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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景观的叙事性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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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植物景观不但可以改善环境供游客游憩，还可以通过叙事性的手法来表达对人或某种事物的纪念之情，将

历史文化和人文体验融入植物景观设计理念，可以更好地继承传统文化和场所文脉，为体验者创造一个更具有文化与情感

意义的空间。

【关键词】植物景观；叙事性；历史文化

景观叙事作品的成功必须建立在叙述者与观众的共同语

言基础上，即建立在相同的语境基础上。语义表达可以通过

隐喻、转喻、转喻和反讽四种修辞手段以及命名和揭示策略

来实现。场景的构建离不开语法和句法的理解。设计师组织

景观元素是有目的性的，如何构建场景，最小叙事单元的作

用在场景中得以发挥，是让丰富景观叙事内容的关键。意义

的表达还取决于故事的展开方式和叙事层面的清晰程度。[1]

因此，空间序列和线索的安排以及由情节驱动的各种方式在

叙事作品的创作中同样重要。

植物作为园林景观设计中唯一具有生命力的设计要素不

但可以展现出不同的地域特色和文化意蕴，还可以在游客游

览过程中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植物空间体验。叙事设计在景

观设计中应用十分广泛，赋予植物景观的历史、文化内涵，

与公众描述的空间和场所的情节产生共鸣，为景观设计的研

究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新视角和新途径。

一、基础理论研究

植物景观叙事是用植物景观的设计方法去“讲述一段故

事”的过程，让植物景观与人的行为和感受与密切相关，使

植物景观成为具有内涵价值的载体，因此植物景观设计便有

了叙事性的特征。植物景观以其独特的自然属性和人文属性

来诠释一个故事、一种意境或一种文化，唤起人们内心最真

实的感受，包括人们对植物形态和习性的理解，以及地带性

和区域性植被的分布特征，植物名称的寓意，有关典故等等，

从而可以对景观中不同环境的意义进行解读，使游客获得不

同的情感体验。

二、植物景观叙事的特点

（一）地域性特色

由于环境因素影响，自然植的分布规律呈地带性，形成了

不同植物景观的内在区域性。如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终年常绿，

温带落叶阔叶的季节变化十分明显。另一方面，对其植物景观

产生影响的还有城市独特的地形与地域文化。例如，重庆山城

独特的地形在其空间层次上创造了相对丰富的植物景观。[2] 在

景观叙事设计中，利用不同植物的地形与地域性特色，可以更

好地表达植物景观的叙事内涵，彰显城市的地域性文化。

（二）多元化审美

根据植物不同的特性去进行植物景观的设计不但可以给

人们带来多样全面的感官体验还可以给人们带来多样的审美

感受。植物的不同形状和姿势会使人产生不同的联想，如垂

柳，柔软的条刷水使人感到亲近和柔软；迎春花的的形态可

以增加风景如画的简单性。不同植物的季节颜色的变化可以

很直观的影响人们的审美感受。植物的花期、颜色、大小和

香味的不用有助于增加人们对景观的多重感知。

三、植物景观叙事的组织方式和表达策略

不同的植物可以向游客传达不一样的文化内涵。不同形

态特征、色彩、空间尺度和季节变化的植物措施叙事设计，

既可以给人们带来不同的感受和联想，还可以使植物景观成

为具有特殊含义的载体。

（一）时间组织方式叙事

植物的生命力的特征是景观设计中植物和其他元素最明

显的区别，因此，植物景观空间形态变化在不同的时间是有

明显变化的，人们更愿意去关注变化的对象。

1. 静态时间

植物与其他设计元素相结合产生的瞬时画面可以使人们

产生关于某个历史文化片段的联想和记忆，带来非常良好的

审美感官体验。在设计时要充分考虑植物景观要表达的行为

特征和内涵，要考虑把各种景观要素有机的结合起来，要与

场地的特征地理环境相符合，要以具体的文化与内涵来进行

直观叙述。在植物景观设计中，不同种类、高度、树冠大小、

花期和枝叶密度的植物给人带来的光景体验是不同的，所以

要对植物进行有规律的孤植、丛植。松树、竹子、芭蕉、梅

花等植物与风、雨、霜、雪等不同的天时气象相结合可以创

造更加具有意境和叙事性的植物景观，如苏州拙政园“听雨

轩”中芭蕉和雨结合形成“夜雨芭蕉”的景色给人愁美的感受。

2. 动态时间

昼夜的交替、四季的更迭，植物的季相的变化和生命周

期的变化可以更好的表达植物景观的叙事性。木本植物为多

年生植物，其中银杏、松树、柏树等植物的寿命可达千年，

大多数草本植物的寿命为一到几年。在景观设计中，使用寿

命长的古树可以告诉人们这个地方的历史。一、两年生的花，

生命周期短，繁殖能力强，能表现出顽强的精神特征。木本

植物的寿命要比草本植物的寿命长，有明显的婴儿期、成年

期和老年期三个不同的阶段。因此，在人物纪念性主题公园

中，历史人物在人生中不同阶段的经历可以用木本植物不同

的生命周期的变化去表达。

植物群落的形态、色彩根据四季的变化可以形成不同特

色的季节性景观，游客在植物景观的变化当中可以感受时间流

逝的痕迹。在景观设计中对色彩和花期有明显差异的植物进行

分层可以展现不同的植物景观效果。如扬州个园，植物以竹作

为主题，利用四季假山与不同植物的季相变化相配植在庭院中

创造了具有四季变化的景观。园中春季栽植的梅花、竹子与笋

石相结合寓意着雨后春笋的含义；夏天，莲花池和太湖石结合

在一起，形成了夏天的景色；在秋天，枫树伴随着黄石公园，

这意味着秋天是清爽的。冬天，蜡梅、南天竹和雪石相互补充，

形成了冬天的景象。让裴公领略四季的季节变化，抒发岁月的

感叹，打造“永无止境”的植物景观叙事意境。

（二）空间组合方式叙事

在植物景观叙事中，植物形成的不同空间作为故事的起

点、发展和高潮段，用点、线、面来表现和促进不同景观空

间序列故事情节的起点、衔接和变化。

1. 点状空间

点状空间的概念是相对的，一丛植物、一棵孤植树都可

以是点状空间。在园林景观的入口处利用孤植树形成地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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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植物景观，或者用暖色调的花卉营造欢快热烈的氛围，用

来引导游人的视线。在历史纪念空间中，植物景观序列的高

潮部分可以用特定的点状空间来创造，比如一一株古树作为

主景，可以向人们传达场地的文化和历史发展。

2. 线状空间

植物线性空间的表达通常处于景观空间序列的发展阶

段，由植物按规则或自然线性组织而成。在纪念性场所，植

物景观节点开始时往往以朴素大气的植物作为景观，发展阶

段以乔木和灌木渗透景观空间，高潮阶段依次选择松柏植物，

而开放的植物景观则作为整个叙事空间在结尾阶段的安排，

潜移默化地引导着体验到的情感和感官，在植物景观空间的

推动下完成了整个故事的叙事和纪念主题的表达。

（三）植物文化叙事

景观设计中丰富的意境和情感可以通过植物的文化属性去

表达，可以引发游客的情感共鸣和与众不同的心理感受。植物

的文化叙事表达由象征、隐喻、命名、留白、对比五种方式。

1. 象征式景观叙事

象征是把植物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来表达人们的某种情

感。象征是通过对叙事主体的抽象和提炼而得到的具体事物。

运用艺术技巧强调叙事主体的特征，可以使观众直接从其外

在形式中产生具有特殊意义的联想，并直观地向观众传播场

所精神。在人物纪念园空间的设计中，可以根据拟人植物的

文化特征进行叙事性景观设计。如松柏植物象征着不朽和不

朽；菊花自然典雅，不怕秋风，象征着幽雅。象征手法的应

用除了最直接的物质形态的直观表达之外，还有数字和符号

两种更为含蓄的手法。数字的象征手法运用必须要对叙事主

题有深刻的意义才能发挥她本身的作用，数字本身很难体现

象征意义，需要通过一定的手法转换。最经典的案例就是美

国俄克拉何马城纪念公园，把植物用人格化象征的形式表达

出来，进行景观叙事设计。

罗斯福总统纪念公园曾以设计竞赛的形式收集规划，但

由于与环境不兼容，这些规划被放弃。哈普林于 1975 年获

得公园的设计权，但公园最终于 1997 年竣工。[3] 哈尔普林

代表了总统的四个阶段以及通过四个生活空间倡导的四种自

由。设计师用景观墙、水和植物等景观元素再现罗斯福的日

常生活片段和政治成就。在入口处，设计了一个用来播放音

乐和电影的房间，以便在广播中再现罗斯福总统“炉边谈话”

场景。在第二个空间，以浮雕和铜像的形式展现当时美国的

社会景象，然后以瀑布的形式再现田纳西河谷水利工程，以

纪念罗斯福的伟大成就。

2. 隐喻式景观叙事

隐喻主要通过对景观元素的刻画并将其比喻为与场所中

真实发生的历史所相似的事物，本体与喻体要存在一定的联

系，是受众对某种景观、某种背景事件或者某种情感体验的

认知来进行信息的传达。场地所独有的自然环境、民族传统

和历史文化可以利用植物的隐喻来表达叙事。模拟田园的植

物景观可以隐喻传统农耕文化，模拟原生场地的植物可以隐

喻场地的历史。如种植在中国美术学院教学楼前的乡土植物

形成了独特田园植物景观，隐喻传统的农耕读书文化，演绎

着农耕文化、土地和人的耕读故事。

在青海原子城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朱玉芳希望通过

一条“596”路贯穿旅游线路，宣传中国人民用对科学技术的

渴望，期盼着用科学技术来振兴中国的精神。在“596”公路

上设置了五扇生锈的铁门，这意味着中国人民在从自主研发氢

弹到成功进行暴乱试验的道路上经历了五件大事。在风景序列

的高潮“和平山”时，游客们走出一条生锈的钢制狭窄通道，

来到一个突然开放的冥想空间。隐喻着世界和平的主题得事物

是溢水池中的世界地图与钢板上的和平鸽。原子弹实验是暴力

回归和平，但其主题升华在“和平之山”，即和平。整个花园

使用了大量生锈的钢板，这也暗喻了原子城的坚定性格。

3. 命名式景观叙事

命名是最简单、最直接的叙事设计方法。这是设计师通

过给景点起名字向游客传达他们的感受和想法的一种方式。

植物或植物景观用于命名园林景点，从植物形态、空间塑造、

生态价值、文化等方面赋予场地诗意如画的内涵，激发体验

者丰富的审美联想，利用植物景观命名园林景区，从植物物

理特性、生态价值、空间塑造、文化内涵等方面赋予景观诗

意如画的内涵，使体验者进行丰富的联想。有两种命名方式。

一是以植物景观或植物体为主要景观的园林景区命名，包括

植物本身的直接命名。二是以植物景观或植物体为配套景观

的园林景区命名，如“旱溪花境”“绿野仙踪”“十里花溪”

等，这样的命名更能表达植物的叙事性。挖掘植物的文化性

和其特征，对植物命名的内容进行再设计，可以更好地诠释

和表达植物景观的意境。

4. 留白式景观叙事

在中国传统绘画或文学创作中，人们常说“少即是多”

适当的空白可以给读者想象和沉思的空间。打动人们的心的

往往是简单而适当的设计。

20 世纪 40 年代，由阿斯普伦德和莱维伦茨共同完成的

斯德哥尔摩南部森林公墓，堪称诠释 20 世纪现代主义理念

的最美景观。它是建筑和景观的完美结合。在入口处，游客

可以看到开阔的草地和土堆。在火葬场大楼附近的草坪南端

设计了一个巨大的十字架。通过这条小路，游客可以爬上被

群山和森林包围的土堆上的平台。它可以说是一个理想的庇

护所。游客可以感受到非凡的宁静，但与眼前美景的对话令

人震惊。在这里，设计师在高潮处留下了一块空白供游客沉

思，可以说是一块非常聪明和令人震惊的空白。

5. 对比式景观叙事

植物景观的叙事表达能很好地将纪念景观中的事件传达

给人们。通过探索植物景观叙事的表达方式，创造出一个与

人、自然、历史紧密相连的空间，可以更好地连接遗址的记

忆和文化内涵。希望我们今后可以将植物景观设计与传统历

史文化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更有内涵、意蕴的景观。

四、结论

叙事性景观不单单只是对“故事”的表达，更是想用可

以引起人共鸣的叙事主题，结合植物景观要素通过其蕴含的

文化去展现故事的内涵。植物是唯一具有生命力的设计要素，

在设计上既要有文化的内涵也要有视觉的变化，本文立足于

将地域文化特色和植物景观相结合，力求给人有效的情感体

验，使其成为城市的群体性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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