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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景观设计中视觉艺术的发展趋势分析
刘雨格

（临沂大学　山东　临沂　276000）

【摘　要】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科技的发展，现代景观设计已经与视觉艺术形成了紧密的结合。这种交织

为公众创造了富有深度和情感的空间体验，同时也反映了对生态、文化和社区的深入关注。本文通过对现代视

觉艺术的核心特点、技术与数字化的融合、生态与艺术的结合以及人文与艺术的对话等方面的分析，探讨了现

代景观设计中的视觉艺术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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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visual art in modern landscap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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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advance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dern 
landscape design has formed a close combination with visual art. This interweaving creates a deep and emotional spatial 
experience for the public, while also reflecting a deep concern for ecology, culture and communit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visual art,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digitalization, the combination of ecology 
and art, and the dialogue between humanities and ar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end of visual art in modern landscap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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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技术的革命，景观设计作为一

个交叉学科领域，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转型。在此背

景下，视觉艺术成为了景观设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为设计师提供了新的思考和表达方式。视觉艺术不仅

为景观空间增添了审美价值，还为其注入了情感、文

化和哲学的深度。本文旨在探讨这种趋势的发展路径，

以及它对现代景观设计的影响和意义。

1 现代视觉艺术的核心特点

1.1 抽象与符号化

现代视觉艺术，与其它许多艺术形式相比，较为

显著地强调了抽象与符号化的表达。这种特点不仅是

为了艺术的新颖性，而是为了更深入地挖掘与探索人

类的情感、哲学和思考。

艺术的表达力 : 抽象艺术不再仅仅依赖于现实中

的具象形象来传达情感或信息，而是通过颜色、线条、

形状和纹理等元素，以更为纯粹的方式传达艺术家的

内心世界和情感。这种表达方式使得观众能够更自由

地进行解读，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情感与

艺术品产生不同的连接。

象征与隐喻 : 现代艺术家经常使用符号和象征来

传达深层的意义。这些符号往往既具有普遍性，又具

有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例如，圆形可能代表完整

或永恒，而某些颜色可能与特定的情感或概念相联系。

从具象到抽象的过渡 :在 20 世纪初，随着抽象表

现主义和其它现代艺术运动的崛起，艺术家们开始从

具象的描绘转向抽象的表达。这不仅是对传统艺术形

式的挑战，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科技和哲学的巨大变革。

文化与社会的反应 : 抽象与符号化的艺术往往与

其所处的文化和社会背景紧密相关。它们反映了艺术

家对于当代社会事件、文化趋势和哲学思考的响应和

反思。

1.2 技术与数字化的融合

技术与数字化的融合已经深刻地影响了现代视觉

艺术的面貌和发展方向。在传统的绘画、雕塑和摄影中，

艺术家们所使用的是物质媒介和手工技艺。然而，随

着数字技术的进步，尤其是计算机图形学、虚拟现实

和增强现实等技术的应用，艺术家们现在有了一个全

新的平台来创作和展示他们的作品。数字化不仅为艺

术创作提供了新的手段和技术，而且也推动了艺术的

边界延伸到了前所未有的领域。通过软件和硬件工具，

艺术家们可以创建出动态的、互动的和多维的艺术作

品，这些作品超越了静态的二维或三维空间，进入了

时间和虚拟的维度。此外，数字化还带来了无限的可

能性，使得艺术家们可以进行无尽的实验，不断探索

和挑战传统的艺术规范。与此同时，技术的发展也使



25

2023 年 2 月  第 5 卷  第 4 期
 教育新探索 New Exploration Of Education 高教理论

得艺术更加民主化。不仅专业的艺术家，普通的大众

也可以利用数字工具参与艺术创作和分享，打破了艺

术创作的门槛。此外，数字化还推动了艺术的全球传播，

使得作品可以迅速地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分享，让更

多的人参与到艺术的创作和欣赏中。

1.3 对自然与人文的再解读

对自然与人文的再解读在现代视觉艺术中占据了

核心的位置。在面对全球化、城市化和技术化的当代

背景下，艺术家们较多的关注人与自然、个体与文化

的关系，试图在艺术中探索这些复杂的交互和相互影

响。现代艺术作品不再简单地描绘自然的美景或叙述

人类历史，而是深入挖掘其中隐含的哲理和意义，挑

战观众的认知和情感。通过对自然与人文的再解读，

艺术家们表达了对环境危机、社会变革和文化碰撞的

关注和思考，同时也对传统的审美观念和价值观提出

了质疑和挑战。这种再解读不仅反映了艺术家们对当

下社会现实的敏锐观察和深刻理解，也展现了他们在

创作中对传统与创新、自然与文化的不断探索和追求。

这种对自然与人文的深入挖掘和反思，使现代视觉艺

术更加丰富、多元和有深度，也为观众提供了更为宽

广的审美空间和思考的机会。

2 现代景观设计中的视觉艺术趋势

2.1 城市公共空间的艺术化

2.1.1 公共艺术装置

公共艺术装置已经成为现代城市公共空间中的标

志性元素。其不仅为城市带来了独特的视觉体验，也

增强了公共空间的吸引力和功能性。这些装置往往融

合了当地的文化、历史和社区特色，反映了艺术家和

设计师对当地环境和社会背景的敏锐观察和深入理解。

公共艺术装置不再仅是简单的装饰或符号，而是与周

围的建筑、景观和社区形成有机的整体，为人们提供

了互动和体验的机会，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对公共空间

和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2.1.2 互动与观众参与性设计

随着技术的发展，互动与观众参与性设计已经成

为现代景观设计中的热门趋势。这种设计方式强调了

艺术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和参与，使观众从被动的欣赏

者变成了主动的参与者。通过触摸、移动、声音和光

影等手段，人们可以与艺术装置产生直接的交互，体

验不同的视觉、听觉和触觉效果。此外，互动设计还

为观众提供了创作和分享的机会，他们可以根据自己

的想法和情感参与到艺术创作中，使艺术作品更加丰

富和多元。观众参与性设计也强调了社区的参与和合

作，通过与社区居民的合作，艺术家和设计师可以更

好地理解和满足社区的需求和期望，使艺术装置更加

符合当地的文化和特色。

2.2 生态与艺术的结合

2.2.1 生态景观设计中的艺术元素应用

生态景观设计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

艺术则为这种关系增添了情感和深度。在生态景观设

计中融入艺术元素，不仅可以提高景观的审美价值，

还能加强公众对生态保护的意识和参与。

例如，在设计中经常使用的水景、植被、微地形

等元素，可以通过艺术的手法进行塑造，使其具有更

强的视觉冲击力和情感表达。一个小水池可以通过雕

塑、光影、色彩和材料的处理，变成一个充满生命力

和情感的艺术品。植被的配置和修剪也可以采用艺术

的构图手法，形成独特的风景线和节奏。

如，成都天府公园的设计，该公园不仅注重生态

恢复和保护，还融入了大量的艺术元素。公园内的“生

态岛”上，以巨型的莲花雕塑为中心，周围配置了各

种水生植被，形成了一个充满艺术感和生态氛围的景

观。这个雕塑不仅是一个视觉焦点，也成为了公园的

生态教育和宣传的载体。它既展现了莲花在我国文化

中的重要地位，也传达了对生态保护和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理念。

2.2.2 可持续与艺术的和谐共存

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下，可持续性已经成为了全球

关注的核心议题，而在景观设计领域，如何将可持续

性与艺术相结合，创造出既具有生态价值又充满艺术

魅力的空间，成为了设计师们追求的目标。

首先，使用可持续的材料和技术可以为艺术创作

提供新的灵感和手段。比如，利用回收的材料制作雕

塑或装置，不仅减少了对资源的消耗，还为作品增添

了历史和故事感。同时，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

技术也可以被融入到艺术装置中，使其既具有实用功

能，又具有视觉和情感的吸引力。

其次，通过艺术的手法，可以更有效地宣传和推

广可持续的理念。一个充满创意的公共艺术装置，可

以引起公众的关注和讨论，使更多的人意识到可持续

性的重要性。而当这些装置与公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结

合，如提供休息的座椅、遮阳的凉亭或是供儿童玩耍

的设施，其不仅提高了公共空间的功能性和舒适性，

还让可持续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此外，艺术与可持

续性的结合也为景观设计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和方向。

随着公众对可持续性的关注度逐渐提高，越来越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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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和开发商开始重视绿色建筑和生态景观，这为艺

术家和设计师提供了更多的合作和创作的空间 [1]。同

时，通过与科研机构、企业和社区的合作，艺术家和

设计师可以获取更多的资源和支持，推动可持续与艺

术的和谐共存发展得更加快速和深入。

2.3 技术与艺术的交织

2.3.1 数字化景观与虚拟现实

数字化景观是通过数字技术手段，如传感器、LED

显示屏和投影技术等，将传统的物理景观与数字内容

相结合，创造出具有动态、互动和多媒体特点的景观

空间。这种景观既可以是实体的，如通过 LED 灯光变

化展现不同的景观效果；也可以是虚拟的，如通过增

强现实技术将虚拟的信息叠加到真实的环境中。

虚拟现实技术则为景观设计提供了全新的维度。

通过 VR 眼镜或头盔，公众可以进入完全虚拟的景观空

间，体验不受现实限制的艺术和设计。这种体验不仅

具有高度的沉浸感，还可以根据每个人的选择和互动

而变化，形成个性化的景观体验。例如，观众可以在

虚拟的森林中漫步，或是在虚拟的城市中飞翔，体验

前所未有的景观空间。

在我国，虚拟现实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公

共空间和展览展示中。如在北京的某个科技博物馆中，

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公众可以体验到古代的京城风貌

和现代的都市景观，既能了解历史和文化，也能感受

技术的魅力。

2.3.2 亮化设计与光影艺术

亮化设计是近年来城市夜景和公共空间中备受关

注的一种设计方式，而与之相伴的光影艺术则让这种

设计方法充满了魅力和可能性。透过精心策划的灯光

与影子的互动，景观设计师与艺术家们为城市注入了

生命，同时增添了夜间城市空间的活力与吸引力 [2]。

灯光不仅可以强化和美化建筑和景观的结构，还

能为其注入情感和氛围。亮化设计中，不同色温、强

度和动态变化的灯光都可以产生不同的效果和意义。

冷色调的灯光可能给人一种宁静和神秘的感觉，而暖

色调的灯光则给人温暖和舒适的感受。而随着技术的

进步，LED 和智能控制系统使得灯光能够根据环境、

事件或公众的互动进行动态的变化，为公众创造出富

有情感的景观体验。

光影艺术则进一步强调了光与影、实与虚的关系。

通过投影、反射和透射等手法，艺术家们在空间中创

造出动态和多变的光影效果，使观众感受到时间、空

间和光的流动和变化。这种光影的魔法不仅增添了景

观的趣味性和深度，还为公众提供了一个沉浸和互动

的艺术体验。在我国，亮化设计与光影艺术已经成为

许多城市夜景和大型活动的亮点。例如，在上海外滩

的灯光秀中，通过灯光和音乐的配合，讲述了上海从

小渔村到国际大都市的发展历程，既展现了城市的历

史和文化，也展现了技术和艺术的融合。

2.4 地方性与历史文化的艺术呈现

地方性在景观设计中的呈现，通常涉及到对本土

的自然、文化和历史的解读和提炼。这可能表现为对

本地材料和工艺的使用，或是对当地的传统和仪式的

再现。而这些元素，当融入艺术的表达中，就会为观

众带来一种熟悉与共鸣的感受。历史文化的艺术呈现

则更加注重对过去的回溯和解读。这可以是对历史事

件的再现，或是对古老传说和故事的诠释。通过艺术

的手法，如雕塑、绘画、装置和表演，历史与文化得

以被保存、传承和传播，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个体

与集体的桥梁。

在我国，许多城市和地区都注重地方性与历史文

化的艺术呈现。例如，成都的宽窄巷子，通过对古街

和古建筑的修复和再利用，结合现代艺术和设计手法，

为公众展现了一段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历史。在这里，

人们不仅可以欣赏到古老的建筑和街景，还可以体验

到当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如茶艺、川剧和手工艺品。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对现代景观设计中视觉艺术的发展

趋势进行深入分析后，可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艺术

与景观设计的结合是未来的必然趋势。这种结合不仅

提高了公共空间的审美和功能性，还反映了对生态、

文化和社会的深入关注。对于设计师而言，融合视觉

艺术的方法和思考将为他们开辟新的设计领域和机会。

对于公众而言，可使其生活在一个更为丰富、多元和

有意义的城市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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