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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设计的目的在于改善人的生活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传统生态理念与现代的生态设计之间，既相互联系

又有不同之处，在中国提倡生态设计就必须与中国文化相联系，吸取中国传统生态理念的营养，才能做出有特色的生态设

计。  

  【关键词】中国哲学 ;   生态设计 ;  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已成我国的基本国策，设计界自然也提倡生态设计。但是在很多人的思维中，生态设计似乎是发源于国

外。其实在我国古代哲学文化中虽然没有生态设计的概念，却实实在在的体现着生态设计理念。很多设计师已经意识到并

在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深挖，力求在设计中能够解决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的生态理念与现代生态设计之间的关系。  

  一、中国古代哲学文化中的生态理念  

  1、儒学、道学、禅宗文化中的生态理念  

  “设计必须尊重‘神’，它是当地的一种文脉，是长期的人与自然适应，人与人之间相适应而形成的一整套赋予这块

土地的含义”，这是俞孔坚教授说过的一句话。生态设计也是一样，在中国就必须有中国的文化特色，否则设计也就失去

了意义。对于景观设计来说，中国古代的园林设计可以说是中国景观设计的代表，中国园林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园林体系的

最大特点，在于它不以创造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具体园林形象为最终目的，而它追求的是“像外之象”，既“意境”。中国

园林艺术创作中“意境”的产生与中国哲学思想是密不可分的。想要设计出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生态设计也就必须了解中国

的哲学思想，其中对设计有重要影响的主要是儒学、道学、禅宗。  

  儒学、道学、禅宗三种哲学思想，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观点，但是从整体上来看都是尊重自然的、崇拜自然的。“儒

学”，强调天、地、人，以人为本，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关系，这也是生态设计中要点。设计中要体现

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尽管人与自然相比，人的地位更为重要，但并不是把自然看成异己力量，而应主张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道学”，认为自然界本身就是最美的，既“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之所以美，并不在与他的形成，而恰恰

在于它最充分、最完全的体现了这种“无为而无不为”的道。人为的改变只会破坏人与大自然间的和谐。“禅宗”，提倡

直觉体验与沉思冥想、心悟与顿悟，这些方式对艺术创作有深远的影响。于是，人们在追求自然美的过程中，总喜欢把客

观的“景”与主观的“情”联系在一起，把自我摆到自然环境中，物我交融为一，从而在创作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

情，准确抓住自然美的精华，并加以再现。这其实也是生态设计中设计追求自然与人的协调，让人融入自然的观点。  

  2、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园林的影响。  

  三种哲学思想对中国园林设计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园林把建筑、山水、植物有机的融

为一体，在有限的空间里利用自然条件，模拟大自然中的美景，经过加工提炼，把自然美与人工美统一起来，创造出与自

然协调共生、天人合一的艺术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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