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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系统在现代景观中的应用 

作者：李先军   发表：景观中国 评论(9) 打印 

摘 要：景观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当人们在欣赏景观时，若读不懂这些语言，那么这件景观作品的艺术价值就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和体现；而解说系统的存在则恰好起到了沟通设计者和欣赏者的作用，这样就方便了欣赏者更好的去体验这些景观作品，同时也提高

了他们自身的审美素养。 

关键字：解说系统；景观语言；交流；体验 

  编者按：5月21日，笔者有幸采访到了当今日本三大景观设计大师之一的户田芳树先生，他的睿智和对生活的

关注极大的感染了我。当我问他“如何看待设计隐喻和读者欣赏之间的关系”时，他的回答让我释然，他说“隐

喻设计的作品一般会有三个层次，首先应该满足功能的基本需求，其次，应该让人在里面有一个幸福的感觉，最

后，在满足了前两个条件的基础上，我才会用些隐喻的设计手法，前面两个基础很重要”。 

  当用同样的问题请教EDSA创始人爱德华·斯通先生时，他则说到：我认为作为一个设计师，交流是很重要

的。这个交流不仅包括设计师与甲方的交流，还应包括与未来使用者的交流，这是现在的很多设计所忽视的。这

个过程中，我们也需要公众的参与，让他们真正参与到方案的最终决策上来，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一个设计师

设计的作品，只有他的使用者才最有发言权，而不仅仅是评委。  

  可惜的是，中国的设计师也喜欢应用隐喻的设计手法，然而设计出来的内容却往往很难让人读懂，甚至很难

满足人们的功能需求，面对这种现状，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对这种矛盾进行分析，如果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

用，实为幸事。 

  一 解说系统产生的背景 

  随着当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逐步的提高，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人们居住的城市环

境却在遭受严重的污染。城市中随处可见的垃圾.被污染的河流水体等正影响着人们的正常生活。因此，为了改变

这种惨淡的现状，一场旨在改变城市环境面貌的城市园林运动在此时正悄然兴起。 

  经过几年的共同努力，现在的城市环境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不少的城市中还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园林设

计精品，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但同时也有不少优秀的设计作品却很难被普通市民理解，被他们所认同。分析其原

因，我们会发现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由普通市民的主观审美素养与设计师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造成的。其实景

观作品也是一种艺术品，当艺术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必须首先达成某种共识时，艺术品才能体现出她的价值

[1]。当然，这种共识对于不同的社会群体是建立在不同层次上的，而之所以有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设计

师与社会群体处于不同的层次上而导致的。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我想很有必要在设计师和市民之间架起一座能起

到沟通作用的“桥梁”，而解说系统则恰好能起到这种沟通的作用。  

  二 解说系统与景观 

  2.1 解说系统的概念  

  北大旅研中心主任吴必虎先生认为，解说系统就是运用某种媒体和表达方式，使特定的信息传播并到达信息

接受者中间帮助信息接受者了解相关事物的性质和特点，并达到服务和教育的基本功能。台湾朝阳科技大学休闲

事业管理系助理教授环境解说博士吴忠宏认为“解说是一种信息传递的服务，目的在于告知及取悦游客并阐释现

象背后所代表的含义，接着提供相关的咨讯来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与好奇，同时又不偏离中心主题，期能激励游

客对所描述的事物产生新的见解与热诚。  

  在国外，对解说系统的研究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目前他们已深入到微观领域，如对牌示的设计，材料，

颜色，解说牌大小，设置高度，甚至文字的大小，字体的间距等，而在我们国内，解说系统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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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解说系统与现代旅游 

  其实，解说系统在旅游中已显示出了其作为设计师与游人之间所起到的沟通媒介作用。当你一个人去外地的

某处旅游区去旅游时，你也许会看到许多的牌示，从中可以了解到关于这片土地的故事；你或许更可以在导游的

带领下去详细生动的“阅读”这片土地……通过以上几种方法，你都可以在轻松的旅游中了解很多关于当地人的

生活或关于这片土地的故事；相反，假如你去的那个旅游区没有这种牌示，解说手册，导游图或导游，那么你也

许就只能很“肤浅”的看一些表面上的花，草，树，建筑等，这里的景象就自然不会在你的脑海里留下很深刻的

印象，你也同样不会有想再来到这儿旅游的欲望。由此，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出解说系统在现代旅游中的重要地

位。  

  随着时代的进步，解说系统已经不仅仅用在旅游中，也逐渐成为园林设计师进行设计的重要手段。在美国，

解说系统可以分为环境解说，遗产解说……等等。北大教授俞孔坚先生在如何设计圆明园遗址时，就曾提议使用

遗址解说的方法来设计，而不是再重新修建一个与原来一模一样的圆明园，因为那样的话，圆明园就失去了她作

为历史见证的价值，也就失去了其作为遗址的意义。  

  2.3 解说系统与景观语言 

  诗人用诗词来抒发自己的感情；作家是用文章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而景观设计师是在用设计的作品来阐

述自己的理念，在用景观作品与游人进行对话，交流。  

  设计师设计的景观作品也应满足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把那些精神文化的虚无缥缈转化到硬质景观的物质形

态中去[2]，同时，景观还应从形式本身着眼，对于精神文化和造型艺术，必须有修养的人才能欣赏领悟，一般游

人面对美丽的山水景观，也许只是“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觉得好看，但逗留不久就欲走，这“好看”之中没

有内部结构，是个“空集”[3]，这就是由于欣赏者读不懂这些景观语言的缘故。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景观设计学教授安·维斯特·斯本在其所著的《景观的语言》一书中指出，景观也是有

自己的语言的[4]。象文学作品一样，景观的语言也可以言传，书写，阅读和想象。其实，景观设计市设计作品的

过程与作家写文章的过程是非常相似的。作家写文章用的修辞手法如：借喻，暗喻，拟人，夸张，排比……等在

景观设计师的作品中也同样可以应用，只不过当这些修辞手法被用在作品中后，会使作品所表达的含义更隐蔽，

更抽象，更不宜被众人理解。读者阅读文章的过程与游人破译景观语言的过程也是相似的。但是，读者可以根据

已学的文学常识去解读那些优美的文章，而游人又该如何去破译那些隐含的景观语言呢？笔者认为解说系统用在

此处是非常合适的，因为毕竟有许多市民对于景观语言是知之甚少或根本不了解的，她在此处也就起到了这种沟

通设计师和游人的作用。这样那些优秀的设计也就会容易被市民解读，被他们所认同。  

  或许大家知道，其实设计师创作作品的过程是相当辛苦的，他们要去聆听关于当地人的传说或故事；要去感

受和体验当地人的生活；要去了解当地人的生活习俗和需求……只有这样，他才能设计出属于当地的景观作品。

可以说，每一个精彩的设计无不与当地的历史，文化，生活习俗等息息相关，紧密相连。设计师创作作品的过程

就是挖掘当地的历史文化风俗的过程。因此，用解说系统去阐释这些作品，不仅可以让当地人去重新感受景观语

言下关于自己脚下这片土地及文化的神奇，而且还可以提高他们的审美素养和欣赏水平，同时还便于外地人在轻

松的旅游中了解了当地人的文化及历史，也方便地方文化的传播。  

  三 解说系统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应用形式与原则 

  3.1 解说系统的应用形式 

  在现代的景观设计中，解说系统的形式主要为解说牌，解说手册，解说图及语音解说，录象带，幻灯片等。

一般地，在公园，广场，居住区，街头绿地等园林区域的解说主要由解说牌，解说图来完成；而在风景区和旅游

区的是由语音，录象带和幻灯片来解说的。 

  3.2 解说系统的应用原则 

  3.2.1 景观化原则  

  在具体的场地中应用解说系统时，一定要使解说系统景观化，这主要体现在解说牌的设计上。并不是随便的

解说牌都能放到具体的场地中，要尽可能的使解说牌也形成一定的景观以便于供人们欣赏。  

  3.2.2 协调性原则  

  在设计解说牌的时，还要考虑牌的材质，大小，颜色，形状等，同时，还应考虑到字体的大小，字间距，字

的颜色等问题，要使其形成的景观与周围的环境相协调统一。不要因为加入了解说系统而破坏了原来环境的协



调，那样的话，这种解说系统是不成功的。  

  3.2.3 适应性原则  

  这里所指的适应性原则主要是指语言的适应性。比如，在南方沿海城市的园林景观中应用解说牌时，一定要

考虑使其使用者的语种问题。因为很多国外的游人是看不懂汉字的，这时，就应该在汉语解说的下面，写上相应

的英语解说，而不是现在存在的汉语拼音解说。当使用汉语拼音解说时，国内人一般不会去看拼音的，外国人则

看不懂，这样，信息传输速率会很低下的，这种解说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当在旅游区面对一群国外人进行语

言解说时，你就应该用相应的语言与他们交流，这时再用汉语解说，那么结果恐怕会很糟糕的。  

  四 解说系统在现代景观中的应用实例 

  4.1 实例一：明尼阿波利斯市联邦法院广场 

图一 明尼阿波利斯市联邦法院广场平面图（引自《建筑环境设计》） 

图二 明尼阿波利斯市联邦法院广场局部效果图 （引自《建筑环境设计》） 

  这是一明尼阿波利斯市联邦法院广场[5]（如图一）的设计，在本设计中，设计师利用的景观元素并不多，但

效果却很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一组铺着草坪的土丘，它们呈东西向排列，上面种着明尼苏达州森林里最

常见到的土生土长的小型针叶树（如图二）。这些土丘象征着冰川运动地带所遗留下的起伏的地势，同时，用大

树干当座椅，由此来象征明尼苏达州由来已久的支柱工业——伐木业。  

  设计师在本设计中就采用了景观语言暗喻的设计手法，将整个广场与该州的历史，地理发，文化紧密的联系

在了一起。当本地的人们来到此广场时，他们也许首先会被这奇特的形式所吸引，也许会有一部分人能够“读

懂”这件作品，但我想恐怕会有更多的人只是觉得其好奇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可怕的是当一个外地的



设计师来到此处时，他肯定会被这种构图形式所吸引，还以为这是一种造园形式呢。结果，他把这种模式“搬”

到了他的家乡故土的设计中，造成更多的人去模仿，就好比现在的大广场模式一样，结果只能是更多的人“读不

懂”其中的内涵。  

  如果设计师在其中加入了解说系统如解说牌的话，那么当本地的人在此处歇息游玩时，会多了另外的一种感

受，那就是对于养育自己的这片土地的体验；当外地的人来到此处看到解说牌后，也会有一种感受，那就是对于

这个城市的历史及文化的体验，并且这种体验会深深的烙在外地游人的心里，而不致出现游玩之后没有感觉的欣

赏，更不会出现外地设计师模仿这种具有地方性痕迹的设计形式。美国著名景观设计师约翰.O.西蒙兹先生说：人

们规划的不是场所，不是空间，也不是内容，人们规划的是一种体验！！[6]  

  4.2 实例二：新奥尔良意大利广场 

图三： 景观的文化语境—新奥尔良意大利广场（引自《城市景观设计》）  



图四：新奥尔良意大利广场平面图（引自《城市景观设计》） 

图五：新奥尔良意大利广场效果图（引自《城市景观设计》） 

  这是意大利的新奥尔良的意大利广场（如图三），这又是一个经典的而又与众不同的设计。设计师穆尔是通

过暗喻的设计手法对历史符号的变形移植和拼贴而形成了这么一种多元性的广场。广场中央是意大利版图的轮廓

（如图四），广场一侧设置了一组台阶式大型喷泉，背景是一大拱泉水从象征着阿尔被卑斯山的台阶流下，注入

到第勒尼安海和亚得里亚海，最后汇入广场中央的“地中海”，在”海“的中心设置了一个“西西里岛”（如图

五）。它隐喻着意大利移民与这个岛的文脉关系。  

  设计是将这些海和岛用“混乱”的阶梯外轮廓来界定，这些看似混乱的设计形式却有着很深的意义。也许一



个对于意大利文化很熟悉的人来到此处时，会被设计师“笔下的景观语言”而深深的叹服。但会有更多的游人来

到此处时感到迷茫，因为摆在他们眼前的几乎是毫无规律的形式，很抽象的景观语言，更别说来个外地人或国外

游客来此“解读”这件作品。  

  其实，设计师的意图是好的，他想从意大利的历史文化源头等方面来进行设计，但是，也许他没有想过他的

设计是否能被普通市民及来此旅游的外地人所解读，被他们所认同。如果在这样的抽象且赋于内涵的景观作品里

存在着解说系统，那么所有来此游玩的人都会体验到设计师的最初意图，而且还会使外地的游客更深层次的了解

这块土地，了解意大利的文化，我想这样的结局也许是设计师所真正期盼的。 

  4.3 实例三：户田芳树与SUWA 滨水公园 

   

SUWA 滨水公园（From 《YOSHIKI TODA LANDSCAPE and ARCHITECT》, JAPAN） 



SUWA 滨水公园（From 《YOSHIKI TODA LANDSCAPE and ARCHITECT》, JAPAN） 



国外某知名设计公司在中国本土某公园的设计效果图 

  在设计SUWA 滨水公园时，由于该公园所在地区有个很出名的庙宇，庙里有四根特别有意思的木头柱子，所以

户田先生就把该种形式用于公园两个铝合金柱子雕塑的设计中，这就是一种隐喻手法。  

  这个雕塑正好是日本著名手表公司——精工公司捐助修建的一个公园，精工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制作手表的公

司，所以，设计师在这个设计中运用了大量的隐喻手法：这个雕塑的高度是12米，代表了时刻中12时的概念。如

果看这个雕塑设计的平面，你会发现更多的含义在里面。树木一般都是有年轮的，而这个公司当时正好成立25周

年，所以，雕塑旁边（两根柱子之间）的环形铺装也恰好是25圈，这就代表了公司的年龄。 

  如果一个普通的市民来到这块场地，恐怕只能为眼前存在的景观所震撼，而根本无法了解到设计作品背后隐

藏的丰富内涵，这就是因为设计师与普通市民在阅读这种设计语言时，由于了解景观语言的多少所造成的一种

“代沟”，而解说系统可以有效的拉近起设计师与普通市民的距离，从而为普通市民更好的体验这块场地提供了

可能。 

  对于这个经典的雕塑，我所担心的可怕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就在国内某著名景观事务所的一个广场设计

中，就出现了与此完全相同的雕塑作品，而这个作品则完全没有了原来的含义，我想就连设计师本人恐怕也没有

真正深刻体会到户田先社这个作品的真正内涵，这是一种盲目的“抄袭”，而抄袭的结果则显的是那么的“苍

白”，我想这恐怕就是为什么中国出现那么多的类似国外设计作品的真正原因吧，因为我们国内的设计师的景观

语言的储存量还无法真正阅读那些国外经典作品的真正内涵，而合适的解说系统则可以有效的避免这种错误的发

生。 

  五 总结 

  “中国园林妙在含蓄，一山一石，耐人寻味[7]”。但是我想我们还应考虑到不同时期园林的服务对象。古典

园林大都是为私人所有，他们大都是些达观贵人或官场失意而隐退的诗人画家，他们在当时的社会也是属于高层

阶级，且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素养都是很高的，因此，那些含蓄的景观作品正是他们所追求的，并且在他们看来

是美妙的；而我们现代园林的服务对象已变成了最广大的普通市民，他们受教育的情况是参差不齐的，文化素养

也是差别很大的，总体上也不会高于古人的那种素养，倘若现在再设计些古典的含蓄景观，恐怕会有很多人读不

懂这些作品的，那样的话这件作品的价值就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现代的设计中，我们考虑的起点是在为市民设计，要让他们看懂你的作品，因此在有些设计中使用解说系统

会有助于他们在游玩中去真正的读懂这些作品，只有你读了这件作品，你才可能体验到作者的真正设计意图，只

有这样，你的体验才可能是美妙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要加上解说系统，如果设计师的作品主要是在追

求一些形式上的东西或纯功能的设计，而并没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或很容易被人解读，这样的设计作品是不需要加

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园林设计作品都要刻意去追寻其内在的寓意或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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