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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建筑的景观意识与景观的建筑意识 

作者：刘 谯   发表：《城市建筑》 评论(1) 打印 

摘 要：本文试图探讨建筑与景观在设计观上的相关问题，提倡在建筑设计中融入景观意识，以景观规划为指导，树立整体设计的

思想；在景观设计中贯穿建筑意识，以建筑的科学性来实现景观意象，从而促进达到建筑设计与景观规划之间的协调发展。  

关键字：建筑；景观；意识；整体；参照体系 

  引言  

  随着现代都市的高速运行，建筑与景观的发展空间日益拓展。虽然，景观的表现形式不再局限于对自然模

拟，建筑也不再视景观为配角，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建筑与周围的环境依然无法达到如自身体系般的完整性，

景观仍然无法摆脱表层修饰的命运。此外，建筑形态越来越标新立异，而景观仍然处于硬地、花草拼贴的层面，

往往忽略垂直性视域里的建筑因素。  

  本文试图探讨城市中建筑与景观在设计观上的相关问题，并提出建筑的景观意识及景观的建筑意识两个概

念。建筑的景观意识，即在建筑设计中，以景观规划为指导，树立整体设计的思想，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

部，建立建筑与景观互为参照的体系；而景观的建筑意识，是探求在景观的设计与完成过程中，以建筑的理性来

要求景观建造的严谨性、功能性，以技术性来把握景观生成及设计创意的实现。在这里，景观意识、建筑意识中

的“景观”“建筑”两词含有动词的词性。  

  一、树立建筑景观意识  

  当代建筑设计不仅要完成自身主体设计，对环境、景观的理解和把握更应先于建筑设计。而目前的设计程序

中景观设计往往滞后，环境和景观被作为城市设计或者建筑设计的附属产品，导致城市中景观形态的支离破碎。

如果把场地的景观环境作为建筑设计的限制性、前提性条件，使建筑成为景观设计的一个因素，那设计就可以成

为有机的整体。就此而言，建筑设计是否应该树立景观规划为先的设计观念，在建筑设计的始终，是否贯穿对景

观的参照、理解、协调与统一，成为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1. 整体设计思想  

  广义上说，整体设计是把城市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即一个局部和另一个局部是相互依存而发挥作用的。狭

义上，建筑整体设计思想是一个新概念，其特点是全面地考虑与建筑相关的各个元素——外部环境、建筑构造、

技术装备等协同关系。  

  城市中的建筑不只是其本身构筑的主体，也是城市单元的一部分，从时间上说它是变化过程中的一个断面。

因此，建筑设计应注重城市空间的整体效果，考虑对所处地块有影响的城市景观要素，如面宽、轮廓线、相邻建

筑造型等，不可因过分强调自我表现而与景观相冲突，保持建筑与景观的有机整合。  

  沙里宁也曾经对这个问题作出深刻描述:“如果把建筑史中最漂亮和最著名的建筑物重新修建起来，放在同一

条街道上，如果只是靠漂亮的建筑就能组成美丽的街景，那么这条街将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街道。可是实际上却绝

不是这样，因为这条街道将成为许多互不相关的房屋所组成的大杂烩。  

  日本本州岛新滹市的表演艺术文化中心位于环境复杂的市区中心，建筑采用圆形母题取得形式上的统一，周

边设置弧形道路，环形的步行道穿插于建筑及场地之中，取得整体环境形态上的整合。此外，几个圆形广场抬

高、架空，与屋顶花园相呼应并形成景观平台，与环形步道相连，成为立体步行系统。而架空层下方，设置停车

场与附属建筑，使得建筑环境整体性的设计意象更为突出（图1）。  

  2．建筑完善景观环境的积极策略  

  建筑存在于环境之中，相对成为环境中的主角，它决定了环境的表情、控制着景观中的重音。目前，在中国

城市建造中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先建建筑，然后再考虑景观环境的美化；另一种是在已有的环境中添加新的建

筑，包括建筑改造及扩建，而前者占有很大的份额，导致建筑的独立性非常强，而滞后的景观设计往往成为分崩

离析的碎片，很难形成整体的景观形象。  

  因此，建筑应从被动地单方面追求环境和谐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以积极的策略向环境延伸，寻找与景观的结

合点。  

  （1）建筑先入式的整体设计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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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建筑师有责任在深入建筑单体设计的同时，对整体的建筑环境提出设计导则。摒弃个人的、极端的单体

形态的创作模式，分析基址环境、周边环境、视域环境等因素，并且提出系统的设计导则。导则内容应该包括具

体的风格、主色调、环境铺装、景观设施等设计建议，在建筑的生命周期内产生辐射式、制约式的影响，并确保

建筑与环境的统一联系。遗憾的是，在当前建设项目的盲目上马，催赶交图，非整体规划、决策与管理混乱的建

设背景之下，决策者与建筑师已无暇顾及整体环境，在疲于奔命中忽略了建筑的背景维度与时间维度。  

  （2）建筑后入式的改造与实施原则  

  在既有环境中嵌入新建或改建项目的实践中提出改造与实施的原则，可将变被动地适应环境转变为主动地调

整建筑与环境间的关系。新建或改建单体的加入，势必对环境产生影响，如同景观的“缝合”理论，因此。我们

应该寻找适合的元素并进行适度调整以保证建筑与环境的整体项。在泰晤士河南岸伦敦桥与塔桥之间的

Morelonden，Townshend包括儿童剧院、市政厅、市长办公机构、商业、咖啡厅等多个组团式建筑。建筑在地块中

以互相适应的方式组织在一起，并和广场、绿化有机统一。灵活的设计使建筑与景观立体地穿插在一起，从高层

主体建筑到户外广场，再到下沉商业建筑均采用统一的形式、材料、手法，使得Townshend建筑景观完整和谐（图

2，图3）。  

  3．建筑景观化的趋势与导向  

  无论是新锐建筑师的实验建筑，还是建筑大师的设计作品；无论是在欧洲传统城镇还是在亚洲现代都市，我

们均能发现这种倾向——都市建筑景观化。这类建筑的共同特点，都是将景观作为建筑的设计要素——或是材

料、或是形态、或环境效应等，将景观设计领域的方法、技术、工艺融入到建筑设计与城市设计中去，并进行全

方位的空间整合。特别是在地标建筑、实验建筑、文化会展建筑设计中，建筑景观化的趋势更为明显，这一点在

扎哈·哈迪德的新作——意大利卡利亚里的当代艺术博物馆中尤为突出（图4）。而盖里在西班牙Elciego设计的

旅馆建筑，以极富动态的的建筑造型突出了景观化建筑的本义——作为景观的建筑，成为视线的焦点（图5）。  

英国联盟建筑AA教育已经开设了“景观化都市建筑学”研究生学位课教学实验，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建筑设

计关注的视角已经从表象的整体协调深入到研究主体与客体的互为渗透上。  

  4．细部设计与景观的协调手法  

  细部设计是从整体出发，对细部进行精加工的过程。细部是整体的一部分，而且是需要特殊考虑的一部分。

建筑细部设计应符合建筑的整体意向，体现整体风格，使各个细部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为整体服务。以景观意识

来看建筑的细部设计，目的在于将细部与人的尺度紧密联系。  

  好的建筑设计，从宏观到微观，从大尺度的意象整合到小尺度的细部呼应，每个级别都体现着设计师的精细

考量。如果建筑与景观的细部协调地组织在一起，共同处于一种稳定的有机系统中，那么就可称为完整的作品。

如旧金山的美国联邦大楼，建筑的体块蔓延到周边环境，材料与细部的做法延伸成为道路铺装与景观设施，加强

了建筑与景观的协调性（图6）。  

  二、景观设计植入建筑意识  

  与建筑设计不同，景观设计是随着建筑使用的展开而逐步完善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成一种生命过

程，其维护需要系统化的思想及理性的态度。  

  1．以科学的理性控制景观生成过程  

  严格地说，现代意义的景观是一个系统，是由非物质性要素(文化因素、气候特点和经济条件等)和物质性要

素(构成景观的实体)，经特定关系而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  

  景观生成过程是对景观设计的科学性进行论证与实施的过程，是景观理性途径的应用，如SAD方法、“千层

饼”模式、公众参与途径、生态学途径等。科学的景观生成过程应是对功能、经济、生态、效应、技术等因素进

行严谨的逻辑分析及推理；对景观场地内的地质、地形、地貌、水文、气候、植被、生物、地下埋藏物等进行

“千层饼”模式的垂直分析；对区域内的“斑块—廊道—基质”进行水平式的分析；对场地适应性、区域功能进

行定位；以上论证得出的结论作为景观设计的科学性依据，给景观设计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然而，在中国当代城市景观设计中，抒发个人美学情怀的传统造园作品仍然存在，不考虑客观存在的主观设

计比比皆是。西方的景观意识仅仅作为舶来品，让大多数人学会皮毛，而真正隐含的深层科学理性却无人借鉴。  

  2．运用建筑理念挖掘景观设计深度  

  “我对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看到这样的景观感到非常的失望，无论你是在南方还是在北

方亦或在中国较为干旱的西部，你从城市景观中区分城市，根本无法识别，因为它们真的太相似了，因为所有城

市的景观都是那几种花卉的拼贴。严格意义上讲，这种景象根本称不上景观。”这是德国汉诺威大学景观与建筑

设计学院安琪·斯托克曼教授的感慨，也是许多有着责任感与危机意识的中国景观设计师的痛处。诚然，千城一

面也好，手法雷同也罢，特质丧失无疑，但对于这些评价，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是设计水平的问题、设计意识问

题、还是技术手段问题？  

  笔者认为原因在于：我国景观设计的实践还处于初步阶段，学科发展不够系统完善；理念还停留在表层美化

的层面，设计水准良莠不齐；盲目抄袭现象严重。以建筑的理念对待景观设计问题，或许可以成为目前阶段可取

的方式，它使得景观设计不再是花花草草的粉饰、平面化的硬地延伸、对漏洞的简单的遮盖，而是用建筑分析、



决策、设计的方法来造就景观美学。  

  以日本名古屋市东区的广场景观——“都市绿洲”设计为例，方正的广场上，椭圆形体块切挖出下沉的商业

设施；为了营造室内步行空间，同样上升的椭圆体块形成巨大的玻璃雨蓬；游人从地面层可通过楼梯上到观景平

台层眺望四周的环境。这种复合层次的立体景观，运用建筑的思维创造出每个层面不同的功能，以科学的方式将

广场与周围的建筑、公共设施结合成为系统化的环境（图7）。  

  3． 以建筑手段实现造景创意  

  在景观创造的过程中，复杂性与技术性往往制约着造景创意，现代城市中视觉景致的实现同样依靠建筑的支

撑以及技术的辅助。  

  （1）以建筑技术拓展景观空间  

  景观的畅想空间似乎大于建筑，但同样会面对如何实现的问题。与传统植物造景的风景意象不同，现代的城

市景观更关注用技术来表现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因此，技术手段成为景观实现的关键。伦敦西部帕丁顿地区的卷

曲步行桥，在技术的支撑下成为可动的景观。桥体是而是收起的圆，时而是打开的弧，时而是放下的直线跨越水

面，让人们领略了技术的魅力（图8）。瑞士St.Gallen的“都市休息室”景观作品，利用了最激进的手段恢复老

城中心商业区的活力。颗粒型的橡胶材料将一张红色、美艳的毯子覆盖在建筑之间的带状空间中，毯子包裹了

“沙发”、喷泉水池、树池，甚至是保时捷汽车（图9）。现代技术手段拓展了景观的想象空间，为景观创作带来

意想不到的创意。  

  （2）用建筑的思维解决景观限制的问题  

  城市中的建筑与景观往往要面对许多制约，包括场地的限制、经济的限制，在设计过程中，采用建筑的思维

方式可以解决很多限制性问题，比如城市中的夹缝地带，无法实现模式化的城市造景；或在不具备植物条件，或

无法实现硬地，但又存在功能性的要求的空间中，可以借鉴建筑思维中分析研究的方法，选择最经济适用的原

则，来解决景观设计中的限制性问题与复杂棘手的难题。比如，在城市建筑高密度的狭窄区域，以彩色喷涂地面

的方式划分出进出的道路以及人行与车行的路线，既满足道路的功能要求，也为高层居民提供了视觉对象。这种

用最简单，最经济的方法也是源于建筑思维（图10）。  

  三、建筑、景观互为参照的意义  

  现代景观规划设计的范围非常广阔，诸如区域规划、城市规则、社区规则、道路规划、建筑物和构筑物室外

环境设计等，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定位常常被弄错。以我国房地产开发建设为例，通常的程序——城市规划→

建筑设计→建筑、道路、市政设施施工→景观规划设计，其结果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被破坏后，再用景观规划设计

(通常被理解为绿化和美化)来弥合。但场地原有的自然特征也许已经被破坏殆尽，场地整体空间格局已定，市政

管线纵横交错，景观规划设计能做的也只剩绿化和美化了。  

  西蒙兹认为，景观规划设计应贯穿于开发建设的始终。场地选址、场地规划、场地设计、建筑设计等等都要

体现景观规划设计思想，才能发挥景观规划设计的最大作用，取得最佳效益。将城市作为景观规划的对象，具体

到人的视角来把握建筑，整合周边的环境，塑造整体意象。如此，建筑就不会成为“地块中的独角戏“，景观也

不会成为“罐头中的自然”。  

  在城市中景观是舞台，而建筑就是舞台中的主角。两者互相依存，互相包容。建筑要与景观相和谐，但不是

绝对的服从；景观需要建筑的画龙点睛，但不是一味的放纵。建筑与景观应该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参照、

相互协调，以实现建筑组群、建筑单体与景观、环境的共生和融合。  

  结语  

  我们在设计城市建筑与景观时，应该树立正确的意识，建立建筑与景观的互为参照体系，消除景观设计、城

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之间的人为界限；注重学科体系及其思维方式的开放性、创造性；开发新的技术、方法和途径

以取得相互作用的效果，并对未来都市建筑与景观设计进行的开放性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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