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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D_91_E5_AD_A6_E6_c57_645165.htm 在20世纪的大部分

时间里，景观建筑学以一种规范化了的知识形式以少数几个

西方国家为活动中心向外传播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不

同的环境中，出现过截然不同的或某些特征相重叠的景观建

筑学。这些建筑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识别标志。有时候

是通过国家与地域的标志来识别，有时候是通过语言的使用

范围来识别，还有时候是通过文化背景来识别。在一个特定

的职业范围包括从业人员和学者这些识别标志与民族的、国

际的模式和跨文化交流紧密相联。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

，由于政治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因素，中国和那些以汉语为母

语的国家和地区一直处于一个与景观建筑学盛行的西方国家

截然不同的环境中。近几年，随着中国的学生和专业人员与

西方学术机构的接触逐渐增多，出现了两个主要问题：第一

，当中国源源不断从西方引入设计理念和手法的时候，中国

究竟能承受多少外来文化的交流？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越来

越迫切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到处充斥着握手和微笑，但文化

交流所面临的文化输入和实质性问题却被陈词滥调所掩盖。

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国和亚太地区成了高速发展的

焦点，而我们又该构思一个怎样的跨文化交流的新脚本呢？

第二，教育机构、大专院校及其特定的实践已经在敏感而强

有力的跨文化接触的期盼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这些引入

景观建筑学理念的机构，怎样才能引导我们从单向式的文化

碰撞走向多元的文化交流呢？ 这篇文章将尝试着回答在跨文



化交流和教育机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所要做的分析与其说

是说明性的，不如说是探索性的；它将试图唤起文化在期望

与观点中转换的可能性，并引起思索。“恢复景观作为一个

批评性的实践”在这里有三个方面的理解：①以批判的态度

对待文化界ｈｏｒｉｚｏｎｓ，因为它在展示趋同主义特色

的时候，使乡土观念在某些形式上自然化与合法化。②通过

挖掘景观或文化在当前陷入困境的根源，否定、忽略它们或

使它们重新具有生命力，以达到修复一定形式的景观或文化

的目的这里主要指中国的景观文化。③解释为什么恢复景观

会涉及“恢复理论”，这种理论由于各种原因被繁忙的从业

者和迷惑的学生所曲解。 基本前提是：目前景观建筑学的发

展已经使它与中国文化比在20世纪的任何时间里都更容易结

合起来探讨，论证的方法是以事实为例证的，并具有选择性

，将主要针对近一段时间里在西方读者中盛行的关于景观建

筑学的论文的片断进行分析，并揭示他们的论文是怎样掩盖

了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目的并不是要下定论或批判他们，

而主要是引用这些作者的观点。笔者主要的兴趣在于跨文化

交流可能出现的时空穿梭性ｓｈｕｔｔｌｉｎｇ，不会停留

在深度的批评上。不管怎样，希望穿梭不仅能使我们感觉到

存在交流的可能性，同时也提醒我们个人的观点是有限的。 

在开始论述之前，先排除三个不恰当的假设。第一，对文化

的兴趣不在于静止的内容，而在于其动态的变化过程。跨文

化交流的过程是这样的：研究景观建筑学的人们努力应答特

定的困境，并在更大的变化中不断跟进，在这种变化过程中

，可能会有跨文化交流；第二，跨文化交流场景不能仅仅局

限于当人们可以主题化或地方化“中国”或“非西方”的范



围内，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可延伸至如下一些特殊的场景：

一个人在讨论中国园林、中国的社区中心、中国大使馆或中

国城。甚至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作者表面上谈论的并

非中国问题也可能引起争论，最后导致跨文化的交流。最后

，差异并不是导致不相关的理由。相反，正是位置、环境、

文化背景和先入为主上的不同使我们在正视相关性和可刺激

发现的相互性启发上变得困难起来。 一、景观过程，触觉和

（诗歌化）语言在纯视觉的领域理解景观的语言，近些年招

致了许多的批评。在一篇名为“景观里的建筑学：面向统一

的视觉”的文章里，安妮惠特森斯伯恩抱怨道：“许多建筑

师甚至景观建筑师都坚持这样理解景观建筑：反对有活力的

创作过程，而仅仅把景观作为现有建筑物视觉上的设置，只

考虑景观中山、树和花的形状和颜色，而不考虑使景观有活

力的过程。”在另一篇同主题的文章中，詹姆斯。科纳提出

在设计景观这一重要的文化性工作中，应该把物质的触觉性

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因为强调触觉将帮助我们避免

“将景观降至风景或视觉背景来处理的设计冲动。对景观视

觉上的观察倾向于把主观物体客观化和距离化，与之相反，

触觉却能吸引、拉近人们对环境的体验，并使这种体验得到

升华。触觉以文字的方式把下列事物之间的紧密联系反馈给

我们：树木的温暖性与金属的寒冷性，湿润叶子的芳香与潮

湿空气的清香，火山岩石的粗糙以及化石的光滑”。 对把景

观作为视觉设置这种观念的批判可以为讨论中国园林清除障

碍，因为中国园林经常被不正确地理解为带有建筑物的完整

的户外空间和亭盖下ｕｎｄｅｒｃｏｖｅｒ的空间。这种整

体性的理解在20世纪变得很晦涩，在西方的影响下，现在中



国对园林的学习已经被两种主要观点所支配。一种观点盛行

于建筑院校的学者中，强调的是园林建筑方面的学习；另一

种观点则坚持对园艺的考虑是最重要的，并被园林院校的学

者所倡导。斯伯恩提出的关于景观和建筑视觉上的统一性观

点取代了在理解上把景观和建筑一分为二的观点，而这种一

分为二的理解方式有悖于中国的传统观点。斯伯恩坚持使景

观有活力的模式也帮助中国园林恢复了现代感ｔｅｍｐｏｒ

ａｌｉｔｙ，而这种现代感长期以来被引入的强调静态空间

和空寂ｄ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ｅｄ画面的现代主义的理解方式

所弱化。科纳对触觉的强调则有助于恢复和体验园林的尺度

感。这种尺度感在中国园林的作品中占主导地位，但在本世

纪却被大多数展示风景图片的中国园林出版物所忽略。 我们

也可以想像一下中国传统的景观的观念是怎样唤起对斯伯恩

和科纳的论文的新一轮的反思的。例如，我们可以把斯伯恩

关于“过程”的论点和中国“特色”的观点作比较。“中国

特色”的说法最初是在对中国军事政策和政治的讨论中被提

出来的，但逐渐也用于书法、景观、绘画和历史领域中。这

种说法在动态和静态的观点中动荡：即在任何一个给定的结

构体系中，未伸展开的事物都有一个内在的特性。例如，水

从一个曾经阻挡它的墙壁中喷涌而出，摧毁周围的一切事物

；或弓弩拉至一定的限度会对一定距离产生致命的影响；一

个技艺高超的将军通过研究一些战略性的因素，在一定距离

里，能够以最小的力量收取最大的效果。（现代景观建筑学

的学生将会认识到中国传统观念和科纳的关于“场地设计”

的讨论之间产生的反响）这种特性由张力所控制（类似于水

被墙挡住所产生的张力和弓弩被拉至极限所产生的张力）。



这种张力的感觉可以和斯伯恩提出的“统一性视觉”进行对

照，在这种“统一性视觉”的观点中存在着和平共处性和基

本适应性，例如，可存在于格林默卡特的屋顶和屋顶上的桉

树雨篷之间，也可存在于倾泻的雨水和满足排水需求的巨大

的水槽之间。 二、思考从斯伯恩的论文中摘抄的段落“景观

是最原始的居所⋯⋯这种建筑起源于遮风挡雨和躲避野兽的

庇护所。建筑是一个强有力的适应性工具，但它现在已经变

成了令我们疏远自然的器械。绝大多数现代建筑，窗子密封

，重点强调立面而忽视景观，把我们从生活的亲密状态、从

自然、从基本的生活方式中分离出来。我们改变地球的力量

使我们产生了幻觉，仿佛我们已经控制了自然，我们正在某

种程度上摆脱对自然的依赖。作为一种物种生存，我们现在

依靠的是能否以新的方式适应自然。对我们生存年龄的这个

基本问题的解决将决定我们作为物种的生存能力。我们最终

必须适应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建筑、景观和居所。” 读者会

被斯伯恩的原文中出现的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方法和目标的说

法所打动。事实上，关于特色的对话从来都没有使方法和目

标之间的联系变得明确起来，却一直被认为是进步和有效的

方式而操作着。那种可能表达方法和目标之间联系的敏锐的

策略在斯伯恩原文的讨论中显得很含蓄，但在一些经典作品

如西塔里埃森，格林。默卡特住宅中可以找到诗一般的描述

。斯伯恩的建筑和景观视觉上的统一论被著名的职业设计师

在作品中加以体现；这依然是对人类中介机构的奖励，并给

人类的主观性留有很大空间。与之对比，中国对于特色的强

调导致了这样一种观点：效率不依赖于个体的人类价值。我

做以上对比的目的并不是要做出裁决或者表露倾向，而是表



明：现在景观建筑学论文中的基本观点可以和中国所关注的

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并给大家这样一种感觉，即进行跨文

化的对话是可行的。百考试题论坛 以下事实可认为是更高层

次上的跨文化的共鸣：在景观建筑学的作者中，斯伯恩是很

杰出的，因为他开创了以诗歌引起人们对艺术关注的先河。

斯伯恩对诗歌的兴趣不在于诗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价值

和感觉传递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在于以一种基本的方式唤

起景观建筑界对当前所面临的困境的关注。那些可以引起思

索、传递感情、表达感觉的词汇和公式，随着时间的发展，

变成了仅仅是听起来还比较舒服的陈词滥调。在传统的对中

国园林的讨论中，富有文学幻想的诗歌般的语言被普遍运用

着，它强调具体和细节，避免抽象和理论。在17世纪关于中

国园林的专著中，《园冶》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在最近的一

篇评论中，我尝试着指出该书中存在着的思维萎缩，使得陈

腐的重复形式和不胜枚举的事实停留在了直接表达资料信息

的水平上。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新一轮的学术浪潮，中国

出现了许多关于《园冶》的学术论文。在这个学术浪潮中存

在着这样的趋势：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园冶》中一些特定

的段落和想法，通过重复讨论原文的初始结构，来评定它们

的重要性。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新的趋势，即关注唤起

曲折构思和意识的内容。 当我们回顾过去20多年来对景观建

筑学中存在的生态和过程的讨论时，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

现在所流行的关于物种和栖息地的陈腐的说法究竟会在多大

程度上减少新观点出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将大众修辞学和

某些人，诸如格雷。斯奈德的诗歌作品进行对比，斯奈德作

品中的语法和措词暗示了我们和土地之间那种新型的亲密而



又自然的关系。在他的诗“ＦｏｒＡｌｌ”中，有一个新颖

的对句和科纳关于触觉的强调相映成趣：“冰河里的水闪着

微光，沙沙做响／石头在脚下转动，又小又硬如足尖一样。

”在这里，明喻“硬如足尖”是修饰在陆地上栖息这种接触

方式的。但是每一种新颖语言的深思熟虑的应用和新奇的视

点，在现代社会与在传统的中国一样，面临着被流行用语排

挤的境况。请大家关注当前的困境并不是因为有可行的普通

而又确定的解决方法，而是因为任何一篇西方论文对这个问

题所做的深思熟虑的答复对于中国的论文都可能有参考价值

。 三、二元性思维和极性在斯奈德的诗“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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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