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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园林．绿化和景观。继而论证了城市景观的综合性和

应遵循的理念"人与天调，天人共荣"，并结合实例印证这些

理念．论文还简要地分析了生物的多样性与城市景观多样性

之间的关系。主张为不同生态习性的植物创造不同的生态环

境以实现植物的多样性和生物的多样性．最后论述了城市景

观的特色，指出竞相模仿的时风是不能形成特色的病因，而

治病的良方是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园林设计的主要理法"巧于

因借，精在体宜"。要因地制宜而不要因"宜"制地。 关键词：

景观； 园林； 城市； 绿化； 1、量概念探讨 作为地理学名词

，景观泛指地表自然景色："。城市景观则涵盖城市地表自然

和人造的景色。园林是西晋沿用至今的名词，始于人造自然

，古写的"艺"字象形人跪在地上双手捧举树苗，是人因脱离

了自然环境建村、镇而又不满足自然的恩赐，便人工植树以

改善人居环境的反映。园林的宗旨是不断满足人对自然环境

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发挥在生态环境、社

会文化、休息游览和经济等方面的综合效益，促进人与自然

的健康长寿和共同持续发展。园林循时而进，由城市园林发

展到园林城市，包含宅园、公园，风景名胜区等单项建设、

城市绿地系统和大地景观建设三层次。园林设计是园林学的

中心，孙筱翔先生提出Landscape Architecture可译为园林规划

设计的观点是正确的．园林设计的因素包含构思立意、自然

地形地貌的利用与塑造、园林建筑布置、园路和场地，植物



种植，置石，假山与小品的设置等。是文科与理工科的贯穿

、科学性与艺术性的交融、在广义建筑学中与城市规划学、

建筑学共同组成一个学科和建设的系列。而绿地是城市用地

的一种类型，指以有生命的绿色植物种植和覆盖的用地。建

设绿地的行为称绿化。林学、农学、园艺学和园林学等都是

与绿化相关的学科而各有其本门研究的范畴。城市总体规划

中有城市绿地系统的专项规划，而城市景观不仅有绿化的要

求，更要着眼于园林城市建设。说绿就是美是不全面的。园

林不仅是绿，还有美学和园林艺术的内容。 2、城市景观的

综合性和应遵循的理念 城市的概念也是循时代而发展的。进

入现今的生态环境建设阶段，城市的本质从来就是而现在更

应强调的就是人类聚居藉以生存和生活的环境。环境的综合

性决定了城市规划和城市景观的综合性。综合多样的城市景

观可概括为人工景观和自然景观两大类。人工景观诸如建筑

物、构筑物及街道、广场、驳岸等；自然景观包括大自然景

观和人造自然景观，亦即恩格斯所说的第二自然，我们称谓

的园林。城市景观的普遍问题是过于人工化。园林构成因素

中面积最大的是绿色植物。惟绿色植物，既可与山水自然景

观亲和，又可与人工建筑物亲和，并可有效地综合生态环境

与景观两方面来隔离过于密集的建筑景观。 从宏观而言，为

了防止城市发展成"摊大饼"，可用隔离绿地加以分隔，而有

些城市既想用这种名义，又打算作为建筑预留地用，因此称

为绿化隔离带，这样用地性质就不是绿地了。实践下来必然

是雷声大雨点小，有的大城市一半以上的隔离带用地被批准

为建设用地，隔离带上再造建筑和街道就无所谓隔离了。防

止摊大饼的初衷也就难以实现。若用地定性为隔离绿地，则



因不许侵占绿地而将保证隔离功能的实现，大片绿地，甚至

一条绿带，都具有这种隔离作用。从微观而言，绿地植物能

有效地以生机盎然的自然景观调剂过于平滞和呆板的建筑线

条、人工形体、质感、色彩和气氛。从理论上讲是"以素耀

艳"。 采集者退散 城市景观首先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

的哲学理念"天人合一"。这是中国文化的总纲。战国时的管

子早就提出"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的理念。现代的东西

方文化也在人与自然协调、只有一个地球、而地球上不只有

人、人与自然共同持续发展等理念方面有所统一。我国传统

文化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常遵循"人杰地灵"而且说"景物因

人成胜概"，不孤立地提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对神与人之间

的关系而言的。人与天调，天人共荣，人也就在其中了。中

国文字"一人为大"、"一大为天"就包含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互依

存的辩证关系。人是大，但第一大是自然。上世纪末年国际

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发表的《北京宪章》将20世纪概括为"大建

设，大破坏"，而面对新世纪提出"将城市和建筑建在绿色中"

，现在连房地产广告均以园林胜景为招徕，房价也确因环境

而涨落。但理念与行动间尚有不小的差别。城市景观最基本

的因素是山水形胜。我国60％以上的国土是山地，近山城市

都有大水面，诸如惠州与杭州的西湖，宁波的月湖、南宁的

南湖等。这些城市水面就面积而言都是今不如昔，都人为地

缩小了。填湖造地，人造地面上再盖建筑。只有少数是自然

淤积，疏于清淤所致。毁山比破坏水资源更为普遍和严重。

一种是采石，古代采去石材留下一个风景区，采石不但不破

坏风景反倒美化了景观。如浙江绍兴的东湖就是当时采石创

造的风景名胜区。现在则是单纯经济观念主使，劈山头，断



坡臂，甚至炸掉整座山，留下惨不忍睹的狼藉。另一种是在

有丘陵起伏的用地上，仍然将只适用平原城市的方格道网往

上扣。城市干道进入丘陵地仍追求"刚直不阿"，宽、平、直

。逢山便开壑口并将山的自然坡面削为平的堤面。建筑用地

似乎先把山地削平后才能建筑。环境是城规、建筑和园林创

作之源。遇到山水怎能先夷为平地再建筑呢?因山势、就水形

就不建筑了吗?传统风景区和园林建筑都善于化整为零，组成

建筑组群，大大地减少了平整的面积，得到"因山构室，其趣

恒佳"的结论。城市道路也一样，在平原上以平直求便捷．遇

到丘陵地带就不能顺应地弯一下吗?保护了山形水势就有了形

胜优美的环境，城市景观也就因环境而突出了。这便是"先难

而后得"和"景以境出"的道理，城市景观与园林规模不同，理

至则一。杭州孤山的西泠印社是典型的中国台地园。从山麓

到山腰，山顶布置了不少建筑和道路、场地。但并不是把自

然的山削成一层层的人工平台，而是附属在自然的山形地势

上，格外地亲和、妥切，室与山融为一体。另一种破坏就是

炸山填江、填海。总感到用地不够，便炸山填水为陆。城市

用地哪有个够呢?水陆的比例也是生态环境结构的反映。现在

提出要恢复一千多平方公里的洞庭湖，而古代洞庭湖的面积

为三千多平方公里。违反了水的自然循环就要成灾。管子说

："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

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人破坏了自然，自然是要报复

的。因此也要控制城市发展规模周地制宜，而不是因"宜"制

地。 百考试题论坛 广义建筑学要求城规、建筑、园林相互渗

透和交融。园林一方面要在城规指导下和明了主体建筑设计

意图的前提下寻觅自己的位置。也要在城规专家担纲下介入



城市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和在建筑师主持下配合室外环境设

计。在园林专项中则要担当指挥全局的重任。那些把园林设

计只看成是绿化、栽花种树的，往往造成一种不科学的建设

序列，即规划带头，建筑紧跟、园林扫尾。有把大量建筑之

初就应解决的土方暂待园林处理的，也有做道路不留绿化带

和种植坑，最后只得用盆栽的。综合的城市景观建设要求园

林设计不仅承担专项，而且要同步进入总体规划。包括城市

、城市群、区域和大地景观规划。要实现建设秀美山川的宏

愿，园林设汁者责无旁贷。 3 生物的多样性与城市景观的多

样性 生物的多样性出于生态环境建设的需要，是稳定良好的

生态环境的具体内容之一，同时也构成了自然景观。城市景

观要有生气就必须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基础上。动物和

微生物无不藉山林和水泽等生长和繁育。山林包括了水、空

气、土壤等主要的生态因子。一切生物都离不开地面，只有

在地面上创造宜于多种生物生长和发育的环境才能达到生物

的多样性。因此，城市建设一方面要保护城市的自然资源，

另一方面要对在城市化过程不可避免地破坏了的自然资源进

行补偿，并建立 城市的人工生态系统，保证城市持续发展。

这就需要人工塑造地形，以形成适应多种生物需要的人工小

气候条件。因此，地形设计不仅是创造不同的空间的手段，

也是创造不同生态环境的手段。平地只是一种环境，坡谷是

另一种环境。因微地形起伏可以创造阴、阳、向、背，加之

理水的因素又出现干湿的差别。湿生、沼生、水生的植物就

有了藉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这样生物的多样性才得落到实

处。植物景观并不是单纯种植物。植物是毛，地形是皮，皮

之不存，毛将何以附焉?如前所述，城市景观可概括为自然景



观和人工景观，其多样性的统一，总的来阱，是把人工建筑

、街道融会到自然环境中。把城市和建筑建在绿色中，绝不

是空想，它是发展的方向，是可以逐步实现的。 4 城市的形

胜和自然地形的利用、改造 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

试题 4．1置县、建市都首先要相地 其中形胜便是对地理位置

和地形、地貌环境优势的概括。地方志大多有形胜的描述。

形胜为地理形势优越性之概要。《荀子强国说》："其国塞险

、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势也。"以武汉而

言，大江北流而东去，汉水西来，龟蛇两山隔江东西相望，

水口三分江湄。汉阳即当汉水之阳，汉口是汉水之口，武昌

的黄鹤楼因长江、蛇山之山形水势而雄踞。长江与汉水相汇

之水口是武汉三镇的形胜所在，目前对水口的布置尚不成气

候。宜在古龙王庙的古意基础上赋以时代的新诗，武汉的城

市形胜景观便有可能为之一振。城市形胜是如何认识和充分

利用和发挥的问题，属于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另一方面

城市景观无论宏观或微观而言，还须以人工在利用的基础上

塑造自然式地 形。像武汉这样有水贯市的城市，都有洪水灾

害的问题。从长远考虑则百年一逾的水位很高。如简单地设

堤防洪，必须提高水堤的高程，人在江边但见大堤高耸却看

不见江景。实际上洪水来势虽猛但历时不长，一般都在一星

期左右。如何在洪水位保证不淹的前提下，再开辟堤外常水

位的江湄绿地，种植耐水植物，平时人在江水堤外游览江景

，洪水来时任其淹没，水退了人再进来。还可将造堤和江边

地形塑造结合为一体。土山种树其外，防洪堤其内。总之探

索一下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水土构筑物煞风景

的负面。如堤外不宜设置枯水位时的绿地，则可考虑在堤内



与土山地形结合，使堤顶在满足防洪的前提下层宽为滨江道

供人们散步一览江景，并利用过街天桥与堤内建筑或街道连

接起来并布置人造地面绿地。但这不是我们说了就算数的，

防洪要靠水利专家，我们要主动向他们请教，争取互相合作

，以避免滨江河因解决城市景观而损害防洪。要靠疏淤治水

，泥沙沉积的河床因容量减小，水位升高，而抬高堤面高程

并非上策，亦破坏滨江景观。 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4．2人造

自然地形 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城市景观概括

为人工与自然两大类型。目前是人工化气氛太重而自然环境

不足以相应。人造自然的因素本不多，主要是地形地貌和植

物种植、置石和假山等。其中最带基础性和本质性的是地形

。地形给人自然气氛的感染是很浓的。城市用地少有绝对平

整的，大多是本有自然起伏，而"三通一平"给平掉了。建设

用地未必一定要先平而后建设。城市除了挖方的土源外，矿

渣、垃圾在一定条件下可用作种植土或人工造山。矿渣和垃

圾等废弃物的暴露一则污染空气，二则有塌方的危险。茂名

市用油页岩炼油要出大量有害的油渣。他们用以造地形，于

其外再填近2m深的种植土，山上种植芒果等树木。数年后监

测芒果含毒量递减，而且可望无毒食用，一般树木花草则生

长茂盛。城市道路立交后热岛效应更强，但地面高下相衔，

也是最好创作自然地形的地方。其间绿地或藉壁延岗，或高

下拉坡，得回转处逶迤生姿。没有必要全作成几何模纹花台

。有面积大的中心绿岛则更宜在符合安全视距等交通要求的

前提下，造土丘曲折起伏以缓解圆形中心岛过于规整的气氛

。城市道路进入丘陵地就当山回路转。如果一定要直线穿过

，路两旁被破坏了的丘陵地也要进行补偿性的复原修整。既



已在路旁，要给些回旋余地，自然地曲折回环，或脊或谷，

虚实相生。并在两侧天际线方面大做文章，土山起伏带动了

树木花草的俯仰和具有优美旋律和寓于节奏感的树木天际线

的变化。人工造土山实际上也是增加城市绿量的手段。因土

山的坡面积大于土山所占的底面积，高程隔开以后植物各占

不同高程的空间，绿量就增大了。如果有大型公共绿地或单

位用地与城市干道四面相衔接。为了隔离交通噪声和扬尘、

尾气，可考虑采用降低用地高程，以沉床地形处理，周围以

土山范围并大量植树，从干道往旁看土山和树木并不太高，

而在用地内则显得四周自然山林环境，在视距小的部分甚至

自然山林可以从视觉上全部遮挡城市林立的高楼大厦而忘记

自己身居闹市之中。总之以利用和塑造自然地形为手段对于

调剂城市景观过于人工化方面有广阔的前途，事实上目前利

用得还很不够。 5 城市景观的特色 采集者退散 艺术的生命是

特色。城市景观作为艺术而言也必须创造特色。特色的大敌

是模仿。一时一风，竞相模仿。令人置身城市中周环回顾而

不知身居何处。病因在于不借鉴先进城市如何寻觅、捕捉和

创造特色，从而也来找本城市的特色。而是人云亦云，不知

为何而云。治疗的良方就是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主要理法"巧

于因借，精在体宜"。藉因才出果，精在如何体验本城市之异

宜，包括宜和不宜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首先是保护和发

展山水形胜的特色。唐代白居易《馀杭形胜》说："馀杭形胜

四方无，州傍青山县枕湖"。概括了三面湖山一面城的形胜。

西依湖山东建城。杭州市对湖山的保护与发展总的讲是成功

的。但尽管三面湖山，它对一面城的景观负荷也是有限的。

高楼林立争回西湖便形成从湖滨上船西行"不堪回首"之讽，



把建筑学家警世的漫画作为蓝图，应视为教训。杭州市扩建

，要在钱塘江北岸建新城区，那就不要再压钱塘了。钱塘江

比西湖更不经压。城市必沿江而成带状发展。江之蓝线应与

绿线相接，顺江曲折，节点处绿地扩大，而高层建筑要住后

站。作为历史名城，城市景观要受到历史文化的制约。南宋

画院创造的西湖十景是有严谨章法所在的。西湖东南吴山下

一带的主景是"雷峰夕照"。而今在旧城隍庙的基址上新建城

隍阁，表面上强调城市道路对景要高大的形体，实际上是单

纯经济观点作怪，造起偌大一座城隍阁压在吴山上，这就破

坏了西湖十景的章法，而将最最接近基层市居的城隍束之高

阁，令人痛心。其山下的广场模仿岭南的塑石工艺。漠视"有

真为假，做假成真"，“的传统理法，造出一堆假石。杭州玉

泉新建的山溪以灵隐冷泉溪流为师，掇得很成功，饶有杭州

特色。就是塑石也要外师吴山之石来加以人工创造。舍本逐

末，令人叹息。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的形象，一方面突出杭

州的环境特色。一方面要研究杭州古代建筑的某些特色因素

如何创造性地运用在现代建筑上。惊见上海浦东由国外设计

的中华第一高楼金贸大厦有杭州宝叔线性的神韵。现代高层

建筑吸取了古代文化的因素，这就值得深思了。城市景观的

特色是分项因素的总和，其中也包含标志性的重点景观。有

地之宜便有地之不宜，要承认不良的气候因素存在，杭州还

不同于岭南，夏季酷热，冬又寒冷。冬天室外需要阳光取暖

，因此常绿阔叶和常绿针叶树占的比重不宜过大，在开敞空

间中应有一定比重的落叶树。一方地域必有一方特征，从自

然资源而言山水性格、土壤石质、地带性植物群落的景观特

色等。植物种植主要以地带性植物群落为师而又有为数少的



植物引种。在人文资源方面则各地有各地的文脉，通过学习

、研究地方志可以了解古代的文化。通过收集现代资料和实

地踏查又可以了解发展的情况。再把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拧

成一股绳，便可发现藉以创造城市景观特色的因素还是很丰

富的。借景的理念是很概括的，"巧于因借"的"巧"体现在"借

景随机"p1。山形水势、四时季相、树木花草、风花雪月、昼

夜阴晴无不可成为随机的所在。有心的创造意旨往往开始只

是星星的火花。要善于捕捉微小的火花，捉准了就可以夸张

放大，逐渐从逻辑思维的概念设计向形象思维逻辑飞跃，景

观便顺理成章了。园林组成因素诸如山水、建筑、山石、树

木都不会说话，必须借助赋予自然景物中的文化以表达，运

用景名、额题、景联和摩崖石刻等为表达手段，烘托景观的

意境。而借景的创作要求以"臆绝灵奇"为最高境界，似乎是

想疯了，想到绝处才能逢生，这才能达到"灵奇"的高水平。

景观创造是客观的，取决于在客观上是否能与观景者在心灵

方面产生共鸣，让人为之心动，这便是"借景无由，触情俱

是"的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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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