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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风景园林设计所追求的是减少、甚至是没有人类参与而由自然形成的真正的自然场所，所谓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如今景观的意义已不仅是对人文的崇拜，对野趣融合的要求，更是对地域性及居住理念的尊重，因而，景观将不再停留在表

面的美丽形式，而是在生态价值观与生态美学引领下走向形式、功能与思想内涵的更高层次的统一。下文主要针对风景园林

设计中存在问题进行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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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风景园林设计发展方向，如今景观的意义已不仅是对人文的崇拜，对野趣融合的要求，更是对地域性及居住理念的

尊重，本文对风景园林设计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一些设计建议，供同行参考。 

2 风景园林设计存在的弊端 
简单设计复杂化。不少行道绿化和城市空地，只需要简单设计，甚至列植几排树阵，简约有时更能体现效果，朴素本身

就是理念，给人简约而不简单的感觉。但很多的设计者冥思苦想追逐所谓“亮点”，令营造出来的园林景观内容过多，主题不

能突出，甚至显得杂乱。当然，也并不是所有设计都要简单，要根据具体的造价、功能、要求等情况来进行设计。 

设计标准奢侈化。许多园林设计中，大量使用花岗岩、大理石、不锈钢、玻璃幕、高级灯具、进口喷泉等昂贵材料。有

时候用廉价的材料，也能营造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广场设计八股化。过于追求形式而忽略景观在功能上的要求。低头是铺装。平视见喷泉，仰脸看城雕，台阶加旗杆，中

轴对称式，终点是政府。忽视了广场休闲、纳凉、交际等社会功能。草多树少，大而不当，堂皇有余，朴素不足。 

3 风景园林设计的原则 
一是注重功能性没计。园路不仅是二维平面的几何构成，而更多地考虑其功能性，即满足道路承重及安全使用。安全性

中很重要的就是使用便捷性，譬如步石之间的距离如果不合理，使用起来就比较整脚； 

二是发挥艺术性设计。对于普通受众而言，美学感受往往就是其对景观评判的直接标准，感受营造良好的视觉景观氛围，

是基于所有的自然与人工形态及其感受而设计，不然就失去它存在的意义，因此景观的艺术美感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是运用经济性设计。对短中长期各项绿化指标进行认真计算，包括绿化覆盖率、人均绿地率、立体绿量、多层次植物

配置，保持水土有效地吸收有害气体及灰尘和是否符合生态效益等。只有这样才能决定是选择单一一的草坪还是乔灌木与林

下草坪相结合，避免盲目追求草坪的现象，使草坪与树林相得益彰。如在风景园林设计中.尽量使用本土植物降低造价及养护

费用。积极探索大众化、低成本、低维护费的绿化方法并加以推广 ，达到经济与审美的平衡； 

四是继承文脉性设计。尊重地域义脉，延续地域文脉，是 现代设计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某地方景观意在现代社会营造

古代义化意境美的园林文化，塑造现代风景园林景观，运用现代的水泥、钢板、玻璃等材料来着力表现中国古代山水园的意

境美，并运用竹、荷水桥榭窗等植物及小品的构成，达到景中有景。具有中国园林设计的特色，继承中国人心理文脉的表现

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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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发展可持续性设计。应引进多方参与制度，好的设计应该是可以在使用中不断完善可持续的发展。经过充分论证的

设汁，并非完美无缺或无可辩驳不可更改的，应该留有选择余地。设计在实施和维护，亦难免有忽视或不当之处.或者需要扩

建等更改，在实施中就能达到具有可操作性的理想效果。而公众则能有效地对领导者和设计者这两个主体进行制约，形成合

理的公众参与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决策模式。三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综合平衡各种使用者的需求，有利于克服片面性。公

众的参与能集思广益，使决策更为科学，增强设计项目的可操作性，避免设计师陷入形式的自我陶醉之中，而继续坚持风景

园林的可持续性的发展。 

4 对风景园林设计问题的解决策略 

4.1 采用科学合理的管理方法 
作为领导者或者决策者，应该具有相当的专业素养，进行理性的行政指导，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足够的绿量，讲

究的构图，精良的施工，适度的文化品位，体现对人的关怀和找到独特的创新视角，或许这些才是风景园林设计与时俱进的

新思维，提倡"解题"的思维和方法论，从宏观把握鲜明、准确的立意，确定规划设计框架，把项目放到整个城市或区域环境

中，结合现状对其性质、功能和形式定位，克服浮躁和盲目，反对商业和文化炒作，摒弃故弄玄虚、玩弄概念、“深沉”，禁

忌重演本文所列举的各种误区，提倡简约、朴素，反对过分雕琢。针对问题，坚持一条综合性和实事求是的创作路线。 

4.2 传统园林与现代风格相融合 
我们应该转变思想，继往开来，在批判中吸收和借鉴，促进传统和现代有机融合，园林的有机融合创造出既能体现社会、

民族发展的文脉，又符合现代功能与审美要求的富有时代气息的风景园林新形式。如某风景园林工程，在景观廊架里能观赏

到影壁墙，在影壁墙处又可观赏到廊架，这种从甲观赏点观赏乙观赏点，从乙观赏点观赏甲的造园手法为对景，应用对景的

手法，丰富观景内容。 

4.3 完善风景园林设计法规的完善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作品应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法律科学合理的保护，并在有关职能部门的监督下实施，以确保规划设

计思想的有效落实，才有利于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因此，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完善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法规建设，加强实施，

保证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的质量。 

5 结束语 
风景园林设计与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设计基础是美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林学、植物学、环境生态科

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综合学科知识。所以，在为城市居民营造一个舒服、美丽、安全的城市环境时应注重综合利用各

学科理论来指导风景园林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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