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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将现代景观设计的评价标准“实用、经济、美观、生态”与真善美对应起来, 并阐述真善美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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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dernlandscape design evaluation criteria including practicality , economy , handsome and ecology was corresponded with the true , the
good and the beautiful . The embodyment of the true , the good and the beautiful inthe modernlandscape design was discuss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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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观是人类世界观、价值观、伦理道德观的反映 , 是人类

的爱和恨、欲望与梦想在大地上的投影, 而景观设计是人们

实现梦想的途径。任何景观设计都受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

济、意识形态所影响和制约 , 因而就有了景观设计理性和感

性的评价标准, 其中渗透并被打上了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和

政治的烙印, 形成了各种景观设计的形式与内涵。现代景观

设计中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在高度工业化、科技

现代化、经济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中得到升华。

1  真、善、美的基本概念

1 .1  真善美的含义 吴家骅教授在《景观形态学》中指出 :

真、善、美就是人类追求的欲望, 而景观设计中的真、善、美充

分体现了人类对生存环境的一种欲望。他们渴望营造适合

生活的、安全舒适的生存环境。

真、善、美是人们衡量万物的标准, 它有丰富的内涵。

《辞海》中对它们分别进行了解释。从字义上理解,《淮南子。

�!真训》注“真 , 实也”; 荀子《劝学》注“真 , 识也”; 淮南《本经》

注“真, 不变 也”。在 外 文 中, 真 来 自于 希 腊 文 Aletheia ,

Aletheia 为实在界之光明或为理性 ; 在拉丁文中为 Veritas , 意

为选择或信仰之意, 引申为真理是理性的选择或理性的信

仰。因此, 中外文对真的字义理解均为认识的实在性, 即名

实相符。善是一种价值, 是人性行为的价值趋势, 是任何存

在与意志有相符合的关系。列宁认为: 善是人类对外部现实

性的要求, 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所追求的有用或有益于人类

的功利价值。美的概念更是充满着哲学的思辩。《辞海》认

为美指和谐、匀称。孟子《尽心篇》中“充实之为美”, 而原始

社会则认为“羊大为美”。公元前6 世纪, 古希腊的毕达哥拉

斯学派认为: 美就是一定数量的体现, 美就是和谐, 一切事物

凡是具备和谐这一特点就是美。德国黑格尔( 1770 ～1831) 认

为: 美是理念的感情显现 , 并且辨证地认为: 客观存在与概念

协调一致才形成美的本质。美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 , 它是

人类通过创造性的劳动实践, 把具有真和善的品质的本质力

量, 在对象中实现出来, 从而使对象成为一种能够引起爱慕

和喜悦的感情的观赏形象, 就是美。

1 .2  真、善、美的哲学含义  哲学上 , 真善美是评价人生价

值观、用于审美的哲学体系。康德在《康德三大批判精纯》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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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的哲学体系提出了三大任务: 自然秩序的论证、道德秩

序的论证、前两者关系的论证 , 构成了他著名的“三大批判”。

其中纯粹理性批判是关于人的思想及其认识原则, 即真; 实

践理性批判是关于人的意志及其道德原则 , 即善; 判断力批

判是关于人的情感以其情感原则 , 即美。

邬昆如在《哲学导论》中将真善美分别作为价值内涵的3

个层次: 事实追求的层次 , 个人的修为、行为和模式层次以及

境界层次。而真代表科学精神, 善代表伦理精神, 美代表艺

术精神。吴家骅教授在关于“人类的欲望和环境美学的基本

问题”中把真、善、美定义成“求真: 辨别特定场所属性的知

识; 求善: 获益的手段; 求美: 表达喜爱之情的方式”。

有些建筑师也用真、善、美对建筑进行这样的阐释 : 真是

指结构的明晰性和材料的真实反映; 善指的是建筑的人本性

和生态性; 美则包含了形式之美、建筑的装饰和与自然环境

的融合共生这3 方面的内容。房产开发商将真、善、美从3

个层面进行了理解。第1 层面谈到的是居住的功能, 如果你

买一个房子, 如果连功能也不符合, 这房子根本不是真的, 实

际住进来 , 很不合适; 第2 层面是善这一面 , 在善层面解决让

人喜欢和接受, 最大满足使用者的需求 , 要求满足居住价值、

文化价值、审美价值; 第3 层面是美, 是真和善综合多元提高

的境界。

对真、善、美含义的探索可以发现, 真、善、美是一个广

泛、普遍的哲学概念。一般认为“真”代表科学精神, 是面对

事实, 忠于事实本身所蕴涵的本质 ;“善”代表伦理精神, 是人

类对外部现实性的要求, 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所追求的有用

或有益于人类的功利价值;“美”代表艺术精神, 是人生内在

的一种渴望 , 希望达到美的一种境界, 是事物现象与本质的

高度统一。

2  真、善、美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诠释 

2 .1  求真———经济性  现代景观设计中的真, 要求设计者

充分地设计出场所的特性, 因地制宜, 采用最合适方法和手

段进行设计, 以求得最经济的景观(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最经

济”并不是指造价最低, 而是与“性价比”最高) 。如果设计者

在设计时根本不去勘察现场, 不了解现场的地形地貌、水文

地质、土壤性质, 不知道现场存在的物体, 那么, 他设计出来

的景观肯定是缺乏科学的根据, 浪费大量财力物力。中国古

代造园家计成所强调的因地制宜 , 在现代景观设计中仍然重

要, 他强调设计必须根据原有场地地形进行改造, 以减少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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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土方来塑造地形的巨大成本, 既可以节省金钱, 也可以利

用地形进行造景。目前, 因场地勘察不准确、不尊重场地导

致景观造价无端提高的现象比比皆是。

美国风景园林大师理查德·哈格( Richard haag) , 设计西

雅图煤气厂公园( gas works park 1970 ～1984 年) 时所采取的消

除土壤化学污染物的方法值得推崇, 设计前, 他首先着手对

场地进行调查、勘测, 发现挖掘深度达18 m 时污染仍然存在 ,

没有一种植物能正常生长, 对此 , 哈格咨询了权威专家, 结合

各个专业的意见, 采用生物方法来降解土壤污染, 这样做的

优点是可以在原地实施土壤处理。首先将表层污染最严重

的管道、煤气制造设备清除 , 并从附近的建筑工地运来未受

污染的土壤。至于深层的二甲苯、石油等污染物, 则利用底

层土中的矿物质和细菌, 在深层耕种中引入能消化石油的生

化酶, 并添加下水道中沉淀的淤泥、修剪草坪剩下的草屑和

其他可以作肥料的废物, 促进泥土里的细菌去消化半个多世

纪积累的化学污染物。通过这个方法, 减少了改良土壤的资

金, 且达到了理想的效果。因此, 设计中求真、务实的科学态

度值得提倡, 这正是现代景观设计中真的体现。

2 .2  求善———实用性  现代景观设计中的善, 要求设计者

设计时要考虑景观的功能性、安全性, 遵循以人为本的设计

原则营造一个安全、高效、健康和舒适的生活环境。只要设

计者具备基本的设计理论基础, 对景观场地进行综合分析

后, 其功能性是很容易实现的, 但要适宜人生活则需要耗费

设计师大量的精力去完成。景观设计要使人在场所中生活

的舒适, 还必须考虑景观的文化价值、人文主义价值、历史价

值等。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 Abraham H. Maslow1908～1970) 在

《人类动机论》中的需求层次理论为人类追求善的动机找到

了合理的解释。马斯洛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

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5 类, 依次由较低层

次到较高层次。景观中的生理需求指对休憩、活动和运动等

需求都是生理需求, 这类需求的级别最低, 人们在转向较高

层次的需求之前, 总是尽力满足这类需求。安全需求指安全

需求包括对人身安全、生活稳定以及免遭痛苦、威胁或疾病

等的需求。景观设计中的安全需求包含是否有过于隐秘的

空间会对犯罪提供可能、设施结构的坚固度、植物的配置是

否存在安全隐患、有毒刺植物的配置是否妥当、铺装材质是

否易导致行人摔倒等。社交需求包括对友谊、爱情以及隶属

关系的需求。当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后, 社交需求

就会突显出来, 进而产生激励作用。在马斯洛需求层次中 ,

这一层次是与前两层次截然不同的层次。这些需要如果得

不到满足, 就会影响人的精神, 导致工作中的高缺勤率、低生

产率、对工作不满及情绪低落。

过元炯在《园林艺术》中也要求景观设计要适合人的游

憩, 要体现生活美。景观作为一个现实环境 , 必须保证游人

游览时, 感到生活上的方便和舒适, 要达到这个目的 , 一是要

保证环境卫生、空气清新、水体洁净并消除一切臭气 ; 二是要

有宜人的小环境; 三是要避免噪音; 四是植物种类要丰富, 生

长繁茂; 五是要有方便的交通, 完善的生活福利设施 , 适合园

林的文化娱乐活动和美丽安静的休息环境; 六是要有可挡烈

日、避风雨、供休息、就餐和观赏相结合的建筑物。这样 , 才

能使景观增色, 相得益彰, 才更能吸引游人。

2 .3  求美———美观( 艺术) 性 现代景观设计中的美是真与

善完美结合的产物, 是真与善的一种和谐。景观设计中通常

有自然美、艺术美、生态美。凡是不加以人工雕琢的自然事

物如泰山日出、钱江海潮、黄山云海、黄果树瀑布、蛾嵋佛光、

云南石林、贵州将军洞等, 气象景观和植物的季相变化是构

成园林自然美的重要因素。另外还有地形地貌、飞禽走兽和

水禽游鱼等自然因素的变化, 如起伏的山峦、曲折的溪涧、淙

淙的泉水、��的鸟语、绿色的原野、黛绿的丛林、烂漫的山

花、馥郁的花香、纷飞的彩碟、奔腾的江河和蓝色的大海等都

是自然美。在一些以拟自然美为特征的江南园林中, 有一些

对自然景色的描写, 如“蝉躁林愈静, 鸟鸣山更幽”、“清风名

月本无价 , 近水远山皆有情”等诗句, 只不过是对拟自然美的

艺术夸张, 然而却是对自然美的真实写照。

人们在欣赏和研究自然美、创造生活美的同时, 孕育了

艺术美。艺术美应是自然美和生活美的拔高, 因为自然美和

生活美是创造艺术美的源泉。设计师在景观设计过程中, 以

艺术家的眼光审视、选择、提炼和加工景观, 通过摒俗收佳的

手法进行裁减、调度、组合和联系, 才能引人入胜, 使人们在

游览过程中感到它的完美。还有一些艺术美的东西, 如当地

文化、历史 , 还有音乐、雕塑、书画等, 都可以组织到景观中

来, 丰富景观和游赏内容, 使人们的欣赏得到加强和深化。

工业革命给现代社会所产生的后果, 使人类在破坏生存

环境后开始反思天地之间的伦理 , 思考人类在改造自然时对

它带来的伤害, 并极力去弥补。于是人们更倾向于去追求一

种人造的自然美, 创造人工的生态环境 , 充分体现了现代科

技与艺术结合的生态美。

3  结语

在经过了浮华的躁动后, 现代景观设计由单纯片面追求

“功能性”或唯美的景观逐渐向综合考虑适合人类生存的环

境发展, 并开始反思人类在治理和征服自然过程中的过失。

现代景观设计师必须怀着尊重实际的求真精神, 在设计中充

分考虑人的心理、生理等方面的需要, 创造安全、高效、健康

和舒适的环境, 并在此基础上创造符合人们内心渴望的情感

之美。

参考文献

[1] 俞孔坚,李迪华,吉庆萍.景观与城市的生态设计:概念与原理[J] . 中
国园林,2001(6) :3 - 10 .

[2] 过元炯.园林艺术[ 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 .
[3] 吴家骅.景观形态学[ M] .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
[4] 杨祖陶,邓晓芒.康德三大批判精粹[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5] 邬昆如.哲学导论[ M] .北京: 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 .
[6] 张世英,哲学导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7] 王明辉.美学[ 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
[8] 张法.美学导论[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

5935 卷1 期                荣先林  真善美及其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