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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经典叙事学出现了叙述转向[6]，更多关注了语义、语境和阅

读过程，并且形成了“叙事学+X”的跨学科研究趋势 [2]。本文

所研究的景观叙事即是基于发展后的叙事学理论，经过“叙

事学+景观设计”而形成的研究方向。

1.2 景观叙事

景观叙事是基于叙事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依托叙事文

本或将景观当作可阅读的文本，结合特定语境，通过景观要

素和组织结构，完成景观和叙事之间的互动，解释或塑造景

观及其文化意义的设计方法 [7-8]。景观叙事的目的是创造有意

义的景观，这既需要通过对叙事学中语法、句法结构的借鉴

来讲出故事，也要借助语义、语境的关注来引导参与者对景观

的阅读和理解。

景观叙事作品的成功必须基于叙事者和受众的共同语言 [9]，

即应基于同一语境。同时，特定语境对于设计师创作过程的规

范也体现在故事筛选和主题构思过程中[4]。语义的表达可以通

过隐喻、转喻、提喻、反语这四种修辞方法和命名、揭示等策

略来实现 [10]。场景营造离不开对语法与句法的理解，设计师凭

借专业素养，有目的地组织景观元素实现场景营造，使场景发

挥最小叙事单元的作用，这是使景观叙事“言之有物”、内容充

实的关键。意义的表达还要依赖于故事的展开方式和叙事层

次的明确，因此空间序列与线索编排以及情节驱动的种种方式

（如故事的展现与隐藏、设置悬念和神秘感、制造波折、让同

一要素反复出现等）在创作叙事作品时同样重要 [11-12]。

2 景观叙事的研究现状

景观叙事自形成至今，已有学者和设计师进行了一定的理

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理论研究意在探讨景观和叙事之间的相互

关系，涉及跨学科比较研究、空间场所的叙事载体、景观具

有的叙事特质以及景观叙事策略的具体内容等方面[13]。在景观

叙事策略部分，马修 ·波提格提出了命名、顺序、揭示、隐藏、

集聚和开启6种方式 [10]；翟剑科借鉴电影叙事学的理论与手法，

对空间的情节生成、线索编排和主题营造进行了梳理与分类 [11]；

沈华玲指出“故事的展现与隐藏”是景观叙事的一个重要方法，

研究了悬念制造、高潮营造与故事间的关联与波折 [12]。

实践探索也在不断进行。肯尼迪纪念花园的蜿蜒小径暗藏

着对肯尼迪一生经历的隐喻，小路尽头的石碑则是揭示策略的

体现；布里昂家族墓园大量使用隐喻和暗示手法，尝试塑造生

者与死者对话的场所；罗斯福总统纪念花园则实现了将景观当

作文本进行阅读的目的 [13]。国内的案例中，上海迪士尼乐园的

设计师明确考虑了情境、剧本和流线三个递进的层级，分别对

应空间设计、序列设计和体验设计 [14]；合肥万达文旅城室外主

题公园则主要关注了空间序列对于情景体验的影响 [15]。

景观叙事的相关理论方法、表达策略尚在探索与完善之

中，本文基于前人研究，通过梳理叙事与叙事学相关理论，

结合已有的叙事实践，提出四点表达策略，以期对景观叙事

的设计实践有所帮助。

3 基于景观叙事的公园主题性表达策略

3.1 基于特定语境的主题筛选

景观叙事的目的是为了营造有意义的景观作品，意义总是

围绕一定主题展开。景观叙事作品的主题统领着项目编排和氛

围营造，也影响着空间序列 [15]，所以在主题选择环节就已经

进入叙事过程。由于语境对意义传达与理解的重要性，设计

师在进行主题筛选时，应结合公园类型和设计需要，选择最

能表达设计意图以及能引起参与者情感共鸣的主题。根据主

题表达类型的不同，可以分为人物纪念类、历史遗迹类、历史

事件类和神话传说类 [11]。

3.2 营造有意义的场景单元

场景是最小的叙事单元，场景空间中叙事的主要载体为

景观要素。为了实现景观要素有意义的表达，可以借鉴舞台

布景的方法，合理设计视觉形象；或采用隐喻、转喻、命名、

揭示等手法传达语义。在重要节点，例如开始空间与结束空

间的场景营造上，可以根据设计需要选择冲突式、悬念式、

惊喜式、简介式的开场方式和开放式、高潮式、首尾呼应式

的结束方式 [11]。

3.3 选择横向组合关系

横向组合是指通过序列组织和线索编排实现场景单元间的

平行组合。实现这一点的主要是景观中的道路设计。景观中的

道路也是叙事作品中的剧情脉络，它的结构可以是单链线性，

也可以是非线性 [13]。例如上海迪士尼的设计中，总体采用花瓣

式布局（即放射状线索），但是每个园区中却采用单链线性线

索，呈环状布置，有起承转合 [14]。序列组织与线索编排相关但

不相同。序列是指故事（或场景）出现的先后顺序，序列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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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经典叙事学出现了叙述转向[6]，更多关注了语义、语境和阅

读过程，并且形成了“叙事学+X”的跨学科研究趋势 [2]。本文

所研究的景观叙事即是基于发展后的叙事学理论，经过“叙

事学+景观设计”而形成的研究方向。

1.2 景观叙事

景观叙事是基于叙事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依托叙事文

本或将景观当作可阅读的文本，结合特定语境，通过景观要

素和组织结构，完成景观和叙事之间的互动，解释或塑造景

观及其文化意义的设计方法 [7-8]。景观叙事的目的是创造有意

义的景观，这既需要通过对叙事学中语法、句法结构的借鉴

来讲出故事，也要借助语义、语境的关注来引导参与者对景观

的阅读和理解。

景观叙事作品的成功必须基于叙事者和受众的共同语言 [9]，

即应基于同一语境。同时，特定语境对于设计师创作过程的规

范也体现在故事筛选和主题构思过程中[4]。语义的表达可以通

过隐喻、转喻、提喻、反语这四种修辞方法和命名、揭示等策

略来实现 [10]。场景营造离不开对语法与句法的理解，设计师凭

借专业素养，有目的地组织景观元素实现场景营造，使场景发

挥最小叙事单元的作用，这是使景观叙事“言之有物”、内容充

实的关键。意义的表达还要依赖于故事的展开方式和叙事层

次的明确，因此空间序列与线索编排以及情节驱动的种种方式

（如故事的展现与隐藏、设置悬念和神秘感、制造波折、让同

一要素反复出现等）在创作叙事作品时同样重要 [11-12]。

2 景观叙事的研究现状

景观叙事自形成至今，已有学者和设计师进行了一定的理

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理论研究意在探讨景观和叙事之间的相互

关系，涉及跨学科比较研究、空间场所的叙事载体、景观具

有的叙事特质以及景观叙事策略的具体内容等方面[13]。在景观

叙事策略部分，马修 ·波提格提出了命名、顺序、揭示、隐藏、

集聚和开启6种方式 [10]；翟剑科借鉴电影叙事学的理论与手法，

对空间的情节生成、线索编排和主题营造进行了梳理与分类 [11]；

沈华玲指出“故事的展现与隐藏”是景观叙事的一个重要方法，

研究了悬念制造、高潮营造与故事间的关联与波折 [12]。

实践探索也在不断进行。肯尼迪纪念花园的蜿蜒小径暗藏

着对肯尼迪一生经历的隐喻，小路尽头的石碑则是揭示策略的

体现；布里昂家族墓园大量使用隐喻和暗示手法，尝试塑造生

者与死者对话的场所；罗斯福总统纪念花园则实现了将景观当

作文本进行阅读的目的 [13]。国内的案例中，上海迪士尼乐园的

设计师明确考虑了情境、剧本和流线三个递进的层级，分别对

应空间设计、序列设计和体验设计 [14]；合肥万达文旅城室外主

题公园则主要关注了空间序列对于情景体验的影响 [15]。

景观叙事的相关理论方法、表达策略尚在探索与完善之

中，本文基于前人研究，通过梳理叙事与叙事学相关理论，

结合已有的叙事实践，提出四点表达策略，以期对景观叙事

的设计实践有所帮助。

3 基于景观叙事的公园主题性表达策略

3.1 基于特定语境的主题筛选

景观叙事的目的是为了营造有意义的景观作品，意义总是

围绕一定主题展开。景观叙事作品的主题统领着项目编排和氛

围营造，也影响着空间序列 [15]，所以在主题选择环节就已经

进入叙事过程。由于语境对意义传达与理解的重要性，设计

师在进行主题筛选时，应结合公园类型和设计需要，选择最

能表达设计意图以及能引起参与者情感共鸣的主题。根据主

题表达类型的不同，可以分为人物纪念类、历史遗迹类、历史

事件类和神话传说类 [11]。

3.2 营造有意义的场景单元

场景是最小的叙事单元，场景空间中叙事的主要载体为

景观要素。为了实现景观要素有意义的表达，可以借鉴舞台

布景的方法，合理设计视觉形象；或采用隐喻、转喻、命名、

揭示等手法传达语义。在重要节点，例如开始空间与结束空

间的场景营造上，可以根据设计需要选择冲突式、悬念式、

惊喜式、简介式的开场方式和开放式、高潮式、首尾呼应式

的结束方式 [11]。

3.3 选择横向组合关系

横向组合是指通过序列组织和线索编排实现场景单元间的

平行组合。实现这一点的主要是景观中的道路设计。景观中的

道路也是叙事作品中的剧情脉络，它的结构可以是单链线性，

也可以是非线性 [13]。例如上海迪士尼的设计中，总体采用花瓣

式布局（即放射状线索），但是每个园区中却采用单链线性线

索，呈环状布置，有起承转合 [14]。序列组织与线索编排相关但

不相同。序列是指故事（或场景）出现的先后顺序，序列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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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为顺叙、倒叙、插叙、并叙、断叙、跳叙6类 [12]。

3.4 增强阅读体验

阅读体验是一个历时性过程，场景不断变化时，叙事的层

次和故事情节也在不断得到推进和发展，这涉及到叙事结构的

纵向聚合机制和对参与者心理的把握。已有研究中提到的情节

驱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控制故事的展示与隐藏 [12]。

4 设计实践

4.1 项目背景

项目所在地为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揉谷

镇，面积40.9 km2，人口3万人，经济区位优越。揉谷镇是农

耕始祖后稷母亲姜嫄的故里，现有“姜嫄古祠”遗址；所处

杨陵区原为后稷封地——邰国，现有古邰国遗址；农耕历史

悠长，农业文化深远，一年一度的中国最高级别的国际级农

业高新技术博览会的召开切实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农业发展，

改善了人民生活。

项目占地12.1 hm2，现为苗圃地，四周被灌溉渠、立交

桥、高速路和居住区围绕，交通便捷，灌溉条件优越。在

上位规划中，场地将被建设成主题公园（图1）。结合场地

条件和景观叙事策略，本文从四个方面阐述公园的主题性

表达策略。

4.2 景观叙事表达策略

4.2.1 具体语境的考量——主题筛选

揉谷镇的农业文化、历史与现状深入影响着当地居民的

物质生活，但是缺位于精神文明，当地农民对于自身职业的认

识仍然停留在谋生手段上面。基于以上现状，设计构思以“大

地的梦想”为主题，强调该地为农业高地，重拾拥有丰富农

业文化的自豪感，升华农业从业者的精神境界。

4.2.2 景观要素的选择与组织——场景单元

围绕公园主题，设计了故事剧本，以进入梦境开端，包括

了代表现代高新农业的“麦田漫步”“禾下乘凉”等节点和代表

古代农业的“桃花源”“山西村”等节点。每一个景观节点即为

一个叙事场景，根据叙事要求组织景观要素，进行场景搭建。

比如在“桃花源”组合场景中，根据经典田园诗篇，通过

植物配置、雕塑、水景等再现诗歌场景（图2）；“牧童骑黄牛”

通过雕塑与植物群落从物质空间还原，在植物种类选择上，

特意配置了柿树、柳树、榆树等蝉喜欢栖息的树种，力图从

视觉、听觉和意境上达到同步再现；“禾下乘凉”场景（图3）

则通过景观构筑物、休闲游乐设施还原了遗传学中的“中心法

则”，有趣的座椅、滑梯、廊架设计寓教于乐，既承担了叙事

要求，又满足了功能需要。

4.2.3 景观的线索编排——横向组合

在设计好的故事剧本中存在明显的历时性特征，导致在

场景表达要求上风格迥异。同时，所有场景存在于一个公园

中，所以必须满足共时性要求。共时性要求通过单链线性的

线索编排和古今并叙的序列组织方式将场景单元串接在一起；

历时性矛盾则借鉴国画中“旋转时空的开关”的技巧 [16]，通过

同一要素（“桃花林”）的反复出现，不引人察觉地置换时空，

实现历时性的表达。每经过一次桃林，转换一次时空，这样

就使得布局差异极大，时空关系互斥的场景能够同时满足历

时性与共时性的需要（图4）。

4.2.4 情节驱动——阅读体验

仅完成场景营造和线索编排并不足以完成现代意义下的

叙事要求，为了引导“读者”的阅读，调动游览者的情绪，提

升对景观故事的体验，情节的驱动必不可少。情节驱动的方式

有很多，在此借鉴文学创作中的方法——烘托，来实现对于

叙事作品的情节驱动，即通过侧面描写，使所要表现的事物

鲜明突出。在公园设计中烘托的技法主要体现在水景和植物景

观的营造。

水景以形态变化来暗示故事的发展变化。前期规则式的

水景暗示入梦未深，仍受到现实的束缚，后期则逐渐变为自然

式水景，引导游览者心情从板正到放松，暗示已经在梦中恣意

徜徉，增强梦境的氛围感。

植物景观的营造主要体现在种类选择与群落搭配上。为

了体现农业特色，突显农业文化，优先考虑“二十四花信”中

的植物种类。在园区活动中，按照“二十四花信”赏花可以体

验文人雅士的生活，同时利于明确农事中的节令，完善情节体

验。综合考虑植物种类、配置方式和观赏情境，注重诗情画

意的营造（图5），如细雨赏海棠、微风赏樱花、红桃配白李、

月夜独赏梨等。

5 结语

文章采用西方叙事学的方法论，借鉴叙事学中语法、语

义、语境的表达，提出从确定主题、营造场景、编排场景到

驱动情节这四点环环相扣的公园主题性表达策略。在具体方案

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则贯穿始终（如中国人共同的文化符

号“禾下乘凉”“桃花源”，以及对于田园诗篇的再现、“烘托”

的表现手法、“二十四花信”的强调等），这是一次“西学为体，

中学为用”的尝试。景观叙事需要依托叙事学的理论与方法，

2

1. 总平面图及相关分析

2. 诗歌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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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昆明市弥勒寺公园为研究对象，采用AHP—模糊综合评价法，通过实地调研和问卷

发放，结合相关资料及专家意见进行分析研究，构建了由5个准则层、21个影响因子组成的

评价体系，再运用模糊关系矩阵得到昆明市弥勒寺公园的无障碍环境建设评价结果。结果

表明：昆明市弥勒寺公园整体评价为良好，梳理现状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改进措施。本研

究探索了城市公共空间主观与客观、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对于城市公园无障

碍环境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城市公园；无障碍环境；AHP—模糊综合评价法；人群活动

Abstract

Based on the AHP-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this thesis takes Milesi Park in Kunm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t conducts � eld survey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s on this park, then analyzes results with relevant data 

and opinions from experts in this � eld. Through the evaluation system consisting of � ve rule layers and twenty-one 

evaluation factors, this thesis � nally comes to the evaluation result of the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of Milesi Park 

through the fuzzy relation matrix, which shows that Milesi Park enjoys an excellent overall evaluation. Also,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in related problems put forward. This thesis explore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that 

combines subjective approach with objective on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with quantitative one for urban public space, 

and it is of particular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in urban parks. 

Key words

city park;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AHP-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crowd activities

伴随着“公园城市”理念的提出和中国城市化进程由增量规划阶段转向存

量规划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理念逐步贯穿于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各种公园绿

地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城市公园绿地建成后的实际使用情况及无障碍环境

建设等问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目前，国内公共空间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普

遍存在缺乏系统性、规范性不足和管理维护缺失等问题，这些问题对生理弱

势群体深度融入到社会活动之中形成了一定的障碍。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

的残疾人和60岁以上老人等生理弱势群体，他们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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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禾下乘凉”场景

4. 横向组合与场景单元

5.  植物诗化配置

LANDSCAPE SPACE  园林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