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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同济大学风景园林学科以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的“三位一体”为基本背景，包括地理学、社

会学、林学、生态学等多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特别是建筑学精准细密的空间感受应对、组织、设计，城

市规划严谨复杂的问题分析综合、评价、规划，这些都对同济风景园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理想人居环

境的保护创造为目标，胸怀国际景观界发展的现代格局，超越“三位一体”，多学科专业跨界融合，从园林

到风景园林，从风景园林学到景观学（Landscape Studies），这是同济大学风景园林学科近70年发展的基

本轮廓，一条渐渐清晰起来的主线就是风景园林学科体系化的现代性转变与创新。同济三代人努力的结果

为当代风景园林学科的突破性重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机遇，这就是构建风景园林学科的体系。这

是依据学科发展规律、国家社会需求，关于学生培养、教师成长的前瞻，这种前瞻性以冯纪忠风景园林

理论思想为发端，历经70年的传承赓续，生生不息，成为了同济风景园林的精气神，而这种前瞻性的付诸

行动和结果，正是风景园林的现代性转变与创新。历经70年的积累，实现中国风景园林的现代性转变与创

新已经成为同济大学风景园林学科专业思想理论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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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iscipline of Tongji University takes the “Trinity” of architecture,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s its basic background, including the cross-integration of geography, sociology, forestry, ecology, and 

other disciplines, especially the precise and detailed spatial response, organization and design of architecture, and the rigorous 

and complex problem analysis, synthesis, evaluation, and planning of urban planning, all these have had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ongji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t takes the protection and creation of the ideal living environment as the goal, bearing in 

mind the modern patter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community, surpassing the “Trinity”,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of multidisciplinary disciplines, from garden to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m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o landscape 

studies, which is the basic outline of the develop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iscipline of Tongji University in the past 

70 years. Th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iscipline’s systemic modernity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is a gradually clear main 

line. The efforts of Tongji Landscape Architecture’s three generations have laid the foundation and created opportunities for the 

breakthrough and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iscipline, which is to build the system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iscipline. This is based on the prospect and foresight of discipline development law, the national and so-

cial needs, and the needs of student training and teacher growth. This prospect and foresight start with Feng Jizhong’s thoughts 

o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heory. After 70 years of inheritance and continuous growth, it has become the essence of Tongji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his prospect and foresight were implemented, resulting in modern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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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林／2022年／第39卷／第9期同济大学风景园林学科的现代性转变与创新      刘滨谊.  

1 现代性转变与创新的序幕

1952年院系调整中成立的同济大学建筑

系，在开设建筑学专业的基础上，于1956年

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独立的城市规划专业——

城市建设与经营，1958年又创办了中国首个

城市绿化专门化专业。从此开启了同济大学

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的“三位

一体”办学之路。早于此前，1950年初冯纪

忠与程世抚、钟耀华等专家就共同讨论编著

了《绿地研究报告》[1]，想必此时现代风景园

林的远景蓝图已在先生们心目中萌发筹划 [2]。

为此，从最初开设的园林课程到城市绿化课

程，再到创办中国首个城市绿化专门化专业，

至1965年，短短十多年的尝试，开创了中国

城市绿化规划设计理论研究、社会实践、专

业教育，成为中国城乡绿地规划建设的鼻祖。

历史地评价这一阶段工作，其不仅仅是为国

内城乡绿地以及后来的中国风景名胜区规划

建设积累了理论、培养了领军人才，更为重

要的作用意义在于其为具有数千年优秀传统

的中国园林找到了应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接

口”。将小尺度私家园林转变为大尺度公共

绿地，让为达官显贵享乐的皇家园林转向为

人民大众休闲游憩的绿地公园，从小尺度的

设计走向大尺度的规划，标志了中国风景园

林的现代性转变的启程。由此，也拉开了同

济大学风景园林学科（以下简称同济风景园

林）推动中国风景园林事业现代性转变创新

的序幕。

2 专业教育平台与学科建设格局搭建

从创立风景园林本科专业（1979年）到

成立风景科学研究所（1990年），再到创立风

景科学与旅游系（1996年），这是同济风景园

林学科建设构建格局、专业教育建立平台的

开拓期，其学术走向则是从园林转向风景，

从风景园林迈向景观。

1978年同济大学建筑系筹办风景园林专

业，并成立了风景园林教研室，1979年城市

绿化本科专业（1980年改名为“风景园林”）

得到恢复。至此，建筑学、城市规划学、风

景园林学三学科、三专业的“三位一体”的

星星之火重新点燃。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因此成为了国内最早的同时兼备三专

业，并按照其对应的三学科相对独立发展

的院校。从1981年开始招收风景园林硕士，

1986年开始培养风景园林�士开始，�论官

�的名称��变化，从�学�试、培养计

划到�课教学、学位论��作��，40年来

同济风景园林研究生培养一�是按照�成一

体的一�学科来办的，�成了风景园林学科

研究生培养体系���实践经�，从�也为

2011年风景园林一�学科�办成���了�

实的基础。

在1996年教育�门的专业目�调整中，

风景园林本科专业���。同济大学校、院、

系三�领�为了��风景园林学科、专业�

��，�意将风景园林教研室从城市规划系

中调�，将之与1993年同济大学成立的风景

科学与旅游系�并，因此�成了同济风景园

林�整的风景园林学、城乡规划学、建筑学

的“三位一体”+多学科��的����，向

以多学科��性为��的现代风景园林迈�

了��性的一�，�大��了同济风景园林

办学的格局平台，为后来的学科专业��发

展��了�实的基础。

1979 - 1996年，基于先期的“城市绿化”

规划，“风景规划”成为本系�时期的发展

��，���第一�国家�风景名胜区的规

划建设实践，现代、科学的风景规划让同济

风景园林人��体�到了�代风景园林学科

的多学科��性、��性，领�到了中国风

景园林现代性转变的必要性、��性�基本

路�。为此，同济风景园林�城乡规划、建

筑学等学科专业新��生�上�，教学、实

践、研究三��，���成了44个首�国家

�风景名胜区中接��数的�体规划编��

目�以《风景��时�转�与心理�应计�》

《风景景观������研究》《�����

�——计����、GIS实用于城乡规划的�

�研究》为�，���成了风景园林�首�

国家��科学基�E口�目，发���了《�

景��》《风景��度》《风景开拓�》《风

景科学�论》《风景景观工程体系化》等一

�具有学术前���向性的论�专著。

�时期，同济风景园林学科建设与专业

教育��发展，培养�了国内首�风景园林

学士、硕士��士，为国内�校院系、规划

设计院所����理�门��了�多专业人

才，�们在��的�位上为推动中国风景园

林事业发�了�大作用，其中��学科��

人、系��、学院院�、大学校�、风景园

林设计院所以及���理�门的领���，

这�人才、��、领�成为了�后中国风景园

林现代性转变创新的中���。

3 根本的变革与多面的开拓

从为达官显贵、才��人专有到为人民

�众��乐�，从��皇家到平民��，从

�前�后的私家�园到��城乡的公共绿

地，从园林设计到风景规划，从传统的�性

设计到理性的科学��与��、GIS、计��

��设计等现代�术应用，在1996 - 2011年

这16年，之前的转变�����成���

�，�����、��、��、��、新生、

��，为此时期�上了中国风景园林重大历

史变�的��。在�时期风景园林本科专业

���的10年中，�了同济大学，�国所有

http://city.chla.com.cn/
http://city.chl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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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院校的风景园林专业���办，同

济�����心��，用旅游�理专业“�

�”风景园林专业，���前多�的���

�开办风景园林本科教育�也�是在此时

期，中国风景园林的国家发展、社会��与

�目实践�现��发�的�展，�目��大

大��了以�城市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的

��。城市、景观建筑、�景、��区、科

�园区、旅游地、生���等多��的风景

园林及其相�学科领�的规划设计实践，推

动�多学科��的研究实践，��建筑规划

的“景观规划设计”，���理、地理等学

科的“旅游�理与旅游规划”，来��术学的

“���术设计”等，向�时的传统发�了

“��”，�之国���风景园林现代发展的

�景，转变已成历史必���不��。对于

“转变”，之前的序幕�平台格局构建发�了

�到�成的作用，���改�开�的大�景，

��“转变”，创新����了��工作�成

为必不��。��这一时期，同济大学培养

了首�中国风景园林�士、硕士，作为同济

建筑、城市规划、风景园林三学科�想理论

的���体，成为了同济风景园林改�开�、

与时��、�意��的第三代，��了“同

济风景园林”的大�，在同济大学�中国风

景园林的现代性转变与创新中发�了先�作

用，�成了多�开创性工作。

这一时期，�对风景园林学科专业观

���的��与�论，同济风景园林�一�

����了��的学科专业办学理�，��

�本的变�，发展现代风景园林教育。为

此，发�了《重要的学科——景观建筑学》

《21世纪中国城乡建设�要景观建筑学》《论

�世纪中国风景园林学的�位与�向》《中

国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学科专业的重大转变与

对�》《景观学学科发展��》等数十�论

� [3-5]，��、��、论�、��发展现代风

景园林学科专业的必要性���性���了

《图�人�景观》（�著）、《现代景观规划设

计》等系�专著教����风景园林本科、

研究生办学，前�时代发展的社会��，将

��的国家社会���风景园林专业实践新

领�作为办学的��、动�，在学科�心内

�上，��风景园林的��、规划、设计、

建设、�理，创立了“�间��”“��生

�”“�为�化”的风景园林三元论的理论

�心 [6]�在原有专业教学的基础上�展增新，

使指��想、培养计划、课程体系得到了�

�的创新�展，创立了“��与历史”“规划

与设计”“工程与�术”三位一体的学科与

教育发展体系。

历经本科专业的“10年��期”，同济风

景园林办学未弱反强，在学科建设、教育探

索、前�科�等��都得到了迅速�展深化。

风景园林硕�招生从城市规划二�学科独立

�来，2005年9月同济风景园林学科景观规

划设计硕士、�士点开始独立招生�2005年

10月�成了景观学本科专业开办的论�、�

报，并于2006年开始招生�2005年10月，同

济大学�办了首届国�景观教育大会，来�海

内外的100所院校�构与会，探讨未来本学

科与专业教育的发展，成为同济风景园林学

科由“风景园林”向“景观”�展的里程碑。

2006年，�报的景观学本科专业获�，同时

原风景与旅游系更名，同济景观学系成立。

至此，同济大学�学科从园林到风景园林、

再到景观，一条“园林—风景—景观”的发

展脉络已�显现。

这�工作不仅推动了同济风景园林的现

代转变创新，也为�后国内风景园林本科恢

复办学，�成了先期的积累尝试，影响引领

了�国风景园林院校的本科教育，并为成为

一�学科后的风景园林研究生教育做�先期

探索，为中国风景园林学科建设探明了�向

路� [7]。同济风景园林此时期的产学研成就，

�明了风景园林学科专业教育在中国新时期

的社会���发展潜�，为2011年中国风景

园林成为工学门�一�学科�键的论���

之一 [8-10]。

4 认知的转变与体系化的构建

将中国风景园林优秀传统的�性与现代

先�科学�术的理性��，与古为新，实现

传统与现代、情�与科�，学科专业之间的

转�、转换、传承、赓�则是同济风景园

林教育、科研、实践的精髓。这是同济风景

园林�中青几代人为之奋斗70年的�照：以

《说园》等一系�论著为代�，陈从周先生

将曾经仅为达官显贵、才��人欣赏的中国

园林�想�及千家万户、惠及平民��，为

中国风景园林现代发展��了��的大众基

础�以20年的连�研究，冯纪忠先生揭示

�中国园林两千年来�成的“�、情、理、

神、意”�性规律，论�了其引领人��

��受�明的先�性，预测了世�风景园林

未来发展�体趋��基于柳宗元景���

概�，冯先生指�其弟�刘�谊发展�了具

有中国��的现代风景园林��评价理论，

�性与理性��，�性与��并举，将心理

学、��论、测绘学、��、GIS、计��

等科学�术应用于风景�受��评价，�

成了《风景��度》《风景景观工程体系化》

等理论研究，���成了中国国家��科学

基�E口最早的两�风景园林�上�目：“风

景��时�转�与心理�应计�”（�目负

责人：冯纪忠��要�成者：刘�谊��目

时间：1987年1月 - 1988年12月）�“风景景

观������研究”（�目负责人：冯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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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要�成者：刘�谊��目时间：1989

年1月 - 1991年12月）。

以李铮生、丁�魁等先生为代�的同济

风景园林第二代，�别在城市绿地规划�风

景名胜区规划领�，作�了理论与实践上的

开创性贡献，率领�生让同济始终走在�国

的前�，为�后�国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

深�研究���实践��了�实的基础�为

国内风景名胜区的��发展，为今天的“�

���地”“国家公园”规划创立了基础理论

与实践��。以刘�谊、严国泰、�云峰、

吴伟、韩�、吴承照、刘颂、王云才等为代

�的同济风景园林第三代，赓�前两代的传

统，�成了一系�的转变创新。

三代人努��果为�代风景园林学科的

�破性重大发展��了基础，创造了�遇，

这就是构建风景园林学科的体系 [11]。以风

景园林三元论的创立及其三元教育体系的

发展为标志，笔者��，风景园林学学科

从目标价���以��（科学）、�术（�

�）、工程（应用）三者��的学科知识，

�成风景（Fengjing）、园林（Garden）、景观

（Landscape）作为学科建设的三块基石，一�

到风景园林�个领�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

不�零�碎敲，必须成为体系。同济风景园

林70年的发展，�别是�30年的发展，走

的�是体系化的道路，是走向体系化的现代

性转变创新。

体系的认知�体系化的努�，让我们理

�了中国园林引领人���、�受�明�程

的真谛 [12]，重新认识了中国风景将时�栓系、

转换的生命意义 [13]，找到了中国风景园林在

人居��科学中的意义 [14-15]，发现了基于中

国优秀传统的学科发展观哲学，从学科体系

哲学，“集�化”的目标价��向，认知�

维，知识领�����，学科建设的园林、

风景、景观三块基石，以及地�性与�球化

等��展开，建立�了“三轴六向”的学科

发展体系 [16]，成为世�走向第四代风景园林

的重要标志。

5 走向第四代风景园林

第四代风景园林，既是对于现代风景园

林前三代的转变创新，也是对于整个世�风

景园林历史�河中前三代的现代性转变创新。

参照世�风景园林史 [17]，��风景园林

体系化的线索、社会发展的阶段��古学的

��，以中国传统风景为线索，�以划�为

历经三阶段，即三代：（1）8000 - 3500年前

以满足生存为�的传统第一阶段，以“风”�

“景”的研究应用为代�，此阶段中的“风”

与“景”是先民在生存�居与农业生产�程

中，对风、�光等��要素通���漫�的

观察统计�以科学认识的规律��与��抽

象，是��“生命理想”之安居乐业的实践�

（2）3500 - 2000年前�立国安邦、国泰民安

的传统第二阶段，此阶段中的“风”与“景”

既是“�之�中”、树立王权�统性的基本�

�，也是封建“礼乐”�度建立的基础，同

时，将“景风”用于校�社会运�状�成为

实现国泰民安“政治理想”的评价标准与治

理手段�（3）2000多年前至�现代的�安居

乐业、诗意栖居的传统第三阶段。

���工业�明��球化发展，迎来

了以景观�现代风景园林为推动、不再�东

西�的现代风景园林科学时代 [11]。现代风景

园林在所历经的短短的150年间，�以划�

为三个阶段：（1）1860 - 1920年第一代的开

创期——“现代景观风景园林”诞生�（2）

1920 - 1980年第二代的拓展期——��觉醒

与学科现代科学理论发展�（3）1980 - 2010

年第三代的成�期——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

的�度�深度迅速拓展，�得的成就今非昔

比、有目共睹。2010 - 2040年的第四代现代

风景园林，其发展有三大重点：（1）基于人

居��发展的风景园林学科与专业、理论与

实践体系化�（2）学科专业哲学世�观、�

�论的重大转变，从��、��、�离向�

�、整�、体系的转变�（3）学科目标从之

前的“极端化”发展走向“集�化”发展。

�疑，三大重点是对前三代发展的再次转

变，这种转变�以从中国人居�风景园林的

优秀传统找到��。因此，21世纪的世�

风景园林发展�要中国的引领，并非�话大

话，问�是��引领？同济风景园林四代人

70年的接�都在尝试回�这一问�，做�了

必要的、基础的、领先的工作，第四代风景

园林已经成为同济风景园林未来数十年发展

的基本�向。

6 结语

��同济大学风景园林学科�想理论的

�心，识别同济风景园林成败得失的基因�

性，就是风景园林学科学术、专业教育、工

程实践领�的前�性。这是��学科发展规

律、国家社会��、�于学生培养、教�成

�的前�性，这种前�性以冯纪忠风景园林

理论�想为发端，历经70年的传承赓�，生

生不�，成为了同济风景园林精神，�将前

�性精神付诸�动，�是风景园林的现代性

转变与创新。历经70年的积累，实现中国风

景园林的现代性转变创新已经成为同济大学

风景园林学科�想理论的�心。

笔者有幸从本科毕业设计、到攻读建筑

学硕士、风景园林�士一�受教于恩�冯纪

忠先生的亲�指�，深刻体会到了为这种前

�性所付�的转变与创新的艰难。从�学到

�校�教，�别是在执政风景园林学科专

同济大学风景园林学科的现代性转变与创新      刘滨谊.  



08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ONGJI LANDSCPAE ARCHITECTURE专题Ⅰ：同济风景园林70周年

业的18年的系务工作中，更是通�实践�动

领�到了这一�致成�的真谛。不沉沦于�

去的成败，不局限于现在业绩，�是要“与

古为新”“前��越”。笔者认为“兼收并

蓄”“缜�畅想”，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院训的深意�在于此。

同济大学风景园林的基因��同济建筑

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基因，只要同济风景园林

����的基因，不接受“转基因”等�扰，

心�旁骛，就会充满希望，走�一片更为�

阔美好的风景园林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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