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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82/2021_2022__E7_BB_BF_

E5_9C_B0_E6_99_AF_E8_c61_182740.htm 园林艺术是我国的国

粹，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中国园林象诗，因为它含蓄

；中国园林象画，因为它耐看；但中国园林既不是诗，也不

是画，而是传承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由自然和人工巧妙结合的

生命体，一年四季都蕴涵着勃发的活力。应该说，世界上园

林的样式和风格很多，但真正能体现“可持续发展”和谐理

念、体现艺术和自然结合而不留斧痕的恐怕首推中国园林了

。地处江南水乡的上海具有健康发展中国园林艺术得天独厚

的优势，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城市建设蓬勃发展的上海，无论

公共绿地，还是房产中的景观工程，都难觅中国园林艺术的

踪影。 国际大都市的建设应有“个性” 上海不应仅仅满足于

经济都市的地位，还应大力打造文化都市，注重“文化力”

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只有建设经济都市与建设文化都市并重

，上海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级大都市。没有个性的城

市就是没有文化的城市。综观世界名城，泰国曼谷为“佛庙

之都”；法国巴黎是“博物馆之都”；意大利威尼斯称之为

“水城”；俄罗斯的莫斯科是“图书馆之都”；美国波士顿

既是现代工业城市，又是拥有哈佛、麻省的“文化之都”。

这些城市性格鲜明、特点突出，没有人怀疑它们文化都市的

地位。和这些文化都市相比，上海所谓的都市文化里似乎多

了几分小气，多了一些对科技的炫耀，却缺乏深厚的人文气

质，多了一些现代性的浮躁，而少了一些传统性的凝重。上

海原先已具鲜明文化特征的里弄文化、江南园林文化所存无



几。这与努力成为现代化、国际化、时尚化，形成浓厚人文

精神的发展目标极不相符。 “海纳百川”的文化定位应有“

核心” “海纳百川”作为上海文化定位无可厚非，但“海纳

百川”不等于有着各种各样洋名的楼盘或别墅群，不等于绿

地景观也按“洋”度身定做；不等于到处是大幅草坪、几何

花园；不等于洋式的、印象派的、甚至莫名其妙的雕塑或塞

纳河畔、伦敦塔下的世界名胜等不伦不类的东西充斥大街小

巷；更不等于不根据地域、气候、土地差异，随处种植所谓

的“异域名贵植物“。”海纳百川”应有自己的“核心”，

而这一“核心”毫无疑问地应该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

上的“容纳并蓄”。 绿地景观的发展应有“母体” 意大利新

理性派的阿尔多罗西在其洋洋大观的《城市建筑学》一书中

认为：城市是由它的标志和母体组成，二者缺一不可。标志

可以更改，但母体却始终隐藏于人们的头脑中，成为阅读和

识别城市的重要基础。不容置疑，上海绿地景观建设的“母

体”应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东方园林艺术”。

因为： 绿地景观也反映和表达社会各种价值观，包括哲学、

经济和美学等观念；在崇尚和谐发展的今天，难道我们的城

市想削弱这些与生俱来的本土价值观吗？ 绿地景观应引导人

们的生活模式。“忠孝两全”的伦理思想、“虽由人作，宛

自天开”的生活意境是现代中国人值得张扬的生活模式。难

道我们是想推广“无中心即多中心”的生活理念吗？ 绿地景

观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它开拓了一条人际对话的重要渠道。

尽早确立上海绿地景观语言，可以帮助人们阅读加深对中华

民族或上海地域整体文化的了解。 绿地景观的营造方式和职

业特点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社会人际关系发展的目标。上海



人际关系发展的方向就应是中国园林所表达的“和谐自然”

。在上海现代化的进程中，多一点文化思考，让上海的绿地

、景观工程多一些中国文化的特色。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