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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设一个计谋”，从字面上看就是非常具有人类特征的。有趣的是在
《三体》中描写三体文明暂时对人类文明妥协时显示的一行字迹就是： “我们还
是失败在计谋上。”所以说，“计谋”是人类文明宝贵的利器。

也许我们可以从如何让“设——计”这个人类行为“自然而然 , 成其所以然”来找
寻设计的本质。无论塑造的景观最终呈现的是如何的性状面貌，设计的过程应该
是回归融入自然的过程，尊重生命的过程：尊重她的使用者“人”——即我们经常
强调的为人服务；尊重她本身——即赋予设计对象以生命感。

所以，非常喜欢这本书的名字：《会呼吸的景观》 。景观会呼吸了，某种程度上
就意味着她获得了生命。在这些大大小小的项目里，生命的张力呼之欲出：我们
很容易地从长春水文化生态园改造再生后市民们明朗的笑容里体会到这种生命的
欢愉；也很明显地从红土遗址公园独特的肌理中感受到这种生命的演变…… 

获得了生命的景观设计正是我们水石人所孜孜以求的！

希望我们设计的景观能够自然而然，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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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我们几个初涉设计界的文艺青年，选择了景观中两个最传统、最经典
的自然元素：“水”和“石”，作为这家“景观环境设计公司”的名字，从此，
踏上了求索和实践景观设计本质的漫漫不归路！

那个年代做景观设计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的这句
话如同宝典最先根植于心！然而“自然”究竟是什么？貌似心中一直忽明忽暗；
景观设计是否做到“虽为人作 宛自天开”就是最高境界？“人工”与“自然”的
关系一直在纠结；大自然真的是自然的吗？……尽管一时并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
但是水石景观的小伙伴们从来就不会因此而停顿，一直坚持着边学习、边实践、
边总结。

最近在看刘慈欣的《三体》，觉得非常有意思，常常会有一种脑洞大开的感觉！
相比拯救地球、拯救全人类的大场景、大主题，一些细节反而更让人茅塞顿开。
比如提到一个“地球演化数学模型”——它是用来模拟地球表面形态在过去和未来
的演化。模拟的过程中，当把 “生命”选项去掉，看看地球在没有生命的状态下
演化到现在是什么样子，出人意料的是出现了一颗橙黄色的“干地球”，与其他
的行星没有分别！所以书中说：“地球产生了生命，生命也改变了地球，现在的
地球环境，其实是两者互相作用的结果 。…… 现在的地球，是生命为自己建的
家园，与上帝没什么关系。”所以突然觉得，一切一切的根本就是“生命”！而
人类作为生命的经典典范，和其他生命一起，塑造了我们的地球环境，形成了“自
然”本身，可以说“人”即是“自然”之一。

也许，这可以帮助景观设计师跳出“人工与自然”之争，脱开那一种摇摆——是该
去模法自然而隐在自然表象之下，还是该去彰显人类技术的强势，从而真正探索
出景观设计乃至设计的本质。

李岚
/ 

水石设计创始合伙人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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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物的情与境

引

“水行石中，人穿洞底，巧逾生成，幻若鬼工，千溪万壑”， 明代袁宏道于《袁
中郎游记 • 园亭记略》 有这样的描述，可见景观不仅是自然事物，更是一种自然
的叙事，一种审美标准，是人在追求自然的极致状态。事实上，自然相对于人而
存在，只要有人就没有纯粹的自然。人永远是在追求自然过程中消费自然。我们
所倡导的自然，本质上是对自然的愧疚，是人在追求自然的过程——是人工自然。
如同人工智能一样，它被后天重新定义，是一种相对概念。人工没有情感、缺少
生命，但自然反之。所以我们必须将人工转化为对自然体悟的延续，增进身体与
自然对话，促使人与自然共生。

景观是人与自然的交互媒介，通过景观的营造，试图对自然和再现作出思考，有
关景观的发思，并不是发明设计交互程序或制定设计规则，也不是重建艺术形式
和技术构造。而是把景观纳入一个精神所属的物理空间中，来触发人与自然的和
谐关系。通过“会呼吸景观”的设计观念塑造场所，使人参与到自然中增进感情
获得快感。换而言之，人们对于一处景致的沉浸实质上还是回到自身，是自身在
体验生命活力的流淌，并由此获得精神上的愉悦。通过设计的空间让人、物、情、
境高度关联。

人与境

从古至今人类对于回归自然的决心一直没有丢掉，在中国的文化里，景观并非花
草树木、叠石流水这么简单。古代文人骚客一直有这样一种集会，借助自然天地
作为宴集文会场所，幕天席地，各自找到一个自然物体让自己停下来，这个物体
可以是石阶、树木亦或是林荫，配合自然物体以相应的身体姿态，停、倚、座、卧。
在这种集会中，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定位，依据地形配合姿势，依据地形决定
交谈方式。当人的行为、精神与自然环境完全融合时，一副会呼吸的自然山林雅

集图也就自然生成了。

上海徐汇区田林路街道改造项目，总长约 600 米，占地 1.1 公顷，周边社区基本
是 20 世纪 50 年代左右建成，社区中缺少小孩子玩耍、交流；老人纳凉、晒太阳、
跳广场舞的场所；街道店铺由五金日杂、水果店铺、奶茶餐饮、菜市场、学校邮
局等构成。原有的街道没有让人与环境发生关联，让这么多活动需求参与其中，
但是这些所有的日常活动都与街道密不可分。一个以日常社会交往为主的街道，
是居民生活起居必备的场所，必须满足众多居民居住使用需求。

街道景观希望改造成满足各种人群活动串联，一个有人情味的场所。利用社区出
入口绿地建立以兴趣点为功能分区的社交型口袋公园。使不同人群集合在一起攀
谈、象棋、唱歌舞蹈；街道两侧安全护栏改造后倚靠着拎着菜的拄着拐杖的老人。
街道端头的集中绿化带形成了一片共享的林下广场，在树林下有在交流的老人，
有三五小聚的舞蹈爱好者，小朋友滑着滑板车穿梭于其中。改造后的街道与周边
社区人群紧密关联，充分利用现有空间（街角、绿地、街道两侧）为日常行为的
发生提供场景，通过街道将各种人群和活动场地融合在一起，重新描绘了一幅活
色生香的梧桐树下社区街道雅集图。 

物与情

在追求自然方面造诣颇丰的日本也不例外，它们的“诧寂”美学，强调自然朴素
空寂自然之美，这种美针对人、自然、物乃至社会世相，感物生情，物心合一。
在日本文化的视野里，它崇尚自然，取材自然，甚至象征自然，它没有太多人工
雕琢的痕迹，而是创造出一种返璞归真、清宁极简的禅意境界，强调超脱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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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淞豪
/ 

水石景观总经理 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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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水文化生态园项目原址是一座建于 1932 年的水厂，改造设计中最大化保留
了原始自然生态环境，最大限度保留场地记忆；利用原有道路、场地植入功能空间，
将功能与自然环境融合，材料选择以就地取材为主，场地中的枯树被机器打碎铺
设在森林中，形成天然松软透水路面。人行走在其中，如同踏入原始森林，废弃
的枕木改造利用为地面铺装、树穴、座椅，与乔木形成舒适的具有时代记忆感的
林下休憩空间；场地中原始的石料被重新铺装到广场上，与时间一起被无数市民
来回打磨，迎着落日余晖的掩映，仿佛能感受到 80 多年前的场景及厚重的场地
记忆。

营造景观并不是为了模仿自然，而是为了赋予自然与情感及生命。日本庭院“作
庭者”会把自己置身于不同空间，用最质朴的材料，甚至会花上几个月精心打磨
每一粒石子。通过在长时间的打磨与付出中感受自然、感受朴素简练、超然自在
艺术境界。

水厂项目改造中功能场景的定位如同“作庭者”打磨沙子一样，设计师对场地充
分观察与认知，对四季季相、昼夜变化、日月情境进行调研，感受时间轨迹和自
然的变化。除此之外对每一个可改造区域进行观察，分析光照、现场自然条件、
景观资源等，多维度比对后确定功能定位、判断位置朝向及甄别选址。设计中尽
量减少土地开发对环境的影响，采用低干预的设计手段，实现自然生态环境的可
持续性。建成后的水文化生态园，走在空中栈桥上，阳光从树梢斜射下来，透过
树枝，光影的变化产生丰富的效果。不同角度的光晕，仿佛时间在飞逝，四季在
森林中流动。顺着螺旋楼梯而上，直达树屋顶部赤足盘坐，眼前是郁郁葱葱的森林、
树下是一片清澈的水池还有两只鸳鸯在戏水。闭目冥思，微风拂过，人与自然充
分融合，呼吸共生。

“会呼吸景观”是一种人与自然交互的精神化物态空间营造，由外到内营造出一
个交互体验性场所，它所带给人的并不是尊贵和仪式感，而是有深远延伸的空间
感。是强调人、物、情、境在物态空间中的高度关联。会呼吸景观对“外”是自
然交融，对“内”是与人交互，是人身体、精神的内外呼吸。会呼吸的景观是一
个不可度量的自然属性，它能引人入胜，引导人进入凝神思考与宁静的自我存在。
更重要的是，它不止关注人与自然，而是将人、自然、社会世相的叠合，是人的
生命流淌过程中在空间环境中的体验。

其实世间本无景观，因人而有景观，无论你身居何地，景观都与你息息相关。会
呼吸景观希望给人营造出舒适的、幸福的、会呼吸的自然情感交互状态，这种情
感化的景观营造方式，融合在本书的角角落落，让你在不同的角落里自然呼吸。
会呼吸景观是近年来水石景观设计普适性的价值观、设计观、哲学观。这套价值
体系的诠释需长时间项目实践与佐证，同时也需要市场行业来审视。水石设计也
希望假以时日，集腋成裘，为景观行业的价值体系贡献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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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力
/ 

合伙人 水石景观设计总监

景观三重门

景观是什么 ?

从学习景观到从事职业的景观设计已经近 20 年了，却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景观
的小学生”，以至于到现在我还不能描述出景观的准确定义，景观是什么？景观
做什么？为什么做景观？接触景观越久 , 越觉得它包含的内涵越丰富，它的边界
越混沌，中国景观发展这十年在数量上有巨大的发展和积累，在质量上又有多少
遗憾和思考，促使我们内心对景观的思辨一直不停，有时甚至会清楚地意识到景
观不该是什么，景观设计应该怎样，景观要是能这样就好了……凡此种种，很多
思绪挥之不去，记录下来是对自己头脑的梳理，也是对自我的批评、提醒和鼓励，
如果能和广大景观人一起共享交流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伪美学的景观

景观不只眼前的一亮！
近几年的设计工作中接收到最多的设计要求是要“眼前一亮”，特别是住宅设计
领域大量的设计资源投入在营销展示区这一销售道具的设计上，钟情于“眼前一
亮”的表面视觉化设计观，往往只在设计一种样式、风格、情境，景观场地如展
示道具般在销售活动结束后被拆除荡然无存，这几年间已经把教科书上的各种景
观风格做完，从新古典、新中式到现代简约去风格化，近期更是“景观创新”迭出，
各种新颖样式层出不穷，我们也不乏融入这种洪流并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是在这
样的景观中能够体会的东西却非常有限，感觉景观设计离我们生活中的真实感受
越来越远，我们堕入到一种唯表面化的设计观中，颜值即正义？在这里必须强调
设计的形式美是非常之重要的，但是只是片面追求外在形式就有失景观对真美的
承载。
景观设计应该追求什么？什么是好的景观设计？不禁扪心自问。当下的社会是一
个物化的社会，似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变成商品购买，食物、衣服、汽车、建筑
都可买，不需要的东西可以创造需求购买，买买买。景观可以被购买吗？当然也
是可以的，景观的场地可以被购买，但是景观却能创造不能被购买的东西，空气、

阳光、水的体验，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人与其他
物种的关系，这些或许是我们应当关注在表面形式之后真正的美，也是作为景观
设计师的幸福和责任所在。

景观的目标是去伪存真，大胆畅想景观设计的三重门，也是三重境界：一、自然
意想；二、会呼吸的关系；三、从共享到共生。

第一重门：自然意想

景观中的自然是什么？自然不是种树！
常收到这样的设计要求“这个景观不够自然，要多种树”，“绿植再多点就自然了”
这个理论一直以来是笼罩在景观设计师心头的一片阴影，我们曾经历过把一处场
地种满绿植也没有达到自然的感觉，景观中的自然到底是什么？可能真正的自然
在人类社会一产生就消失了，自然是一种遥远的存在，够不着，摸不到，但时刻
存在，在意念中时时勾着你、诱惑你、威慑你，自然在彼岸，得不到它，真实的
自然是有它可怕的一面的，在人类社会发展之前的状态，有野兽、天会黑、发洪水，
我们说的自然肯定不是这一面，显然是大自然对人类友善的一面，是自然中的真
和善。

那我们说的设计中的自然是什么？最浅显的，是自然感，自然而然，自然美好的
样子，松弛的、真诚的、博爱的感觉。在设计里是让人想到一种山、河、草木的
感觉就是这样，这种感觉是可以放大的，一个盆景就能达到这个效果，一院枯山
水甚至不种一棵树也能放大“真”的感觉，即使枯山水是“假的”，设计就是要
放大这种感觉，手法不一定是“真的”但情感是真的。我们在很多优秀的建筑中
也见识过这种空无一树却无限自然的体验。在“昆明樾府”的设计中用的就是自
然意想的手法，把云南的田、人、屋、山和谐相融的状态抽象浓缩在一方现代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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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之中，用大地艺术的手法让地景和建筑连为一体，地面景观用民居中屋瓦的元
素层层叠叠而出，当人被置身于一片屋瓦的海洋中，看到大地和建筑连为一体时
似乎感受到一种似曾相识的自然意向。三亚万豪酒店景观在临海的镜面水上创造
了一处艺术构架，构架的设计来源于海风的形态，仿佛凝固了的海风，本来静止
的构架也具有了动态的感觉，在这里抽象的海被转化成变幻的光、影、风、形，
在人的坐、卧、行间仿佛重新看到了大海的样子。
景观在这个层面是希望创造一处场所和具体的物件，通过它产生对“遥远自然”
的感情和意想。这个是景观破解自然的一种思想和手段，也是景观设计的第一重
境界。

第二重门：会呼吸的关系

景观不只盆景和枯山水！
虽然景观要通过对自然的意想去创造和抽象，但景观却仍然不是对自然形式的简
单拷贝、模拟，其实也拷贝不了。
景观更重要的是建立、酝酿、培育一种关系。

会呼吸是一种关系，也是一种态度。没有呼吸，代表死亡，没有呼吸的景观就是
死去的景观，呼吸是自然的普遍状态，呼和吸是相反的动作，却是对立统一的。

会呼吸是建立一种空间关系，空间是有阴阳的，阴阳相生，呼吸是打通、建立、
创造关系和联系，良好的联系。福州云影子会所的设计是在尝试通过创造一个“峡
谷”空间楔入地下，将光线、空气引入建筑的地下部分，同时“峡谷”长长的空
间的空气对流形成了风，峡谷的高差结合水流创造了瀑布，建筑的正形态和峡谷
的负形态形成一种互为因果的空间关系。

景观中的自然是符合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自然就是呼吸。景观最重要的是
建立和阳光、空气、风……的关系，自然和人工是对立面，就像人们往往描述“这

个设计太人工了”把自然和人工放在了对立面，而又不是对立面，人工可以创造
自然的感觉，和自然环境建立良好的联系，创造很好的接受阳光、空气、风的关系，
“人的工”本质也在自然的概念里。三亚万豪酒店景观设计中，我们设想如果身
在海边，不能感受到海风的吹拂，如果视线不能延续直到海面，这样的场所就不
具有临海的特质，我们就需要重新找到和大海对话的方式。这是一个酒店因品牌
升级而改造外环境的景观设计，原场地虽临海但现状空间形态没有形成和海景的
联系，植物甚至阻隔了看海的视线，为了让人和海形成互动，设计以分析海边的风、
光环境为基础，创造了顺应海边自然要素的场所形态和要素。

在景观中建立和自然气候因素的联系是一种会呼吸的景观方式，利用土地、风、光、
空气、水、这些气候因素的自然规律创造会呼吸的景观，能让我们回归自然的感知，
人们更愿意更长时间在室外景观中停留感受是我们的目的，微气候设计是顺应气
候而非反抗气候的态度，微气候不光是满足气候条件，而是追求气候和美学的完
美结合。

会呼吸是交流，建立人和人的联系，孕育一种存在的状态。在临沂星河城生命之
树项目中，引入“大树”的概念，因为“大树”除了树本身也创造了人与人的关
系场所，回忆小时候庭院的大树下边，总是吊着一个摇荡不停的秋千，那一根细
细的绳子给了我们无尽的欢乐，坐在秋千上看大树结出果实，看树叶随风飘落，
夏天我们沐浴在大树的光影之下，晚上看着天上的星星听奶奶讲故事，一棵树就
是一个家的空间，围绕大树建立了人的关系。如果，我们创造一种空间，让它像
大树一样存在。当构架能够如树冠一样遮阴和透光，等大树结出果实孩子可以在
上边玩耍，生活就可以在大树下生长。因为如“大树”一般的构架我们能和家人
欢聚，在这能结交更多的朋友，那么没有真树也有自然。

在景观中，每种关系都不会重复，每个设计都有独特的条件 , 所以每个设计都应
挖掘和建立各不相同的关系，每个设计都是独特的、唯一的。
会呼吸是景观的活化，是景观设计的第二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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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重门：从共享到共生

景观不是小桥和流水！
景观经常被看作是模拟一种情景，曾经的“风景园林”“环境艺术”都已不能涵
盖景观的内涵，这些称谓显得非常局限。就像前面提到景观能创造不能被商品化
的东西，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人与其他物种的关系。

历史上的欧洲古典园林、中国苏州园林固然是包含了人类文化艺术的精髓，但很
大程度上是皇家贵族和高级官宦文人的独享空间，随着城市发展带来思辨，在城
市中私享的价值受到挑战，我们不断反思在城市中生活和存在的状态，什么样的
关系会带给城市更多的活力，开放共享开始变成人们优秀的理念和未来，景观更
大的胸怀和前景或许是共享。共享是一种关系，景观通过物质空间的创造，能否
酝酿和培育共享的、人与人相处的状态和自身存在的状态？田林路改造项目中，
通过观察分析街上人群活动，带来对街道和城市空间的重新思考，创造共享街道
空间进而孕育出丰富的人与人的关系，重新赋予一条老旧的街道以活力。

人和土地是怎样的关系，景观连接着土地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处原生态的环
境当景观介入时，是强力的改造它还是慢慢地融入，是否无为的设计胜过有为。

在安南小镇红土遗址公园 , 我们初次到达场地，看到一片如波浪起伏的自然红土
地貌，地质活动造就奇幻的自然奇观，我们的第一直觉是这里不需要设计，走在
碎石小路上，穿行在茅草丛间已经非常惬意，这里不设计就已经很有体验，感觉
可以“无为”，但是城市开发还是势必要把这里变成一座公园，景观设计就以最
低的介入为原则，尽可能保护原生的形态并恢复其更生态的状态。一切景观构筑
都用最轻的介入，仿佛在原生的地貌上浮动飘起，我们希望当未来公园开放游人
感受到的是和我们初次看到的一样的红土地、小径和茅草。这是当“不得不为”
时是否可以“有所为有所不为”。

一直以来设计强调“人性化”，以人的利益为核心，我们有时会认识到世界是一
个循环，人是一个复杂链条中的一环，人的状态会受到身边其他人、环境、植物、
动物的影响。我们介入一块土地一定会干扰到这里现存的动物植物，人不是孤立
的存在，当景观能成全其他物种的生存时，在这个大循环中最终受益的还是人，
通过景观人的生活是可以和各种关系取得平衡的，这个共生的状态让景观设计就
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层次。长春水文化生态园原是城市中一座废弃的水厂，人类生
产活动的退出让植物和小动物找到一处城市喧嚣外的栖息地，甚至在这里茁壮生
长了，初到场地时被城市中还能有这么一片参天大树震撼，密林的状态让人几乎
不能穿行其中，我们决心在人的城市公共活动需求和已有的植物繁盛、动物栖息
间找一个平衡，林间的道路全部架空穿行，栈道基础设计成最精简的构造，小路
全部采用不要基础的形式 : 枕木、枯树皮、砾石达到最小干扰的效果。在公园中
任其保留大量的树林不去打扰，在对原有建筑的改造中也着重保护长年攀缘在建
筑外的爬藤植物，在这里物质空间已经和动植物连成了一个整体的存在。在共生
中我们看到了一种美，和发自内心的平和和幸福。从共享到共生是景观设计的第
三层境界。

走出三重门

“三重门”原指中国古代衙门的三重门坎，隐喻古代衙门官府登记森严的层层围
合，景观的内涵从风景、园林、环境艺术，到“景观都市主义”，概念本身就像
一个个门坎划定界限的同时也限制了思维，我们思考景观的三重门坎，“自然意
想”“呼吸关系”“从共享到共生”，虽然三种境界逐级提升，跨过一重门有时
又进入另一重门，到最后是希望能走出这三重门让景观设计还复到一个没有束缚
的自由世界，这是对自己的思考、批评和勉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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