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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十年前，当我们有幸着手于上海新天地的景观设计时，我们需要面对一系列的问题：“什么是当代中
国的景观设计？
”、“中国景观将往什么方向发展？
”、“什么是中国的设计语言和最新的设计思潮？
”当时，我们没有答案。
20世纪，中国在设计语言方面还没有什么进展，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园林设计上，缺乏能够充分体现中
国建筑环境和景观设计的当代作品。
中国的建筑和园林设计艺术伴随着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已经走过了几千年的历程。
然而，在20世纪那些动乱的年代，这些宝贵的建筑和园林作品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同时也打断
了这些设计作品的文脉。
直到20世纪末社会稳定之后，中国才能开始逐步地修复这些设计作品，并延续它们被打断的文脉，使
“被压抑”的能量得以释放。
对于设计师而言，这些理念、学说和形态过去是将来肯定也是一种巨大的灵感之源。
当新千年的曙光照亮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想用过去的方法来进行设计。
我们希望能找到一种有中国特色的、与新千年相呼应的全新设计语言、形式和理念。
因为我们相信，伴随着中田从沉睡中苏醒，某种“创新”与“伟大”必将浮现。
毕竟，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充满生机的。
在与俞昌斌先生合作的过程中，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中国的历史和中国新一代年轻人的抱负和志向。
俞昌斌先生作为一个认真而敏锐的设计师，他非常明确地认识到自己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定位。
作为中国新一代年轻的设计师，他不受中国动荡不安的过去所束缚，并理解中国发展的雄心壮志以及
他本人建立在这个雄心壮志之上的最合适的位置。
他们这一代年轻人将在继承中不断开创中国建筑和景观设计事业的复兴之路。
作为一个新加坡的华裔，我们共同传承了中国的使命，并为中国而自豪。
我们希望中国源远流长的艺术和设计理念得以复兴和发展。
本书阐述的内容是关于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与景观规划设计之间曲折的发展进程和充满希望的解决方
法。
这对于重新发现和重塑中国独特的文化艺术是非常及时的。
我们祝愿俞昌斌先生和中国景观设计行业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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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丛书以中国传统园林的知识体系为主要脉络，将中国传统园林景观与西方现代景观的设计理念、
手法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总结出“源于中国的现代景观设计”的若干要点。
同时，以设计尺度为线索，贯穿于全书的逻辑结构，从材料、细部、空间，一直论述到城市景观规划
设计等一系列问题。
    本书作为丛书的第一集，着重探讨了砖、石、土、木、金属、玻璃、混凝土、植物等景观材料的运
用，以及石景、水景、墙体、门窗、建筑和雕塑小品等景观细部的设计。
书中结合相应的论述，精选了大量专业景观设计案例的图片，以供读者参考借鉴。
    本书可作为景观设计专业、园林专业、城市规划专业、环境艺术专业师生学习的参考用书，也可作
为相关专业的设计人员和管理人员工作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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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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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7驳岸水景的驳岸做法有很多，第一种为自然草坡与水景直接相接的形式，它体现了简洁自然
的美，如上海共青森林公园（图3-3-21）的部分水景驳岸。
而在上海滨江森林公园中，自然草坡上还点缀大量的地被和花灌木，形成水边色彩斑斓的效果（
图3-3-22）。
为了避免过于单调，通常还在水中种植一些水生植物，如上海滨江森林公园的水生植物区，通过芦苇
、香蒲、菖蒲、再力花等水生植物和水杉等高大乔木背景的搭配，在平静的水面上形成美丽的倒影，
创造出具有江南情韵的水景效果（图3-3-23）。
又如苏州太湖高尔夫别墅的水畔景观，用天然河道形成别墅区的“护城河”，水中的荷花、睡莲及芦
苇给人一种闲适、幽静之美（图3-3-24）。
第二种是用石头来堆叠驳岸。
如上海滨江森林公园的部分水面使用龟纹石堆叠驳岸。
石体表面沉稳古拙，与石缝中栽植的杜鹃花相映成趣。
两者倒映水中，非常唯美，具有高雅、隽永的意境（图3-3-25）。
又如杭州云松书屋的水景还是以传统的太湖石做驳岸，但是通过浓密的绿化来遮挡石头，使之疏密有
致，忽隐忽现，既具有中国传统的优雅气质，在整体氛围上又不影响其现代感（图33-26）。
第三种为石笼驳岸，即用尼龙绳或钢丝来固定放置在水中的石块，并保证大量的石笼在水面以下，然
后在其中覆土种植水生植物，形成自然生态的效果，而且让驳岸更加坚固。
如上海佘山山水四季别墅区就局部采用石笼驳岸，并在其上方种植鸢尾，在其下方的水中种植梭鱼草
，形成一种类似草坡入水的自然效果（图3-3-27）。
除了上述三种做法之外，还有木桩、浆砌块石等其他驳岸形式，可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做
法。
对于防洪要求较高的水域，应优先考虑用钢筋混凝土等材料确保驳岸的抗洪能力，然后再进行相应的
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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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传统园林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及优秀的园林建筑作品，是我国园
林景观设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从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的景观设计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重新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
齐放的新局面。
与此同时，国内不少出版社也先后出版了大批有关景观设计的图书，这对景观行业的繁荣发展起了重
要的推动作用。
据笔者所知，这些景观设计书籍大都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介绍和研究中国或西方的传统园林史；
另一是推介现代西方景观设计的理念和手法，以及国内外在这些思潮影响下的设计成果。
然而，对中国传统园林与西方现代景观进行比较研究，并探讨我国当代景观设计的发展趋势的图书却
不多见。
为此，笔者本着交流切磋、抛砖引玉、共同提高的宗旨，编写了这套《源于中国的现代景观设计丛书
》，试图围绕“中国的景观设计将走向何处？
”“怎样塑造当代中国景观？
”这两个中心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本书为丛书的第一分册。
从2000年至今，笔者作为一个青年景观设计师亲历了景观设计学科和行业发展的黄金十年。
这期间，在YAS DESIGN易亚源境景观设计有限公司全体同仁的协力帮助下，笔者参与完成了百来项
居住区及城市公共空间的景观设计，并有幸参与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等部分相关
景观的设计工作，从而积累了一些学习体会、实践感悟及经验教训，希望能通过这套小丛书与同行交
流分享。
本套丛书的关键词为“源于中国”和“现代”。
“源于中国”，就是我们应该客观地、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园林，既要看到它在当今21世纪有许多不
合时宜的问题，也要看到它几千年发展下来的精华之处，因此要很好地学习继承，并与时俱进地发展
。
“现代”，就是我们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景观设计既要认真学习和研究，又不能一味崇拜模仿，而要根
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借鉴和创新。
总之，关键就是要与时俱进、因地制宜，走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景观设计之路。
那么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景观设计呢？
笔者认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就是将中国传统园林设计的理念、手法、材料、细部、空间等和
西方现代主义景观设计的上述元素融汇贯通起来，走出一条新路，既保持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延续性
，并融入各地的地域特色和风土人情，同时又紧跟世界潮流，吸收西方先进的景观设计理论和手法，
并综合运用传统及现代的景观材料，从而设计出适合中国的现代景观。
本套丛书的写作是以中国传统园林的知识体系为主要脉络，逻辑结构是用“尺度”贯穿起来，从小到
大讨论关于材料、细部、空间，直到城市景观规划设计等一系列问题。
本书着重探讨关于石、砖、水、墙体、门窗、建筑物以及雕塑小品等景观材料和细部的设计。
在每一章节中，采用比较研究的方式，先简要介绍中国传统园林以及西方现代景观设计的理念和手法
，然后重点叙述中国现代景观设计在这方面的设计要点。
每个要点通过提纲式的陈述和两到三个案例的分析，让读者理解。
本书力求以简洁明快的语言把每一个问题说清楚，少用甚至不用不必要的修辞，同时配以相关的案例
图片。
案例基本上选自国内一些采用上述风格的优秀项目，而且绝大多数案例都是笔者亲历体验过或亲自参
与设计的。
在选用国外案例时，着重精选了日本的案例。
因为日本和中国地缘相近，同为东方国家，有着辉煌的古代传统园林。
但是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向西方学习，并将西方的现代主义手法很好地与日本的传统园林设计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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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地运用在当代日本的景观设计之中。
另外，日本地少人多，是高度城市化的国家。
通过对日本案例的研究，能更清楚地看到我们未来的趋势和发展方向。
笔者希望通过这些条目式的设计要点及案例，能提供出一种设计方法，让读者有所启发和借鉴，以共
同探讨中国现代景观设计之路。
在本书即将完稿之际，首先要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及责任编辑罗筱小姐的督促和勉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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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源于中国的现代景观设计:材料与细部》：源于中国的现代景观设计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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