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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现代景观设计演变一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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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意义上的景观设计产生于十九世纪末的美国。  

  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在那里融合。各国移民在带来多姿多彩文化的同时，也带来

了各国的优秀园林文化。美国现代景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继承了传统的景观设计和德国的园林植物配置设计的

基础上产生的，并以其肇始之初就同城市建设紧密结合，逐渐发展成为包含风景设计、植物设计、环境艺术设计

等多学科复合的设计体系。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城市的大发展导致了自然的破坏、环境的污染等一系列社

会问题，同时人文主义的复归以及公众环境意义的增强，促使景观设计更加深入到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解读美

国现代景观大师——劳伦斯·哈普林、丹·克雷、彼德·沃克以及玛莎·施瓦茨，并从中了解他们的设计思想和

实践以及现代景观设计的演变和发展，进而把握景观艺术的未来，弘扬景园艺术，保持新世纪现代城市景园的可

持续发展，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  

(一) 

  劳伦斯·哈普林(Lawrence Halprin)是二战后美国景园界一位有思想的设计师和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他的

代表作——罗斯福纪念园，就深刻反映了他独特、开创性的思想。哈普林的设计以一系列花岗岩墙体、喷泉、跌

水、植物等营造了四个空间，代表了罗斯福的四个时期及他所宣扬的四种自由，以雕塑表现四个时期的重要事

件，用岩石和水的变化来烘托各时期的社会气氛，设计与环境融为一体，在表达纪念性的同时，也为参观者提供

了一个亲切、轻松的游赏和休息环境。哈普林最为成功的作品是六十年代为波特兰市设计的一组广场和绿地。三

个广场由一系列已建成的人工荫道来连接，“演讲堂前广场”是其中的“亮点”，而广场的大瀑布是整个序列的

结束。他依据对自然的体验来进行设计，将人工化的自然要素插入环境，而不是对自然简单的抄袭。这也是历史

上优秀园林的本质。哈普林在设计实践中，认真分析和关注人们在环境中的运动和空间感受，认为设计不仅是视

觉意像的建立，更是人们在移动时与其他感官的感受，即“视觉与生理”设计。哈普林的实践及理论在二十世纪

美国的风景园林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  

  美国的另一位景园大师丹·克雷(Dan Kilay)的设计理论则是基于其对现代建筑的深邃感悟。他的第一个真正

意义上的现代主义设计——印第安那州哥伦布市的米勒住宅(Miller Gardon)，运用了大量曲线和非正交的直线形

式，这是受到现代艺术的影响而产生的艺术效果，也可以看出克雷运用古典主义语言营造现代空间的强烈追求，

显示出丹·克雷是一个相当理性和客观的功能主义者。到八十年代，克雷的作品显示出一些微妙的变化。与早期

功能主义不同，这一时期克雷加强景观的偶然性、主观性，加强时间和空间不同层次的叠加，创造出更复杂更丰

富的空间效果。  

  达拉斯联合银行大厦是由贝聿铭事务所设计的高层玻璃塔楼。由于达拉斯炎热的气候，或许也可能受到建筑

方案的玻璃幕墙的启发，克雷第一次到现场观察时，就产生了将整个环境做成一片水面的构思。克雷在基地上建

立了两个重叠的5 m×5 m的网格，一个网格的交叉点上布置了圆形的落羽杉的树池，另一个网格的交叉点上是加

气喷泉，除了特定区域，基地的70％被水覆盖，有高差的地方，形成一系列跌落的水池。广场中心硬质铺装下设

有喷头，由电脑控制喷出不同形状的水造型。在广场中行走，如同穿行于森林沼泽地。尤其是夜晚，当所有的加

气喷泉和跌水被水下的灯光照亮时，具有一种梦幻般的效果。在极端商业化的市中心，这是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

地方，可以躲避交通的嘈杂和夏季的炎热。克雷的设计作品，从建筑出发，将建筑空间延伸到周围环境中。他用

几何空间构图与现代建筑紧密结合起来，给人一个十分协调的视觉效果。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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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德·沃克(Peter Walker)是当代成功探索景观艺术的先锋者之一，其作品以独特的视觉形象和场所感，为

人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心灵体验。实际上，沃克是对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及极简主义艺术综合、研究后，创造出

了其极简主义的园林设计。这种艺术表达很适合于校园中大学生们对知识的存疑及哈佛大学对智慧的探索。  

  沃克的哈佛大学泰纳喷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极简艺术作品。它的设计理念是在设计中利用新英格兰地区的材

料并创造一件能够反映太阳每天运动及变更的艺术品。泰纳喷泉是沃克对于石头力量亲密性的一个重要展示。泰

纳喷泉由一个60英尺直径的圆组成，内部由一些同心但不规则的圆来组合，每块巨石约为4英尺×2英尺×2英尺，

并且都镶嵌于地面之上。在石头圈中心，有一块直径20英尺、高4英尺的水雾，这些水雾由五个同心圆环状排列的

喷嘴喷出的细小水珠组成。水雾的景观取决于太阳和观者间的位置关系，有时在水雾中会出现彩虹，偶尔也会出

现“萤火虫”般闪亮的小水滴。在晚上，灯光从下面反射出来，给雾及空间带来神秘的光辉。每一个季节，泰纳

喷泉都有着自我诠释和改变，使得喷泉成了一个观察自然和记录地球变化的载体。在春季和夏季，泰纳喷泉提供

了清新的空气、明亮的夜晚和绿色的床；秋季，这里的地面被丰富多彩的树叶覆盖，秋风激起点点水雾，提供了

一个温馨的休憩场所；冬季时，降雪覆盖了巨石，在这安静的圆形石阵中揭示了一种神秘。沃克的极简主义作品

注重人与大环境的交流；人类和地球、宇宙神秘事物的联系，隐喻着巨大的力量；强调大自然谜一般的特性，如

水声、石头的静态平衡和重量，瑟瑟的风声，飘逸色彩的体块和图案，闪烁微光神奇的雾以及让人难以捉摸的

光。 

(四)  

  玛莎·施瓦茨(Martha Schwartz)，一位在公共艺术领域开拓了风景园林的另一片新天地的设计师(她是沃克

的妻子)。施瓦茨是艺术对景观的“入侵者”；是传统园林审美观的“冒犯者”；是一位在景观设计方面的“离经

叛道者”。她的作品，表现出她对一些非主流的临时的材料以及规整的几何形式有着狂热的喜爱，同时也表现出

对基址的文脉的尊重。  

  施瓦茨是使用特别材料，以怪诞的表达方式进行设计的老手。她的作品在形式手法上有以下特征：1.平面中

几何形式的应用。2.对基地文脉的体现。3.在景观中组合非常规的现成品。4.使用廉价的材料。5.人造植物代替

天然植物。6.传统园林要素的变形和再现。7.对垂直面和水平面同等关注。施瓦茨认为，景园是一个与其他视觉

艺术相关的艺术形式，景观作为文化的人工制品，应该用现代的材料建造，而且反映现代社会的需要和价值。 

  综上所述，现代景园的发展，基本可归纳为现代主义——极简主义——“施瓦茨风格”。现代景观艺术的发

展往往同建筑艺术的发展是同步的，但两者又都追随着其他艺术门类的发展及变迁。通过对现代艺术发展的了

解，也许我们可以一窥景观艺术及建筑艺术未来的发展趋势。景观艺术的发展往往又建立在尊重历史、尊重传统

的基础上的，但又都是反传统的。把握好这一辨证的观点，就能把握景观艺术未来的发展，把握好新世纪现代城

市景园的可持续发展。这是我解读美国现代景观大师所得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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