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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片是《赤壁》。 真实的赤壁故事早已为大家所熟知，如果

导演只是按原有历史题材去拍摄，将很难有所作为；此外，

要把观众吸引到电影院，就应充分考虑现代人的审美情趣。

据笔者观察，观众普遍对《赤壁》反映不错，一些情节和人

物融入当代人的审美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所有的艺术都

是相通的，景观设计同样应该如此。其实，每一个景观设计

师都是一个导演，场地是这部大片的背景，设计元素是导演

的“道具”，而如何去演绎场地上的“故事”则需要设计师

用心去构思、推敲。那么，谁是这部景观大片的主角呢？是

设计场地的“导演”和将要出现在大片中的人。 我国古典园

林曾经留下辉煌，甚至成为今天人们的模范而难以逾越。从

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今天中国园林在世界大舞台上很难有所

作为的根本原因。 2002年，北京大学教授俞孔坚设计的广东

中山岐江公园荣获美国ASLA荣誉设计奖，这是中国本土设计

师的设计项目首次获此殊荣。面对该公园的改造旧址，很多

设计师都提议用中国古典园林的艺术手法，唯独俞孔坚认为

应该认真对待场址上废弃的厂房、机器在他看来，这是这块

场地留下来的“灵魂”。创新有时是需要坚持、需要勇气的

，俞孔坚坚持认为自己的设计必将给生活于此的人们带来心

灵震撼和美好回忆，最终，甲方采用了其建议。 北京林业大

学教授王向荣说：“园林的发展并不用刻意去对历史进行传

承，更不应做一些无中生有、牵强附会的东西，当一个设计



作品与当今的中国社会和当地大众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时

，就能够适应新的时代变化，在某些方面也能够引导新的时

代变化。”面对厦门圆博园旧址，他没有采用惯用的推平重

建，而是充分尊重场地原有的肌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

设计，使得生活于此的人们对这块场地有了更深的感情。该

作品得到国际景观设计界的肯定，被评为2007年ASLA协会荣

誉规划奖。 如何导演现代景观大片，这是摆在每个景观设计

师面前的话题。我们应该采用现代艺术手法及价值观去审视

现在的景观艺术，用合适的道具和故事情节去展现。正如我

们保护遗产已经从故宫、万里长城“突围”一样，景观设计

师也应该从传统思维“突围”，别忘了去关心那些刚刚过去

的甚至今天存在的生存方式及艺术，因为景观设计本身就是

对生活的一种体现。 同样的道理，可能并不仅仅存在于景观

设计这一个领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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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