；上海、北京、成都

和杭州等地均有不少古城老旧小区内的社区花

园实践[7，11-14]。

2  古城绿意系列实践之三庙社区花园

三庙社区花园即属于历史城市中现代住区

型社区花园的一次探索，位于西城区广安门内街

道三庙小区内，占地约550m2(图1)。三庙小区

最早建于20世纪60年代，是北京老城里典型的

老旧小区，以5、6层的砖混住宅楼为主，室外

公共空间匮乏、类型单一、品质较低，居住人群

老龄化特征明显。场地原为住宅楼间一处存在安

全隐患的废弃自行车棚，自2017年底拆除后，

东侧建起围挡，西侧被侵占为临时停车场，成为

社区内部的失落空间。但该场地位于小区中心地

图1  三庙社区花园场地鸟瞰(冯子桐摄)

图2  三庙社区花园设计与营造的组织网络(梁静宜绘)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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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周边还有社区学校、居委会、菜场商铺等公

服设施，人流相对密集，具有成为未来社区公共

活动中心的潜力。项目自2018年10月启动，由

广内街道牵头，协同三庙社区，由古城绿意研究

小组主责，发动社区居民共同完成(图2)。

2.1  多方共建、共治、共享的角色与机制

区别于传统景观提升项目，三庙社区花园

的设计与营造不仅限于美化环境，更注重衍生出

公众参与、环境教育、邻里和谐等多重目标。秉

承多方协同的营造理念，此次项目共有四方参

与其中：广安门内街道办事处牵头主导，决策项

目的大小事务，并为各方之间的对话交流提供平

台和保障；三庙社区居委会协助开展社区营造活

动，在设计团队与居民的意见交互中起到关键作

用，日后也将作为社区花园运营和管理的主要据

点；古城绿意研究小组主要负责提供总体设计、

执行与技术支持，也包括策划与组织社区营造活

动，为后续运营提供持续协助；三庙社区居民作

为社区主体兼花园的使用者和受益者，为花园设

计建言献策，并将在花园运营中扮演参与者、管

理者、监督者等重要角色。项目力图拉动多方力

量，尝试改变以往自上而下的模式，构建多方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区花园机制。

在四方协同合作的过程中，核心目标是要引

导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促进形成社区自治的

氛围。所以在项目初期，先是由街道、社区和设

计团队来发动和引导社区居民，通过主题讲座等

方式提升其社区荣誉感和责任感，吸引他们参与

到花园的初步策划和概念设计中，对社区花园的

想法和诉求畅所欲言。在项目中期，让居民着手

参与功能设计、模型推敲、种植园艺等一些力所

能及的事情，收获知识和成就感，并挖掘热心居

民中的中坚力量，组成三庙绿意志愿团①。到了

项目后期，志愿团还将继续吸纳更多热心居民，

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开展园艺活动和管理工作，

逐步承担起活动组织和日常维护的工作，从而掌

握社区花园的主导权，真正成为主人。

2.2  多层次公众参与的社区花园设计方法

区别于由设计师主导的传统花园设计，团队

通过组织开展多种类型的新颖活动，让居民深度

参与。对于大多数社区居民而言，虽有花草种植

的生活经验，但风景园林设计却是从未涉猎的全

新领域，所以在引导方式上注意循序渐进、从易

至难，将专业设计分解成不同类别的多场趣味性

活动，让居民在过程中既获得新的体验和知识，

又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和思考，从而对社区花园充

满主动性和归属感。

2.2.1  植物栽培类活动

社区花园的一大特点在于提供了园艺场所，

让城市居民有机会亲近土地、享受自然。研究表

明，老年人进行园艺活动，是帮助其从社会、教

育、心理以及身体诸方面进行调整更新的有效方

法，有利于身心健康和精神焕发[25]；青少年则可

在参与园艺活动的过程中有效缓解同辈交往、学

业负担等压力，释放情绪和疏导心结[26]。设计团

队组织开展了多次植物栽培类活动(图3、4)，邀

请专业老师为居民讲解日常花草养护的知识；结

合植物的观赏性、实用性以及种植特性，介绍适

合老北京社区栽植的乔木、灌木和藤本植物；带

领大家种植微型植物景观，如在现场教居民用芹

菜根培育小苗、播种小麦种子、叶插长寿花等，

激发大家对园艺的热情，通过观察思考和动手实

践收获种植的乐趣。

2.2.2  社区营造类活动

社区作为人们共同生活的载体，其某些特征

往往能成为识别和共鸣的标志，又包含了价值认

同和情感归属等人文内涵[27]。项目最初，设计

团队通过几次主题活动来拉近居民之间、居民与

团队间的距离，使居民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花园共

建中来。如“溯历史”讲座深入挖掘三庙社区的

历史文化，介绍其数百年的变迁和遗存，唤起居

民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营社区”讲座则介

绍优秀的社区营造案例，帮助居民理解社区花园

的各种可能。当居民跃跃欲试地表现出主人翁意

识时，推出简单易行的投票活动，让居民在展板

上用不同颜色的贴纸票选出“最赞成”和“最反

对”的花园功能活动，为设计方案打下了公众意

见基础(图5)。

2.2.3  动手设计类活动

为了更直观地了解居民的想法，团队在方

案设计中期组织了2次“共建梦中花园”——模

型搭建活动(图6、7)。活动现场对居民按年龄层

进行分组，让各组通过搭建实体模型的方式，讨

论、推敲和搭建自己理想的社区花园。大到功能

区的组织，小到花园中的座椅摆放、廊架设计、

树木配置等细节，参与者都提出了不少具体想

法，如中老年组提出“在花园中设置可供闲聊休

息的座椅，以及平时健身锻炼的广场”，而青少

年组则提出“花园里要有游乐设施，包括秋千、

跷跷板和大滑梯等”。有趣的活动形式不仅激发

了居民参与设计的热情，使想法得以具象化表

达，小组合作的形式也打破平日的陌生感，极大

地促进了邻里之间、代与代之间的交流。

 

图3  植物栽培养护知识分享(冯子桐摄)

图4  居民动手制作微型景观杯(冯子桐摄)

图5  居民票选“最赞成”和“最反对”的花园功能活动(冯子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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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精细化更新承载社区活动的公共空间

由于三庙社区花园位于社区中心地段，加

之公共空间匮乏环境下居民的多样性需求，团队

希望在有限的用地范围内营造尽量综合性的空

间，承载游憩休闲、儿童娱乐、工作学习、自然

科普和园艺栽种等功能。从平面设计上，选取灵

活多变的六边形模块，将其组合形成自由多变的

布局形式，实现多个小功能区的自然划分和交互

流动。由于场地长边为东西向，人流又主要来自

北侧和西侧的道路，因此在场地北侧设置1个主

入口和3个次入口，西侧设置1个次入口和1个无

障碍入口，在顺应原有高差的基础上考虑无障碍

通行和各功能区内部的安全平整。整个场地由园

路、廊架、花池、活动区、绿化等几个层次进行

横向划分，如流水般贯穿东西，既满足了场地的

流线需求，又呼应了古时护城河曾东西向流经该

场地的历史意象(图8、9)。

根据项目前期的意见收集，结合居民票选出

的最受欢迎的花园活动类型，共设计了11个小型功

能区，通过高低错落的花池和纷繁多样的植物，

营造出曲径通幽、移步易景的景观效果(图10)。入

口广场区选用彩色透水混凝土铺装，以高低花

池、花木廊架围合出开敞醒目的入口环境；工作

书桌区以六边形种植书桌为核心，利用外围花池

形成半封闭、舒适的工作学习氛围；植物教室区

由4个90cm高的六边形花池组成，台面高度适

合正常站立及轮椅老人的无障碍操作，方便开展

认植、栽培养护活动；花草欣赏区配置不同种类

的植物，辅以座椅、书桌、廊架等设施，在场地

中心营造出郁郁葱葱的景观效果；生态堆肥区位

于西南角，鼓励居民将日常厨余垃圾及落叶枯草

等放入堆肥箱内进行有机堆肥，促进生态循环；

多人秋千区位于西南侧高大乔木的荫蔽下，采用

塑胶软质铺装，设置小型儿童秋千，外围的花池

座椅方便家长闲坐和儿童看护；跷跷板区同样采

用塑胶软质铺装，提供家长看护坐凳；闲坐聊天

区由高低花池围合长短座椅而成，打造鸟语花香

中悠闲舒适的交流环境；活动广场区位于场地最

东侧，选用彩色透水混凝土铺装，以高低花池、

花木廊架围合，营造供居民休闲健身的小广场；

宣传栏区则利用场地南侧和东侧墙面，将宣传栏

以彩色六边形的形式固定在墙上，方便人们在休

闲散步时阅览，并构成活泼的边界立面；花木廊

架区由沿场地北侧至东侧设置的连续花木廊架

组成，廊架下设座椅，顶部选用彩色渐变的形

式，既增加场地活力，又丰富第五立面观感，

且有助于提升老年人对场地的记忆与识别。

2.4  多样化因地制宜的社区花园绿化形式

北京气候干燥、四季分明，如何让花园抵抗

寒冬酷暑并保持长久的活力，同时创造出良好的

景观效果与原有风貌相协调，亦是社区花园营造

的重要环节。由于场地处于2栋5层高的居民楼

之间，且紧邻北墙根，全年光照受限，冬季西北

角受大风影响气温相对较低，东南角则因建筑物

遮挡，小气候相对较好。综合各类因素，在设计

中大量选用耐阴性强的植物，并充分利用场地内

保留的9棵高大乔木(加杨和槐树)，以花池形式

种植草本与灌木，结合廊架种植藤本，营造丰富

的景观效果，并保证其公共性，使上至耄耋、下

至孩童都能享受优美的植物景观。

在具体的种植设计上(图11)，场地沿北、西

部道路一侧，由于全年接受光照最充足，选用喜

阳、花色艳丽的萱草作为主调植物，配以其他耐

阴性稍好、观赏期长的植物，保证沿街的四季景

观性；西北部考虑到迎风口的位置特性，选用耐

寒性好的灌木如锦带花、红瑞木等，在遮挡寒风

的同时加强景观效果；南侧靠墙区域光照少，乔

木的遮蔽导致阳光更为稀缺，选用耐阴性较强的

植物，如草本类的紫萼、玉簪，灌木类的平枝栒

子、欧洲荚蒾等；廊架周边选用攀缘性好、观赏

期长的植物，如金银花和大花牵牛。考虑到社区

花园中对植物可食用价值的需求，在攀缘网上选

用薄荷、连钱草等草本植物和峨眉豆、丝瓜等藤

本植物。同时为避免秋冬季节的荒芜景象，做到

四季有景可赏，在植物季相上也有充分考虑。春

季主要有多色彩的鸢尾等花卉开放；春末夏初，

藤架上的忍冬类藤本、花池中的荚蒾类灌木形成

图6  中老年组和青少年组分别搭建花园模型(胡佳艺摄)

图7  居民搭建的花园模型(胡佳艺摄) 

图8  三庙社区花园鸟瞰透视平面效果图(冯子桐绘)

图9  三庙社区花园的流线与功能分区图(梁静宜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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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致；到六七月，多色的玉簪、萱草，灌木木槿

以及作为地被的八宝景天成为亮点；秋季瓜果成

熟，南瓜、丝瓜以及欧洲荚蒾、平枝栒子的小红

果别有趣味；到了冬季，常绿的北海道黄杨和红

色的红瑞木相映成趣，增添生机。

2.5  基于社区花园建设的社区凝聚力重塑

社区公共空间本应是居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但“公地悲剧”现象往往导致居民

与之疏远。通过社区花园的参与性设计，调动公

众积极性，吸引他们共同参与设计营造和维护管

理，既可提升公共空间品质，也有助于社区凝聚

力的重塑，从而逐步促成居民共建、共治、共享

的机制。

在三庙社区花园设计与营造实践中，设计

团队不断与街道和社区干部沟通，也深入社区征

求居民的意见和想法，进行多轮次的方案调整，

以协调各方的利益和解决矛盾。比如在花园功能

的定位上，居民希望在花园中多设置一些游乐设

施，但居委会担心后期管理不便，更倾向于将花

园设计为仅供闲坐聊天的场所；再比如爱狗人士

与反对方的冲突，花园是否应让宠物进入成为居

民内部的一大矛盾；以及关于儿童游乐区，不少

家长和孩童对其设置有着强烈意愿，但紧邻花园

的住户则表示玩耍产生的噪声会影响他们休息；

此外不少居民还提出了花园未来的养护及管理问

题，要求建立“社区公约”来进行监督……经过

各方意见的反复磨合，最终定稿的设计方案在社

区现场采用“展板+模型”的形式，举办了“三

庙社区花园方案公示与解答”活动，直观地为居

民进行展示、讲解和答疑(图12)，现场还邀请社

区居民加入“三庙绿意志愿团”以便后续工作开

展，并沿用贴纸投票方法，请居民选出自己最想

参与的未来花园里多元的管理与运营活动。

目前由古城绿意研究小组、广内街道、三庙

社区和社区居民4方共同建立的“三庙绿意志愿

团”已初步开展了植物义诊、亲子植物手工等活

动，随着社区花园的落成，还将继续开展社区公

约制定、厚土栽培实践、酵素与堆肥培训、社区

花园摄影大赛等更多活动。社区凝聚力的重塑是

未来社区花园可持续经营的保障，在高校团体的

初步引导和长期参与下，逐渐形成规范化的，以

居民自治为主、社区监管为辅的制度体系，通过

一带多、老带新等方式，吸引越来越多的居民参

图10  三庙社区花园各功能区效果图(冯子桐绘)

图11  三庙社区花园种植形式平面图(罗昱绘)

图12  三庙社区花园方案公示现场(蔡奇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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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区花园的运营，可使社区花园不仅成为居民

日常交往的活动场所，更成为社区治理的优良媒

介，带来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3  结语

社区花园作为历史城市的一种文化景观空

间，其设计需充分考虑与传统风貌的协调及对历

史文化的传承，综合考量环境、经济、社会、文

化等多方面，并使其发挥作用。三庙社区花园

的设计与营造，是一次以社区花园为契机的老城

社区营造实践，由政府发起，在专业团队的协助

下，以居民为主体，自下而上地推动了老城失落

空间的景观提升，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多方

共治、共建、共享的社区花园机制，营造出公众

参与公共空间重塑和绿化环境优化的良好氛围，

在让自然回归都市生活的同时，尊重了传统文化

的保护和历史文脉的传承，并重建起亲密无间的

社区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设计师都不再

以传统的主导地位自居，而是充分挖掘和引导居

民中的骨干力量，鼓励更多居民参与到社区花园

乃至历史城区的自治和可持续发展中。总结来

看，历史城市失落空间里的社区花园营造全过程

带来的社会价值远大于其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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