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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环境美、中国传统山水画和自然观具有内在的共通性，想要重建现代环境美学，运用中国传统山水

画是最好的方式，也就是怎样从西方传统观念中摆脱出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里去寻求答案。中国

山水艺术与环境美学的研究背景深厚，研究意义深远。本文通过探究其在环境美学中的运用分析和发展

现状，得出未来社会该趋势的发展思路。通过深入研究，不仅可以传承与发展中国山水艺术，推动环境

美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还可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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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f you want to reconstruct moder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the best way to use traditional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is how to get rid of the traditional Western concept and seek answers from the 
wisdo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of Chinese landscape art and envi-
ronmental aesthetics is profound and the research significance is far-reaching. This paper ex-
plores its application and analysis i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and obtains the development 
ideas of this trend in the future society. Through in-depth research, we can not only inherit and 
develop Chinese landscape art,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theory and 
practice, but also promote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an and nature, and contribute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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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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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 相关研究背景 

山水画是中国传统绘画的重要形式之一，体现了中国文化与艺术精神的内在表现。山水画不仅仅是

自然风光的描摹，更是画家精神诉求与人生态度的表达。它的产生与道家思想密不可分，道家追求自然

无为、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这种追求在山水画中得以充分体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盛，文人名

士选择归隐山林，山水诗与山水画应运而生。山水画所创造的意境，强调以意为主，意造境生，追求超

脱于烦琐与庸俗社会的理想境界。山水画的创作注重笔墨与构图，形成了独特的“三远法”(平远、高远、

深远)，通过不同的技法与墨色变化，表现画家的个人修养与风格。 
环境美学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欧美兴起，成为备受关注的一门新学科。环境美学强调人与环境的和

谐共存，主张通过美学研究促进环境建设。在审美体验上，环境美学注重介入式审美模式，强调整体环

境下人作为参与者所经历的各种审美情境。环境美学的思想主题在于为人类构建可以安乐栖居的家园，

即“人性化环境”。中国的环境美学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并已进入深化拓展期，致力于从中国古

代环境思想中寻找美学智慧，以更好地处理当代环境问题[1]。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研究中国山水艺术，有助于传承与发展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通过深入解析山水画的理论与实践，

可以梳理出中国山水画美学的发展特征，为当今山水画的创作提供美学指导。同时，将山水画的美学理

念融入现代艺术创作，可以促进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融合，推动中国艺术的发展与创新。 
环境美学的研究不仅扩大了美学的研究领域，还促进了新型环境观的形成。通过研究中国山水艺术

与环境美学的关系，可以探讨如何将中国传统环境美学思想吸收、转化到当代环境美学之中，从而丰富

和发展当代环境美学理论。同时，结合环境设计与环境规划等实践问题，可以推动环境美学在城市建设、

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应用，实现文明主义与生态主义的统一。 
研究中国山水艺术与环境美学，有助于提升人类的审美感知能力，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将中

国山水艺术与环境美学相结合，可以为现代城市建设提供精神指南，推动建设和谐、自然、合理的城市

自然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2. 中国山水艺术与环境美学的概念 

2.1. 中国山水艺术的概念 

中国山水艺术，又称中国山水画，是以山川河流为主要题材描写自然景观的中国画作品，又是古人

在游山玩水过程中沉淀下来的重要思想，至今未完全脱离人物画，在中国画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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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画属于推崇虚静的艺术，追求超凡脱俗的境界，讲求和谐之美的艺术，深刻体现了中国人独特的阴

阳、虚实、变化等等的东方哲学理念。就山水文化而言，它是自然崇拜与精神信仰相融合的思想产物，

它带有强烈的人文精神色彩。 
中国山水画不同于西方风景画，它强调“凡画山水，意在笔先”。传统山水画是中国古代人们宝贵

的精神财富，其艺术表现形式包括两方面，先有情感内容的表现，后有构图的形式。其次，山水画还追

求虚静之美，包括留白和刻意求静。在中国画创作过程中，留白可以让画面获得更好地空间感和层次感，

从而增强作品视觉冲击力与表现力；同时又能使画面呈现一种空灵、静谧的意境美，给人以美的享受与

遐想。山水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独特意义和价值，它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而且还具有美学、哲学等多方

面内涵。所以说“山水意境”在中国画创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体现了画家对自然世界、社

会人生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感悟与思考，更多时候还代表着艺术家的艺术个性和追求，其审美价值

更是不言而喻。 
中国山水画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不断推陈出新，逐渐产生了青山绿水、水墨山水等新的绘画形

式。从本质上讲，山水文化就是人们意识审美下形成的自然观和人文生态观，山水文化在现代景观设计

中的形成和发展，是设计师注入了新的灵魂，也折射出设计的发展历程。 

2.2. 景观环境美学的当代概念 

环境美学所提出的各种概念也表明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超越自然而独立存在的审美联系，环境

美学从多种维度看待环境，以和谐为最高美学追求，在涉及利益的问题上主张协调与平衡，保障各方利

益以达到和谐统一[2]。 
设计的美学，也就是设计的审美性是设计艺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种美学维系着与人有关的精

神生活，形成与实用美相结合的统一体。环境美学的特点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其一，早在农耕社会时期，

古人就有了对自然风景的欣赏，这是当时时代的特征所致，后发展出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理论——比

德说。中国传统审美认知中，山水、树木等自然事物本身并不是欣赏风景的重点所在，而是重在强调人

物的性格特征，这也是比德说所强调的重点，即将风景伦理化。其二，中国山水画与传统中国道教映射

了山水画和宗教之间的某种联系，隐喻着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逃避，这种方式也常常应用于诗歌词当中。

其三，环境美学在西方风景画看来，更是代表了一种野性之美，自然生态性也就是自然风景的原生和丰

富之美，是一种未经人类污染的荒野之美[3]。 
环境美学的未来发展将会融入更多的交叉学科当中，而这些交叉学科也会给环境美学的发展提供更

多的视野和机会[4]。 

3. 山水艺术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分析 

3.1. 山水艺术的视觉元素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 

“山”在山水艺术中承载着更高一层的视觉意义，在艺术家观察自然和山水画完成的过程中，心起

着终极的作用。这个视觉图像必带有艺术家自我的意义而不同于自然物象，中国文化传统将此称为意象；

其实，这个过程是艺术家观察自然之后过滤了的视觉图像的产生过程——物象–心象–图像历程。这个

历程渐渐沉淀，加之笔墨之视觉艺术语言的汇入，而成为真实的寓有视觉意义的图像——笔迹围成的形、

意综合体。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上，自然山水元素的运用是设计师们的追求，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在重新

规划自然环境的同时，还可被视为用于建造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设计，实现新的生态要求的目的，这种倡

导绿色低碳、生态环保的景观设计在设计理念上与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理念达到一致[5]。山水画重新解释

了自然山水风景与绘画之间的关系。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保留了古人对于自然风景的审美要求，将山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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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学标准作为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标准，让人们在欣赏风景的同时达到心灵的共鸣，展现了独特的设

计理念和美学标准，形成新的绿色设计原则等，一步步扩宽了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新式理念[6]。 
如山水比德设计公司在青岛的新作——云上观海，将松、林、浪、屿四大自然元素作为设计之初的

理念(图 1)，将现代设计手法与独特的海景资源相结合，打造了一个度假式景观的设计，运用超长体量设

计手法，以光影作画展现空灵、宽敞的视觉效果，形成借用山水画的艺术美感和可玩性。公共和私密空

间的相互渗透，借光、云和雾等自然现象，让人的情绪与空间发生互动。山水比德还提出“山水人居”的

概念，将社区比作城市的细胞，借由社区的山水空间，以点成面、面成基质，设计出具有传统山水之美

德城市格局，营造出一种山水的意象。公司在“山水人居”概念的基础上衍生了多个设计概念，不同的

概念都是不同的现代设计方式与传统山水元素的新尝试。“新山水”是山水比德的核心设计理念，通过

融入传统山水画的自然精神和文化审美，再依据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方式，通过新的思想、手法、技术、

工艺、材料等创造出具有传统山水元素的新景观设计，强调空间上的诗意，以山水格局规划城市，让城

市融入自然，追求艺术创新的中式山水美学。在设计手法上，“新山水”设计方法论注重以时代格局和

环境状况为立足点，在设计中摒弃讲究形式的设计，选择回归本土：保留场地现状道路的路网基底，在

进行设计的同时尽量保留了大量的森林、湖泊、田地、竹海等自然原生态景观，大多采用本土的植物。

尊重原有生态地形，依山水而建。融于自然是整个设计的生态理念，不盲目跟风审美、低调而不单调的

景色相映、远离世俗的喧嚣和繁华、在这里享受着宁静与平和，而这些也构成了绿城东方神秘的独到之

处。原生态材质有其独特的可再生性能，能缓解现代工业对自然景观的破坏，并使景观设计形成一个良

性的循环。 
 

   
Figure 1. Shanshui Bide design company’s new work in Qingdao—Cloud Sea View 
图 1. 山水比德设计公司在青岛的新作——云上观海① 

3.2. 山水艺术的隐喻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 

隐喻是我国传统山水画中重要的美学元素之一，通过山水画的绘画形式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将

隐喻用于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也是凸显山水文化意蕴和含而不露的韵味所在，因此设计师们经常运用与

设计之中。而现代设计中所运用的隐喻设计，是借用一定的自然元素与新的组合方式，体现人们脑海中

的意识，即深层次的思想、文化内涵。中国传统山水画中，意境代表了最高境界，因此，意境是现在新中

式园林设计中的灵魂所在，将所包涵的艺术情感同自然元素一同融进园林设计之中[7]。设计师们通过运

用传统山水画的意境创造手法，形成新中式景观设计独特的隐喻方式，通过景观设计的外在表达，来比

喻出设计中内在的情感元素[8]。 
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最能体现传统山水画隐喻的元素。最值得一提的是运用马头

墙这一传统文化元素(图 2)，但不同于现代设计的照搬照抄的方式，而是将马头墙元素隐藏在设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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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不再作为具象的元素出现。通过抽象几何的形式呈现，形成错落感，在外形上高低起伏也更具有层

次关系，在与现代结合的同时又不失传统文化的意味。墙面利用深灰色的“线条”勾画和划分出了江南

建筑的块面，强调了墙与顶的连续性。为了更好的体现苏州历史文化以及融入周边环境，还借鉴了中国

传统的绘画元素，将博物馆的墙面作为绘画的白纸，结合院中的水、石、微山等元素，苏州博物馆主院

俨然一副硕大石质山水画，这幅“画”里，大小不等的石块组合叠放在水中央，苏州园林作为一座古典

园林建筑，其独特风格和丰富内涵与西方传统造园艺术有着很大区别，这主要表现在它运用大量的几何

元素来塑造空间环境。让游人有“可远观，不可亵玩”之感，反映出我国古代山水画中隐喻的精华。 
 

   
Figure 2. Suzhou Museum—Horsehead wall 
图 2. 苏州博物馆——马头墙② 

3.3. 山水艺术的形神并举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 

在对传统山水元素充分理解的基础上进行传神、传意，使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当中得到更好的发展。

所以，仅仅有形还不够，能做到形神兼备就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结合，从而创造出真正有中式味道的现

代环境艺术设计作品。比如将中国古典诗词运用到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当中，便是形神并举最完美的表现，

诗词作为一种现代设计的元素运用于具体案例中，可将其更具有诗情画意，这种精神与现实相结合的设

计手法会更具有魅力。不仅可以为当代设计师提供更多创意灵感，同时也能提升整个项目整体水平。而

对于中国人来说，其独特的审美情趣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点之一，这就要求每个人都必须了解自己民族的

审美观念，从而才会让这些具有东方特色的建筑变得更加精美、时尚和富有内涵，成为人们心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保留传统文化的本质，将传统文化元素通过各种各样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不在拘泥于一

种固定的形态。只有这样，传统的文化元素才会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逐步展露出它自身无穷的潜力，

不会随波逐流而被现代同化，不会因循守旧而遭到人们的遗弃，这才是将传统文化元素和现代环境设计

深深的糅合到了一起，做到了交融的效果[9]。在传统文化长期的影响之下，人们对于设计的风格通常都

是简约、大气、自然、成熟等特点，这样在进行现代环境的设计时能够体现出整体设计的简约和大气，

避免了不必要的繁琐结构，既节省了设计的成本，简约的风格还能让人觉得空间感十足，有较宽阔的活

动范围。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来进行现代化环境设计，可以让作品更具有历史的厚重和独特性，并且

有利于传统文化的创造和创新。 
现代中式，便是摒弃传统中式的繁琐，以现代简约为设计形式，传承中式的意境美。在现代依然会

常用到借景，漏景，框景，障景等传统中式造园手法，色彩与植物搭配保留中式韵味，将传统中式园林

中的山水抽象化，复杂的线条简约化，简约而不简单。也将中式韵味变得与时俱进，走向世界，真正做

到了形神并举的设计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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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山水艺术与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有机结合 

4.1. 山水文化元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局限性 

就现代环境艺术设计而言，许多设计更多地关注建筑本身的使用功能。在西方国家，人们对传统的

建筑风格已经不再抱有那么高的期望了，他们更加重视建筑设计本身所蕴含的精神价值。同时也为当代

环境艺术设计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在实用主义视野下，需要很多空间与装饰来支撑与衬托，而现代设计

作为一种实用主义，未必能够达到这一要求。因此，将山水文化应用到实际工程中是一件非常艰难且复

杂的事情。在对“奇奇怪怪建筑”进行批判的背景中，中国本土建筑师更迫切希望在中国的传统山水文

化里找到启示，试图打造出一套属于中国建筑自己的符号体系。因此，研究当代建筑设计中的山水景观

具有重要意义。两者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诠释着一种具有地域特色的人居理念——山水精神。山水建筑

应摈弃刻意雕琢建筑外观形态，更要对中国山水文化内涵进行挖掘，向各现场扩展。 
随着设计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乡土元素的保留，乡土元素的融入也是设计理念现代化的重要表

现。乡土元素也不再是传统的农村地区，其概念已经延伸至质朴的、本土的人或事，包括自然和文化两

方面，是在生态性的基础上所延伸出来的，使景观设计更接近原生态。乡土元素的运用可以真正做到就

地取材，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材料在运输当中的成本，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乡土元素是每个地区不同文化

特征的表现，将其融入景观设计，能让地方文化特色与景观设计更好地融合并进行宣传，增强了景观设

计的标志性，也使景观设计更加多元化。 

4.2. 山水文化元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发展思路 

“天人合一”在我们传统文化里表现得特别明显，并对我国传统山水文化产生着直接影响。所以设

计师应该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加入山水文化，就要以传统历史文化为根基，以达到传统和现代相交融。

古人掇山，就是师法自然山体，建造人工山体。所以这一形式模拟山水，并非传统文化之初衷，我们发

现，古人所建屋宇，基本上是按比较严格的制式修建，它与山水环境相呼应，由建筑空间组合实现，而

非对单体建筑进行形式模仿。 
这种设计，将建筑融于山水之中，以现代建筑语言，在传统文化中，对于人和生命，人与自然之间

的地位和态度，做出了反应。在整体布局方面，借鉴山水格局自然生态，高低不平等特征，灵活应用山

水意境高特色组合方式于工程之中，并在开放空间的设计中，兼顾空间穿透性并与周边自然景观高度结

合，布置较多的休闲停留空间节点。 
在农村建设中，因地制宜地进行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其中最常见的便是建筑小品。水车、

石墨、古井、古树、棚架以及各种艺术加工都是一种极具乡土气息的素材，石木砖陶等乡土自然材料经

过造景手法的加工，还能创造独特的乡土庭院景观。将乡土景观运用于当代景观设计之中，可以给设计

带来更多的灵感，使景观更加融入民众的生活，提升当代景观设计的生态效益。另外，景观设计离不开

植物的点缀，乡土植物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强的适应力和生命力。但当代许多设计为了打造旅游

景点，过分注重形式的美，忽略了植物的不同特色，导致设计得毫无特色可言。所以在栽种植物时，应

当充分考虑植物的土壤、气候性等地域性特点，才有利于维持生态平衡。 
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不仅具有传统的生产功能，更延伸出休闲娱乐、教育服务、净化生态环境等

功能，农业景观的出现，也是当代景观设计中重要的一部分。在不破坏原有自然资源的条件下，将生产

和景观相结合，更能突出景观的生态功能。现今，人工打造的农业景观正成为景观设计的流行，不仅可

以带动旅游观光的等产业的发展，还可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使人们主动参与到农业的建设当中，带动

居民和游客的文化素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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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结 

在现代社会中，设计风格寻求多元化，当今时代，弘扬传承民族文化，如何才能创造出富有中华民

族特色环境艺术设计作品，这是设计师们不得不思考的。设计与传承，探究密不可分、创新与发展更是

与中国几千年来流传至今的文化根基密不可分。所以在进行环境艺术设计创作时，设计师应该从山水文

化元素中吸取养料，并继续继承和努力开拓。 

注  释 

① 图 1 来源：网页引用， 
https://mo.mbd.baidu.com/r/1uoUzzJABqg?f=cp&rs=303144554&ruk=5LIZ8CEdEW0LVuOre-
OUQQ&u=cdd2c5b314429163&sid_for_share=99125_3。 

② 图 2 来源：网页引用， 
https://ms.mbd.baidu.com/r/1uoSPNkUQxi?f=cp&rs=3935958480&ruk=5LIZ8CEdEW0LVuOre-
OUQQ&u=8134e13fe1918304&sid_for_share=99125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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