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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地域特征谈当今的景观形式 

作者：王向荣   发表：《蓝天园林》2005(4) 评论(4) 打印 

  谈到形式，谈到景观形式，很多人深以为倦，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事物的本质。而形式是不是真的可以避而不

谈呢？不然。因为景观以形式来体现个性，功能以形式来表达需求，事物都借助一定的形式来表达。当今的景观

设计师们，也确实都在为自己的作品努力寻找一种好的形式来表达。而中国的景观设计师更是在思考：中国历史

上创造了如此悠久的园林文化和具有影响力的园林形式，为什么会渐趋消失呢？一些设计师们在中国的古典园林

中寻找着现代景观的表现形式，而另一些设计师又热衷于从其他国家引进一些所谓的现代景观形式。其实，寻找

中国当代景观的表现形式，我们不必把眼球局限于中国的历史，也不必把更多的视角指向国外，而是应该更加关

注自己的国家或设计项目所在区域的地域特征。 

  无论东方、西方，园林都来自于对自然的模仿  

  我们通常认为中国园林的自然式传统来源于对自然的模仿，而西方的几何式园林形式至少18世纪前的园林形

式来源于人的意识，来源于人工对自然的改造。实际上这有一个误区，这种误区来自于中西方文化对自然的认识

不同。其实，无论东方、西方，园林都来自于对自然的模仿，只是各自模仿的自然原型有所不同。  

  园林是人们理想中的天堂，从园林的起源上来说，早期的园林实际上就是在人世间建造人们所追求的“天

堂”。这种地上的天堂并非完全由花园的建造者凭空杜撰，而是源自对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最美好的景色的模仿和

抽象。怎样的景色是理想的呢？  

  中国疆域广阔，有崇山峻岭、奇峰险洞、大江平湖，自然风光秀美，古代中国人心目中最美好的景色是这些

秀美的山川湖泽，他们把风景称为“山水”，体现了古代中国的自然观。中国园林的起源就是从模仿这样的自然

景色开始的，这使得中国园林沿着自然式的形式发展了几千年。可以说，中国的园林发展是从对原始自然的写实

到写意的模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原始的自然景观是模仿的原型。    

  西方的园林文化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埃及，那里的自然环境远不如中国，雨水稀少，没有大片森林，更

无秀美山川。不断泛滥的尼罗河带来肥沃的冲积平原是富庶的象征，只有在这片土地上经过耕种的农田和果园才

是美好的。因此，古埃及的园林是从对农业景观的模仿开始的。古埃及最早的园林树木园、葡萄园和蔬菜园都是

实用性花园，展现的是经过耕种的农业景观，是几何式的自然。西方园林就是以几何式的形式开始发展的。  

  如果我们按自然状况的不同，将自然划分为不同的类型：第一自然为原始状况的大自然(wild nature)、第二

自然为农业生产状况下的自然(cultivated nature)，那么就很容易理解中西方园林在形式上的不同：中国园林源

于对第一自然的模仿，而西方园林源于对第二自然的模仿，两者从一开始走的就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不过，两者

虽然形式不同，但都来自对自然的模仿，或是纯自然，或是人类生产生活改造了的自然。因此，不同地区的自然

景观的特征地域特征，在园林起源的时期就是园林形式来源的最重要的因素。  

  农业景观与西方历史园林关系密切，但对中国园林的面貌基本上未产生过实质性的影响  

  人类从采集、狩猎进入土地耕作，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这时花园也随之产生了。最初的园林，无论中西

方，都是以实用性为主。只不过在中国，园林很早就从以实用性为主的囿、圃或沼转换为以观赏性为主的园林。

在这一转换的过程中，古代中国人选取了地域景观中天然形成的一部分作为园林的原型。当然，由于中国人对于

山水风景的欣赏，也会在这样的风景环境中修建寺庙、道观、游览路和休息设施，这些人工构筑物连同自然山水

一起，成为日后中国园林景观模仿的对象，使中国园林形成了以自然山水为骨架的风格。从历史上一直到今天，

农业景观从来没有对中国园林的面貌产生过实质性的影响。中国在人口与耕地比例紧张的巨大压力下，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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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的是土地连种制的道路，通过精耕细作和增施有机肥料的办法来维护土壤的肥力，耕种上消除了休耕，农田可

以连种，甚至一年两种。农区的畜牧业是以圈养为主，而牧区则多分布在农业生产不发达的边远地区。因此在中

国的特定作物区，乡村景观表现为整齐而色彩统一的农田景观。中国只有在个别的园林中，为了表明文人的清高

之志或是出于帝王的猎奇，才在园林中有过小面积模仿农业景观的局部，但仅是个别的案例。  

  而西方的历史园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实用性和观赏性兼而有之的。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由于艺术

的高度发展，园林的观赏性似乎强于实用性。但进入中世纪，实用性在花园中又占了主要地位。即使到了19世

纪，许多花园仍然保留了相当程度的实用性传统。西方的园林，不仅是观赏和游憩的场所，很多情况下也是进行

生产和园艺实验的场所。可以说，西方园林发展的原型是农业景观，并且由于西方园林漫长的实用性的传统，其

历史园林一直与农业景观关系密切。  

  不同的农业景观造就具有地域特色的景观形式  

  历史上的园林都是与财富紧密相关的，花园总是分布在富裕地区或区域的政治中心。实际上，在农业社会

中，财富是与土地、农业联系在一起的，花园本身也是一种物质财富。只有在农业发达的地区，才可能有大规模

的花园建造活动。这些区域的地域特征除了纯自然环境外，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在农业景观上。由于生产力低下，

为追求更高的生产效率，整齐划一的耕地、一定的人工灌溉和道路系统，都必须最大限度地遵循自然的条件，所

以农业景观也是与自然环境紧密结合的。    

  农业景观随着自然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每个地区的人们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和自己的风俗习惯选择了不同的

农业生产方式，形成了不同的农业景观。而各个国家国土面积的大部分是农业用地，因此，经过漫长的积累，这

种农业景观的不同也造就了不同地区之间乡村景观的不同，继而进一步造就了各个国家之间国土景观的不同。  

  寻找中国现代景观的表现形式 

  一种新的景观形式的产生，来自于多个方面，包括社会的变革、思潮的转变、历史的延续、技术的进步、新

材料的出现等，地域特征是景观形式的主要来源之一。  

  景观设计是一个人为的过程，完全顺应自然过程不加任何干涉的设计是没有的。但是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

同：设计，特别是大尺度的设计，在某种程度就是对自然过程进行管理，设计的本质应该遵循自然的过程，将创

作作为自然演进的一个部分，延续区域的地域特征。以此来理解景观设计，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寻求了景观形式的

来源。  

  从花园的演变史可以看到，中国人可能是最早欣赏纯自然的民族。寻找中国现代景观的表现形式，我们不妨

回到中国园林的本质向自然学习，从自然中寻找设计的语言。我们不仅可以将天然的山水风景作为参考的对象，

还可以放宽视野，将更广阔的自然，包括田园和国土都作为研究和考察的对象并形成设计语言。任何土地都有属

于它的特征，设计师可依据地块中或是更为广泛区域内的地域特征，来寻求景观设计的形式语言。从地域特征上

生成的景观形式，必定是属于地区的、属于民族的，也是属于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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