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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6_99_AF_E8_c57_614102.htm 近二十年来，随着

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战略的推进，与城市建设紧密相关

的如建筑、规划、景观等专业亦蓬勃发展起来。特别是，人

们日益提高的审美情趣和对生活品质的需求意味着景观“春

天”的到来。在城市建设的大潮中，越来越多或雷同、或抄

袭的低品质城市景观让我们对中国景观设计师的创意能力产

生怀疑。中国的景观格局正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逐渐变得语焉

不详。 无知者无畏？正如改革开放初期建筑界出现的欧陆风

一样，打开国门之后的中国设计师对西方景观也趋之若鹜。

规模宏大的市政广场，轴线对称的景观布局，在迎合了领导

们的景观审美的同时，却增加了城市的相似度；小区景观中

东南亚风情比比皆是，加纳列海藻随处可见；“拿来主义”

盛行，感觉不错的景观却在书中找到外国“样板”。 除了模

仿和跟风，还有另一种主题公园式的“中国特色”，就是简

陋的异地重现。诸如破败不堪的沙坪公园微缩景观，杂草丛

生的华西世界公园，这些不合格的微缩景观，在有识之士看

来是近乎荒谬的景观事件，然而却在许多地方以不同的形式

不断地重蹈覆辙。 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地审美

层次、经济发展参差不齐，或许我们可以将这些无所畏惧的

景观百态视作为成长的代价，然而更多的时候，景观的建设

已经超出了审美和体验的目的，被物化成一种致富的工具或

是政绩的表现。存在并非就是合理的，如此低层次的景观繁

荣必然是充满泡沫，对中国景观设计行业的成长和发展都是



十分不利的。 设计创意流失 那么中国是否就没有充满创意的

景观设计师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中国景观设计学生作品屡

屡在国际上获得大奖，海归派设计师设计作品屡受国际好评

就是最有力的证明。那是什么原因让周遭的建成环境总是有

着这样那样的不如人意和创造力贫血呢？专业人士的共识是

，景观行业的运行程序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创意流失。 首先

是立项环节。大量公共景观项目由于领导对业绩的急于求成

，设计周期过快，造成设计人员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得不东

拼西凑疲于应付。不少开发商将景观视作建筑的配套工程，

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资金，景观师不能先期进驻，而且景

观设计师的劳动不能得到应有的回报，景观工程草草了事，

设计质量便得不到保证。 而设计环节的问题也存在。中国业

主惯用具象思维，急功近利的他们更相信真实建造出来的景

观而非虚无缥缈的蓝图。为了迎合业主，设计师变成了绘图

员。设计师专业素养的良莠不齐，景观设计师职业认证制度

的缺位，使得设计项目的获得过多地依靠人际关系，而非设

计水平。招投标迷雾重重，设计质量的参差不齐也就不能避

免了。 设计与施工脱节则是议论最多的话题。天马行空的设

计创意在施工的同时大都需要适当的修改和完善，但往往设

计和施工图分属两家单位，交流的缺乏和职业素养不高往往

造成设计方案被肆意篡改，以致面目全非。此外施工队能力

不达标，“没有金刚钻，也敢揽瓷器活”的施工队伍俯拾皆

是。为了赶工期进度，“施工先行，图纸跟上”的现象也屡

见不鲜。 教育缺失 与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创造力

培养仍旧处于落后地位，中国的景观设计教学中或多或少存

在着一些与创造力培养相悖的现象。如教学方法以灌输式的



设计技能培训为主，景观设计方法教学浮于表面，学生仅在

课程实践中学习设计的程序和要点，缺乏足够的理性抽象方

法论指导，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一方面，除了低年级的

建筑设计基础课程(平面、立体构成等)和美术课(以静物写生

为主)，没有更多的创意方法训练必修或选修课程；另一方面

，景观课程不足(主要出现在农林院校的景观专业)，以植物

类课程为主。而教学中对创意的鼓励程度也不够，甚至以“

貌”(图面效果)打分。有些教师自身缺乏创新意识，在教学

中对模仿与借鉴的把关不严。 景观设计作为现在城市建设相

关的三大学科之一，同时也是现代创意产业的一部分，对创

造力的强调毋庸置疑。然而面对中国基础教育中创造力教育

缺位，高等专业教育阶段有必要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创造力

的开发和训练，以弥补基础教育对设计专业人员基本创新素

质培育的不足。因此，笔者建议，中国的景观设计教学有必

要在景观专业课程体系中，增加景观设计创意方法的训练课

程和相关理论的研究，作为景观设计专业基础教学体系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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