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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城市环境艺术设计中的美学研究 
◆李天琪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省沈阳市  110034） 

 
摘要：对城市环境进行艺术性设计是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巨大工程，

因为城市环境设计强调美学和美感，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对城市环境

进行设计是有必要的，同时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对城市环境进行艺术
改造，这不仅关系对城市环境的改造，还要关注城市各群体之间的关联

利益以及矛盾调解。因此，我们在进行城市环境技术改造的过程中要反

思多方面的问题。本篇文章首先分析了城市环境艺术所具备的美学特征，
然后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我国当前进行城市环境艺术改造面临的问题，强

调了美学审思在现代城市环境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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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的美学分析  
1.1 自然美  
自然景观是进行城市环境艺术改造的重要基础，自然中包含

的空气、阳光、植被等基本元素都是进行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的自
然美特征。在自然景观的基础上进行再次艺术改造可以满足人们
多层次的需要，特别是在追求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今天。自
然美特征可以满足城市日益发展的要求，同 r 也符合大众的审美
需要。  

1.2 社会美  
城市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备空间，对城市环境艺术进行改

造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通过艺术设计可以系统的设置、建设、
组合建筑群体、园林绿地的改造以及建筑来打造人们必备的生存
空间。让现代城市不仅具有自然美，还要具有社会美和人文美。
这不仅仅是让城市更美，而是要为人们的生活、交际营造良好的
氛围。  

1.3 建筑美  
建筑是组成城市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进行城市环境艺术设

计中的主体。我国传统的环境艺术设计是通过改变建筑的特征来
完成的。通常情况下，可以通过把建筑的群体组合成不同的形式
来表现建筑个体的特点和形式，同时使建筑不再孤立，而是显得
更加和谐，还可以突出建筑的审美内涵。特别是在我国的城市环
境艺术设计中的建筑群体具有民族性与时代性，而且受传统观念
的影响，所以我国的建筑特别注重创新与协调。  

1.4 文化美  
城市环境不仅具有社会美，还具有自然美。而且不同地区的

建筑具有不同的特点，同时建筑特征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
史特征，这些建筑特征不仅赋予了城市环境独特的美，还可以符
合大众的审美需求。当然文化美不是独立的，而是把自然美、艺
术美、社会美、建筑美等完美的结合起来，这在城市环境艺术设
计中是特别重要的。所以为了使建筑显得更加具有时代特征和历
史特点。所以我们在进行城市环境艺术设计时不仅要融合传统的
设计理论，还要把现代的城市环境设计理念结合起来。文化美可
以推动我国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还可以展现城市多重的精
神与气质。  

2 我国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反思  
2.1 权利审美问题  
为城市居民营造良好的氛围和良好的生活环境是进行城市

环境艺术设计的目标之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首先就是要
尊重城市居民的需要，特别是要在他们的设计建议的基础上进行
决策。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城市环境艺术设计一般是由政府和开
发商单方面来决定的，并没有体现城市居民的需求，而且有的开
发商多是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决定城市建筑的构筑，而没有进行科
学合理的分析，他们主观的认为城市居民的建议是没有必要的，
也没有实施的可行性。权利审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城
市环境设计的审美需求，这和人们过分追捧的威严、高大、豪华
等审美情趣相背离。这也会严重影响度量城市环境美学的标准，
同时这也关系到政府的政绩。因此，在大部分的城市环境艺术设
计中，城市基建并没有受到政府部门和开发商的广泛关注。这种

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使城市居民丧失了作为城市主体的基本权益。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就很有必要和政府以及开发商进行协
商，同时也要明确告知设计师要结合当地区域的特征进行城市环
境艺术设计，与此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城市居民的决策参与权与监
督权，为人们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更好的体现城市环境的人文
性特征。  

2.2 伪生态问题  
虽然我国城市环境设计开始注重生态城市的构建，但是这只

是单纯的停留在口号上，而没有真正的落实到实际运作中。还有
的城市在进行环境艺术设计中仅仅是追求表面意义上的强调生
态城市建设，但是实际设计却没有一点生态建设的影子，比如说
很多城市为了追求路面的好看，大多使用大理石、花岗岩等进行
路面覆盖，这种材质不仅不利于地表水的渗透，还可能引发洪涝
灾害。还有的城市通过增加草坪来体现生态意识，但是这却需要
耗费大量的水源进行后期的维护，并且草坪不仅不能很好的降低
噪音，对于吸收灰尘也没有很好的效果。还有一些城市为了降低
绿化成本和后期维护的费用，而使用一些假的植被进行城市环境
设计，这与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的生态理念本末倒置，对改善城市
环境没有任何好处。  

2.3 缺少环境艺术的保护意识。目前在城市中有许多的环境
艺术作品， 槿嗣谴蛟煲桓隽己玫纳 活空间，使得居民的生活更
加的丰富多彩，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当人们欣赏这些环境艺术
作品时，缺乏保护意识，出现一些破坏环境艺术作品的行为，例
如肆意的践踏草坪；在植物上刻字等等，这对于环境艺术设计产
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因此这就要加大对环境艺术作品保护的宣
传，应让居民充分认识到环境艺术作品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作
用，并强化居民的主人翁意识，不断提高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
正确欣赏环境艺术作品，实现居民与环境的良好互动，进而不断
促进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  

2.4 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的趋同化。每一座城市，具有各自的
特点，所以在城市环境艺术设计过程中，应注重城市环境艺术设
计之间的差异性，应充分反映每一座城市的特色。但是在具体环
境艺术设计过程中，往往忽略了城市特点，使得城市环境艺术设
计趋同化，例如在设计城市雕塑作品时，主题大多是奔腾、向上，
而且采用材质大多都是不锈钢，所以导致这种雕塑作品过于普
遍，毫无特。而且对于每一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因
此在城市环境艺术设计过程中，应注重对历史文化的挖掘，应确
定特色主题，并采用合理的材料、风格来更好的表现城市，进而
打造特色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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