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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了基于节水型园林建设要求下水景设计的观点 , 并从水景设计中考虑冬夏季水景营建的不同效果 , 旱园水作 , 利用人的视觉
感受和非常规水及提高从业人员节水意识等5 个方面探讨了北方城市水景的设计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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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iewpoint of waterscape design based ontherequest of constructi ng water-saving garden was put forward . Different building effects of wa-
terscape in winter and summer were considered in waterscape design and the dry garden would be constructed as the gardenin water . The design counter-
measures of waterscape in northern cities were discussed on 5 aspects such as utilizing visual sense of human and unconventional water and enhancing wa-
ter-saving consciousness of working staf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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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景在改善环境质量、维护城市生态平衡、美化城市景

观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 。近年来随着城市绿化建

设步伐的加快, 绿地面积的日益增加, 园林用水量也在逐年

提高。但与此同时, 全国660 多个城市中, 有400 多个存在供

水不足的问题[ 2] , 尤其在我国北方城市, 气候干旱、降水偏少

的现象日益严重, 缺水程度更加突出[ 3 - 4] 。关于北方城市水

景设计的问题, 目前学术界进行了一些研究[ 2 ,5 - 6] , 这些研究

对我国北方城市园林水景设计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未见系统

化的探讨。笔者从北方城市园林建设中的水景现状出发, 深

入分析相关的对策 , 以期为我国北方地区水景园林建设提供

参照和依据。

1  北方城市园林建设中水景应用现状

目前我国城市绿化大多以自来水为水源, 利用率很低 ,

再加上在北方城市园林设计中仍存在着严重的用水不合理

问题, 使得城市有限的水资源更加紧缺。

1 .1 水景设计不合理  调查发现, 北方很多城市的水景设

计不合理, 如济南泉城路上的水景及富翔天地、青岛的新村

花园、西安的雅荷花园等小区中的水景都只是摆设, 因后期

管理维护跟不上, 水体发黑发臭。所以在缺水干旱、水资源

极度短缺的北方城市, 用昂贵的水资源费钱费力地做大水

池、大喷泉, 根本达不到理想的观赏效果。

另外, 冬春季节常有沙尘暴侵袭 , 很多喷泉和喷水池等

亲水设施本是作为降低环境温度、调节小气候的, 结果由于

水源污染、运营成本高等问题而很少开放, 喷水设施锈迹斑

斑, 破坏了城市景观且造成极大的浪费[ 7] 。

1 .2 冬季水景维护困难  北方城市往往存在夏季高温需

水, 冬季干旱、寒冷、风沙大、水景维护困难等一系列问题。

由于北方干旱寒冷, 为防止水池结冰造成破坏 , 需将一些气

势恢宏的喷泉水景中的水抽空, 这样, 生硬呆板的池底便显

露在人们视觉中, 会严重破坏景致, 如西安钟鼓楼广场、河北

秦皇岛的奥林匹克大道的喷泉水景。

  当前北方城市水景建设中, 要实现节约用水, 降低消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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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限度发挥其效益, 首先必须改变水的应用模式, 使之从

“耗水型园林”向“节水型园林”转变, 走持续、健康的发展之

路。为此 , 笔者试提出以下对策。

2  对策

2 .1 依据不同季节进行水景设计  北方城市因严重缺水 ,

其水景设计一般是浅表的水面, 这样不仅能增加观赏性和参

与性, 在枯水季节还能营造另一种景色出来, 如小溪流, 丰水

季节可以赏水嬉水 , 枯水季节还有石头景观存在。所以 , 在

北方城市营建水景应结合地域特色, 灵活、节约用水。

2 .1 .1 与其他雕塑小品相结合。有时候有水之后, 不一定

能看到水, 涌泉往往给人以“水为有源之水”的感觉, 其本身

也应该是一种艺术品。我们可以借鉴一些成功的设计思路 ,

在大连星海广场设计中, 两边环形喷水池内置若干石刻荷花

雕塑, 水柱从中喷出, 冬季没水的时候 , 石刻荷花可以作为观

赏的雕塑小品[ 7] 。

2 .1 .2  水墙瀑布和叠水的应用。水墙瀑布在垂面上产生的

光声效果十分吸引人[ 8] , 华盛顿自由之路公园和温哥华的罗

布森广场 , 采用叠水的形式降低水的损耗和噪音。同时冬季

结冰后 , 因为结冰瀑布造型与光线相互作用会产生独特的奇

景, 更有出人意料的效果, 绝好的体现了北方特色。又或者

冬季将水抽干, 水墙就变成普遍意义上的墙体 , 而叠水的台

阶, 可以作为市民活动休闲晒太阳的场所[ 9] 。

2 .2  注重精神、意境的表达———旱园水作  在水景设计中 ,

应考虑自然、历史、人文等方面的因素 , 给人一种独特体验的

感觉。从意境角度说 , 不见得有水是最好的, 没有水, 却时刻

能感受到水, 正所谓“此时无水胜有水”。应该更多地通过理

解规划设计中的一些功能、想法来营造水景观 , 这个理念体

现在景观角度是一系列的表现形式。

日本特有的象征式庭园是枯山水 , 具体而微的山水世界

却可以使人产生无限的冥想。常用砂或砾石充做水面 , 上面

耙成平行的砂纹表示水面的波纹, 来展现大自然如海洋、瀑

布、河流、小溪等景观。在平庭的砂纹中散置山石象征海中

岛屿, 无水的小面积内, 总给人一种平阔洁静的水景感觉, 甚

至是一种海中琼岛的仙境象征[ 10] , 这些都是对水景的概括

和提炼 , 具有象征性和艺术性[ 5] 。

而中国园林素有“无水不成园”的传统, 即使无水, 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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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水景来, 所谓“水随山转, 山因水活”。于是历代造园者

们在无水可理的情况下, 巧思不断, 匠心不止 : 扬州个园的黄

石秋山东峰之下, 石壁高岩间, 有一旱桥飞架 , 游人立此驻足

俯视, 只感悬崖深涧, 水意便油然而生 ; 扬州寄啸山庄的船厅

实际是一座建在地上的四面厅, 但厅前的地面用站立的瓦片

和鹅卵石铺设成鳞片状图案, 仿风吹水面的波纹, 游人至此 ,

水意已浓⋯⋯以上种种手法, 均可称之为“旱园水作”。此法

并不挖池引水, 而是以地为水, 用散置立石或垒叠山石的方

法堆出峰峦、峡谷、岛屿、桥梁等形状, 使游人宛如置身于山

溪、谷涧、渊潭之中, 产生无水似有水, 水在意中生的感受。

此如陈从周先生所言:“园中无水, 而利用假山之起伏, 平地

之低降 , 两者对比, 无水而有池意, 故云水作。”[ 11]

北方城市水景设计应注意这类意念的表达, 在具体实践

中表达出各种观念与思想, 从而创造并展示水景的意境美。

如中国竹子中心的景观小品, 很有小桥流水古典美的意境 ,

夏日有淙淙水流的感觉 , 到了冬季枯水季节, 还有中间温婉

的小石桥景。

当然, 也可以结合现代园林中的一些设计符号来表达。

如通过铺装材料和色彩以旱溪、沙河的形式表现水的环境 ;

或用旋转发射手法的铺装形式给人水的感觉; 在平坦的草坪

上置景石、白色汀步又或者是从高低不同的屋顶、台地倾泻

而下的波浪状草地都在形式上给人水的感觉, 这是“以草代

水”的表现方法[ 6] ; 另外 , 景观塑造中的一些符号如水车、水

井、石桥、波浪形台阶都能表达水的意境。

2 .3 利用视觉感受设计水景  可采用一定的设计手段, 利

用人的视觉感受来营建水景, 如观赏水池, 要使水色深沉, 可

以在池壁或池底漆上深蓝色或黑色, 营造水很深的错觉; 或

较浅水体与驳岸相映, 给人以水将浸溢的视觉状态, 反令人

以为池水很深, 水源补给无限。水池的内表面, 特别是水池

底部, 可使用引人注目的材料、色彩和质地, 并设计成吸引人

的式样, 如在匹兹堡的波特公园中, 喷泉水池的底部用河卵

石布置成美丽的图案[ 9] 。再如在开阔的空间 , 没有高大形体

要素的环境, 可利用草本植物和水生植物将水体驳岸完全掩

盖起来 , 不大的水面会令人产生水有很大的空间感受[ 12] 。

2 .4 考虑非常规水的应用

2 .4 .1 雨水的收集和循环利用。德国是世界上雨水收集利

用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其城市绿化通过广泛收集利用雨水 ,

能解决大部分景观用水, 有的甚至实现了对城市洁净水资源

的零消耗。如, 位于柏林市中心欧洲最大的商业区波茨坦广

场, 总共可收集容纳15 000 m3 的雨水, 通过合理的生态水景

设计, 广场已成为具有浓厚自然气息、并充满活力的城市开

放空间 ; 汉诺威“变化花园”的水园、萨尔布吕肯市港口岛公

园和杜伊斯堡北风景公园, 也都充分利用天然的雨水创造出

迷人的水景景观; 德国的生态村建设, 在节水方面也达到了

先进水平, 生态村所有住宅的屋檐下, 都安装了半圆形的檐

沟和雨落管, 用来收集屋面的雨水[ 13 - 14] 。

所以在地形设计上, 要考虑到对天然水的收集和利用。

在坡度大方向不变的情况下, 作一些局部的起伏, 在雨水排

除的过程中 , 就会汇集到地势较低的地方, 这样就为水景的

存在和运行保存了部分可利用的雨水。

2 .4 .2  水景营造与污水处理净化的结合。城市污水量大且

相对集中, 是可以恒量供水的水源, 通过简单的一级或二级

处理后, 即可达到园林用水的要求。因此 , 把环境设计、水的

处理、未来的应用各个方面结合在一起, 把污水处理、净化、

重新利用融合在水景设计中, 是节约和保护城市水资源的一

条重要途径, 国内已有了一些尝试和探索。

如成都市1998 年建成的活水公园[ 15] , 以水环境和水污染

治理为主题, 将水流雕塑、戏水池和人工湿地塘用形象、艺术的

形式与污水处理工艺结合起来, 达到了污水处理的目的, 并形

成了优美的园林景观。这种将水景设计与污水处理工艺相结

合的手法, 在北方城市水景应用中有一定借鉴意义。

2 .5  提高从业人员的节水意识  除水景本身的设计要节约

用水外, 还要提高从业人员的节水意识。欧美发达国家很早

就注意水资源的节约利用, 从生产到生活各个方面, 都体现

了强烈的节水意识。他们通过各种宣传展览活动 , 来提高市

民的节水意识, 如达拉斯城市水资源利用协会每年举行的节

水公园旅行、洛杉矶水电局支持的以节水为主题的鲁米斯庭

院样板花园等[ 13 - 14] 。以上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3  结语

在我国北方城市应用水景, 是对每个设计师提出的考

验。要根据本地区的缺水现状和气候条件进行水景观设计 ,

节约用水 , 做合理到位的水景。笔者从冬夏季水景营建的不

同效果、旱园水作、利用人的视觉感受、利用非常规水及提高

从业人员节水意识等5 个方面作了尝试性探索, 希望能起到

抛砖引玉的作用, 使北方城市水景的设计建造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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