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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scale and degree of urban landscape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e intervention of landscape review and criticism not 
only makes the landscape not only introspection in practice, but also provides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and-
scape theory and discipline. China’s modern landscape review is now in the awakening and development stage, landscape review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nd the way to carry out landscape review is also increasing, the impact is gradually expanding, es-
pecially the rise of network media, self-media, to provide a new platform for comment dissemin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experts and 
scholars of landscape theory research are actively appealing, exploring and constructing the criteria of commen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basic elements of landscape review criteria from the aspects of function and aesthetic ontology, social 
and cultural aspects, landscape technology, environmental ecolo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land-
scape practice or landscape case review and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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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景观评论标准的构成要素　
 吴伟勇　

 福建筑兆建设有限公司，中国·福建 厦门 361021　

摘　要

在中国城市景观建设规模和程度日益扩大的今天，景观评论和批评的介入，使景观不仅从实践上得以自省，也为景观理论和
学科的发展提供重要的补充。中国现代景观评论目前正处在觉醒和发展阶段，景观评论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而且开展景
观评论的途径也在不断的增多，影响逐渐在扩大，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网络媒体、自媒体的兴起，提供了一个新的评论传播平台。
同时，景观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也在积极地呼吁、探索和构建评论的标准。
论文从景观中功能与美学上的本体讨论，社会和文化层面、景观技术、环境生态和可持续发展四个层面，尝试探索景观评论
标准的基本构成要素，从而对景观实践或者景观案例提供一个评论及评价的一种参考。　
　
关键词

景观评论标准；构成要素；评论；评价参考　

 
1 景观评论的背景环境

作为城市环境的一个重要部分，景观规划设计实践在近

30 年来出现了大量的作品及工程案例，但是，景观实践的快

速繁荣并没有带来理论及评论的繁荣，目前，国内景观批评、

景观评论的研究非常贫乏，关于景观批评的理论研究尚属空

白，景观评论方面，以《中国园林》杂志为代表的专业杂志

定期开设理论论坛，时有具有景观评论性质的文章，在一些

建筑、规划的杂志和社会性的时政刊物上也可见具有景观评

论性质的言论，但从整体上看，只是凤毛麟角，远远不足于

促进景观实践的发展。

中国景观规划设计领域关于景观批评、景观评论的研究

仅存在于个别文章的只言片语中，未能形成一定的影响。与

之相关的研究在《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6 年 6 月第 5 卷第

2 期林潇发表的《建立中国景观评论学的构想》一文呼吁景观

批评、景观评论的构建，文中对于景观评论学的构想和学科

背景状况进行了分析并提出景观评论建构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中国园林》2008 年第 10 期李景奇发表的《建立当代风景园

林批评学》一文，从风景园林批评的内容及其背景理论进行

相关探索，认为风景园林批评还处于起步和萌芽阶段，提出

风景园林的主体论、价值论、对象论、生态论、土地伦理和

方法论是风景园林批评的重点，其中风景园林批评的价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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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法是批评学基础的观点；《城市环境设计》2007 年第 5

期宋本明发表的《描述·诠释·判断——现代景观设计批评

方法研究》一文，文中景观设计批评的方法论方面从景观设

计批评的操作方法、操作过程进行了初步的探索。近来，由

于自媒体的传播，对于景观作品的发布以碎片化、个人化、

单一性的言论居多，即使是“网红”作品，也难以形成良好

的专业评价和理论总结，因此，近年来专家学者对于景观评

论构建的呼吁和努力，显得尤为明显。

2 景观评论的构成要素

景观的评论标准是多方面的，有社会的标准、文化的标

准、艺术的标准，还有景观的服务对象不同也产生不同的标准，

处于社会与文化背景的不同，景观的评论标准也存在着显著

的差异，甚至是相互对立的立场和标准。

论文将从景观中功能与美学上的本体讨论、社会和文化

层面、景观技术、环境生态和可持续发展四个层面角度的讨论，

探讨景观评论的评介标准。

2.1 对于景观本体的评论（功能与美学）

当我们把景观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纯粹的作品时，我们

对其的评价就能够集中从形式、功能、美学的角度展开评论。

在景观学中被广泛关注的概念，如形式方面的平衡、秩序、

层次、韵律等，功能方面的空间、尺度、比例、肌理、材料等，

美学方面的意境、感受上和谐、生动、舒适等，作为评论的

标准去评价作品。

比如当人们在讨论 20 世纪 80 年代建造的方塔园的时候，

对于从大草坪观看方塔的这个场景，都觉得非常的美，解释

上要么从构图、形态的角度分析，要么就引用诗词给予赞赏。

但是，最直接的场所体验的美，我们并不是很关注。我觉得

这种美来自的场所的意境，意境对于方塔园是具体的，当我

第一次看见方塔园这个情景时，兴奋极了，宋塔、明清时期

的白墙灰瓦、现代的大草坪所呈现的时间的秩序感一下子看

得很清楚，就是这样不经意的体验让你掉进历史的长河里，

想象着中国建筑园林文化的意韵。详细分析这一场景，设计

的风格、手法，运的场景效果——中国意境，却如此明确，

打动人心。这样的一种评论就是把景观本身当成一个具体的

作品，犹如观看一幅水墨书画艺术作品后的一种直接的观感，

如图 1 所示。

图 1 松江方塔园 (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

在中国传统的园林景观艺术中，多以园记和游记记录和

表达对园林的感受，对于景观园林的评论尚是少见。至用的

技巧、材料也丰富多样，不拘一格，现代、传统等技法也都

可以看见，但这里所呈现今为止，近代的陈从周先生的《说园》

可视为关于古代园林景观较为成熟的一种评论。

许多学者也从园林美学的角度研究。关于园林美学，不

同的专家学者有不同的定义。余树勋先生在《园林美与园林

艺术》一书中定义为：“所谓园林美是指自然美加以‘人化’

和人工模拟的自然美，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艺术加工。”周

武忠先生所著的《园林美学》一书中定义为：“园林美是园

林师对生活 ( 包括自然 ) 的审美意识 ( 思想感情、审美趣味、

审美理想等 ) 和优美的园林形式的有机统一，是自然美、艺术

美和社会美的高度融合。”金学智先生所著的《中国园林美学》

挖掘了中国古典园林美的环境伦理价值、园林美物质生态序

列、精神生态序列和审美意境的生成规律和要素，结合当代

的现实状况，提出园林美在生态方面、未来可持续发展方面

的价值和取向，使园林美学研究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张承安

先生主编的《中国园林艺术词典》中定义为：“园林美指在

特定的环境中，由部分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相互渗透所

构成的一种整体美。”

以上的有关园林美学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历史园林景观

方面的研究，对于现代景观规划方面的美学研究却主要集中

在对西方现代景观和艺术的介绍引进，当代中国的景观在美

学层面上并没有突出的表现，既表现出与传统的园林美学相

断层的现象，又没有真正引进国际上的现代景观美学，对其

批评的声音多于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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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于景观社会与文化层面的评论 

2.2.1 社会层面 

社会与文化对景观具有深刻的影响这一观点在现代已被

广泛接受。人们把景观理解成为一种反映的符号，不断地被

社会的各个方面影响着，其中包括文化、宗教、制度和社会

行为。景观设计创作也趋于多样化，同时，景观的评论标准

也变得复杂和多元。

景观工程从最初的策划到建成使用涉及到的社会对象主

要有三方：业主、景观师和使用者。由于景观市场逐渐开放

和需求逐渐扩大，景观设计过程中商业的考虑变得非常重要，

有时甚至超越了景观设计行业的职业标准。在这种环境下，

这三方的关系显得脆弱，没有完善的协调机制，不太能够很

好协调与合作，创造良好的景观环境和作品。

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作为业主的开发商或者政府追求

利润和价值最大化，希望以最小的资源投入获得最大的经济

和社会效益，往往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比如提出要“最先进、

最气派”的设计，或者是要求建完全仿古、仿欧陆风格的在

当地地域上、美学上、经济和技术上都不可行的风格，这些

要求往往自相矛盾、模糊混沌。一位中国很有名气的景观设

计师说：在当代城市建设中的法则是“谁官大谁说了算”、“听

上面的”。以致以唯官是从，官大于法，城市景观变成了领

导个人意志的体现。可见，很少的景观设计是按照景观设计

师的设计计划实现的，日常常见的不合比例的空间关系、粗俗、

相互矛盾的象征符号的景观，多数是在业主奇异的理念下产

生的。这里所说的问题根本在于业主的“景观眼光”方面的

的水平，而景观设计师在其中只是一个“绘图的工具”。

对于景观师来讲，在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转型过程中，

也不能免于对利益的谄媚。得到业主的委托就是最高目的。

对于职业规范的操作有时都摇摆不定，更少有站在创造美好

环境的社会责任的立场上。

使用者，大众的参与是近年来越来越受政府和开发商关

注的主题。同时，公众对于参与景观环境的决策的公共意识

不断觉醒。随着许多网络的发展，网上民意调查、公众投票

逐渐受到关注。一些国内的景观园林规划院，也通过一些调

查规划设计的方法吸收公众的意见。如上海世博会的公共绿

地方案征集和评选活动；2005 年北京圆明园的一项湖底防渗

膜工程举行的公开听证会。120 名各界代表其中就有普通市民

与下岗职工，有各民间社团的代表，有囤明园附近的居民，

他们中年龄最大的 80 多岁，最小的 11 岁。

但是，这些公共活动投票的作用有多少，普通公众的意

见对设计的决策的有何影响？这些还需要多方的努力。

2.2.2 文化层面

景观是社会文化和时代的缩影，美国著名的景观学家詹

姆斯·科纳曾在《复兴景观是一场重要的文化运动》中提到：

“景观不单单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更是一种积极影响现代文

化的工具……”。  因此，深刻地理解社会文化和时代精神有

助于我们全面地评论景观，这一角度看，对文化的理解作为

景观评论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景观园林界开始打破单一的时

代模式，人们也从长期的思想压抑中解放出来，创造力被大

大地释放开来。20 年间，城市景观建设的规模日益扩大，建

设数量时序增长，许多的才华横溢的景观师也不断地创作中

国特色的景观形式、景观理论而奋斗。如著名的上海松江方

塔园、中山岐江公园、金鸡湖环湖开放空间、浙江永宁公园等，

都是成功的作品，如图 2 所示。 

图 2 黄岩永宁公园一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

然而，由于对 80 年代以前的景观园林单一的社会时代内

容的矫狂过正和缺乏对景观园林历史与理论的深入了解导致

了向多元主义、折中主义设计的一边倒，中国的大小城市中

到处充斥着粗糙的、大杂烩的、古怪矛盾的景观园林。

景观“多元主义”的产生与景观本身丰富的文化历史和

文化内涵是紧密相关的，他不仅包括传统园林文化的理解，

也包括对全球景观文化和景观发展动向的理解。大量的的景

观理论和思潮，像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景观、生态

规划、都市景观主义和其他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的各种“主

义”涌入中国。正是这些外来的思潮让中国景观师得以从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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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角度审视景观。新的景观思维方式和表达形式随着网络

讯息的传播以及快速蔓延的盗版国外设计书的销售，容易成

为景观师和学生们一时模仿的对象而流行，然而，真正了解

这些最新思潮起源的人并不多。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是简

单的模仿和移植表面的形式，对这些理论的学习往往生搬硬

套、不合实际，甚至不加考虑，直接抄袭国外景观形式。导

致的结果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建筑采用欧洲装饰风格、

景观采用中国古典园林风格的小区或者公共空间。

外来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有必要提及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

始的西方消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如麦当劳、肯德基、迪斯尼、

好莱坞电影迅速传遍中国。在这种强大的消费诱惑或者是先

进文化和生产力的一种表现，中国传统的文化习惯和价值体

系受到极大的冲击，中国社会与景观建设的领域思想与文化

的碰撞也特别激烈，对于外来的消费主义无条件的崇拜和国

外景观风格和文化的信奉推崇的现象格外明显。

对于传统园林文化的延续与创新也是被热烈讨论和关注

的主题。20 世纪 80 年代，对传统园林的保护和景观园林创作

中的延承，传统园林的文化与现代的功能和材料之间表现出

越来越明显的矛盾，景观与学界开始思考如何才能更好保存

现有园林精品，继承古典园林的艺术的精髓。实际上，传统

园林景观艺术是激发创新的一个源泉，譬如西安的大唐芙蓉

园、北京的大观园以及各地的新建的仿古街，都是重新把传

统形式和现代功能联系在一起，这些行为意图非常值得的赞

扬，但也引起不少争议。 

2.3 对于景观技术的评论 

20 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景观设计创作处于前所未

有的新局面。新技术的发现和使用极大地丰富景观的表现力

和感染力，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尤其是新型景观材料和景

观生态技术的，为景观规划设计的创作提供多种的可能性。

景观规划设计的发展需要依靠技术，然而，由于种种的

原因，当代中国的大部分景观规划设计及其建造技术依然停

留在较为传统的方式上。景观师大多关注形式上推敲，很少

研究新的技术方法和新的材料为景观规划设计的发展带来机

遇和可能性。当然，过分强调形式，一位地追求技术，忽略

了景观原本的目的，那就是舍本逐末。当前，中国景观正处

在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阶段，科学技术正在经历一个复杂的

发展阶段，农业时代的营建技术、工业时代的机器技术和后

工业时代的信息技术、生态技术，几乎同时存在在一个社会

的技术体系当中。作为一个地域广阔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不

仅存在各个地域不同的营造技术的不同和水平的差异，而且

还要面对国外发达国家的较为先进、成熟的技术的特殊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景观技术的研究，应该是景观设计领

域和每一个中国的景观师需要普遍关注的问题。

景观规划设计的技术主要包括生态规划技术方法、园林

营建技术、施工工艺等方面的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

的需要，这些技术的作用和地位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当今世

界是一个多层次技术并存的的时代，生态技术和营建技术显

得尤为重要。一些地方采用新型节能材料，智能、系统化的

生态设计技术，而相当多的地方仍然沿用砖瓦、土坯墙，传

统的营建手法。但是，当面对不同地域环境和资源问题时，

高技术和低技术的营建手段并不存在好坏之分，也就是说各

个层次的营建技术都可能向着生态和适宜地域的方向发展，

无论是高技术还是低技术的设计手段，都能够在能够在景观

规划设计的某些方面和不同程度上发挥设计优化和生态化的

作用。  

2.3.1 低技术的运用与发展 

传统的园林景观因地域环境的差异产生了许多的不同的

具有地域特征的营建技术。这些景观都表现出一定的适应自

然气候和地理环境的特征，无论是温度和湿度的调节还是遮

阳通风的设计方式和材料的使用都可看出以巧妙的方式获得

舒适的生活环境，用今天的观点来看这些传统的技术和做法，

其中许多具有良好的的节能环保作用，具备固有的“生态适

宜性”。

世界各地的传统的营建技术根据建造材料的不同，可分

为木构、石构、砖构、土构、竹构以及其他建造技术，如在

潮湿多雨的中国西南部，底部架空的木构干栏建筑是防潮排

涝，避免虫蛇侵害的的建造形式。在干旱缺水的中国西北部，

在窑房四周开凿水道和水池，建造简单的收集和过滤雨水系

统也是一种适宜的方式。在气候湿热的中国福建地区，利用

生土建造的题来那个巨大的 3-4 层高的环形土楼，土楼的夯

土外墙厚度达一米左右可以有效的隔热，创造了湿热地区建

筑的理想形式。这些传统的技术营造出来的人居环境，不仅

形式上带有浓厚的地域文化，更主要的的是它们符合地方的

自然、社会、经济和资源的条件，能够很好地达到节能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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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的目的，需要不断与现代的技术和需求结合，合理地提高

和发展这些技术，而不是把传统的营建技术和观念看作是落

后的象征。

中国长期以来的乡土景观积累了许多优秀的景观营建技

术，当代乡土景观的发展应强调以传统的、低技术的方式，

因地制宜的原则。如沈阳建筑大学的校园景观，把乡土景观

的水稻这一农作物，恰当的体现在当代的景观设计作品，营

造了一个具有乡土意味的景观，有创造了一个新的景观形式。

成都的鹿野苑时刻博物馆，积极地利用传统技术和材料，与

地域场所密切结合，是一种带有乡土气息的现代作品。印度

的建筑师科里亚、斯里兰卡的景观师杰佛里·巴瓦的设计都

是乡土技术的运用的典范。科里亚设计的巴洛特·巴汶艺术

中心就是以当地的掩土构造改善干热地区的气候环境的成功

作品。杰佛里·巴瓦设计的卢那岗花园通过简洁的地形改造

和植物的处理，构建了一个适应性强、管理粗放却光影丰富、

看似未经修饰的乡土景观。通过研究乡土景观的构成方式、

特征和具体环境意义的景观材料，与现在的设计思想和观念

结合，使设计根植于当地的地理和气候条件，达到自然环境

和人文环境的一种和谐既是景观设计创作的目的，也是景观

评论的的一个标准。

2.3.2 高技术的使用和发展

从景观、建筑的角度看，高技术并不是特指某一单项技术，

也不是泛指一般的高尖的科技，而是建立在新技术基础之上，

具有景观应用价值和前景，能够形成较高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的应用技术，以及那些尚未普及但具有应用价值的、引领潮

流的科学和技术手段。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建筑领域就形

成一种“高技派”的建筑流派，这一流派的的共同特点是利

用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来表现工业机械造型的结构美感，其

外观形式都有简练，抽象，几何化，赋有科学的理性与逻辑

的特点。

20 世纪末层出不穷的高、新、尖技术无疑也为这一时期

的景观设计提供了技术支持和新的灵感。景观设计领域也突

破了沙、石、水、树木等天然材料的限制， 开始大量使用塑

料制品、光导纤维、合成金属等新兴材料来制作景观作品。

景观领域也形成了“高技派”的景观园林风格，原是英国皇

家植物园的邱园（Kew Garden）最近新建的高山植物温室就

是利用当前高新技术的景观典范，其结构上采用低铁含量的

玻璃连接，使透明度达到 90%，从而满足强光照植物的需求，

极少需要外部能源的补充。内部环境通过计算机模拟调控。

塑料制品也给景观设计师提供了方便、经济、适用范围极 广

的造景材料，普遍地应用于公共雕塑，景观设施甚至建筑设

计等领域中，而各种聚合物则是轻质的、大跨度的室外遮蔽

设计更易于实施，如图 3 所示。

图 3 邱园温室外景 (图片来源：旅游摄影网 )

高科技在景观领域的运用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方向，

如何使技术转变为生态的景观作品和环境是具有重要价值和

意义的。新型的能源技术，如太阳能、地热能、风能等可再

生资源在景观设计中的运用；绿色环保的材料，如透水砖、

透光保温材料、工业废料的再生材料等各种节能材料的运用；

景观规划的生态技术、智能规划管理系统以及各种节能化控

制系统的使用，都是利用技术实现景观需求的重要手段。当然，

科技也是一把双刃剑，不能极端的运用，应该根据现实的需要，

结合实际的情况的研究和开发相结合，选择性地并积极应用

到高技术设计与建造中。 

2.4 对于景观环境（生态）标准的评论

在评价当代中国景观时，除了考虑景观本身的形式美学

与功能、社会文化背景、科技技术，环境、生态方面也不能忽视。

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必然带来大量自然

资源的消耗，而且这一趋势的加剧正在威胁着中国的环境，

也给中国政府在世界环境问题的外交带来困难。无限定人口

增长和有限的自然资源的矛盾，水资源问题、全球变暖的加剧、

碳排放问题，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尽管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实施了严格的政策，中国的人

口还是会持续增长，目前中国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 14 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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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化的进程，使得大量的耕地消失，从 1986 年到 2002 年，

中国耕地减少 15%，保守地计算，从 1.32 亿公顷下降到 1.12 亿。

这使得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新一轮

的城市化将会使中国耕地还在不断的减少。

水资源也是一个重要环境问题。据新华网消息：中国

是一个干旱缺水严重的国家。淡水资源总量为 28000 亿立方

米，占全球水资源的 6%，仅次于巴西、俄罗斯和加拿大，居

世界第四位，但人均只有 2300 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4、美国的 1/5，在世界上名列 121 位，是全球 13 个人均水

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 

全球变暖也是全球环境最为关注的主题之一，2009 年 11

月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上就将重点讨论由于温室气体排放所

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 , 并且有希望达成各国共同减少碳排

放协议。而要在今后的实践中做到这一点 , 前提条件就是要减

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 , 发展新能源。总之，基于对生态、环境

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景观原则将是未来中国今年刚规划发展

的一个重要部分。

1961 年，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出版以来，卷

起来全球的环境保护和生态主义浪潮，人们从环境的视角上

重新审视景观行业，景观设计师们也开始将自己的使命与整

个地球生态系统联系起来。在景观行业发达的一 些国家，生

态主义的设计早已不是停留在论文和图纸上的空谈，也不再

是少数设计师的试验，它已经成为景观设计师内在的和本质

的考虑。尊重自然发展过程，倡导能源与物质的循环利用和

场地的自我维持，发展可持续的处理技术等思想贯穿于景观

设计、建造和管理的始终。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在设计中遵循

生态的原则，这些原则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但具体到每个

设计，可能只体现了一个或几个方面。 

3 结语

虽然近来对于景观评论的最近的呼声越来越高，建立景

观评论体系的构想、景观评论的研究和讨论也越来越多，但

是，从现实的状况看，景观评论还处在散乱、边缘的状态，

许多的的内容在景观评论领域还是空白。提出有利与景观评

论的一些评介要素和基本的价值内容，初步地探索景观评论

体系的构建要素是论文主要的工作，但景观评论绝不仅仅是

这些层面，有待开展的工作是从更多的方面进行现有景观作

品、现状景观建设的评论，从评论的实践中不断推进景观评

论的研究和发展。景观评论这一领域，将会是一片广阔的领域，

需要广大景观师和评论者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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