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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设计的进步。
设计作为新兴行业的兴起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
追溯历史，从西方到中国，“设计”的演变可以看出其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认知度：美术一工艺美术
一商业美术一美术设计一艺术设计一设计。
从工艺美术到设计概念的转化在20世纪经历了繁杂并混沌的过程。
除建筑设计外，室内设计也经历了从室内装饰一室内设计一环境艺术的演变：20世纪90年代初，现代
景观设计的引入，使传统意义上的园林设计陷入尴尬。
实践证明，在没有弄清环境艺术和景观设计的真正内涵和找准在中国的对应学科之前，就仓促引入，
以至于引入后又被不恰当地滥用，导致对环境艺术和景观设计的理解出现混乱，并在业内引发无休止
的争论。
根据著名环境艺术理论家多伯（Rlichard P.Dober）对环境艺术比较全面、准确的定义，环境艺术“作
为一种艺术，它比建筑艺术更巨大，比规划更广泛，比工程更富有感情。
这是一种重实效的艺术，早已被传统所瞩目的艺术。
环境艺术的实践与人影响其周围环境功能的能力，赋予环境视觉次序的能力，以及提高人类居住环境
质量和装饰水平的能力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尽管多伯声言这只是从艺术角度讲的，是“作为艺术的环境艺术定义”，但它的核心应是人与周围
、人类生活环境和活动场所相互作用的艺术。
由此可见，环境艺术是一种场所艺术、关系艺术、对话艺术和生态艺术。
包括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城雕、壁画和小品等都属于环境艺术范畴。
遗憾的是，环境艺术首次被国内引入使用竟是在室内设计专业。
上世纪80年代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室内设计系为赶时髦，将系名由定义准
确、内涵清晰的“室内设计”改成了内容广泛的“环境艺术设计”，而其原有课程设置丝毫没变。
一时间，全国众多设计院校步其后尘、纷纷效法。
改名称成了时尚，一阵风似的，很少有人冷静思考。
加之环境艺术又常常被简称为“环艺”，以致有许多学生毕业了出去找工作，人家总要问：你们学环
艺的是干什么的呀？
有的甚至问：你们是搞环保的吗？
景观设计的引入与中国传统的风景园林设计直接碰撞和冲突。
自从1998年北京大学开设“景观设计”专业以来，景观建筑或景观学这个专业已经在许多学校成立。
据说是Landscape Architecture（简称LA）的对口，我们在此且不论其汉译名称是否准确，单就“景观设
计”专业引入后所开设的课程看，与中国原有的风景园林专业相同的多、区别的少。
而景观所涵盖的设计内容又很难界定，以至于学术界就其名称及与风景园林的关系争论不休，分歧甚
大。
其实，人们常将景观设计称为现代景观设计，以区别于传统园林。
这个由西方引入的新兴学科确实带给我们许多变化：首先是观念上的，相对传统园林来说，现代景观
设计更具有宏观的、生态的观念，强调构成、文脉和民众的参与等等；在设计创作方法上，具有清晰
的创意一布局一空间一构图的设计路线和区域一边界一路线一节点的思维方式；表现技法多用马克笔
、油画棒和cAD的表现方法；表现材料更倾向于金属、玻璃、拉膜、塑料等现代材料和木材、岩石、
黏土、乡土植物等原始材料的大量使用，以及反映现代科技的声、光、水、电技术的广泛应用等等；
所有这一切又都掺杂着现代西方流行过的结构的、解构的、极简的、高技等流派和主义，为景观设计
，特别是城市景观设计提供了广泛的创造性。
面对时尚的、现代色彩浓厚的景观设计，曾经创造过世界最高水平的中国传统园林，越来越不适应社
会实践发展的需要，显得有些老气横秋。
中国的风景园林需要在广泛地汲取世界各地文化精华后，抓住中国经济、文化长时间高速发展的罕有
机遇，开创出景观建设的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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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是“唯审美”论，主观上限制了中国风景园林学科的发展，因为风景园林设计专注于人居
环境中的以审美为主要目的的规划，使园林成为营造风景的艺术，局限在构筑“景色”、“景物”和
“风景”之类的追求“艺术”和“美化”表象层面上，而没有致力于改善人居环境。
在强调生态、环保和新技术应用的今天，中国的风景园林确实不具有生态性、生物多样性，也无法用
环保的科学标准或科技的先进性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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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内第一套采用铜版纸彩色版印刷的园林与景观专业工具书。
与以往出版的黑白资料集相比，本套资料集除了有同类资料集所具备的图量大、数据全和各种参数丰
富的特点外，其论述中的引证、举例和实例多为现场拍摄的彩色照片，因而，相较同类的黑白资料集
，本套资料集具有更丰富的直观、形象和实证性。
此外，本套资料集特别注重设计理论与实际应用、艺术表现与工程技术的有机结合，是国内第一部内
容全面、系统、丰富的大型园林与景观系列工具书。
　　本套资料集内容的全面性体现在不同的层面：从传统园林到现代景观设计；从园林设计原理、方
法到工程技术和做法；从古代到当今设计的演变发展。
本套资料集各分册既单独成册，又相互有联系，整套资料集脉络清晰，资料翔实；内容极为丰富、涉
及面极为广泛，涵盖了园林与景观设计的所有门类，其中包括：园林与城市空间，景观与绿化设计、
水景与水环境设计、园林道路设计与铺装、景观设施与标志、园林景观建筑、雕塑与小品、园林光环
境与景观照明以及护岸驳岸与亲水设计等等。
为了更紧密地联系实际，本套资料集的编撰者在每一章节后都附有设计施工实例。
　　本套资料集十分注重专业理论和工程实践的结合，是一部设计人员的案头必备工具书，既适用于
园林与景观专业的设计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也面向环境艺术、建筑设计、城市景观规划以及城市水
利、水利景观的设计人员，同时还可以用作高等院校园林与景观专业、建筑专业和室内外环境艺术设
计专业的教学参考书。
　　《护岸与亲水设计》（第3辑）的主要内容有：护岸与亲水设计的原则和方法；河湖与边岸形态
的演变与护岸原理；生态护岸做法与材料应用；垂直护岸的结构类型与做法；铺砌护岸的形式特征与
施工；护坡结构类型和稳定性设计；亲水设计的形式与方法；亲水设施的类型及做法；城市河道整治
与滨水环境设计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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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岸　概述　天然材料护岸的特性与应用　地域与环境关系　维护与管理　设计程序和方法　设计要
求　设计方法　植物护岸的功能及其要点　活性天然材料及其应用　边岸环境与分带　挺水植物护岸
　灌木和乔木护岸　草花及草皮护岸　木材、石材及其应用　木质材料的应用　木质护岸　石材、石
料的应用　石材护岸　综合材料的护岸　设计应用　应用实例4 垂直护岸　概述　形式与特点　设计
程序、步骤与方法　材料应用与结构类型　挡土墙　挡土墙的设计　重力挡土墙的构造特征　悬臂式
挡土墙的设计构造特征与做法　箱笼挡土墙　直立式浆砌石挡土墙　挡土墙遭受破坏的成因　其他护
岸形式　板桩护岸　塑竹、塑木护岸　山石、叠石护岸　黄石护岸　复式亲水护岸　实例5 铺砌护岸
与护坡工程　慨述　肜式与特点　构造与组成　护岸面层的类型　设计步骤和方法　铺砌护岸的渗透
率和水力坡降　护岸结构和稳定性设计　护面层的稳定性设计　垫层设计　块石铺砌护岸　砌石类型
与特点　材料　块石铺砌护岸的设计要点及适用范围　构造与做法　常用的几种铺砌护岸及其施工做
法　预制混凝土块护岸　类型与特性　护岸构造　材料　护岸类型功能及抗冲性能分析　预制混凝土
块工程现场实铺示例　其他混凝土铺砌护岸　实例　护脚(趾)及细部节点设计6 亲水设计与设施　概
述　人的亲水天性　亲水设计的概念和内容　亲水的文化与传统　亲水的设计原则　舒适性　生态性
　安全性　合理性　亲水栈道与平台　功能与特点　主要类型及构造　实例　阶梯与踏步　功能与特
点　设计资料及参数　实例　戏水溪　功能与特点　实例　亲水散步道与游憩路　设计要点　设计资
料及参数　实例　缓坡与广场　功能与特点　设计资料及参数　实例7 城市河道整治与滨水环境设计
实例　苏北故黄河徐州段治理工程　概述　河道治理与亲水护岸　故黄河公同及广场　百步洪公园及
广场　显红岛公园　泰州凤城河治理及景观工程　概述　东河滨水公同　坡子街绿地广场主要参考书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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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我们知道，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到长江黄河的华夏文明，世界四大文明毫无例外地发源
于江河水边。
在悠悠的人类岁月中，水边孕育了人类的文明和民族风土，水边的景色是人类最早认识和接受的自然
景观。
一、护岸护岸就其狭义上讲，是保护河岸、湖岸使其免受水浪的冲击、侵蚀而构筑的水边设施。
现代护岸设计的内容要广泛得多，首先是已将它纳入园林和景观设计的重要范畴，在满足技术和功能
需要的前提下，更强调它的景观性、亲水性和生态性。
护岸与滨水的亲水设施一道成为内容涉及水利、土木工程、园林景观和艺术的综合性的水边环境设计
，是科学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一门新兴设计学科。
护岸的科学性一方面是指护岸设计要符合防洪抗汛的水利要求，保证水流安全下泄，湖岸要经得起波
涛的冲击，以满足安全的需要。
另一方面是指在护岸设计时，还要了解水系特征和水生态，比如，采用什么样的护岸材料、护岸类型
更有利于生态环境，以及水中生物的存活。
此外，还应最大限度兼顾水的开发利用，发挥水的养殖、观赏和娱乐功能。
护岸的艺术性是将护岸作为园林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言的。
简言之，就是要美，要与园林景观融为一体，要具有较好的观赏性，与岸边植物构成多层次的带状水
边景观。
当人们伫立水边欣赏水景时，所能看到的除了碧波的水面、水中植物，就是水边的水际线、岸坡、堤
防、水岸背景的建筑和山峦、丛林等，其中，犹以护岸最为明显。
这些从下往上层叠的、与水面呈垂直方向的带状组合，构成了水岸的景观。
二、亲水喜水是人的天性，不仅少年儿童喜好亲水活动，大人们有时也乐此不疲。
因而，受现代人文主义影响的景观设计，特别是现代滨水景观设计，较之传统园林能更多地考虑人的
与生俱来的亲水特性。
“亲水”一词较之曾广泛使用的“滨水”，更具体、准确、生动，更能表达人与水的交流和人与生物
的微妙关系。
狭义概念上的“亲水”一词倾向于接触水、接近水，即作为人们活动意义上的、具有戏水、垂钓等娱
乐和休闲功能的具体含义；而广义上的概念则更多是指通过滨水生态的恢复和保护以及亲水景观和设
施的设计，使人们在这里能够获得心理上、情感上的满足。
设计学上的亲水概念则是广义的和深层的，它首先强调的是建立良好的生态的水环境，注重人的需要
和人性的发挥，反对为亲水而亲水，将亲水局限在某一地段或某一小品中。
主张纵观整体，巧妙利用水域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并充分利用水的多样性、可塑性，多角度、多视觉
、多层次地建立亲水空间。
在实际设计中，要因地制宜，合理利用水的流动、涨落、渗透、聚散和多变的特性，营造出动静相宜
、虚实相映、声色相衬和形影相依的亲水效果，彻底改变以往人、水、景分离的做法，在实现安全、
便利的要求时，最大限度满足人的亲水需求，实现人、水、景的有机结合，让人在水与景的体会中使
人性得到完全的恢复，感悟生活的美好。
我们知道，园林景观设计的终极目的是协调人与土地和环境的关系，而滨水和亲水设计则是协调人与
水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护岸和亲水就不可能只是水上岸边的事了，更不只是弄出个亲水平台、亲水栈桥这
样简单，因为没有一个生态良好的水环境就不可能建立一个生态化的水陆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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