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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生命的体验与延伸 

作者：李颐   发表：《城市建筑》 评论(0) 打印 

摘 要：本文结合作者多年的工作经历,从宏观与客观的视角\理性与感性的思考、传统与创新、关怀的态度几方面探讨景观设计，

提出景观是生命的体验与延伸。 

关键字：视角；思考；生命；体验与延伸；景观设计 

  有人说景观是奢侈品、装饰品、环境的亮化工程，是人类文明及经济发展的产物；有人说景观行业背负着治

疗受创地球的责任，旨在解决环境问题；也有人说，景观填补了城市中建筑留下的空白，是增加土地建设价值的

工具。  

  由于大众立足的角度及市场需求不同所产生的理解差异，景观涉及的领域是多样而广泛的。我们每天视觉所

及的对象——从路边的一草一木到高楼大厦、从山林到海边、从城市到荒原、从宏观到微观——均是景观的一部

分。涉足景观行业将近二十年，对我而言，它一直是丰富有趣的专业，充满无止境的创意、智慧、学习与挑战，

平衡于理性与感性之间，圆融于万物天地之中。景观，反映了设计师对于生命和生活的感悟，借由空间及组成元

素阐述生命循环和延续的方式。  

  云南的地理条件造就了元阳梯田“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特殊农业景观；海纳百川的上海依靠得天独厚的

地理位置，发展了包容的多元文化，也奠定了跻身世界级国际城市的基础；文人骚客为西湖美景留下丰厚而感性

的文字与传说，赋予了杭州不灭的城市灵魂……每一块土地都有其与生俱来的特色和育化背景，每一座城市的形

成都有一些耐人寻味的故事和发展兴衰的历程，唯有挖掘出场所的本质精神，并将其生命力再度激发出来，才能

创造真正撼动人心的景观，以永续的环境孕育宇宙继起的生命。  

  近十多年来，中国的城市建设持续以惊人的速度迈进，人民生活的便利性与舒适度不断提升。随着国家经济

产业结构的转变、视野的扩展、生活步调的加快，人们为了追寻更高的生活质量，快速而大量地汲取外来经验与

信息资源，在与欧美先进国家竞争的同时、在新旧交替之间，崛起了一批批象征进步、快速发展的高楼，越来越

多属于中国的东方特质元素被舍弃或遗忘，取而代之的是被大量堆积的现代化材料与工艺，这导致我们周边的环

境正在褪去原有的容颜。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环境设计学院郭琼莹院长，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环境领域专家。她曾在文章中感叹现代建设

盲目追求绩效而对环境造成的冲击——“一味模仿复制、未因地制宜、未融入风土民情，往往复制了一堆与乡土

纹理背离、与小区生活孤立之外来殖民怪物，虽复制了外形，却丧失了最珍贵之乡土内涵”。  

  近来，由于一线城市空间逐渐趋于饱和，开发的热潮转向二线城市。向大城市迈进的迫切愿望导致一些成功

的开发设计案例被不断拷贝、应用。上海新天地即为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该项目开发获得成功之后，许多城市都

有类似的设计模式出现。时至今日，“新天地”俨然已经幻化为中国城市现代化的一个指标，最终成为许多国外

朋友眼中亲切的“中国式7-Eleven”（连锁便利店）。地方的特色就这么被粗糙的经济利益逐渐掩盖，被一窝蜂

式的消费者喜好与流行文化同质化，于是，在烟雨朦胧的城市里出现了属于阳光灿烂之城的地中海别墅群，在粉

墙黛瓦的江南小镇中出现了顶着金色拱顶的欧式建筑。当人们颂赞现代的便利、惊叹标志性建筑的新奇时，渐渐

失去了地方原生的独特性与生命力。  

  当然，不可置疑，世界的脚步应该不断向前迈进，人类时时刻刻在创造新的文化；但是，面临地域性的逐渐

消失、全球环境的恶化，景观专业赋予我们更为积极的使命——提供给开发者不一样的建设方向与做法，以扼制

急功近利的开发、过度的美化，以及对环境造成的不可恢复的损伤。  

  景观，应该摆脱早期狭隘的空间绿化的巢臼，步出强调取悦感官效果的浮夸装饰工程误区，以延续环境的生

命为己任；而景观专业在提出创意时，也应该承担对于环境与社会的责任，赋予环境真正的生命力，下文将对景

观专业操作的理念和一些心得进行阐述。  

  宏观与客观的视角  

  环境建设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解决单一地块、区域或个体需求问题，还在于建立合理适当的总体环境构架系

统，串联或重建开发基地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只有以开放的心胸、远瞻的视野面对并深入研究

问题，更周密全面地理解影响开发的各种可能性，才能提出正确的计划、方向、定位与策略。宏观，帮助我们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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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自我主义私利的牢笼，提高看待事物的深度和广度；客观，借用宗教家圣严法师开释的一句话，“客观，即为

他人着想”，以旁观者不偏不倚的心态作出公正合理的评价。景观专业应着眼大众利益，平衡开发建设与环境保

护的关系，创造互利共生的和谐环境。  

  以苏州金鸡湖为例，10年前是开发初期的工业园区，开发单位原本仅委托设计团队在3个月内完成沿湖

100~200m宽的带状景观绿化设计。但设计团队进入后，发现原本善意配置的环形绿地，却在无形中阻隔了城市与

湖面的连接，减少了人与水亲近的机会。因此，设计团队转变思路，从更为宏观的城市设计角度提出总体开发策

略，将金鸡湖环湖部分依周边都市开发土地使用模式分为8个不同氛围的区域，通过重新梳理城市、湖体与人的关

系，运用灵活的空间组织，创造出或宽或窄的水岸空间、或借景远观或引入融合的视觉序列，有机地连接了建

筑、绿地与城市活动，近10年的环境建设工作，赋予金鸡湖更丰富多样的风貌，为城市注入新的生命力，成为带

动苏州工业园区周边发展和改善居民生活的核心。  

  理性与感性的思考  

  非黑即白的理性判断与带有想象空间的感性思考相互结合，构筑了可实施的理想世界。景观是自然科学与社

会文明共生的产物，通过理性严谨的数据收集分析，准确地理解环境优劣势，才能建立支持创意的坚实平台；感

性被视为创意的来源之一，是一种个人内在情感的反映，是人接收外界刺激与心灵撞击的产物。然而，正因为设

计与艺术是不同的——艺术可以是主观自我意识的表达，设计除了故事性及美感外，还必须考虑客观的环境因素

与机能上的需求——因此，唯有将个人的体验融入理性的分析，才能真正挖掘出环境的本质，延续属于地方的独

特场所精神。  

  传统与创新  

  建筑师安藤忠雄认为“创新不一定要摒弃传统”。流行文化、新奇事物总是热门话题，最终演变为市场关注

的焦点。追求新鲜的事物，是人类文明不断提高的原动力。这些时尚及其构成元素经过时代的考验，有些将会逐

渐形成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人们共同的记忆，发展为地方特色；当运用于环境、空间、尺度、材料、色彩等，即

形成建筑环境语汇中的场所精神。从天而降的灵感不是唾手可得，放诸四海皆宜的外来设计与地方文化背景脱

离，无法展现地方的独特性；尊重地方人文精神，阅读传统，敏锐观察，发掘组成环境的重要元素与本质，以适

合时代的技术手法重新组构，才能使地方生命力与今日的环境串联、延续和发展。  

以2007年春天完成的东京中城为例，基地位于东京城市中心六本木区域的核心位置，规划设计以复合式的主题，

集结文化艺术、时尚购物、餐饮酒店、住宅办公、休闲娱乐、绿地公园等功能于一身，创造了崭新的国际城市生

活样貌，成为令世人瞩目的东京新地标和话题。从众多的颂赞文章和报道之中，我们不难发现其无可抵挡的魅

力，其实源于日本精致简约的创意美学，在这个“城市再生”的计划中，由高塔建筑、桧町公园和中城花园构成

的大片绿地以不同的形式演绎了城市人文与自然的脉动、过去与未来的连接和对话。自然的樱花林、保留的古

木、饶富禅意的石景艺术装置，线条流畅、光影通透的廊道构架，与大地结合的美术馆，俯瞰城市景色的高塔建

筑，将江户时代的城市记忆与特色以全新的生活模式与相貌展现出来，也将代表城市的生命力不断延续、扩展与

提升。  

  关怀的态度  

  前瞻的思考源于对环境与周遭事物的洞察力和认知。在规划2012年伦敦奥林匹克基地时，景观团队提出“无

负担的土地利用模式”，前瞻且严谨地考虑到大型活动场地临时性建设对环境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活动结

束后场地利用的可能性，所以在规划中纳入环境恢复的建议，从而赢得了这项国际设计竞赛。  

  新加坡系统式的绿阴道路建设，运用生活中更容易接触到的道路景观，以层次丰富的植物创造道路线形空间

的连续性视觉效果，跳出了只有公园才是都市绿化建设重心的传统模式，成功地获得“花园城市”的美誉。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琐碎的困难，人行道停满了脚踏车，导致人车争路；下雨时，瞬间形成的积

水阻挡了人行横道线。这些不便是应该在设计过程中被提出讨论而尽量避免的。只有注重观察力的培养，汲取生

活的经验与教训，关怀环境与人，才不至使设计与生活背离。设计并不是只是一时流行、几个亮点。如何让人舒

适地在其中活动，并且愿意主动接近，才是空间能够长久存在的依归，才是景观生命力的源泉。  

  结语  

  景观是生命的体验与延伸。景观是大地的一部分，唯有和适当的土地契合，才能茁壮成长，展现生命的美

感，生生不息；景观是生活的一部分，唯有懂得体验的人，才能关注世界，发现土地无穷的魅力。  

  作者单位：易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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