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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当下的专业圈子中“景观”是一个较为摩登的词汇和事物，一个城市的领导提到“景观”时往
往意味着在经营城市方面他有更为宽广的视角，即除了发展城市的经济功能，还要完善优化它的环境
、视觉功能；而当一个开发商谈到“景观”时则是寄厚望于其对消费者购买欲望的诱发；因而在当下
“景观⋯陕要等同于园林绿化了。
其实单从“景观”的字面意义去理解，“景观”绝不仅仅指代“绿化”，其本质内涵要丰富得多，涵
盖的专业领域也宽广得多。
当我们将“景”和“观”拆解开来理解时，它就会表现出一种主体和客体，审视与被审视的关系，反
映出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相对孤立、静止的人的行为和物的状态。
而当“景”和“观”组合在一起时，其概念又产生了l+1>2的结果，它表现出的是创造生活的一个理想
、认识生活的一种境界和改良环境的一种方法，因而它不再仅仅局限于利用园林绿化的要素去规划和
造型的范式，而是走向了综合，元素的综合从有机走向无机，形式的综合从静止走向运动，属性的综
合从自然走向社会⋯⋯等等。
我们站在一个较高的哲学范畴和社会范畴去谈论景观设计中的思想方法时，就会感到一种能够左右逢
源的处境，许多沉重的纯美学和纯技术方面的负担，许多难以根治的病因在根部被切除了，这很像高
明的心理医师利用催眠术在梦境中解除了患者的病因一般，兵不血刃而且过程像是一次思想上的旅行
。
民族传统、文脉、历史是我们当代所遇到的频率较高、受困扰周期较长并且较为顽固的问题之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建筑、规划设计者和设计的思想者与之奋斗了二十余春秋不得结果。
回头审视过去的“业绩”，似乎失败多于成功，教训多于经验，而这种顽症竟像传染病一般由建筑体
系走向室内设计，甚至蔓延至更新的领域一一“景观设计”中来，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早期将问题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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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艺术设计教学新理念名师讲座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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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到地点我们是一群流浪的狗（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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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组织社会运转的政治制度可以在发达的社会生产的前提下与文化制度平分“盛极”这一含义
的秋色，相信士大夫思想、审美观念定能将大观园中的怡红快绿撒播到任一角落，那么传统的所谓的
城市就绝不会是《清明上河图》中看到的体现大众化生存的严整空间四合的人类动物园。
这种大众化生存就是除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小资”生活方式，及亭台阁榭审美客体之外的市井文
化。
在这里被打散的景观元素在聚敛的建筑之间游走。
例如所谓的城市广场，本不具有西方广场浓厚的文化及政治色彩，它完全是市民参与的自发的生成，
这种意义上的广场只能被称为准广场，常常只是一个街道节点的放大，准广场作为市民景观的广泛存
在，体现的是大众化生存中人性的不被关注。
在这样一种相对于士人文化的市井文化里，文化认知是散落于四书五经之外的断章残意，同样地景观
元素也被拆散。
首先，没有一个足够大的空间对景观加以疏导组织，于是人们愈加看重被打散的景观碎片，并赋予他
们相应的市井生活的意义，比如对一棵老树的膜拜或对一口老井的顶礼等。
因此相对于士人文化中成组团的、有序的景观“寒塘映鹤影，冷月葬诗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
上流”的连续性，就有了市井景观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的片段性。
在这个意义上景观已远远退后于景观的意义本身。
因而可以说，在景观元素的整合成形过程中，山水花木亭台的空间整合线索是与情感整合紧紧交织在
一起的，理性与浪漫的交织，追求意义的象征成了景观中看不见却绝对重要的景观元素。
兰、窒闻四合生活方式及传统景观　　象征意识的根源　　主流的强烈的等级观念对“民”这一概念
集合有意的强化，使空间四合结构在道家五行学说、天地观的荫庇下合理地繁衍，同时也使得笃信礼
教的中国士人渐而在皇权礼制的缝隙中追求自然无为及道法自然，当我们用俯视的目光一览四合院密
密匝匝的屋顶，我们看到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威严，同时也正是这紧紧裹着统治者的权杖的精密零件一
样的结构，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后果都是灾难性的，正如史学大师陈寅恪曾指出的唐代的关中本
位，拥有紧密的城市构架：民系、水系、交通体系等等.据说安史之乱的一个后果，就是破坏了长安城
的漕运，从而颠覆了大唐盛世。
稳则天下安，乱则天下乱，可几千年来作为社会生活基础的四合的空间结构没有变化，也许这就是乱
也只乱了一个朝代，而二十四史依然是二十四姓氏之家史的一个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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