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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巧若拙
     ——看上海上房园艺的大智慧

文·图 ◎ 王加伟  梁颖文

乡土景观有别于都市中追求标新立异的流行风尚景观，体现着一种朴实厚重之美。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

同的叶子一样，各个地方的乡土景观展现出了无穷的魅力。在千篇一律的景观层出不穷的今天，乡土景观作为一种独

特的标志性景观备受推崇。

现在的景观设计师往往重视豪华的城市景观，而忽视了朴素的乡土景观。乡土景观是根植于大地的艺术，是人们

与自然相互交往的结果，其融入了许多普通大众的智慧在里面。当面对粗犷而不失细腻、朴拙而不失现代的乡土景

观，通过了解其当地的文化及其所处的环境，总结其内在的特点与规律，读懂这些朴素的语言，作为景观设计师的我

们能够从中学到很多解决目前城市环境问题的方法。

梦花源是上海上房园艺有限公司打造的集展示、培育、休闲于一体的庄园式会所，具有强烈的乡土风格。这里不

仅有花卉、树木、芒草等植物的自然芳香，小径、茅屋、池塘的幽静淡雅，更有长椅、青砖、红瓦的复古元素，在这里可

以体会多一分的自然气息，少一分的人工雕琢。

因地制宜的方案布局  江南地区的水乡田园风光是人们与自然长期相处的结果，是现代人对理想生存环境的向

往。该会所规划布局通过借鉴田园风光，结合花园展示的功能需求，将场地分为展示、培育、休闲三大功能区，根据不

同的功能要求，合理布置各景观元素。

地方传统材料的运用与提升  植物、石材、木、砖、陶等地方传统材料，赋予乡土大地的衷情、历史的沧桑、生命

的活力和人性的关怀，是许多现代技术材料无法企及的。本案在材料的选择上，优先考虑当地的地方传统建造房屋材

料——红砖，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经济、文化、建筑艺术、美学思想等多方面的特征，是对地方文化的诠释。红砖的颜

色富有戏剧性，它有时厚重得险些让人喘不过气来，但和那些新建的高楼相比，似乎更加深沉含蓄，更加具有特色。

现代艺术手法的运用  景观设计沿袭乡土朴素自然的性格，靠材料本身的颜色和质感来体现景观的特点，采用

素雅的基调色，再巧妙地运用补色关系，把各种色彩有组织地结合在一起，黑白相间、红绿相映、单纯中显丰富，对比

中求和谐，体现鲜明的民俗特色和浓郁的乡土气息。

绿叶衬花，花更红更美，这是对比的美学效应。在设计时利用对比的美学效应，借助色彩差异，有目的地安排能

起对比烘托作用的景观元素，使自然景观和人工景观产生对比、乡土景观和城市景观产生对比，使主题景观得到加

强，从而突出景观的独特性。

精美的植物造景艺术  植物是园林的灵魂，一个优秀的景观作品中，植物要占到设计方案总量的70%至80%，

植物造景要做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通过乔木、灌木、藤本及草本植物的搭配，发挥植物本身形体、线条、色

彩等自然美，组合成一幅幅美丽动人的画面，供人们欣赏。创造丰富多彩的植物景观同时还要具有当地的特色，优

先考虑适应当地区域的乡土树种，尤其是体现亚热带林相结构的品种。如枫香、广玉兰、女贞、乌桕、榉树、榔榆、

马尾松、青冈栎、丝棉木、青枫、石楠、毛鹃、山胡椒、蜡梅、络石、书带草、虎耳草等品种。

在植物造景的同时，还要考虑植物本身所发挥的生态作用。根据不同植物的生态习性及区域环境的要求，把体

现生态、环保的植物群落演绎成亚热带地区垂直群落结构，延续自然界植物群落的生长规律，努力营造地方特色的

乡土植物景观。

在考虑上述要求的同时，为了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植物景观，还要有丰富的植物材料，有时仅仅依靠地区区域的植

物品种还不尽人意。通过科学的引入、培育新优植物，促进园林植物的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打造别具特色的园林

植物景观。

朴拙的细部表达  乡土景观的细部反映了当地人们的生活方式及生活经验，依靠当地的工匠在建造时遵循当

地的技术、当地的材料。它不追求形式的复杂性，只是遵循地方形式，充分体现了民间乡土的艺术美。这种美在许多

情况下需要手工画草图进行完成，并且还要在现场让当地工匠搭建模型并进行探讨。通过与工匠的交流、当地群众

的参与，采取最能反映当地文化的表达方式，设计当地人生活的景观。

大巧若拙、自然之美

老子曾用“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来阐明自己“无为而无不为”的哲学思想，他指出真正的巧不在于违

背自然的规律去卖弄自己的聪明，而在于处处顺应自然的规律，在这种顺应中，使自己的目的自然而然地得到实现。

老子提出的“大巧若拙”本意在说明“无为而无不为”的道理，但却恰恰道出了一切成功的艺术创作所具有的特征，

即合目的性与规律性的高度统一。

在国内城市化进程加快、资源浪费，景观设计过分追求风格和档次，片面追求高调、豪华、气派的今天，更应该

将重心投入在项目与乡土自然环境的结合上。根据业主的要求，结合项目的地形、地貌、气候、植物等特征，利用自然

来打造进行景观设计，做到大巧若拙，让人们尽情享受自然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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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鲜明的色彩呈现

2. 地方传统材料的运用

3. 植物群落的生态组合

4. 新优植物的培育

5. 朴拙的细部表达

王加伟   苏州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副主任工程师。

梁颖文   上海日清设计有限公司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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