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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7_82_E8_AE_BE_E8_c61_296080.htm 引言： 景观是人类

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道德的反映，是人类的爱和恨，欲

望与梦想在大地上的投影。而景观设计是人们实现梦想的途

径。农业时代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和崇拜，不敢有违天地之格

局与过程，便用心目中的宇宙模式来设计神圣的景观，以祈

天赐福；中世纪的欧洲，神权高于一切，万能的上帝成为人

类生活和设计的中心，因此有了以教堂为中心的城市和乡村

布局形式。文艺复兴解放了人性和科学，因为有以人为中心

和推崇理性分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才有几何对称和图

案化的理想城市模式和随后的巴洛克广场及园林设计，甚至

于将自然几何化。工业革命带来了新的设计美学，机器成为

万能的主宰，因此，才有了柯布西埃的快速城市模式，城市

为机器而设计，并最终也变成了机器。 20世纪60～70年代开

始，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把人们从工业时代的富

足梦想中唤醒；Lynn White揭示了环境危机的根源来自西方

文化的根基，即“创世纪”本身，而Garrett Hardin 的“公有

资源的悲剧”则揭示了资源枯竭来源于人类的本性和资本主

义经济的本质；Donella Meadows则计算出地球资源的极限，

警示了人类生存的危机。所有这些都把设计师们从对美与形

式及优越文化的陶醉中引向对自然的关注，引向对其他文化

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在此背景下，产生了In McHarg

的“设计尊重自然”，也产生了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生态设计

，包括建筑的生态设计、景观与城市的生态设计、工业及工



艺的生态设计等等。自然辨证法是关于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

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的科

学，其研究目的就是为了合理地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景观

设计作为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活动，必然要遵循自然辨

证法。系统观、辨证观和科学观组成了自然辨证法理论体系

，本文从这三个方面对景观设计进行哲学的思考，以启迪思

维，开阔思路。 一、系统观现代系统观认为，事物的普遍联

系和永恒运动是一个总体过程，要全面地把握和控制对象，

综合地探索系统中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

系统与系统的相互作用和变化规律，把握住对象的内、外环

境的关系，以便有效地认识和改造对象。 这一观点着重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自然界没有废物 每一个健康生态系

统，都有一个完善的食物链和营养级，秋天的枯枝落叶是春

天新生命生长的营养。公园中清除枯枝落叶实际上是切断了

自然界的一个闭合循环系统。在城市绿地的维护管理中，变

废物为营养，如返还枝叶、返还地表水补充地下水等就是最

直接的生态设计应用。 第二、自然的自组织和能动性 自然是

具有自组织或自我设计能力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

一个系统当向外界开放，吸收能量、物质和信息时，就会不

断进化，从低级走向高级。进化论的倡导者赫胥黎就曾描述

过，一个花园当无人照料时，便会有当地的杂草侵入，最终

将人工栽培的园艺花卉淘汰。Gaia理论告诉我们，整个地球

都是在一种自然的、自我的设计中生存和延续的。一池水塘

，如果不是人工将其用水泥护衬或以化学物质维护，便会在

其水中或水边生长出各种水藻、杂草和昆虫，并最终演化为

一个物种丰富的水生生物群落。自然系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远远超出人为的设计能力。与其如此，我们不如开启自然的

自组织或自我设计过程。如景观设计师Michael van

Valkenburgh 设计的General Mills 公司总部（位于Minneapolis

，Minnesota）。的项目中，设计师拟自然播撒草原种子，创

造适宜于当地景观基质和气候条件的人工地被群落，每年草

枯叶黄之际，引火燃烧，次年再萌新绿。整个过程，包括火

的运用，都借助了自然的生态过程和自然系统的自组织能力

。 自然是具有能动性的，几千年的治水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

对待洪水这样的自然力，应因势利导而不是绝对的控制，古

人李冰父子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设计的成功之处，也在于充分

认识自然的能动性，用竹笼、马槎、卵石与神为约，造就了

川西平原的丰饶。大自然的自我愈合能力和自净能力，维持

了大地上的山青水秀。生态设计意味着充分利用自然系统的

能动作用。 第三、边缘效应 在两个或多个不同的生态系统或

景观元素的边缘带，有更活跃的能流和物流，具有丰富的物

种和更高的生产力。如海陆之交的盐沼是地球上产量最高植

物群落之一。森林边缘、农田边缘、水体边缘以及村庄、建

筑物的边缘，在自然状态下往往是生物群落最丰富、生态效

益最高的地段。然而，在常规的设计中，我们往往会忽视生

态边缘效应的存在，很少把这种边缘效应结合在设计之中。

在城市或绿地水系的设计中，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水陆过渡带

上生硬的水泥护衬，本来应该是多种植物和生物栖息的边缘

带，只有曝晒的水泥或石块铺装；又如在公园里丛林的边缘

，自然的生态效应会产生一个丰富多样的林缘带，而人们通

常看到的是修剪整齐的草坪；又如，建筑物的基础四周，是

一个非常好的潜在生态边缘带，而通常我们所看到的则是硬



质铺装和单一的人工地被。除此之外，人类的建设活动往往

不珍惜边缘带的存在，生硬的红线把本来地块之间柔和的边

缘带无情地毁坏。所以与自然合作的生态设计就需充分利用

生态系统之间的边缘效应，来创造丰富的景观。 第四、生物

多样性 自然系统是宽宏大量的，它包容了丰富多样的生物。

生物多样性至少包括三个层次的含意，即：生物遗传基因的

多样性；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多样性维

持了生态系统的健康和高效，因此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基

础。与自然相合作的设计就应尊重和维护其多样性，"生态设

计的最深层的含意就是为生物多样性而设计".为生物多样性而

设计，不但是人类自我生存所必须的，也是现代设计者应具

备的职业道德和伦理规范。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根本是保持

和维护乡土生物与生境的多样性。自然保护区、风景区、城

市绿地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后堡垒。曾一度被观赏

花木和栽培园艺品种和唯美价值标准主导的城市园林绿地，

应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最重要的设计指标。每天都有物种

从地球上消失的今天，乡土杂草比异国奇卉具有更为重要的

生态价值；五星瓢虫和七星瓢虫是同样值得人们珍爱的，勤

于除草施肥、城市绿地管理者的形象不应是打药杀虫的小农

。通过生态设计，一个可持续的、具有丰富物种和生境的园

林绿地系统，才是未来城市设计者所要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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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