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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以来，各种艺术形式之间有着

极为广泛的借鉴与渗透，聚焦到景观设计

实践方面，则表现在设计师们突破了既定

范式，不局限于以单一的物质尺度如功能、

形态、比例等为衡量景观美的基本标准，

而更注重对文化意蕴的表达与传递①。设计

思想上的变化，实则指向了景观审美范式

的转换。这无疑表明：当代的景观审美不

但在空间形象评价上有所进步，而且向文

化价值判断方面拓展，这恰好与中国传统

景观建构审美精神，即借助于景观意境的

领悟来体验生活意趣、感受自然生机殊途

同归。回溯中国传统，都是在传统园林景

观营建中去寻求设计灵感，例如利用楹联

这一文化景观元素来激活当代中国园林景

观，或许能在价值体认和理念持守等方面

为中国当代景观设计体系的建构提供一个

可行的思路。

一、释义

从文字上进行释义：“楹”的本义是

厅堂前部的柱子；“联”即对联；而“楹

联”即为贴（挂）于建筑物柱子上的对联。

这表明了楹联的两个特征：首先，楹联具

有实体形式，需要依托于建筑（或构筑物）

才能被呈现出来—张贴或镌刻；其次，

楹联的本质特征是“对联”这一文学形式。

本文中的“楹联”特指以特定景观对象（以

园林景观为主但不限于园林景观）的楹联

文学创作及作品来营造景观意象的中国传

统文化形式，其内涵有两个层面：一为物

质层面上的“形式展示”，即楹联书法（美术）

与工艺（实用艺术）；二为精神层面上的“情

感抒发”，即联语内容（文学）。

二、景观楹联的审美意义

1．“诗意”—景观楹联审美的价值

核心

艺术本质上是对“生活世界”的一种

描述方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整套话语

审美范式嬗变下楹联元素在当代景观中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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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楹联这一传统元素在当代景观设计中的合理运用，要建立在传统景观意境营造、表达与升华作用的考察上，从表象层面对楹联展示形式及展示

内容进行“重构”，才能取得景观造型、空间环境与地域文脉三者之间的协调。

[ 关 键 词］审美范式　楹联　景观　重构

体系②。在中国古典美学理论中，意境是众

多艺术种类审美的共同追求，例如人们常

以“诗情画意”来表述景观意境之美。从

这一表述可知，景观空间所追求的审美情

趣，与传统审美领域内的两种经典对象—

绘画及文学作品是具有共通之处的。

在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中，此种如画

的视觉景观意象只是由单一感官所产生的

形象认知，尚属于较低层次的审美体验；

因“认知”效应表达而引发的浅层情感，

也只是审美的起点。只有当审美体验以通

感的形式出现并融入个人记忆与审美想象

时，“认知”才能进入较高级的阶段，从

而唤起人更为丰富的情感③。这种高级的景

观审美体验，被古代的文人雅士演绎为“诗

意”并在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下将其推进到

趋于完美的境界。他们在其所主导营建的

园林及其他类型的景观中，常以中国古典

诗学命题为引导、借由楹联等形式的文学

美将空间形态的具象美演绎转换为精神内

涵的抽象美并铺陈开来，使人的身心情感

与景观空间的节奏韵律相互感应，以至情

景交融、物我两忘的境界，由此，如诗的

精神意境成为审美的根本与灵魂。

2.“诗化”—景观楹联审美的作用

机制

楹联是传统园林营建中用于提升景观

“诗意”的重要设计元素。景观楹联的题

材一般来自创作者与观赏者所共同面对的

自然与人文景观，大到奇峰秀水、中到名

园古刹、小到攒花叠石……对于其美，楹

联的表达既是实体和视觉式的，也是抽象

与文学式的。

首先，楹联本身具有二元对称的结构

形式，非常适合挂刻在建筑物的楹柱上。

当然，作为装饰性的景观元素，楹联需要

在造型、材质、工艺、图案（文字形象）

等视觉形式上与所在的空间环境相融，以

达到视觉上的协调与美感。当观赏者欣赏

美景的同时看到形式美观的楹联作品进而

产生品读乃至接受信息的欲望时，景观空

间的意象美，楹联语言的意境美，以及楹

联展示集书法、造型、材质、工艺等于一

体的形式美，三者才能融合在一起，使观

赏者产生愉悦感。

其次，如前所述，悦目赏心只是浅层

次的审美需求，要产生更深层次的审美作

用，景观楹联需要另一种审美表述—诗

化语言的文学作品形式的出现。

在语言表述方面，楹联与近体诗、词

等韵文体裁相类似，需要通过选材立意与

布局谋篇，将文字整合到固有的平仄与词

性对仗的语言结构中。这使得楹联读来抑

扬顿挫、朗朗上口。但楹联不如近体诗、

词那样有着必须严格限制字数与音韵的格

律要求，因而显得行文活泼，雅俗共赏。

在表述内容及创作手法上，创作者通

常以描画景观意象起，然后以各种文学手

法将自己的人生体验与价值追求融入其中，

以一种较为开阔的人生格局和人生视野来

表现个体的情感。可以说，通过楹联这种

可视可知可感的形式，文学审美得以参与

到景观的视觉审美过程中，使景观呈现出

“诗化”的意境。

三、楹联元素的重构解析

1. 重构的背景—当代景观审美范式

的嬗变

景观设计这一概念的内涵相当复杂，

其综合了艺术、科学、技术、哲学等诸多

内容，通过合理安排土地上的空间和物体，

来协调和完善景观的各种功能，以满足人

类的生活需求④，而其审美范式的嬗变，实

质上就是基于社会整体发展层面对人与景

观关系的全新解读—例如，西方古典艺

术视美学为精英与贵族文化的形态；又如，

在工业革命时期，广阔的自然风景成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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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审美追求；再如，“功能”与“空间”

概念的出现则意味着一种以简约为基本特

征的现代景观审美范式的产生。到了当代，

当社会的文化语境从单向与封闭性的格局

逐渐向混融与开放性的格局发展时，景观

需要重视意象与内涵的建构、承担社会与

文化责任等成为审美的共识。

而当景观审美由对外表形态空间的关

注逐渐转向对内在意蕴空间的思考时，单

一的设计手法就难以满足日益繁复的现实

需求。于是，西方当代的景观设计师们开

始借助象征、隐喻、解构、场所等诸多设

计技巧来表达各种理念及内涵，从而实现

其表现个性、承载功能，以及延续文脉的

作用，这恰好暗合了中国传统景观之于意

境营造的审美追求。由此可见，虽然西方

当代景观设计语言与形式的审美土壤与中

国传统审美的哲学语境不尽相同，但二者

对于艺术与美的追求有着内在的精神契合。

目前，一个现实问题是如何通过理性研究

与分析，去寻找景观营建中那些超越时代

的审美共通点，以此为基准，将传统景观

的审美范式及造型元素以“重构”的方式

转化为切合当下社会文化的表达形式并加

以合理运用，使景观设计不是空间环境、

小品造型与植物栽种之间的简单配合，而

是具有感染力的“情境”艺术。

2. 重构的原因—传统景观审美精神

的承继

景观环境承载着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

审美思考与社会文化的精神探求。近年来，

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人们开始有意识地

挖掘地域景观中的传统文化要素，诸如民

俗建筑、历史文物、名人古迹并利用各种

叙事手段和方法去进行宣传，而楹联又恰

好是一种传统的文化载体，于是，很多新

建的公共景观中又重新出现了楹联的身影。

然而，在为数众多的景楹联作品中，固然

有立意深邈、构思清奇、措辞笃雅的佳作，

但品质不高的作品也比比皆是，这些楹联

或展示形式与空间环境不谐，或联语平淡

毫无美感，或工艺粗糙，以致审美效果不

尽如人意，甚至毫无艺术境界可言。仔细

分析这一文化现象，其形成原因有以下几

方面。

首先，在营建理念上，古代的文人雅

士以楹联这一手段来描述意象、关联知觉、

激发思维，从而深化景观的审美内涵。而

到了当代，传统沿袭的断裂与较高层次审

美体验诉求的缺失，使营建者只将楹联浅

显地视为一种标志性、符号性的装饰，并

未理解这一传统景观元素真正的审美价值。

其次，在展示形式上，传统的楹联是

以装饰物的形式依托于楹柱这一重要建筑

构件而存在，需要以视觉上的协调来辅助

构建景观空间的形式美，并基于此来营造

文学审美意象。在当代，景观的设计要求

与欣赏者的审美情趣都发生了巨大改变，

如果生搬硬套传统形式，容易导致文脉气

质的疏离，产生视觉上的违和感。

再次，在文学内容上，联语的可理解

性是其发挥审美作用的基础。楹联的规则

并不复杂，但要以短短两行文字来打动欣

赏者，则需要创作者文化修养深厚、文字

驾驭水平高超，否则，在楹联内容的接受

度方面就很可能不尽如人意，进而影响到

审美体验的深化以及情感的共鸣。

要提升审美体验，景观内涵表达与接

受途径的畅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

中国传统的园林景观营建中，楹联是一种

可以使景观意蕴易于被掌握和理解的翻译

话语，也是一种易于实现的设计意象交流

手段。通过楹联，园林景观的物质形式与

精神内涵之间最终形成了和谐统一的同构

关系，欣赏者的审美体验也从被动地接受

与认同转化为主动地参与和思考，因此，

楹联的审美性设计和运用是当代景观设计

应该予以重视的。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楹联除了景

观方面的审美效用之外，还具有承载传统、

教化民心、传播文明等重要作用，是传统

文化中一种特殊的“诗教”形式，因此，

重构楹联，让这一传统的景观元素成为当

代景观的创新点和增长点，无疑能使它在

当代景观中得到继承，这对于探索传统文

化的当代价值及创新性传承发展模式也具

有重要的意义。

3. 重构的方式—展示形式与内容的

革新

如前所述，内涵信息传递的质量和效

果是审美主体能否理解感悟意境的关键所

在。楹联是中国传统园林景观中丰富审美

体验、参与意境建构的重要手段，因此，

对楹联元素进行重构，需要营建者从展示

形式及展示内容两方面入手。

一方面，从视觉表述层面而言，当景

观空间呈现出较强的现代感时，使用传统

形式的楹联元素就应当结合整体景观环境

的空间布局、比例尺度、造型特点以及设

施配置等设计要素，以符合当代设计理念

的手法、材料、工艺等，这需要通过元素

的排列重组与风格转化等方式对楹联的形

状、大小、色彩、质地、字体、位置等进

行调整，来实现楹联展示形式的传统关联

性与艺术创构性特色。

另一方面，从文学叙事层面而言，古

代的景观楹联作品体现的是古代文人雅士

的审美素养及精神追求，而在当代，审美

主体的范围扩大到大众层面，社会形态与

文化气象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再加之欣

赏水平参差不齐，所以创作与选用景观楹

联作品时不能拘泥于古人的表达习惯，而

是要从思想内涵、语汇表达、传播交流对

象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有巧思、有韵味、

多类型、多层次地实现景物表象与内涵之

间的巧妙切合并满足雅俗共赏的需求，使

欣赏者从联语中感悟景观意境、产生情感

共鸣，从而实现楹联在景观审美上的本质

意义。

结语

随着传统审美意识的复归，越来越多

的中式文化元素被挖掘并运用于相关装饰

设计之中。作为传统的园林景观元素，楹

联的审美价值是值得当代景观设计借鉴的。

对运用楹联元素的探索，设计师们可以从

形式的融合与内容的变革方面进行思考，

以最和谐的方式将其融入当代景观，以取

得景观造型、空间环境与地域文脉之间的

协调，使国人能从当代多元文化并存的景

观场景中找寻到属于自己的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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