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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业文明的发展在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生态主义思想的提出，促使人们

越来越重视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本文通过对生态主义设计思潮的概述，生态主义设计原则以及生

态主义景观设计案例等方面的分析，从而阐释生态主义对于景观设计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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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history, but it 
has also brought a series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The proposal of ecologism has prompted people 
to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natural en-
vironment.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important role of ecologism in landscape design through an 
overview of ecologism design trends, analysis of ecologism design principles, and examples of ecolog-
ism landscap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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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主义设计思潮概述 

1.1. 生态主义设计思潮的发展及由来 

1.1.1. 萌芽：自然主义倾向向朴素生态观念转变 
16 世纪初，受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人们研究自然现象的热情空前高涨，对于自然和世界的认识也有

所提高，从但丁的《神曲》、达芬奇的《琳达与天鹅》等文艺作品中可以看出这些先驱对于自然以及隐

逸生活的向往与喜爱，同时这也对景观设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表现为追求幽静、隐逸的生活情趣和尊

崇人类力量的改造[1]。17 世纪受限于唯理主义思想以及君权的影响，景观设计体现更多的是政治意义，

追求理性之美，几何以及对称手法的运用发挥到了极致，但人工化的自然也仅是人工趣味的装饰品，与

自然的野趣相差甚远，人们对于自然，对于生态性的景观表现出强烈的渴望，进而形成了物质形式与自

然景观完美结合的林园景观，推动了自然主义倾向的发展。18 世纪自然主义思想的发展，加速了规则式

园林向自然式园林的发展，受启蒙运动及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景观设计表现为去规则式，模仿自然，

再现自然景观，促使了朴素生态观念的产生。 

1.1.2. 产生：从自然景观引入到生态学思考 
19 世纪工业革命的发展导致环境问题状况频出，为改善城市居住环境，城市公园应运而生，此后受

工艺美术运动和现实主义时代精神的影响，城市公园服务对象逐渐由贵族阶层转换为普通大众，其中公

共景观的建设和城市综合整治是其主要目的。奥姆斯特德作为城市公园建设的主力军之一，他将自然主

义理想进行升华，提倡将自然景观引入城市景观，通过整体、科学的规划打造完整的公园系统，其代表

作纽约中央公园吹响了生态主义思想在园林景观诞生的号角。此后査尔斯·埃利奥特坚持奥姆斯特德公

园系统规划，通过景观资源分析和叠图技术等科学方法，开始了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园林景观设计实践。

19 世纪末，受田园城市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影响，刘易斯·芒德福提出了生态城市理论，主张以生态学原

理，从生态系统层面出发进行系统规划和设计，从而使生态系统保持平衡。这一理论为生态主义思想在

园林景观中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20 世纪初在环境保护运动和自然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城市公

园飞速发展，景观设计实现了美学原则、生态主义设计、社会理想的统一。   

1.1.3. 发展：从自然过程引导到生态规划途径 
20 世纪上半叶，生态学等学科的发展促进了生态主义思想的发展，多学科的相互渗透，也促使景

观设计的综合性不断增强。20 世纪中叶，以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的生态学基本框架的形成促进了景观

生态的发展。届时，以谢菲尔德和海科特为代表的景观设计师开始推广生态主义思想以及生态规划方

法，通过生态因子分析法实现景观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至此，生态主义思想在景观设计实践中

发展起来。 
基于城市公园系统的发展，城市景观空间与城市自然环境联系更加紧密，人们对于景观生态的理解

更加深刻，人化的自然已经不能满足民众的需求，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以劳伦斯·哈普林为代表的景

观设计师重新审视了自然与人的辩证关系，实现了从“人化自然”到“自然的人化”的观念转变。在此

期间，伊恩·麦克哈格教授出版了《设计结合自然》一书，在书中，麦克哈格教授从大自然的现实规律

着手，对于人和大自然的关系做出了深刻的思考，极具远见地将城市景观拓展到全球生态环境和人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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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问题的层面，同时他还提出了以生态学原理为基础的“千层饼模式”的生态规划方法，为景观设计引

入了科学的量化[2]。 

1.1.4. 兴盛：从设计生态到生态主义设计 
随着生态规划理论、方法和技术的逐步发展，过去由单一生态因子决定模式慢慢转向多因子的综合

作用的过程，人类开始主动思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景观设计领域开启了“生态时代”阶段，生态主义

思想在景观设计中达到了鼎盛。 
随之而来的是生态设计、再生设计、可持续景观、生态城市等概念与原理的提出和传播，21 世纪可

持续景观的实践最终逐渐消除了 18 世纪绘画风格中捕捉到的空间视觉特征。景观设计转变成尊重自然的

现实因素，形成具有内外联动的景观结构与具有多种功能的有机生命体，生态思想最终在生态主义景观

设计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1.1.5. 成熟：景观都市主义转变为生态都市主义 
20 世纪末，生态主义思想在景观设计领域的发展逐渐成熟，设计师们意识到传统城市与景观发展模

式的局限性，希望改变城市空间形态的杂乱无章，城市范围的无序蔓延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的现状，由此

“景观都市主义”登上了生态主义思想发展史的舞台。“景观都市主义”理论受生态主义思想的影响，

认为景观应该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景观都市主义中的生态主义景观设计是一种探索性的研

究过程，如同纸上谈兵，很难转化为现实实践。因此生态都市主义应运而生，该理论在继承景观都市主

义理论的基础上，融入生态学、伦理学等多个学科的内涵，并关注社会环境公平性和景观的平等使用权，

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主义思想。 

1.2. 生态主义设计的基本概念 

生态主义设计是指设计遵循自然发展的过程，尽量使人类的生存发展对自然以及生态系统的影响降

到最低的设计方式.从狭义层面上讲，是指在景观设计中使用景观生态学的原理，注重景观空间格局和空

间过程的相互关系。从广义层面上讲就是指运用生态学、地理学、人类生态学等相关学科知识、方法、

原理，对某一尺度的景观进行合理的规划和设计。总的来说，生态设计的本质就是要尊重自然，合理利

用自然资源，发挥生态系统的循环与服务功能，在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现实需求的同时，又能实现自然

环境和生态系统的长远发展。随着科学以及生态设计的发展，生态设计不单单局限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

展以及地域人文的传承等，逐渐向新型技术、新型能源、新型材料等多方面发展，例如 GIS 等技术在生

态设计中的应用，合金材料、高分子材料、纳米材料、复合材料等新型材料以及风能、潮汐能、太阳能

等绿色能源生态景观设计中日益增多。此外，将生态设计的科学性与文化艺术性相结合也受到普遍重视。 

2. 生态主义景观设计的基本原则 

2.1. 反映生物的区域性 

在设计中生物区域首先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环境，通过人类对于生命场所的再栖居的实践行为，

从而将人类重新规划进生态系统，从而和每一个生物区域协调发展。每一个生物区域有着独一无二的自

然特征，包括该区域的气候条件、地形地貌、汇水区域、土壤和当地的动植物，以及当地的人文要素。

因此在反映生物的区域性时要达到以下几个目的：一是恢复已损坏的，保护现有的完好的自然系统；二

是通过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和手段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三支持再栖居。 

2.2. 顺应场地现有自然条件，合理利用乡土资源 

景观是自然和人类连接的桥梁，也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它具有地域性、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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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性、文化性等特点，是人们追求自然美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现代景观中的自然要素设计样式各异，

其中生态设计是主要方向，充分体现了个性化特征，其关键就在于顺应场地自然条件，合理利用乡土资

源，如当地的土壤、水文环境、乡土植物和其他自然资源。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大量自然资源被使用，

有些已经匮乏。而自然要素作为一种可从继续发展资源，其合理使用可以决定景观艺术效果的最终呈现

[3]。因此，充分利用自然要素，结合当地气候特征，合理组织和融入符合当地生态条件的自然要素，设

计、修建与当地条件相匹配的景观，使自然与城市和谐共存，提高生活质量是尤为重要的[4]。 

2.3. 坚持节能环保，充分利用日光、自然通风和降水等绿色能源 

在景观设计中，坚持节能环保的原则，充分利用日光、风能、水能等绿色能源。一般情况下，大部

分植物的生长、后期维护与管理都需要大量的水资源，不同的植物如乔灌木、草本植物、藤本植物等对

于水分的需求各不相同，因此合理利用水资源，实现降水的回收与利用十分重要，目前我国海绵城市中

的雨水花园、植草沟等设计就可以实现雨水的回收和再利用，能够实现在干旱和炎热时期部分区域浇灌

用水的自给自足。其次利用好雨水，可以减少地表径流对于土壤的冲刷以及污染物的传播，达到保护生

态环境的目的。另外生态主义景观设计还应该使用风能、太阳能、潮汐能等绿色能源，从而减少地球能

源的消耗，减少大量使用化学能源给自然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 

2.4. 注重材料的回收与再利用，并合理利用废旧材料，减少能源的消耗和降低维护成本 

景观设计要遵循场地特征以及地域特色，首先要优先考虑当地现有材料，其目的除了避免材料运输

和利用所造成的能源损耗，同时还能满足生态设计的需要。其次对于废弃材料要进行相应的考究，通过

合理的利用，以及艺术化的处理，将废弃材料变成富含一定功能和艺术审美的设施。例如，使用建筑的

废弃材料如瓦砾、砖块等建设海绵城市的畜水层等。 

2.5. 注重保护自然环境，建立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 

每一种生物都有相应的使命，生物的灭亡对于生物多样性产生一定的影响，继而对与生态系统运作

和服务产生重大影响，干扰了其长期弹性发展和人类福祉。尽管各物种灭绝率相差较大，但科学家却认

为因人类活动而诱发的野生动物灭绝危机将威胁人类的生存。因此，保护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对人

类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因为生物多样性是系统恢复和运行的核心[5]。景观设计师能够协调人类和健

康生态系统的需求。例如：生态走廊的设计不但能够为人们提供公共公园，更能利用人类的发展促进野

生动物的活动，实现野生动植物和人类的共存。景观设计师通过生态设计，能够模仿自然群落交替演进

的过程，设计出兼具美学功能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植物群落和生态系统。此外，设计师利用生态都市

主义的方法更可以让这些人造生态系统适应城市生活的压力。 

2.6. 重视与发挥自然的自生能动性，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发展 

生态系统中每一种生物都有其存在的使命和意义，整个生态系统每一环节都是环环相扣，是在一种

自然的、自我的设计中生存和延续的，自然系统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特征，这是人为的设计能力所不

能达到的，这也就是在景观设计中发挥自然的自生能动性的原因。 

2.7. 师法自然，减少人工的痕迹 

景观设计中应遵从自然主义原则，采用低介入、反工程的做法，强调向自然生态的回归。即在设计

中要有效控制人为干预，合理利用地区自然条件和地域特征以及文化特征，如：充分利用乡土植物来进

行景观的设计。乡土植物是经过自然选择留下的物种，已适应当地的气候、土壤、水温等因子，同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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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然景观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当地的生态系统良性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其次在设计的过程中，要遵从生

物多样化的原则，尽可能模拟自然群落交替演进的过程，确保自然植物的多样性，形成复杂的群落的结

构，促进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3. 生态主义设计思想在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3.1. 西雅图煤气厂公园设计 

美国西雅图煤气厂公园位于西雅图市联合湖的北岸，与市中心隔岸相对，公园面积大约 8 公顷，该

场地前身是煤气厂，随着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深刻认识，以及城市公园建设的如火如荼，该场地被委托

于哈克设计事务所进行改造设计。哈克在公园的设计上充分尊重场地原有风貌以及人们对于场地记忆，

大面积保留工厂设备及设施，采用生态设计的方法而非是大型土工作业的大修大建。其生态设计的特点

一是土地的合理利用和污染修复，主要采用生物方法来降解被污染的土壤，这样做的优点是可以避免土

工作业带来的能源消耗；二是利用自然规律优化生态系统；三是优先选择本土植物，这类植物生长能力

快、适应性强、抗自然灾害以及病虫害能力强、成活率高，其次是选择具有改良土壤能力的植物；四是

保留、再利用工业痕迹，通过有选择的删减，将部分工业设备以及工业遗迹保留下来，通过艺术化的设

计，使之成为娱乐功能、休憩功能的设施(如图 1 所示)，从而保留其历史、美学和实用的价值，减少了建

筑成本，实现了资源的再利用[6]。 
 

    
Figure 1. Pre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industrial relics 
图 1. 工业遗迹保留及利用① 
 

哈格在废弃场地改造中，遵循生态主义思想，尊重的场地景观的特征和生态发展的过程，注重材料

的循环使用，并利用废旧材料，来减少对能源和物资的消耗和降低维护成本，同时延续了场地现状的历

史氛围，保留了城市的历史文化，是生态主义设计的典型案例[7]。 

3.2. 上海后滩湿地公园设计 

上海后滩湿地公园场地原为钢铁厂和后滩船舶修理厂所在地，属于工业遗迹，加之大面积的滩涂湿

地，合理的保护和运用场地现状，完美的向世博游客展现生态设计，是设计团队面临的难题之一。设计

团队期望创造出一个生态可持续的系统，在认真分析场地现状后，对于场地内大面积的滩涂湿地予以保

留，采用适合滩涂湿地的乡土植物，通过滩涂植物吸污、固沙等特性促进水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为

其他生物营造安全的栖息环境，稳固湿地生物群落。 
对于场地内现存的码头、厂房等工业遗迹，设计团队进行合理的规划，保留基础建筑，并在其基础

上建立人性化休息体系以及种植绿色植物体系，达到展现工业文明特色和可持续使用的目的(如图 2 所

示)。在材料设计上，后滩湿地公园充分利用废弃钢铁、建筑瓦砾等旧材料，使用可降解竹材进行铺地，

践行节能环保的设计理念。可以说上海后滩湿地公园是国内践行生态主义设计的代表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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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Preservation and reuse of industrial relics 
图 2. 工业遗迹的保留和再利用② 

4. 生态主义思潮的对景观设计的启示 

4.1. 尊重自然 

景观设计一定要遵循自然规律，在保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进行设计。就是要

将景观设计融入自然，最大限度地借助于自然的设计。因此在进行景观设计时，要做好相应的田野调查，

分析好各方面的生态因素，做到因地制宜，减免大面积的土工作业，合理利用场地现有植被及设施，避

免资源浪费。其次要做到景观设计与大环境的融合，找到两者之间的关联因素，借鉴和应用周围环境的

特色，构建和谐的生态体系。 

4.2. 充分发挥乡土植物的生态特性 

乡土植物是经过优胜劣汰儿遗留下来的有顽强生命的本土植物，在景观设计中使用乡土植物，一方

面可以减少建设成本和后续管理费用，另一方面乡土植物具有当地特色，利于打造具有当地人文、社会

风情等特色的植物景观。其次利用乡土植物按照生态性原则合理配置，打造多层复合绿化以及垂直植物

群落体系，对于当地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具有一定的作用。 

4.3. 处理好文态和生态的关系 

景观是自然与文化的载体，在进行景观设计时，科学合理的规划能够使文态和生态有效结合。文态

和生态建设贯穿于景观设计的方方面面，合理处理好文态与生态的关系至关重要。因此在进行景观设计

时，我们要善于运用自然，改善自然，深入挖掘场地或地域文化特色，选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元素符号

融入到景观生态设计中，从而丰富景观的文化内涵。其次，对于场地内遗留的建筑以及设施，我们可以

采用保留以及生态修复措施，从而保留场地文化，增强人们对于历史文化的记忆。 

4.4. 资源的循环再利用 

景观设计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做到合理利用资源 ，减少资源浪费，对于现有资源做到循环再

利用。将资源的投入与景观的美学价值，使用价值等进行统筹规划，以最小的资源投入换取最好的景观

效益。其次采用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减少不可再生资源消耗以及环境污染。 

注  释 

①图 1 来源：UMaarchitects 
②图 2 来源：公众号大禹景观设计 https://mp.weixin.qq.com/s/FPwuLtSmhv6Cy8ZPPOn3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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