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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设计展望：国际性和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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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3) 打印 

  园林设计在中国已经有悠久的历史，是中国优秀的传统之一，现代景观设计仍然在传统的范例和国际的范例

之间探寻其自己的风格。 北京土人景观规划设计研究院所做的项目展示了当代的、同时又是自己的设计语言。  

  中国以其古老的画意园林艺术而著称，它们看起来像散点透视的中国画，象征着自然和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同时，中国是世界上的第四大国，以大量的文化景观而闻名，经过数个世纪，逐渐演进土地的使用方式适应其不

同的自然条件和气候区域。关于自然循环和把人类融入在这循环之中的广泛知识，也流入了景观的设计之中。历

史学家们也同意，从长远的角度看，不断地清洁、修梯田、翻转土壤、种植和灌溉等，对他们的生存环境所造成

的影响，远远比其他国家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要深远得多。  

  建筑行业正在蓬勃发展，摩天大厦、时尚的居住区、软件工业园和商业区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正是当代城

市的发展趋势，景观设计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变化，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使得一切都有可能，但是这

同时也增加了对环境的影响和破坏。随着收入的增长、社会的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环

境和休闲的重要性，对城市空间的组织形式和设计的要求也在逐渐提高。在当代城市的发展趋势与丰厚的历史渊

源之间，摆在中国景观设计师面前的选择是什么？这些选择又怎样反映中国当代景观设计师的地位和发展趋势？  

  对许多访问中国的外国人来说，这里的文化景观的多样性就像一个大花园中镶嵌着堤坝、梯田和原野一样。

这与埃及人大不一样，他们居住在沙漠边缘，他们设计的园林所用的理性，如同他们的果园或者麦田一样。然

而，中国人从来不会在园林中复制他们的这种文化景观。在传统的中国园林设计中，不是用人工的理性和几何方

式来创造景观，而是用他们所熟悉的自然景物来创造一个微缩的自然景观。花园象征着宇宙 ——“一壶天地”

（ 摘引自唐朝618-907年的一个学者的话），因为它有很多的风景元素，例如小溪、山岗、泉水、池塘、岛屿、

亭阁、植物和悬崖等）。  

  直至今天，许多中国设计师仍然在有限的空间里布置许多风景元素，这不仅仅是模仿自然，更重要的是创造

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缩影。欧洲传统的大草坪是和自然的新鲜和光明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感觉源于牧羊人的体验，

而中国人将草原与北方荒蛮和威胁联系在一起。1920年，一个中国的旅游者认为欧洲园林中广阔的草坪用来饲养

奶牛很好，但不适宜陶冶人。然而如今，草坪却是国际化和富贵的象征。乡土植物和自然的生态系统的发展被看

作是不文明的，不开化的。直到现在，以华丽的、奢侈的和轴线的语言进行的设计仍然占着统治地位，设计缺少

和内容之间的联系，只是将认为代表中国的古塔、象征性的石块以及奇花异卉，与欧洲巴洛克风格的树篱和雕刻

元素相结合，用昂贵的时尚的材料，形成一种多彩的风格混合，而这种风格的混合则象征着以经济进步为导向的

文化。这种风格的混合是因为甲方的偏见和他们强烈希望表达的东西，例如正在迅速增长的中国中上阶层的品味

和他们想在居住环境中显示自己财富的渴望，另外，设计师的教育背景参差不齐也是原因之一。  

  尽管小规模的园林设计在中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但是景观设计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规划设计学科才在过去

20多年内逐渐形成。在当今的城市膨胀和环境恶化背景下，景观设计学的发展有着特别的意义：它不仅提高了景

观在城市中的地位，而且在发展关于生态问题、基础设施、和土地利用的思想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解决这些问题

的方法不能从狭窄的传统的对这个领域的理解中、和有限的古典园林的设计模式中去寻找，也不能从外国的作品

中借用。那么中国的景观设计师应该怎样才能满足当代中国人的现代化和更加国际化的需求，而同时又有地域性

和特色呢？那些年轻的事务所，许多是由留学回国的人员创立，他们对这个领域有新的理解，现代的看法，不同

的答案，他们在尝试着给这个领域提出新的推动因素，并且在实践中对现在的发展趋势提出置疑。一位代表性的

年轻景观设计师就是俞孔坚。他在浙江省的一个农村里长大，那里有独特的传统的乡村开放空间。他曾就读于北

京林业大学的园林专业，这是中国最大的也是历史最久的风景园林设计学校（1952年建立），之后他在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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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设计学博士学位。1997年回国后，他在北京创立了土人景观规划设计研究院，现在有约200名设计师，是当

今中国最大的私人景观设计单位。  

  俞孔坚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着民族身份危机和人地关系危机。在他发表的文章和书籍中，在他建立的北京大

学景观设计学课程中，以及在他所做的项目中，他正在努力创建一种现代的但又是中国的景观设计风格。同时他

也在寻找景观设计与场所精神之间的紧密联系：他正在发展一种源自场地的设计途径，与它的自然背景，历史文

脉和当地人的风俗习惯相结合。在阐述设计的过程中，他唤起对足下乡土中国的文化景观和乡土植物的审美意

识——这在中国是一个崭新的概念。  

  在沈阳建筑大学新校园的设计中，“土人景观”抓住了农业景观的基本结构特点，用直线形的小路来分隔稻

田。这个主题对一个学校的校园来说是非同寻常的，它既可以提供一种生产性的文化景观，而且水稻收割以后还

可以作为纪念品出售。斜对角种植的成排的树，小树林以及直线中轴上的行道树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构架，从而

把校园分隔成大小不同的空间板块，里面种植寻常的作物和乡土野草。稻田校园的几何形态源于周围的农田的几

何肌理。在稻田的基底上，分割出小尺度的树荫广场，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学习环境。另一个项目是北

京的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将中心公园区域建成湿地水系统，人行道网络引导人们穿越观赏各种本地水生植物和芦

苇，以台阶相连接的高低不同的小径可以通向水位高低不同的区域。  

  位于台州的永宁公园，以前是永宁江的防洪堤岸，全部都是坚硬冰冷的水泥墙壁，现在却是栽种着当地的芦

苇和野草的生机勃勃的景象。改造之后，将河漫滩还给了河流，形成自然湿地，进行水土净化。公园里和河流相

同的高度上是一个内河湿地系统，这片湿地的形状与在方形种植池中栽种的中国水杉矩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

种水杉在中国南方的水系景观中非常普遍。公园里格网式分布的小路以及其中的小桥和栈道供游玩者走遍公园的

每一个角落。永宁公园另一大非同寻常的特点是公园里的几个多彩的景观盒子，每个方盒子讲述了一个故事，给

游玩者提供了一个特殊的休闲场所。  

在有关“土人景观”的项目描述中，对中国问题的关注显而易见，包括关心生态环境和自然的动态发展过程，如

水位变化，考虑季节变化，促进生态系统发展，栽种和收获等。这些考虑再加上乡土的野生植物的应用和乡土文

化景观的借鉴，保留和利用历史上的构筑物和简练的设计语言，使“土人景观”能设计出一个个具有国际性和现

代性的、同时拥有中国自己文化个性的优秀作品。  

（原文发表：Antje Stokman/ Stefanie Ruff, Internationality and Identity – The search for a 

contemporary design idiom in China, Topos, 51: Prospective Landscapes, 2005, PP. 66-75） 

作者简介：  

安琪·施托克曼（Antje Stokman），生于1973年，曾在德国汉诺威大学的爱丁堡艺术学院学习景观设计学，毕

业之后，2000年至2001年在德国汉诺威大学做研究和助教，2001年至2004年在德国雷纳•施密特景观设计事务所工

作，现为德国汉诺威大学教授。她还曾作为北京大学，上海同济大学和德国杜汉堡大学的客座教授景观设计。  

史戴芬·让傅（Stefanie Ruff），生于1976年，曾在德国柏林应用科技大学学习园林和景观设计学，在她学习

期间，她曾在柏林和澳大利亚的许多公司实习，2004年成为北京许多景观设计公司和建筑公司的自由工作者。  



图-1,2 The diverse cultural landscapes in China such as the numerous rice terraces are the result 

of centuries-long cultivation. 

中国丰富的文化景观如稻田，是千百年耕作的结果。  



图-3,4 Th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office Turenscape integrates features of cultural landscape into 

its projects. Paths and rows of trees divide the grounds of the university campus in Shenyang into 

parcels where rice is cultivated.

土人景观将文化景观元素结合到项目中，步行道和成排的树将校园分割成块，里面种植水稻。  





图-5,6,7,8  

Access is provided by paths on different levels in the 

Zhongguancun Life Science Park in Peking, a system of 

water and wetlands. 

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内，一个水和湿地系统，不同高度上的步道联系园区。  





图-9,10,11,12,13  

The banks of the Yongning River in Taizhou were renaturaliz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design of the River Park, creating 

additional flood plains (page 75). 

Colourful boxes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park serve as 

shelters from the rain and observation platforms (bottom). 

与永宁公园的设计相结合，本来渠化的永宁江恢复了自然形态，增加了河流的行洪滩地。多彩的景观盒分散在公

园内，提供了独特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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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中国园林毕竟是前科学时期的产物，全搬来解决现代问题肯定行不通的。但它可以整合到现在的设计之中，为更为

人性化的设计环境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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