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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园林景观设计行业实现了突破性发展,催生了多元化的园林设计理念,传统园林设计所体现

出的“天人合一”理念与审美价值,已经和新时代下的园林设计思想与理念形成了较大差距,特别是在追求于园林设计要求与

标准的多元化趋势下,传统园林设计的固化性更加的突出。风景园林是城市基础建设的基本内容之一,对于优化城市自然环境、

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对此,本文在分析风景园林规划问题的前提下,制定了有针对性、有目标性的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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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受

到了国家与政府的重点关注,而这也为园林景观设计行业的

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但是由于风景园林规划涉猎的领域比

较多,加之很容易受许多因素的影响,风景园林规划成果并

不是很理想,在进行风景园林规划时暴露出了许多问题,比

如规划缺少科学性,模仿痕迹严重,忽略了传统元素的使用

等。由此,通过分析风景园林规划现状,找出园林规划存在的

突出性问题,然后制定行之有效的解决措施,对提高风景园

林规划科学性与规划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1 风景园林规划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1.1 风景园林规划有失科学性 

从城市风景园林规划工作方面分析,其基本是由某城市

规划单位进行主体负责,从而就导致风景园林规划工作很容

易受到来自政治方面因素的深远影响,有的规划单位在进行

总体方案编制时往往会不由自主的听从某些领导的需要,忽

略了风景园林所应表现出的地方特色、传统文化等元素,导

致风景园林成为了一项面子工程[1]。与此同时,也会造成风

景园林的风格混乱,很难通过风景园林将地方文化特色呈现

出来,不仅影响了一个城市的形象,也难以达成居民所愿,最

后导致风景园林仅仅成为了一种形式。 

1.2 风景园林规划模仿痕迹重 

纵观我国风景园林规划情况发现,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

就是模仿痕迹严重,许多规划师在学习与汲取经验时,往往

会直接照搬或者是不进行任何的修改就引用在自己的风景

园林规划工作中[2]。实质上,风景园林规划理念指的是各种

风景园林自身生命的有力表现,而生命力与园林规划的风

格、类型、文化底蕴、自然风貌等息息相关。然而事实上,我

国呈现出的许多城市风景园林作品,在真正意义上所能代表

城市文化、面貌、形象的作品,是十分的少,大多数城市风景

园林作品都存在着严重的模仿痕迹,而且照搬、模仿现象也是

层出不穷,以致于城市风景园林规划成果难以满足实际需要,

也不能体现出我国特色与地域风貌别具一格的设计感[3]。分析

其原因是风景园林规划缺少了文化支撑,而且规划师也缺少

创新性,从而造成许多风景园林作品毫无亮点,许多风景园

林作品间存在着相似点,或者是雷同现象突出,甚至有的风

景园林还蕴含着浓厚的域外文化色彩,所以在本质上是难以

满足城市居民实际需要的。 

如何体现地域人文特征。尊重并延续地域的文脉,是现

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的重要特征。任何的设计流派,无论风格

样式有着怎样的风貌,实质上都是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社

会文化背景中,自然条件与社会需求共同决定的艺术形式,

有着渊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深刻的技术背景。地域人文特征

在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某些地域的风景

园林规划中,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历史遗迹是历史留给

后人记载和反应人类历史活动的宝贵印记,是人类在地域特

征上的宝贵财富,在后人对历史活动、历史人物的研究中起

着重要的作用,也在历史的记载和传承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

位置。在风景园林的规划设计中,要对历史遗迹进行合理的

利用,但这种利用不能以肆意的修改和抹煞为前提。在杭州

西湖西进景区的规划建设中,以纯自然的外部景观创造出朴

素脱俗的美景,并在景区中重现了历史上的杨公堤、古上香

水道、苏小小墓等,重现的历史遗迹与原风景园林相得益彰。 

1.3 风景园林规划师缺乏责任感 

有的风景园林规划作品,在实践建设之中存在着比较大

的难度,造成风景园林规划方案难以发挥自身的指导性功能

与作用,从而风景园林规划就可能会面临着巨大损失与后

果。引发此种问题的原因基本是规划师缺少责任感[4]。许多

规划师若是侧重于风景园林的新颖性、特色性,而忽视相应

单位的实际能力状况,那么就可能会导致其面临着严重损失

与不利的负面影响。基于此,作为风景园林规划师必须要对

设计内容要有科学的设计态度,对设计工作要有严谨的论证

态度,以满足具体单位景观设计的绿化效果和质量标准,以

免在建设工作之中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与后果。 

2 风景园林规划问题的有效解决对策 

2.1 深度开发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我国有着数千年的发展历史,如今已经形成了底蕴深厚

的传统特色文化,不同的地区所体现出的文化也有所不同,

是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文化特色。比如巴西某位著名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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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景园林规划时其深度开发巴西传统特色文化,把当地的

文化、习俗等引用在风景园林规划工作之中,由此规划出的

风景园林作品极具创新性、地方特色艺术感[5]。基于此,作

为风景园林规划师,在进行风景园林规划时必须要综合考虑

不同方面的影响要素,比如结构、规模以及文化特色等,其规

划工作的核心就是要“有思想”。由此表明风景园林规划中

必须要深度开发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适当的把其使用在规划

工作之中,从而为风景园林作品赋予核心思想。 

2.2 实现风景园林规划公开性、可持续性发展 

关于城市风景园林规划工作,需要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城市的每一位居民都是风景园林工程的受益者。任何一项城

市风景园林规划作品,其根本性目标是服务于民。而风景园

林规划的科学性、合理性、公开性以及可持续性,直接会关

系到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所以在风景园林规划过程之中需

要积极鼓励群众参与,引领其发挥自己的才华、智慧,达到集

思广益的目标,从而是规划决策具有可行性、合理性以及科

学性。此种方式下,风景园林规划工作就可以有效解决单纯

的行政决策而埋下的缺陷与不足问题,同时还能够避免发生

行政腐败等问题。此外,新时代下的风景园林规划工作,一定

要积极贯彻与落实可持续生态理念,切实保证风景园林规划

作品具有可用性,有效避免规划工作出现片面性,不管加强

风景园林规划与建设的合理性、科学性,从而使规划作品和

群众意见在公开性方面达成一致性。 

2.3 提高风景园林规划师的能力与素质 

有灵魂、有思想的风景园林规划作品,是需要消耗规划

师大量“心血”的。所以说规划师的专业能力、综合素质等

直接影响着风景园林作品的质量。为了能够提高城市风景园

林规划作品的水平与成果,作为规划师必须要不断的学习专

业知识,提高综合素质,从而促进我国园林景观设计行业的

进一步发展[6]。此外,有关部门也要深刻的意识到提高风景

园林规划师能力的关键性,鼓励与支持规划师进行深造,不

断的拓展视野,及时更新思想,增长学识与能力,形成专业素

养,从而为创作高品质风景园林作品夯实基础。 

2.4 侧重于规划师知识产权的保护 

在进行风景园林规划时,所涉及到的知识产权保护内容

是十分的多,比如说文字、图形以及软件等方面。所以城市

风景园林规划师一定要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慢慢的形成一种

意识。如果发现他人威胁或者是侵占自己的知识产权,那么

就要学会用法律武器有效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从而防止对

自己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此外,高度重视风景园林规划

方面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但能够切实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还能够有效规避模仿跟风问题,从而实现园林景观规划行业

的创新性发展。 

3 结束语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园林景观规划行业进入到了新的

时代。基于此,作为风景园林规划师应该深度开发我国优秀

传统文化,不断提高专业能力与综合素质,高度重视知识产

权保护工作,同时也需要各个单位之间积极协调配合,从而

创作出具有思想、生命力的风景园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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