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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而有序的乡土野草：差序格局视角下的城市绿化观

崔新婷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会计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７０）

摘要：分析北京市有代表性的两类绿化标准，发现拔除杂草是现有城市绿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差序格局

的视角来看，乡土野草具有杂而有序的自然规律：一是随着季节气候、雨水特点次第生长的动态“纵”向时

序格局；二是植物和动物、土壤、微生物、水、空气等构成了静态“横”向差异依存格局。错误的绿化标准导致

生物多样性丧失，城市的生态系统保护应倡导“尊重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采取合乎自然规律的“让杂草

长”绿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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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文明理念已经上升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战略
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建设生态文明，

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必须树立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生态环境

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各级领导干

部对保护生态环境务必坚定信念，坚决摒弃损害甚

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和做法，决不能再以牺

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历

史唯物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的最

基本关系，这种关系受到破坏，人类的生命就将终

结”。［１］生态文明理念即应在厘清人与自然的关系

后树立正确的观念和行为方式，而城市绿化方式是

否符合自然规律则关乎能否落实“尊重自然”的生

态文明理念。２０１７年３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的
《关于加强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工作的指导意见》要

求完善绿地系统，指出新思路应是 “乔灌草合理配

植，广种乡土植物，推行生态绿化方式”。

近年来，绿化在美化城市景观的同时也引起不



少社会争议。人工花草需频繁更换、频繁浇水，使用

化肥、农药；野草不需浇水、参差有序，但非人工栽种

的草种，因影响所谓的“市容”和“美观”而被拔除。

乡土杂草本是依各季植物按季节萌生，并非是目前

冷季型草坪终年季相不变。２０１５年５月中国园林
网《城市的“野草”不要拔，绿化的天敌不是它》［２］一

文，更点出了杂草被错误当作绿化的敌人这一错误

观点。本文试对两类北京市绿化标准进行分析，从

差序格局角度探讨杂草的自然规律，以期为城市绿

化提出建议。

一、相互矛盾的两类绿化标准

北京市绿化遵循的最新标准有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１日实施的《绿化种植分项工程施工工艺规程》
（ＤＢ１１／Ｔ１０１３—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 ４月 １日实施的
《城镇绿地养护管理规范》（ＤＢ１１／Ｔ２１３—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年４月 １日实施的《绿地节水技术规范》，①

这三个标准反映了两类相互迥异、相互矛盾的绿

化思想。例如，为了人工铺栽花草，《绿化种植分

项工程施工工艺规程》第５４１条规定：“原土过
筛／客土→找平、找坡→碾压→耙细→渣土清运”，
但不重视土壤和原有乡土植物资源的保护。而

《绿地节水技术规范》则与之相反，其重视对土壤

的保护和分析，如第３１条规定“绿地节水设计前
期应调查收集种植区域的地形、土壤、气象、水源

等基本资料”“土壤资料应包括土壤的种类、容重、

质地、土壤水分特性等”。

《绿化种植分项工程施工工艺规程》和《城镇绿

地养护管理规范》两个标准具有一致性，两者突出

的特点是铺种草卷、移栽草木；为追求整齐划一，对

修剪、除杂草、喷药、浇水等都有要求。

第一，修剪标准严格、修剪次数频繁。《城镇

绿地养护管理规范》第３１０条中，定义“生长季修
剪”是“自春初至秋末植物生长期内进行的修剪”。

从初春植物发芽开始就修剪不息，与传统文化中

对待植物的“不夭其生、不觉其长”生态智慧完全

不同。第４３１３条规定“草坪植物的修剪次数
依不同的草种、不同的管理水平和不同的环境条

件来确定”，其中，冷季型草“要定期及时修剪，使

草坪高度保持在６～１０ｃｍ”，远低于正常草的生长
高度（见表 １）。第 ４１４２条规定“在具野趣游
憩地段可采用机械割草，使其高矮一致”。野趣游

憩地段也需决定植物高矮，与“野情便山水”的“身

心重返土地”［３］相反。

表１　《城镇绿地养护管理规范》中北京

常用草坪植物的剪留高度

草 种
剪留高度／ｃｍ

全光照 树荫下

野牛草 ４～６

结缕草 ３～５ ６～７

高羊茅 ５～７ ８～１０

黑麦草 ４～６ ８～１０

匍匐翦股颖 ３～５ ７～９

草地早熟禾

４～５
（３、４、５、９、１０、１１月）

８～１０
（６、７、８月）

８～１０

小羊胡子 ８～１０ ８～１０

大羊胡子 ８～１０ ８～１０

第二，浇水的主要术语是“浇足浇透”“见干见

湿”。《绿化种植分项工程施工工艺规程》中对树木

灌水要求是：第１１４２１条规定“围堰灌溉常用于
乔、灌木灌溉，即用胶管引水入树堰进行浇灌”。第

１１７１条规定“除喷灌、滴灌外，其它灌水方式每次
灌水应浇足浇透、见干见湿”。第１５６１条规定草
卷、草块铺设“浇水做到见干见湿，每次都浇足浇

透”。《城镇绿地养护管理规范》中对草坪灌水要求

是：第４３２１条规定“除土壤封冻期外，人工草坪
应适时进行浇灌，每次要浇足浇透，浇水深度不低于

２０ｃｍ。雨季应注意排水，干热天气尤其是冷季型草
应适当喷水降温保护草地”。天然植物群落本有降

温作用，但绿化草却需喷水降温，这并不符合生态

规律。

第三，对杂草要“除小、除早、除了”。《城镇绿

地养护管理规范》中对树木除草要求为：第４１４１
条规定“在植物生长季节应不间断地进行中耕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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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做到除小、除早、除了”。第４３４１条规定“人
工建植的草坪要及时清除杂草，保持草坪纯度”。

根据草坪等级，严格规定杂草率分别为零、不超过

２％、不超过５％、不超过１０％，但这个标准不知是如
何确定的？杂草率越低表示病虫害防治越有成效？

即使是在推广草坪的美国，也没有这样严格的数字

要求（杂草率见表２）。
第四，频繁喷农药。如《城镇绿地养护管理规

范》第４３６２条规定“草坪病虫害以冷季型草最
为严重。化学防治应在５月初开始，此后根据病虫
害发生情况及时防治”。可见，从５月初开始喷洒
农药，对农药的污染危害尚不重视。

表２　北京市《城镇绿地养护管理规范》中“草坪养护管理质量等级”部分标准

项目 特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排灌 草坪无明显失水萎蔫现象 草坪基本无失水萎蔫现象 草坪无明显失水萎蔫现象 草坪无明显失水萎蔫现象

病虫害防治
（１）草坪草受害度≤３％
（２）无杂草

（１）草坪草受害度≤６％
（２）杂草率不超过２％

（１）草坪草受害度≤１０％
（２）杂草率不超过５％

（１）草坪草受害度≤１５％
（２）杂草率不超过１０％

绿色期
冷季型草不低于３００天，暖季
型草不少于２１０天

冷季型草不低于２７０天，暖季
型草不少于１８０天

冷季型草不低于２４０天，暖季
型草不少于１６０天

冷季型草不低于 ２４０天，
暖季型草不少于１６０天

　　第五，落叶不能归根。《城镇绿地养护管理规
范》第５２１条规定“绿地及绿地内景观水面应保
持清洁，无垃圾、杂物，无影响景观的干枯枝叶”。

即使落叶在绿篱里腐烂，不影响景观也不被风吹走，

也要用吹风机或者人工用钉耙把落叶费力扫除干

净，这导致精细呵护的纤细花草和绿篱下面是裸露

的土地，打断了自然修复规律。

反之，《绿地节水技术规范》重视整体生态系统

的保护，突出依赖耐旱型的天然乡土植物构成的乔

灌木群落。第６部分“节水植物配置”强调：“种植
设计宜根据立地条件优先选择使用生物学特性优良

的乡土植物和节水耐旱的园林观赏植物，乡土植物

指数不宜小于０７。宜控制冷季型草坪配置比例，
使其面积比例不高于绿地面积的３０％”。“植物配
置充分运用生态位原理，以乔、灌木为主体，以复层

植物群落结构为主导，构建节水型乔灌草配置模

式”。根据附录 Ａ中对常见园林植物耐旱性评估，
可以看出，目前北京普遍栽种的麦冬和玉簪耐旱能

力只是中等，并不节水。第７１条规定的灌溉方式
不再有胶管大水漫灌，更没有“见干见湿”“浇足浇

透”的用词。落叶覆盖能固碳、防尘、保墒，腐烂落

叶促进微生物滋长，有助于恢复土壤质量。为不让

土地裸露，第８２条规定：绿地内裸露区域为减少水
分蒸发“可选择枯枝落叶、碎木片、木屑、树皮、卵石

等材料进行覆盖”。

虽然《绿地节水技术规范》于２０１６年４月开始

实施，但因其与《绿化种植分项工程施工工艺规程》

《城镇绿地养护管理规范》等现有标准相互矛盾，所

以实际中依然采用以频繁浇水、修剪、拔草、喷药等

为特征的精细管理方式。

二、差序格局：从人类社会到自然界

费孝通先生当年提出“差序格局”和“团体格

局”概念研究中西社会，多年来不仅人类学和社会

学领域的关注经久不衰，管理学领域也运用这一

理论分析微观企业。孟凡行和色音（２０１６）认为
“差序格局”可能是一个由横向的“差”和纵向的

“序”交叉构成的立体多维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个

框架大体包括“差序格局”的立体结构和人的行动

实践两个方面，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４］从 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以来，生态系统是具有若干组织层次
（或水平）的天然等级系统理论（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ｔｈｅｏｒｙ）
为理解生态组织结构、功能和动态的复杂性提供

了新的理论框架。［５］中华文明师法自然，而自然虽

受人类活动影响，但不可能师法人类社会。“创建

城市园林绿化特色不仅要有城市绿化覆盖率、建

成区绿地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及丰富的植物种

类等量的标准，而且在质的方面要能较好地体现

生态学、自然美、人文性、科学性和艺术性等方面

的综合要求。实现城市园林绿化的有效途径是模

拟自然植物群落”。［６］基于此，本文尝试以差序格

局作为绿化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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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生态文明是以“天人合一”“人与自然

为一体”为基石。古代提出“万物各得其乐以生，各

得其养以成”“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等观念，体

现出尊重万物生长的生态智慧。动植物、土壤、微生

物相互之间又怎能是“好像是一捆柴，几根成一把，

几把成一扎，几扎成一捆，条理清楚，成团体状态”

的单一关系呢？聂传朋等（２０１４）发现因人工草坪
植被单一，昆虫多样性和均匀度都不如自然草地，且

害虫多依赖草坪生活，害虫的天敌则依赖草坪周边

各类杂草上的植食性昆虫生活，建议增大草坪内及

其周边环境的植物多样性。［７］该研究验证了人工铺

栽的单一草坪植物会聚集性态相似的害虫，造成虫

害，而立体多维的的植物多样性会增加昆虫物种的

相互制衡。

多样性的微生物土壤环境构建了健康生态。

“健康多样性的土壤不仅对食物生产十分重要，它

们还维持着物种和生态系统多样性，并对恢复遭到

破坏的土壤景观也有帮助。”［８］将团粒湿地般土壤

筛成粉尘状，将固土保湿的杂草根除尽，会不会使土

壤板结越严重？大量的物种如何在同一生境内持续

生存是生态学中一个重要问题，叶万辉（２０００）认为
维持群落物种多样性的内因是物种生物学和生态学

特性的差异，通过生境资源利用的分化与互补，使多

物种在同一生境下的稳定共存成为可能；外因是群

落生境具有小尺度的差异，生境异质性是其物种多

样性维持的基础，并影响着群落的组织过程。［９］自

然界是多样性的差序格局，土壤、动植物个体和种

群、昆虫、微生物、苔藓和菌类、空气、水等相互依存

的关系不是一蹴而就，需要时间的积累才形成健康

的群落生态系统，非人工可拟。正如树木有年龄，可

持续的自然植物群落也有其因时间而形成的年龄。

北京市两类绿化标准的矛盾体现在侧重于人工铺栽

花草还是尊重自然规律。

三、春风未必吹又生：依季节而次第

萌生的纵向时序格局

　　城市绿化多见人工铺栽花草，自然生长的本土
杂草被厌恶嫌弃而遭频繁拔除，其实杂草本是景观

的部分。自然万物皆有对立统一的关系，植物本相

生相克、相互依存，但杂草在城市绿化中难逃被人工

栽种花草赶尽的命运。即使是成本低廉、观赏期长

的野花组合绿化方式也排斥杂草，有建议“一是播

种前要尽量清除杂草；二是播种时种子尽量混匀、播

匀；三是播种后种子萌发期间要保证浇水量；四是播

种后１个月左右的人工除草工作要精细”。［１０］北京
历史上湿地资源充沛，乡土植物种类丰富，自然生长

的乡土杂草扎根深、抗干旱，具有人工栽种草种不可

比拟的优势。李良松等（２０１１）确认北京永定河流
域共有药用植物１７９０种，其中永定河两侧大堤范围
内的药用植物有２３５种，这些乡土药用植物有利于
身体健康、有利于废水废气吸附、有利于河道的安

全，具有珍贵价值。［１１］但这些杂草大多在河岸绿化

和硬化过程中被消灭殆尽。

按时间动态纵向分析，杂草具有依照季节特性

依序生长的特点。北京是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和初

春干燥少雨的气候，与此相适应，不同于一年四季不

变的外来冷季型或暖季型草种，北京的乡土植物也

具有时节特点，一年生、二年生、多年生等草本植物

是依时节和雨水量次第生长，如“抱茎苦荬菜的物

候期是秋季萌发成莲座叶丛状，１１月初植株进入枯
黄期；翌年春季３月上旬开始再次萌发，返青后，植
株进入快速生长，４月初出现顶花序，４月下旬进入
花果期”。［１２］北方城市早春时节（通常３～５月）的
人工栽种植物还未复苏，“但乡土野草花期较早、色

彩丰富，可以填补早春色彩缺乏的空白”。［１３］当初春

人工栽种的麦冬等绿化草一片枯绿或枯黄时，先锋

物种二月蓝、荠菜、车前草、斑种草、紫花地丁、黄芪、

夏至、扁蓄、独行菜等野草竞相摇曳生姿；到了６月
雨水充足时节，这些早春植物开始结籽枯黄而落，而

马唐草、虎尾草、牛筋草、马齿苋等开始随雨季蓬勃

而出。天坛公园利用二月蓝和抱茎苦荬菜等野生地

被花期前后接替或同期相嵌规律，营造近自然植物

群落的野生草地，生物多样性高，具有良好的景观效

果和节水效益。

不同于需要经常割草的人工铺栽草坪草，不同

季节开花、结籽的众多乡土杂草和伴生的昆虫为小

鸟等各种动物提供了不同时节的食物，也为在自然

中受伤的动物准备了天然的药草，形成了良性循环

的栖息环境，使生态持续演替。天然杂草这样井然

有序构成的时序格局远比单一的外来冷季型或暖季

型草种绿色期要长。杂而有序正是其可贵的生态优

点和自然审美。“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９２第５期　　　　　　　 崔新婷：杂而有序的乡土野草：差序格局视角下的城市绿化观



天然乡土草并非一年四季只有一种草生长，而是依

先后次序展现千奇万变面貌，岂是人工呵护的四季

季相单调的外来草可比拟？

四、远近高低各不同：生态系统具有

异质性的横向依存格局

　　按空间横向静态分析，同一时点的乡土植物具
有异质性。“天然的生态系统具有多种多样的异质

性（或称多样性），这包括物种组成上的异质性、空

间结构上的异质性、年龄结构上的异质性以及资源

利用上的异质性等”。［１４］“生物多样性尤其是本地

物种的丧失将造成生态系统内的生产能力和分解能

力的改变，进而破坏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使得整

个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压力”。［１５］一片草地上多种高

低不一、参差有序、不同年龄不同种类的乡土植物并

存，体现出自然的和谐与交替。因各类植物不断长

出幼苗，不同年龄的草木自然而成天然林。反之，城

市绿化标准以人工栽种模式为主，正如北京市绿化

标准所要求的对杂草“除早、除小、除了”，频繁除天

然草、浇水、喷药、清除落叶等养护行为造成了人工

维护的植物品种和年龄单一，在同一时点却没有了

自然形成的不同种类、不同年龄结构的小草、树木，

因没有腐叶供给养分，也没有了微生物良性生长环

境。无论哪个季节，单一绿地上的人工草都具有相

同的草龄和高度，同一块人工林的树木具有相近的

树龄，自然长出的小草、树苗被绿化当作杂草根除；

即使是乔灌木组合，也是人工同一时间栽种，不是自

然生长的不同年龄植物。

城市绿地上天然的一花一草都有其生存的野

趣，只是缺少了欣赏的观念，而多了拔草、喷药、割

草等规范标准化的人工如机械般作业。城市绿地

上或许会出现珍贵的国家保护植物物种，但是却

有可能因拔草行为而被铲除，如复旦大学校园草

坪上就曾出现少见的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的幼

草。［１６］作为植物物种资源丰富多样的北京，人工频

繁拔除天然草的绿地中是否也会出现国家级珍贵

的杂草？

不仅植物之间具有异质性和相生相克关系，

植物和土壤、昆虫、动物之间也具有相互依存的关

系。当植被破坏，土壤也会发生变化。土壤是珍

贵的自然资源，土壤变化具有潜伏性与不可逆性。

潘根兴等（２０１５）强调：由于土壤是矿物质、有机
质、生物质高度复合和关联的复杂生态系统，任何

干扰都会通过土壤这个复杂系统中相互作用而使

土壤过程、功能与服务出现复杂变化，通过长期的

积累和演进而导致地球表层系统过程或功能的激

变甚至可能是灾变。人类措施可以快速改变或者

恢复地表或土被结构，但是极难恢复生态系统功

能及服务。例如，石漠化治理中植被可以在较短

时间内恢复，但并不能显著地提升土壤质量与功

能，因而短期内并不能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及其对

社会的支撑能力。［１７］

不同年龄和种类草木组成的天然复合层次植

物群落在城市绿化中被破坏，虽然北京市绿色葱

葱，但拔杂草、喷农药等方式不仅无益于保护昆

虫、鸟类、土壤、微生物等生物多样性，反而破坏了

生态平衡。纵横交错、高低不一的天然植物群落

正是中国物种多样性的表现。自然生态里小草没

有分等级，城市绿化中不是种庄稼，何必人为鄙视

自己的乡土草种，将对人类最有益的乡土杂草视

为恶草划分为劣等公民以消除之而大快呢？如果

真是要划分，也是应该将最有益的乡土杂草给予

最尊崇的地位吧。

五、结语

这个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免费的：空

气、阳光、自然河流、天然林、野生动植物、秀美山川。

目前，很多城市在投入巨资进行绿化建设，频繁浇

水、修剪草皮、喷农药，在精细管理下拔除一株株最

不需要人管理但却最有益于土壤和空气的乡土杂

草，一株株精心呵护的花草下面却是裸露和日渐恶

化的土壤。

近代法学家沈家本认为：“况乎养民之道，在乎

因势利导，必使人人能自为养，而后可以无不养。若

不为之筹自养之路，而但作苟且之图，则立达无方，

博济亦徒存虚愿而已。”［１８］民生如此，经济如此，生

态更应如此。经济发展要尊重市场规律，在雾霾、水

资源匮乏等严峻现状下，生态文明更要尊重天然乡

土草木的差序格局规律。回归传统生态文化自信，

回归尊重自然的“不夭其生、不觉其长”传统智慧，

让杂草长，抛弃拔杂草、喷药等破坏生态的绿化精细

管理标准，尽快落实《关于加强生态修复城市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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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指导意见》中要求的生态绿化方式，让城市

绿地的植被能自我循环、自我生态修复、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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