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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0_88_E6_99_AF_E8_c57_646921.htm 景观艺术设计学科正

处于探索的阶段，从学科观念、学科性质、学科目标到学科

实践主体范围均缺少系统性，明确性和指向性，本文就上述

问题从景观学的引导、多元系统设计及景观艺术设计实践主

体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客观地讲就目前的中国景观艺术设计

学科正处于探索阶段，从学科概念、学科性质到学科实践范

围均缺少系统性、明确性和指向性。那么什么是景观艺术设

计，景观艺术设计与景观学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与传统意义

上的环境艺术设计是一种什么关系，在景观学体系中它的实

践主体是什么？本文将就以上问题从景观学的引导、多元系

统设计以及景观艺术设计的实践主体进行系统的论述。 一、

景观学引导下的艺术设计 景观艺术设计依托景观生态学，通

过对自然的尊重、表达、展现生态环境的和谐与优美，依托

景观建筑学创建城乡宜人的环境空间，依托景观人文学，表

达人类行为心理的精神寄托及愿望，景观艺术设计成为景观

形象高品质化生成的驱动力。 就景观学而言，景观艺术设计

是景观学体系中的一个分支，是一个狭义的景观定义，是微

观层次意义上的景观设计，在体现景观形象的创作上常常成

为景观形象品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景观艺术设计也涉及

到景观学内容本身，但它更多的是遵循景观学的引导，关注

景观形象要素对各景观环境系统空间进行艺术化处理，其核

心任务是协调人与环境空间视觉形象的关系。景观艺术设计

在景观学的引导下，构成了一个交叉融合的设计系统，它是



运用艺术融于景观科学的手段来协调景观形象在环境空间的

发展关系问题，并使之达到最佳状态。它融合了园林学、生

态学、城市规划学、建筑学、心理学、艺术学等学科的成熟

经验，以其艺术的视野，从系统、和谐、优美的角度，解决

城乡发展过程中的景观形象的创新问题。 景观艺术设计在景

观学的引导下，依据艺术和谐原则干预协调各景观系统的规

划与设计，在人与环境之间建立均衡关系时，更强调景观生

成时对人精神上、视觉上、生理健康上的基本需求，通过景

观环境空间艺术的创作，用以提升、陶冶公众的视觉审美经

验，可以说景观艺术设计也是一种改善人们使用与体验户外

空间的艺术创造活动。 二、多元系统设计含义的艺术设计 景

观艺术设计与传统意义上的环境艺术设计是从不同角度研究

人类聚居环境空间艺术的二个方面。环境艺术设计从改善建

筑室内环境质量的室内设计起步，以室内室外环境一体化设

计为核心，注重环境空间的自身形态，以及环境艺术的具体

样式。而景观艺术设计更强调环境空间的综合形态、环境艺

术的复合样式、环境表述的多层空间，具体表现在多元系统

设计下的互融与综合。 （一）综合性系统。 景观艺术设计是

将城市、广场、街道、园林、建筑、壁画、广告、公共设施

等环境空间看成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有机综合体，虽然它

们有时是以几组形式出现，有时是以相对单一的个体出现，

然而解决上述问题却要求兼顾到整体的环境，是在一个被“

创造”出来的人造环境空间基础上实现的二次创造，景观艺

术设计涉及到园林设计、建筑设计、城市设计、环境艺术设

计、工业造型设计、平面设计以及生态学、材料学、心理学

、民俗学等学科，并将这些知识纳入到景观艺术生成的总体



设计系统之中。 （二）复合性系统。 景观艺术设计是在景观

学的引导下所构成的复合设计系统，由于景观艺术设计的综

合性特点，因此常常表现出设计内容界定的模糊性、不确定

性。其中包括基于景观空间形态的视觉系统设计，融于区域

景观精神的形象系统设计，反映区域文化特征的风格样式系

统设计，以及关注人的行为、心理的人文关怀系统设计等等

。各系统之间相互融合与交叉，共同构建起景观艺术设计的

复合设计系统。 （三）多层性系统。 景观艺术设计的设计空

间呈现为多层性的表述特点，表现在从微观意义层面上的景

观设计为主体到中观意义上的景观规划、宏观意义上的景观

策划的多层与协调。 （四）广泛性系统。 景观艺术设计的设

计观念呈现出广泛性，《亚太景观》一书在导言中谈到现代

景观设计带来的变化：“首先是观念上的，宏观的观念、生

态的观念、构成的观念、文脉的观念、民众参与的观念等等

。其次是创作方法上⋯⋯所有这些凝结成现代的、后现代的

、结构的、解构的、极简的、高技的⋯⋯为景观设计师提供

了广泛的创造可能性”.广泛的设计观念构成了景观艺术设计

多元系统设计的哲学基础。 三、微观景观为实践主体的艺术

设计 正如前文所述，景观艺术设计学科涉及到多个学科领域

，其实践范围广泛，内容综合而庞杂，既涉及到景观空间的

各个层面又融合了环境要素的全部内容。但是如果只是从广

义的概念出发而缺乏具体目标的限定，景观艺术设计学科建

构将会一直处在模糊不清的状态。这也是目前很多高校增设

景观艺术设计专业方向后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即在庞大的景

观学科中，景观艺术设计的实践范围或者说它的实践主体是

什么的问题。 （一）宏观层面--景观策划。 宏观层面上的景



观实践是建立在经济、旅游、生态等专业的基础上，包括进

行大规模的景观生态保护、治理改造、景观资源开发、旅游

策划规划等。这类景观实践主要侧重于景观前期的策划。核

心是协调土地的利用与管理。是在大规模、大尺度上进行景

观体系的把握，具体项目有区域控制性规划、城市规划和环

境规划等。策划是这一层面的实践主体。 （二）中观层面--

景观规划。 中观层面上的景观实践是指有一定的规模，涉及

到某一地域历史、文化、生态及地方特色整体风貌内容的较

大型景观规划，包括与人类社会、文化相关内容，以及生态

、历史等多学科的应用。规划是这一层面的实践主体。 （三

）微观层面--景观设计。 微观层面上的景观实践主要指规模

尺度较小，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联的景观环境设计。包括城

市地形、水体、植被、建筑、构筑物以及公众艺术品等等。

设计对象是城市开放空间，包括广场、公园、商业街区、居

住区环境、城市街头绿地以及城市滨水地带等，其目的在满

足景观环境功能的基础上，不断改善提高景观的艺术品质，

已此丰富人的心理体验和精神要求。设计是这一层面的实践

主体。 近年来，景观艺术设计伴随着中国城市景观建设的快

速推进，以及人们对城市景观艺术形象期望值的不断提高，

短短几年已发展成为一门十分重要的设计门类，然而与“遍

地开花”的景观艺术实践工程项目相比，其学科发展与理论

建构显得相对滞后，正因为这一缘故，景观艺术设计面临着

许多课题，从学科观念、支撑专业、人才培养、实践主体，

都有待做深入细致的研究。 相关推荐：#0000ff>住宅小区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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