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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园林学科的研究对象已扩大至大地景观，风景园林专业的学生不仅要学习传统造园的理论与技
法，更应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了解和研究景观艺术，进而思考和探讨生存与艺术的关系问题。
有鉴于此，本书定名为《景观艺术学——景观要素与艺术原理》，旨在适应园林学科新的发展，并适
时拓展传统园林艺术的理论范畴，构建相应的理论框架。
景观艺术学包括景观要素、艺术原理、历史、感知与评价四个部分。
本书主要介绍景观要素与艺术原理两个部分，重点面向本科生教学；历史部分作为一般的了解；而感
知与评价部分则重点面向硕士研究生，待后续出版。
本书所阐述的理论与方法对于专业人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作者广泛吸收多年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在
本学科领域的教学、科研和实践成果的基础上，总结本人的教学、科研、实践的经验编著而成的，内
容丰富、翔实，图文并重。
适用于景观规划设计师、高等院校风景园林及其相关专业的师生，以及城市和建筑等其他环境设计专
业人员、城市园林绿化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等。
本书具有以下特点：（1）全面性与系统性。
本书突破小尺度传统园林的造景艺术，扩大了园林景观的内涵与外延，以构建现代景观艺术学理论体
系为目标，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单个景观要素及其特征、景观要素组合及景观空间界定与组织、景观立
意与布局、景观设计的艺术法则等方面的内容，力求结构体系完整、内容丰富翔实。
（2）继承性与创新性。
本书在梳理传统造园艺术与引进国际景观设计学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引用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关于本学
科的教学与研究新成果，反映了学科领域研究的新动态，并在理论、技术与方法上有一定的提升和创
新。
（3）可读性与实用性。
本书从景观概念到艺术理论、再到设计法则进行了循序渐进的陈述与分析，并尽量基于对典型案例的
分析进行理论阐述，也即利用图片和图表来诠释问题与观点。
全书所选案例涉及景观、建筑、城市设计等多个领域，选用图片近千张，力求做到阐述深入浅出，编
排图文并茂，促进读者对理论知识深化理解的同时，提升其实际应用能力。
本书共分6章。
第1章、第2章为景观的物质要素与艺术要素，包括要素的分类、特征及形式；第3章是景观要素组合，
包括与景观要素组合相关的变量、景观要素组合的基本原则、景观要素的形体组合、色彩与质感的组
合等内容；第4章是景观空间与组织，包括空间的界定、景观空间的特征与形式、景观空间的组织等
内容；第5章是景观立意与布局，包括基地的分析与评价、构思与立意、布局的原则与方法、布局的
形式、视线分析与景点设置等内容；第6章是景观设计的艺术法则，包括地形、水体、植物、景观建
筑与小品、园路、景观照明等要素的作用及其设计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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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阐述了景观要素及艺术原理。
在总结和吸收了多年来本领域的教学、科研和实践成果的基础上，全面介绍了景观的组成要素及其特
征，景观要素组合、景观空间及其组织的原理与方法，景观构思、立意和布局的原则与方法，景观设
计的艺术法则等。
本书共分6章，内容新颖、案例丰富、图文并茂、可读性强。
    本书适用于高等院校风景园林、环境艺术等相关专业的师生，也可供建筑设计、城市同林绿化技术
与管理人员及其他景观艺术爱好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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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景观艺术学的构成景观艺术学是艺术学的一个分支提将艺术学的研究成果及其一般原理运用到景
观的研究而形成的一门学科。
艺术学是在19世纪后半叶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
艺术学由美学发展而来，艺术学的上位学科是美学，而美学的上位学科是哲学，艺术学既接受哲学和
美学的指导、影响和制约，也具有不同于哲学和美学的独特品格。
艺术学由一般艺术学和特殊艺术学构成。
一般艺术学由艺术原理、艺术史、艺术批评构成；特殊艺术学由各专门研究某一艺术品类的学科群构
成，它们还在多种组合中多层次地分为多种系列、相互联系而又自成系统的学科群。
景观艺术学由景观要素、景观艺术原理、景观历史、景观感知与评价等四个部分构成。
景观艺术原理即是通常所说的景观艺术理论，主要研究造景的一般规律和基本理论以及景观各要素、
各造景环节之间的关系和每个要素、每个环节自身的特有规律，是景观艺术学的核心，是对各种造景
活动的共同规律所作出的高度概括的理论结晶。
景观历史是历史地、具体地考察景观艺术活动的发生、发展、继承、革新以及历代景观创作大师及其
作品的创作轨迹和规律的艺术学，侧重于人类景观艺术活动的纵向研究，从人类景观艺术活动不断发
展、变化的过程中开拓未来，是景观艺术学的基础。
景观感知与评价是以景观作品为中心推及景观建造活动的所有要素、环节和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艺术
思潮、艺术运动等成败得失、优劣兴衰进行考察、阐释、评论的艺术学，是景观艺术学最富有生机的
部分，是景观艺术活动和景观艺术学发展的动力。
3）景观艺术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艺术学是研究人类艺术活动规律的人文科学。
艺术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艺术活动。
人类的艺术活动既是历时性、共时性的，又是区域性、独创性的，因此，艺术学的对象既包含了古往
今来人类共同的艺术活动，又更加面对着本民族、本国特别是现实的艺术活动。
这样，艺术学就必然具有人类性、民族性、历史性、现代性、继承性、发展性等特点。
但艺术学不仅限于美感的，艺术学之研究对象不限于美感的价值，而更注重艺术所包含、所表现的各
种价值。
因此，景观艺术学的研究对象不限于景观的美感价值，而更注重景观所包含、所表现的各种价值。
景观艺术学除历史以外的三个组成部分的对象领域都是景观艺术活动。
景观艺术原理来自景观艺术实践，是对景观艺术活动的理论概括，并以景观历史和景观感知与评价为
依托，一方面不断从景观艺术活动历史发展中和新形势下的艺术活动中发现新的真理，另一方面不断
从景观历史研究的新成果和景观评价的新见解中吸收营养，不断地丰富发展自己。
景观艺术原理是极具活力的，永远处于动态的发展之中。
景观历史以艺术原理为指导，不断从景观评价中吸纳新成果，既不是历史上景观艺术现象的罗列，也
不是各景观艺术类别的静态介绍，倒好像是历史性的系统的艺术批评，是具有历史深度的宏观评述和
鞭辟入里的微观论述的高度统一。
景观评价不仅以艺术原理为指导思想，还应从景观评价中丰富和发展艺术原理，不仅以景观历史为参
照、依据，还直接对景观历史开展艺术批评，并从现实的景观艺术活动的批评中不断完善和延伸景观
历史。
景观艺术原理、景观历史和景观感知与评价构成了景观艺术学的三个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分支学
科。
它们的专有对象范畴又都包含了历时性和共时性因素，既有纵向的发展，又有横向的联系，都贯穿着
时代精神和人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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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景观艺术学：景观要素与艺术原理》适用于高等院校风景园林、环境艺术等相关专业的师生，
也可供建筑设计、城市园林绿化技术与管理人员及其他景观艺术爱好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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