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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5月6日，青年风景园林师座谈会在京召开，这是继第六届厦门园博会青年风景园林师论坛后，国内风

景园林专家们再次对中国风景园林行业的传承与发展，进行深入的交流与探讨。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刘庭

风的发言：  

  今天这个题目传统园林的传承与发展，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平时也做这方面的研究，我主要是研究中国

地域园林，应该说中国传统园林后来形成几大地域的流派，结合了当地的风土人情综合因素形成了这些风格迥异

的特点。如江南园林、岭南园林、北方园林、巴蜀园林，还有少数民族园林。  

  从这些地域园林的创作数量上看，量还挺大的。从我整理中国园林历史年表来看，整理五十多万字。上自殷

商，下至民国，历朝历代都创造了很多的园林。  

  古代大多数园林已经毁了，也很难考证了，据我统计，仅余二百余个古典园林。我们都公认为他们代表了中

国传统园林的精华。但必须明确，并不是所有遗存的园林都是最好的，有些还是不好的，古典园林也有很多败

笔。  

  作为我们现在的景观师一边需要创作，一边又需要传承。传承的东西当然是好的，舍弃的当然是糟粕的。  

  如何教学生创作有中国现代特色中国式的园林，在把握这方面我自己也觉得有一点吃力。比如自己在做设计

的时候，会感觉和传统有一点割裂，而中式和外来文化又有一点割裂，设计师在统筹这些关系上应该有自己的看

法。  

  在设计教学当中，现在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都是有几种困惑，一是历史文化的缺失，我们祖国园林历史和文化

了解比较少。令人遗憾。  

  我做设计时，每到一个地方，肯定先把这个地方的史志找来，再请老人进行交谈，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切入。

这是我做设计的一种切入法。  

  很多同学说，一个设计怎么切入，很多同学拿到地形图的时候，总在抱怨：如何切入呢？我说，从主义来

看，结构主义、大地艺术、乡土主义、文脉主义、装置艺术、生态主义等等，都可以作为切入的方式。  

  我希望在设计时，做得纯粹一些，也就是说：用一种主义和一种手法表现一样的东西。在一个设计当中有一

个主义就足够了，不需要用很多的手法和很多的内容。这种毛病，恐怕和中国传统以来中国追求大而统的观念和

审美建构有关系。  

  我们应该提倡在教学生切入点上把握住一点进行切入；有可能从一条线切入；有可能从一个面切入。无论如

何，这些切入法最终都要面对空间的形态操作问题。  

  从要素上看，山、水、石、屋、木等这五大要素，都可作为切入点。比如说石头吧，不管南方还是北方的石

头，对石头的形、色、纹、体等各方面进行切入。依此类推，对当地乡土的造景材料，任何要素都可以作为切入

点。  

  我们正在做一个课题：垃圾回收，如何把城市垃圾变成景观。这也是一个切入点，也是符合生态环保方面的

主题。从垃圾分类来说，有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和工业垃圾。这些垃圾如何进行分类，如何整理，如何应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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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我们的课题。用垃圾作为景观是传统园林里所没有的，也是我们当代景观艺术，也称为是后现代景观艺术的

新课题。  

  在新的时代，中国和其它国家一样，碰到新问题，如人口问题，环保问题。解决的新方法有多种，其中一种

方法就是景观化。这和传统的园林是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在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上，这是算是发展了。  

  有些是传统没有碰到的问题，古代也没有运用的手法，我想我们现在应该通过一些新的手法解决一些新的问

题，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把研究和设计结合在一起，经常做一些探索性的设计。我在做这些研究时，常常设

计一分钱还没拿到，但已经搭上钱了。  

  用解构主义对景观建筑进行探索，用乡土文化对历史文化进行解构。这些探索，成本也很高，有时画效果图

花了几千块钱，甲方还不满意。  

  做老师有一点好处，就是设计与科研并行，设计印证科研，科研促进设计。反正研究的钱是从工程设计当中

赚来的。有了充足的设计费，就可进行新一轮的探索。这对学生也有帮助。  

  对中国式的园林文化历史进行探索，把探索的结果直接或间接地应用于设计之中。但是，现在年轻的讲师们

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缺失太厉害。  

  我们也不排斥用外来的手法和外来的东西，但我对一当今欧陆风满天飞的局面，我想泼一泼冷水。首先，我

得表态，我是持反对态度的。欧陆风情是房地产商所喜欢的，最近哪里都吹地中海风情。哪时有个欧陆风的案

例，甲方就叫你去看一看，告你说直接模仿好了。我听到这句话，首先是拒绝设计。  

  作为中国有责任的景观设计师来说，我们应该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坦然而欣喜地面对祖先的历史文化积淀。

创造一些有中国风的东西。  

  再一个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设计必须与当地风土相结合。作品不必要很全面地表达，只要表达一样即可。

当地的风土、人情、物产、特产、山水、植物，等等，表现一方面就可以了。这些还是可以做到的。这样也更能

显出景观和乡土的结合。我们古代的这些优秀的作品成功之处就是在于它和当地的历史文化的有机结合。所以

说，不朽在于结合。  

  作为设计师，说得容易做起来难。其实，创作一个优秀作品挺不容易的。有的案子，面积很大，但投资又很

少。有些案子，限制很多，问题层出不穷。在做的过程当中，碰到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我想无论如何做东西，

有一个责任，要把中国的东西，传统的东西，如何用现代的形式和审美表达出来。  

  再一个，我讲一讲中国风景园林的研究。我觉得，在现代景观美学研究缺失很大。时代变化很大，从五十年

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一直到2000年，每十年之间，审美结构都发生一次变革。  

  我们应该用现在的审美结构来规范现代的景观设计。也可以把传统的内容用一种新方式来诠注。这就是后现

代景观理论。日本现在景观创作当中恰恰就是用了一些后现代的手法，才使日本传统园林要素得到展示和传承。

展现了传统的东西，不可能原样建一个亭台楼阁，那样太费力了，太费钱了。我认为，在现代景观设计中，只要

用后现代手法来表现，有一点古典或称为传统的痕迹在里边就可以了。这就是成功的作品。  

  就拿我的研究来说，我有一本书稿叫《中国历代园林史年表》，已经整理了八年。想分为上下册，古代一

本、现代一本。当我越了解祖先过去的辉煌，内心就越热爱现代景观。只有"热爱"，才会想方设法地表现这些文

化。如果不热爱传统的话，或者说排斥它的话，把它当成一个糟粕了，我们就不会去表现它了。我不认为这些传

统都是糟粕，我始终认为它们可以用现代手法去解构它，重构它。  

  作者简介：刘庭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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