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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夹 摘要： 毋庸置疑，景观设计是一门艺术，它与其他艺术

形式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现代景观设计从一开始，就从现

代艺术中吸取了丰富的形式语言。对于寻找能够表达当前的

科学、技术和人类意识活动的形式语汇的设计师来说，艺术

无疑提供了最直接最丰富的源泉。 关键词： 生态建筑 景观建

筑 景观设计与艺术 毋庸置疑，景观设计是一门艺术，它与其

他艺术形式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现代景观设计从一开始，

就从现代艺术中吸取了丰富的形式语言。对于寻找能够表达

当前的科学、技术和人类意识活动的形式语汇的设计师来说

，艺术无疑提供了最直接最丰富的源泉。从现代艺术早期的

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风格派、构成主义，到后来的极简

艺术、波普艺术，每一种艺术思潮和艺术形式都为景观设计

师提供了可借鉴的艺术思想和形式语言。今天，艺术的概念

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美” 不再是艺术的目的和评判艺

术的标准。艺术形式层出不穷，纯艺术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

的界限日渐模糊，艺术家们吸取了电影、电视、戏剧、音乐

、建筑、景观等的创作手法，创造了如媒体艺术、行为艺术

、光效应艺术、大地艺术等等一系列新的艺术形式，而这些

反过来又给其他艺术行业的从业者以很大的启发。 绘画由于

自身的线条、块面和色彩似乎很容易被转化为设计平面图中

的一些要素，因而一直影响着景观设计的发展，追求创新的

景观设计师们已从现代绘画中获得子无穷的灵感。 20世纪初



，立体派画家毕加索（Pablo Picasso 1881~1973年）和布拉克

（Georges Braque l882～1963年）的画面中出现了多变的几何

形体，出现了空间中多个观点所见的叠加，在二维中表达了

三维甚至四维的效果。他们的观念对艺术界有深刻而直接的

影响。 1930年代出现的超现实主义绘画中描绘了许多生物形

态，艺术家阿普（Jean Arp 1887~1966年）和米罗（Jean Miro

18931983年）作品中大量的有机形体，如卵形、肾形、飞镖

形、阿米巴曲线，给了当时的设计师新的语汇。 1949年代，

美国景观设计师丘奇（Thomas Church 19021978年）将新的视

觉形式运用到园林中，同时满足所有的功能要求。“立体主

义”、“超现实主义”的形式语言被他结合形成简洁流动的

平面。 巴西著名景观设计师布雷。马克斯（Roberto Burle

Marx l909~1994年）本身是位优秀的抽象画家，他认为，艺术

是相通的。景观设计与绘画从某种角度来说，只是工具的不

同。他用大量的同种植物形成大的色彩区域，如同在大地上

而不是在画布上作画，他曾说，“我画我的园林”（I paint

my Gardens），这正道出了他的造园手法。从他的设计平面

图可以看出，他的形式语言大多来自于米罗和阿普的超现实

主义绘画，同时也受到立体主义的影响。 从二战前一直到今

天，立体派和超现实派的作品对设计师有着持续的影响

。1998年建成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卡拉斯科广场（Carraseoplein

，Adriaan Geuze设计），以草地，柏油路面和路面上白色的

圆点阵列为元素，在地面上设计了一个二维的超现实主义画

面，加上场景中奇异的光、声和移动的火车，使这个空间具

有了超现实主义的神秘气氛。 2003 年，北京多义景观规划设

计研究中心设计的北京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休闲广场，把对生



命的结构规律的理解转换为设计的语汇，将铺装场地、植物

、水体、平台、条石凳、攀缘架等不同的景观分为不同的层

，然后再将这些层叠加在一起，形成看似复杂，实则统一于

特定的规律与秩序的景观结构。设计中可以看到立体主义与

超现实主义的一些形式吾言。 风格派的设计思想曾影响到众

多的设计领域，它的形式语言对现代建筑运动起到了重要作

用。建筑师古埃瑞克安（GaBriel Guevrekan l9001970年）1927

年完成的位于法国南部Hyeres的别墅庭院设计，打破了狭小

基地的限制，以铺地砖和郁金香花坛的方块划分三角形的基

地，设计中吸取了风格派特别是蒙德里安的绘画的精神，是

充分利用地面并进入第三维的构图设计。 密斯。 凡。德。罗

设计的1929年巴塞罗那世界博览会德国馆被认为是开创了建

筑的风格派空间。受此启发，美国景观设计师埃克博

（Garrett Eckbo 1910~2000年）在设计中运用了许多现代建筑

的空间构成形式，尤其是类似于巴塞罗那世界博览会德国馆

的空间模式。他深信，现代形式与社会目的在设计过程中能

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1955年的米勒花园（Miller Garden）设

计中，美国景观设计师克雷（Dan Kileyl912~）在紧邻住宅的

周围，以建筑的秩序为出发点，将建筑的空间扩展到周围的

庭院空间中去。米勒花园与巴塞罗那德国馆有很多相似之处

，在米勒花园中，克雷通过结构（树干）和围合（绿篱）的

对比，接近了建筑的自由平面思想，塑造了一系列室外的功

能空间。 2003年，北京多义景观规划设计研究中心完成的中

关村软件园信息中心环境设计，将信息中心的建筑空间与立

面形式转换为设计语言，使景观具有风格派的空间特点。 在

西方历史上，雕塑与园林有着密切的关系，雕塑一直作为园



林中的装饰物而存在，即使到了现代社会，这一传统依然保

留。而现代雕塑对景观的实质影响，是随着它自身某些方面

的发展才产生的。随着一部分雕塑不断地走向抽象，走向室

外，扩大尺度和使用各种自然材料，与景观作品愈加接近，

这两种艺术的融合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较早尝试将雕塑

与景观设计相结合的人，是艺术家野口勇（Isamu Noguchi

1904~1988年）。野口勇曾说：“我喜欢想像把园林当作空间

的雕塑。”这位多才多艺的日裔美国人一直致力于用雕塑的

方法塑造室外的土地。野口勇是艺术家涉足景观设计的先驱

者之一，他的作品激励了更多的艺术家投身景观领域。今天

，艺术家参与创作的景观作品比比皆是。 1960年代以后，西

方艺术界新的思想不断涌现，概念艺术、过程艺术、极简艺

术等成为艺术界的新动向。对景观艺术影响最大的是极简艺

术和与它密切联系的大地艺术。 极简主义（Minimalism）是

一种以简洁几何形体为基本艺术语言的艺术运动。大多数的

极简艺术作品运用几何的或有机的形式，使用新的综合材料

，具有强烈的工业色彩。极简主义的思想和作品不仅促进了

大地艺术的产生，而且影响了二战后的景观设计。 以追求极

简主义风格而著称的美国设计师沃克（Peter Walker 1932~）

，其作品在现代主义的基础上吸取了当代艺术的营养，既新

颖前卫，又不失典雅大方。他的设计在构图上强调几何和秩

序，多用简单的几何母题如圆、椭圆、方、三角，或者这些

母题的重复，以及不同几何系统之间的交叉和重叠。 材料上

除使用新的工业材料如钢、玻璃外，还挖掘传统材质的新的

魅力。通常所有的自然材料都要纳入严谨的几何秩序之中，

边缘整齐严格，体现出工业时代的特征。种植也是规则的，



树木大多按网格种植，整齐划一，灌木修剪成绿篱，花卉追

求整体的色彩和质地效果，作为严谨的几何构图的一部分。 

沃克设计的柏林索尼中心环境中，丰富的室内外空间转化和

神秘的景观变化是用简单的植物种植和一些工业材料如不锈

钢和玻璃以简单、重复的形式来塑造的。与沃克的许多作品

一样，光在这里不仅仅起到照明和引导的作用，同时也是作

为一种艺术形式而存在。这个作品中显然可以看出当代艺术

如极简艺术、光效应艺术的影响。 美国景观设计师施瓦茨

（Martha Schwartz 1950~），曾学习艺术，由于对于现代艺术

运动和艺术家的熟悉，她从艺术中获得更多的灵感，因此与

多数景观设计师相比，作为景观设计师和艺术家双重身份的

施瓦茨，作品更为大胆。她的作品的魅力在于设计的多元性

，她的风格从整体上看倾向于波普和后现代，但也有一些作

品表现出极简主义的影响。1979年施瓦茨为自己家设计的面

包圈花园（Bagel Garden），以自己的方式对景观规划设计行

业的准则提出了挑战，曾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20 世纪后半叶

，对景观形式的变化与发展影响最大的艺术形式，也许是“

大地艺术”。大地艺术继承了极简艺术的抽象简单的造型形

式，又融合了过程艺术、概念艺术的思想，成为艺术家涉足

景观设计的一座桥梁。在大地艺术作品中，雕塑不是放置在

景观里，艺术家运用土地、岩石、水、树木和其他材料以及

自然力等来塑造、改变已有的景观空间。著名的大地艺术作

品有艺术家史密森（Robert Smithson l938~1973年）的“螺旋

形防波堤”、德。玛利亚（Walter De Maria 1935~）的“闪电

的原野”和克里斯多（Jaracheff Christo 1935~）的一些“包扎

”作品等。 大地艺术因其将自然环境作为创作场所，因而成



为许多景观设计师借鉴的形式语言，同时，艺术家也纷纷涉

足景观设计的领域，许多作品往往是景观师和艺术家合作完

成的，这也更促进了景观与雕塑两种艺术的融合与发展。经

过几十年的发展，今天大地艺术已成为景观设计的有效手段

之一，在很多室外环境设计中，都可以看到大地艺术的影子

。在大地艺术中，雕塑与景观紧密融合，不分你我，以至于

目前许多景观设计的作品也同时被认为是大地艺术。 德国萨

尔布吕肯市港口岛公园（Burgpark Hafeninsel，Peter Latz设计

）是在二战中被炸毁的煤炭运输码头上建造的，设计师用基

址上的废墟瓦砾，在公园中构建了一个巨大的方格网，作为

公园的骨架，以此来唤起人们对 19世纪城市历史面貌片段的

回忆。在荒芜的草丛中，还有用碎石瓦砾堆放出来的简单的

几何图形，这些都让人联想到一些艺术家如朗（Richard Long

）和史密森（Robert Smithson）的大地艺术作品。 大地艺术

对景观设计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带来了艺术化地形设计的观念

。1990年建造的建筑评论家詹克斯（Charles Jencks i939~）位

于苏格兰西南部Dumfriesshire的私家花园，以深奥玄妙的设计

思想和艺术化的地形处理而著称。 2002 年北京多义景观规划

设计研究中心完成的青岛海天大酒店南部环境的景观设计，

以一系列三角形的地面隆起塑造了整体而又剧烈变化的地形

，构成景观的基调。形成深远的层次和强烈的地表变化。地

形的隆起与大海中远处的小岛和礁石在视线上产生某种联系

，从地形之间的竹丛中飘出的雾霭与大诲中的海雾又浑然一

体，产生神秘的景象。设计在形式语言上，借鉴了“大地艺

术”和“极简艺术”的思想。 美国景观设计师哈格里夫斯

（George Hargreaves 1952~）的设计备受各方关注，被认为是



生态主义与大地艺术的综合。他的设计常常通过科学的生态

过程分析，得出合理而又夸张的地表形式和植物布置，在突

出了艺术性的同时，也遵循了生态原则。在一些滨水景观设

计中，他分析河流对河岸的侵蚀，概括出树枝状的沟壑系统

，以此为原型创作了雕塑化的地形，运用到水滨环境中，表

达水的流动性，既产生了富有戏剧性的艺术效果，同时从理

论和实践上来看，也是减少水流的侵蚀的一种措施。 大地艺

术家们最初选择创作的环境时，偏爱荒无人烟的旷野、滩涂

和戈壁，以远离人境来达到人类和自然的灵魂的沟通。后来

他们发现，除此之外，那些因被人类生产生活破坏而遭遗弃

的土地也是合适的场所，这些地方所显现出来的文明离去后

的孤寂荒凉的气氛和给人的强烈深沉的感受的与大地艺术的

主题十分贴切。随着废弃地成为大地艺术家创作的舞台，人

们惊喜地发现，这种利用实际上给双方带来了利益。大地艺

术作品对于废弃的土地并非毫无实用价值：一方面，它对环

境的微小干预并不影响这块土地的的生态恢复过程；另一方

面，在遭破坏的土地的漫长的生态恢复过程中，它以艺术的

主题挺升了景观的质量，改善了环境的视觉价值。因此大地

艺术也成为各种废弃地更新、恢复、再利用的有效手段之一

。 1990年代，德国鲁尔区的国际建筑展埃姆舍公园中，有许

多利用工业废弃地建造的园林，旧工业遗留下的众多的巨大

的矸石山都保留下来，成为大地艺术作品。 现代艺术的思想

与表现形式对景观设计有着深远的影响，使得景观设计的思

想和手段更加丰富。与纯艺术不同的是，景观设计面临更为

复杂的社会问题和使用问题的挑战，景观设计师不能无视这

些而沉浸在自己的艺术天地中。但是既然我们能够理解“美



”不再是评判艺术的标准，我们也应该能够理解景观不再是

意味着“如画”，景观可以成为某种艺术思想的载体，它可

以表现出多样的形式，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给一些我们不甚理

解的景观作品多一份宽容。 景观设计与生态 景观的生态性并

不是新鲜的概念。无沦在怎样的环境中建造，景观都与自然

发生密切的联系，这就必然涉及到景观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问题，只是因为今天的环境问题更为突出，更受到关注，所

以生态似乎成为最时髦的话题之一。 席卷全球的生态主义浪

潮促使人们站在科学的视角上重新审视景观行业，景观设计

师们也开始将自己的使命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联系起来。现

在，在景观行业发达的一些国家，生态主义的设计早已不是

停留在沦文和图纸上的空谈，也不再是少数设计师的实验，

生态主义已经成为景观设计师内在的和本质的考虑。尊重自

然发展过程，倡导能源与物质的循环利用和场地的自我维持

，发展可持续的处理技术等思想贯穿于景观设计、建造和管

理的始终。在设计中对生态的追求已经与对功能和形式的追

求同等重要，有时甚至超越了后两者，占据了首要位置。 生

态学思想的引入，使景观设计的思想和方法发生了重大转变

，也大大影响甚至改变了景观的形象。景观设计不再停留在

花园设计的狭小天地，它开始介入更为广泛的环境设计领域

。对场地生态发展过程的尊重、对物质能源的循环利用、对

场地自我维持和可持续处理技术的倡导，体现了浓厚的生态

理念。 越来越多的景观设计师在设计中遵循生态的原则，这

些原则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但具体到每个设计，可能只体

现了一个或几个方面。通常，只要一个设计或多或少地应用

于这些原则，都有可能被称作“生态设计”。 设计中要尽可



能使用再生原料制成的材料，尽可能将场地上的材料循环使

用，最大限度地发挥材料的潜力，减少生产、加工、运输材

料而消耗的能源，减少施工中的废弃物，并且保留当地的文

化特点。德国海尔布隆市砖瓦厂公园（Ziegeleipark， Karl

Bauer、Jorg Stotzer设计），充分利用了原有的砖瓦厂的废弃

材料，砾石作为道路的基层或挡土墙的材料，或成为增加土

壤中渗水性的添加剂，石材可以砌成挡土墙，旧铁路的铁轨

作为路缘，所有这些废旧物在利用中都获得了新的表现，从

而也保留了上百年的砖厂的生态的和视觉的特点。 充分利用

场地上原有的建筑和设施，赋予新的使用功能。德国国际建

筑展埃姆舍公园中众多的原有工业设施被改造成了展览馆、

音乐厅、画廊、博物馆、办公、运动健身与娱乐建筑，得到

了很好的利用。公园中还设置了一个完整的230km长的自行

车游览系统，在这条系统中可以最充分地了解、欣赏区域的

文化和工业景观，利用该系统进行游览，可以有效地减少对

机动车的使用，从而减少环境污染。 高效率地用水，减少水

资源消耗是生态原则的重要体现。一些景观设计项目，能够

通过雨水利用，解决大部分的景观用水，有的甚至能够完全

自给自足，从而实现对城市洁净水资源的零消耗。在这些设

计中，回收的雨水不仅用于水景的营造、绿地的灌溉，还用

作周边建筑的内部清洁。拉茨设计的德国杜伊斯堡北风景公

园中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钢铁厂的历史信息，原工厂的旧排

水渠改造成水景公园，利用新建的风力设施带动净水系统，

特收集的雨水输送到各个花园，用来灌溉。柏林波茨坦广场

的水景为都市带来了浓厚的自然气息，形成充满活力的适合

各种人需要的城市开放空间，这些水都来自于雨水的收集。



地块内的建筑都设置了专门的系统，收集约5万平方米的屋顶

和场地上接纳的雨水，用于建筑内部卫生洁具的冲洗、室外

植物的浇灌及补充室外水面的用水。水的流动、水生植物的

生长都与水质的净化相关联，景观被理性地融合于生态的原

则之中。 尽管从外在表象来看，大多数的景观或多或少地体

现了绿色，但绿色的不一定是生态的，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

和财力才能形成和保持效果的景观，并不是生态意义上的“

绿色”的。设计中应该多运用乡土的植物，尊重场地上的自

然再生植被。自然有它的演变和更新的规律，从生态的角度

看，自然群落比人工群落更健康，更有生命力。一些设计师

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在设计中或者充分利用基址上原有的自

然植被，或者建立一个框架，为自然再生过程提供条件，这

也是发挥自然系统能动性的一种体现。 社会性、艺术性、生

态性的平衡 艺术、功能和科学是现代景观设计追求的三个目

标。在经过了现代主义的洗礼之后，功能主义已成为景观设

计的普遍准则。然而过多地侧重功能，景观的面貌不免陷于

平淡。景观要不断发展，艺术和科学就成了突破的方向。现

代艺术的思想和手法对于提升现代景观设计的艺术性起了很

大作用，也使得景观设计更加丰富。代表科学的生态主义思

想和原则渗透到景观设计中，并且成为设计的指导思想，表

明了景观设计师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技巧应该纳入到整个地球

生态体系当中。 景观是一个综合的整体，它是在一定的经济

条件下实现的，必须满足社会的功能，也要符合自然的规律

，遵循生态原则，同时还属于艺术的范畴，缺少了其中任何

一方，设计就存在缺陷。虽然由于文化的不同，观念的不同

，每个设计师有自己侧重的方面。但是景观设计作品如要有



持久的生命力，必定是在总体上达到了这些因素的互相平衡

，而其中又以一至二个因素特别突出。因而不难理解为什么

有人批评某些生态主义设计过于平淡而缺乏艺术的价值，或

者过于强调自然而忽略了人的需求。一些纯粹功能主义的作

品虽有良好的社会性，但却与文化、自然隔绝，同时不具备

相当的艺术水准，这样的作品很难引起人们的关注。同样，

盲目地追求文化、艺术性，但却连基本的使用功能都没有很

好地满足的设计也不可能成为优秀的设计。 在今天，有一类

景观设计的作品很好地诠释了景观、艺术和生态的完美结合

，就是前面提及的那些在工业废弃的环境中建造的景观广受

关注的工业之后的景观设计。 传统的美学观点认为废弃地上

的工业景观是丑陋可怕的，没有什么保留价值，于是在进行

景观设计时，要么将那些工业景象消除殆尽，要么将那些“

丑陋”的东西掩藏起来。而今天，艺术的概念已发生了相当

大的变化，现代艺术的思想影响了对工业景观的理解。在一

些艺术家和设计师看来，废弃地上的工业遗迹就如同大地艺

术，是工业生产在大地上留下的艺术品。工业之后的景观设

计中，生锈的高炉、废旧的工业厂房、生产设备、机械不再

是肮脏的、丑陋的，破败的、消极的，相反，它们是人类历

史上遗留的文化景观，是人类工业文明的见证。这些工业遗

迹作为一种工业活动的结果，饱含着技术之美。工程技术建

造所应用的材料，所造就的场地肌理，所塑造的结构形式与

如画的风景一样能够打动人心。 工业之后的景观设计中，材

料的再利用体现了生态原则。工业废弃地上的废材废料在某

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资源，工业废料成为独特的景观设计材

料。著名的实例有杜伊斯堡北风景公园中的金属广场，废弃



的49块2.2mX2.2m正方形钢板按正方形网格铺装场地，与极简

主义雕塑家安德列（Carl Andre）的作品如出一辙，又呈现出

艺术的表象。 景观的发展是与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的。社会

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意识的进步，促进了景观事业的发展

和设计领域的不断扩展。今天的景观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

面面，现代景观是为了人的使用。 反过来，景观对社会的积

极作用也许已经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今天，景观设计

师面对的基址越来越多的是那些看来毫无价值的废弃地、垃

圾场或其他被人类生产生活破坏了的区域，这与我们的前辈

的情况完全不同，他们有更多的机会选择那些具有良好的潜

质的地块，具有造园价值的土地，进行锦上添花，所谓“相

地合宜，构园得体”。然而，今天的景观设计师更多的是在

治疗城市疮疤，用景观的方式修复城市肌肤，促进城市各个

系统的良性发展。这样的景观的积极意义不在于它创造了怎

样的形式和风景，而在于它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景观设

计涉及科学、艺术、社会及经济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它们相

互间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功能合理、满足了不同人广泛的

使用需要的作品，意味着是高效的，而一定的资源投人产生

了最大的效益，也意味着符合一定的生态原则；人类的资源

是有限的，最容易得到的资源就是通过高效利用现有资源而

节约下来的那部分资源，所以生态主义已经从一种实验或意

识变为与经济密切相关的因素；而艺术的作品，意味着具有

引人注目的潜质，它可以改善一个地区的视觉环境，提升一

个地块的价值，这又与社会经济联系在一起。今天更多的景

观设计师追求的是这些因素之间的平衡，即具有合理的使用

功能、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及高质量的艺术水准的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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