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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法国建筑学教育中的景观意识导入*

——以巴黎拉维莱特建筑学院“景观感知”课程教学为例

“The Landscape Consciousness” in the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aI Education of France: The Case of the ENSAPLA

摘 要 当前的建筑学教育不应只是某一学科或建筑本身的学习和研究，而应是多学科融合下对协调人与

自然关系的深入思考。以巴黎拉维莱特建筑学院“景观感知”课程教学为例，详细探讨了在教学过程中通

过以培养学生锐敏景观感知能力为导向的教学方法、组织和实践，成功将景观意识导入建筑学教育中，以

期给改革中的我国建筑学教育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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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is not only an issue of a specific discipline or 

the building itself, but that of a profound thinking under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his article, with the case of Ecole d’Architecture Paris-La Villette, 

introduces the contemporary French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which, through the teaching 

method of landscape perception and practical organization, effectively integrates landscape 

consciousness into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This will hopefully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the 

reform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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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法国“景观”概念及其演进
景观（paysage）一词，在法国最早出现于

1549年出版的《罗伯特·艾斯帝安法语-拉丁语词

典》（Dictonnaire Etymologique），意为一幅

表现乡村的风景画。另外，“景观”作为一个绘画

术语，指眼睛可以看到的区域。

18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科学分化和知

识技术不断进步，传统的世界观被颠覆，新的人文

思想和人性自由使得“景观”这一概念发生了巨大

改变。19世纪中叶，法国地理学领域就首次使用了

“景观”一词，并赋予了它“自然生态以及人与其

生存环境关系”的概念[1]。与此同时，在遗产保护

领域也首次提到了保护古迹和古迹周边有艺术价值

的自然景观，使得遗产概念与景观相碰撞，景观的

内涵也越发丰富。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方面由于战后大规模

建设的结束，对于改善人类生存环境质量的呼声越

发强烈；另一方面因为法国独特的地理特征，法国

近现代景观发展中关于地理和社会的问题逐步集中

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来。传统的以植物装饰为主

的园林装饰性景观已无法满足社会需求，法国景观

研究已趋向于更大尺度下绿色生态与自然空间营造

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

2000年以法国为主导，欧洲各国签订的《欧

洲景观公约》（La Concuntion Europeene du 

Paysage）中更是对景观概念进行了明确阐述，指

出景观具有三大特性：地域表征的客观性；作为人

们的观察对象而呈现出的主观性及文化性；在主观

性和文化性共同作用下的继承性。

今天在法国，景观的形式审美含义已渐渐弱

化，景观的含义和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延伸。

1 对风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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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仅是自然中具有地域表征的各种物质因素，而

且已成为一个社会媒介和一个地区及相关地域发展

的定位工具，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联系的重要

环节，通过它我们可以探讨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共

存的问题。

正是在此背景下，当代法国建筑学教育借助对

景观概念理解的不断扩展，将景观意识融入建筑学

教学中，从而超越了原本单纯追求建筑形式与风格

的教学模式，经过几年的实践取得了较大成果，形

成了鲜明的教学特色。

二 “景观意识”和“风土”概念
1968年，法国建筑学教育从巴黎美术学院即

“学院派”（布扎）体系中分离出来，拉开了法国

建筑学教育改革的序幕。这次分离不仅使得法国创

建出了12个独立自主的建筑教学单元与高等建筑学

院，而且引发了学界对学院派建筑学课程教学的反

思[2，3]。借此机遇，各种新的课程和教学理念被引

入，特别是随着对景观概念的重新认知，将景观意

识导入到建筑学教学中的改革，代表了当代法国建

筑学教育的主要发展方向。而巴黎拉维拉特建筑学

院作为这一教学倾向的急先锋，率先走在了其他建

筑院校的前面。

“风土”（Mi l i eu）一词最早来源于日语的

“fudon”，原意是指人们生活过的环境[4]。20世

纪80年代法国景观学家奥古斯丁·贝克教授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风土”理论，用于描述人类社

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将之定义为一个社会与其

生存环境之间的“生态—技术—象征”关系[5]，所

有人类的风土形成了人与地域的关系，也就是我们

所说的人居环境。

在“风土”概念的引领下，拉维莱特建筑学院

意识到，面对当今世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保护

多样性的文化地理特征”这一景观核心命题，对景

观的认知不能只局限于自然中的“风景”，还应包

括附加在其中的各种人类活动和具有地域表征的各

种文化现象。因此，关注风土这一概念，保护地域

的自然及文化特色，探索大尺度空间下建筑、城市

与自然的关系，为当前建筑学教育和实践提出了新

的要求[6]。

正是出于这样的认知，拉维莱特建筑学院积极

将“风土”概念引入建筑学教育中，强调建筑设计

不仅只是从空间、形式、材料、技术等方面展开，

且应更加注重建筑与自然的对话，将建筑、城市置

于所处的地理和文化关系中，置于广义的风土概念

中。通过这样的教育，使学生对建筑设计的认知不

只局限于功能和造型，而是更注重对建筑本质、建

筑与自然、建筑与使用者，以及建筑与社会、历

史、时空等方面关系的探索[4]。

因此在教学中，巴黎拉维莱特建筑学院对学

生景观意识的培养，是通过对“风土”概念的深刻

理解，实践性地在建筑教育中引入“景观感知”教

学，从一系列限定性的课程教学开始。

1 “景观感知”：一种感性认知的教学方法

2007年开始，巴黎拉维莱特建筑学院在教学中

就通过“景观感知”教学课程，探索建筑学教学中景

观意识的导入和发展之路。“景观感知”的教学理念

最早源于该学院贝尔纳·拉叙斯教授的“创造性分

析”①理论。拉叙斯认为“设计的过程就是一个空间

转变和重构的过程，是一种景观转换可能性的感知，

即那些我们不知道去感受构想的各种景观元素” [7]。

“景观感知”教学就是向学生提出这一“创造

性分析”实践的基础。它不是绘图表现技法教学，

其基点是训练学生观察和提炼景观要素的能力，

拓展学生景观设计潜力。其课程教学核心目的包括

两个层面：一是对学生景观感性认知和敏感性分析

能力的培养，即注重将个人的行为感知（视觉、听

觉、嗅觉、味觉、触觉，甚至第六感）介入对空间

的理解（图1）；二是结合对场地的理性分析（交

通、土壤、植物、水文、地貌、日照等），理解与

具体建筑方案设计相联系的场所空间，从而实现学

生以感性认知开始、以逻辑理解结束对场地各种景

观要素的理解和感知。

根据近几年的教学安排，“景观感知”教学课

程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阶段。

（1）观察方法的启发训练 在这一阶段教学

过程中，教师要通过不同的训练方法来启发学生对

景观的感知。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达到教学目

标，在教学过程中没有固定的任务书、场地以及表

达方式，学生们在对场地和课程“一无所知”的情

况下，被要求以自己的方式（录像、照片、草图、

文字、抽象绘图等）去认知、观察、感受场地中的

声音、光、气味等抽象事物。法无定法，通过这些

启发训练让学生亲身体会到除了视觉理解以外，还

有很多因素都在影响、改变和建构着景观，更为重

要的是这些非习惯的观察体验方式极大丰富了学生

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图2）。

2 景观感知过程中的场所分析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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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场地信息的感知与捕捉 传统的设计教

学，使得学生按照“设计程序”完成场地的各项调研

分析，通常这种“分析”只是为了分析，没有起到给

后期设计归拢线索的作用，甚至在完成调研后，并没

有发现场地中最敏感的线索。因此，在第二阶段的训

练中，主要是鼓励学生突破传统的设计分析套路，以

其置身于场地之中的特殊体验去选择所要分析的内

容，场地给学生的启发是最为直接的。

在这个过程中，对学生的唯一要求就是尽量抛

弃“专业”的视角，摒弃设计师的惯性思维，尽可

能自由自在地深入到现场中，通过调动个人肢体行

为对环境的感性认知，观察和感受场所中各种自然

要素与环境间的对话。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角色

不是一个评判者，而是站在学生的角度，通过启发

式教育，沿着学生的思路尽可能鼓励学生在分析中

提出自己的想法，建立起建筑与各种景观元素间的

联系，并形成对场所中不同元素的分析定位，而这

些元素则成为创造新景观最为有效的对象。

（3）学生对场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思路训练 这是一个思路归纳的过程，学生只

需要针对场地中一个最感兴趣的地方，提出一个想

解决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再次从感性到理性分析

场地的利弊因素。而具体针对某个具体设计主题的

训练则遵循着：“初次感知—提炼感知的共性部分

（设计者与使用者的感知对照分析）—发现空间的

新鲜感觉（将抽象感觉提升为设计意向）—提出问

题—再次感知—理性深入—解决问题”的过程[8]。

2 与“景观感知”课程相适应的教学推进

为了将“景观感知”课程教学更好地融入建筑

学教学中，拉维莱特建筑学院在教学组织中将课程

教学作了多层次的划分，并据此建构了以个人行为

感知为导向、景观意识导入为手段、阶段式课程设

置为核心的推进式教学体系。

同时根据不同的设计课程和教学阶段，确立

不同形式的工作方式，以此来引导学生将设计的关

注点从建筑固有的功能和形态逐步扩展到建筑与自

然、人文、地域、时空的关系中，从而培养起敏

锐的景观感知能力和相应的设计思维模式。与之对

应，设置了从本科到硕士后三个不同阶段的教学方

式，来促使这一教学目标的逐级推进。

（1）第一阶段：本科末 在这一阶段，“景

观感知”教学的介入主要是与基础课和设计课的相

互穿插配合来实现。一方面，与建筑教学组相平

行，设有景观方向专业课程，向学生讲授景观的基

础知识，这些基础课程包括艺术史、景观发展史及

其理论学说、土壤学、空间形成、空间构成要素、

造型语言等。另一方面，教师根据设计课的特点来

调整教学内容，避免教学与设计实践相脱离，从而

促使学生能及时运用所学，培养对景观的感知能

力，体会空间构成的多种方式，从而使学生突破传

统的建筑观念束缚，建立起建筑与景观间适宜的联

系，训练敏锐的直观感知和捕捉能力。

（2）第二阶段：硕士阶段 这一阶段在了解景

观基础知识的前提下，通过实地实题的课程设计，教

会学生主观与客观相结合来解读基地的潜在因素，并

以此作为设计介入的前提。对于这一能力的培训围绕

着创造性分析而展开。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求学生

根据他们对基地的理解，对基地进行创造性再现，而

这些表现将成为以后方案设计过程中的启迪因素。所

以“景观意识”的教学并不只是关于普通公园或广场

设计的课程，而是有关分析建筑和城市在其地理环境

下演变机制的普遍研究方法。

同时有四门研究课程来配合教学的开展。

课程一：深入研究人的五种感官可触及的空间

尺度来领会和感受空间。

课程二：研究艺术与公共需求。

课程三：培养捕捉景观要素和再现景观的能

力。

课程四：深入研究与景观相关的文化、社会、

经济和生态。

（3）第三阶段：硕士后② 在这一阶段，“景

观感知”教学主要与实际设计项目和深层次研究相

结合，通过实际施工项目描述与批评、5万字的论

文、可持续的景观设计实践（与建筑师合作）的教

学安排，让学生对特定时空背景条件下的景观元

素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注重生态意识的深度融

入。其目的一方面是为博士阶段的学习做好准备，

另一方面是在历史、地理、哲学、社会学的视野下

3 造型艺术表达的课程实践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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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景观生态、空间形式美学、风土性研究、心理行

为和文化进行较深层次的探索[9]。

三 造型艺术表达：“景观感知”教学

  实践的有效途径
随着对景观概念的不断深入，法国对景观的

理解也从以审美为切入点转而成为一种人们感知空

间和欣赏空间的体验方式。基于建筑学本身是一门

应用性很强的学科，通过一系列的造型实践来促进

建筑教育内容的不断更新成为了一种较为有效的途

径。而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造型艺术建构作为一种

直接表达空间感知的工作方法，实际上成为了理论

与实践相互联系的桥梁。

因此，拉维莱特建筑学院除了正常的教学工

作之外，还开展了很多关于艺术、造型设计等方面

的课程与实践，以促使学生能用更为广阔的视野来

审视景观，培养个人敏锐的感知能力，认识人与建

筑、自然间的关联，而“造型艺术表达”就是其中

最为有效的实践途径。

从表面上看，造型艺术的建构活动是一种创

造物质空间的行为，但实质是引导人们从另一个视

角去感知空间的艺术创作，是对客观环境的主动反

映。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导入景观意识，是为了发现

在个体建构行为背后所隐藏的各种独特的景观因素

（包括光、风、声、土壤、植物等）。从这个角度

看，景观的地域特征是形成创作内容独特性的主要

源泉[10]。

“造型艺术表达”的初衷是将学生置于真正的

空间场所尺度下，学生通过参与创作去体验空间场

所，并确定、赋予与之相呼应的空间实体。与此同

时，这种创作实践与空间、地点、时间紧密相联，

学生有机会发挥所学的知识和个人敏锐的感知能力

去感知时间，认识自然，这些都是在室内教学中无

法获得的体验。

综上所述，“造型艺术表达”与传统教学方法

相比较表现出其独特性。

一是具有两个重要的因素：时间和地点。所有

的事件总是与某一个时间（短暂或长久）、与某一

精确的地点有关，与现实密切相关。这就需要学生

去倾听、触摸、捕捉、想象……并将掌握的各种形

式的空间表达融入时空景观环境中。

二是没有主客体之分。所有的活动都在一定的

时空范围内发生，进入到场地的自然演变运动中。

三是该活动先于项目过程，是项目前的实验

和学习阶段，通常没有任务书。它提倡学生抛弃固

有的思维定式，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在时空中感知场

地，随直觉在空间中漂游，根据观察所得，尽量去

捕捉场地中的各种信息。学生们敏锐的感性直觉能

力在与事物不断的碰撞中得到强化。

例如2010年在一些艺术家共同参与下，学院在

法国南特（Nante）举行了名为“港湾造型艺术实

践”教学活动。从表象上看，造型实践是为形态而创

造物质空间的行为，但实质是对客观景观环境的主观

能动反映，客观环境中各种景观元素影响着学生们个

体建造的目的、手段、过程甚至是材料的使用。在这

个实践过程中，有一个观念很重要，就是“栖息在基

地上”，这就要求学生在实践过程中敏锐地捕捉场地

中的所有信息，融入景观意识，创造性地再现出一种

基于场地特质的景观空间。因此，景观意识的导入，

对景观的关注，是为了发现人的行为感知模式、心理

体验与自然环境互动的逻辑关系。

所以在这次实践中，学生们的实践作品都会转

换、解构或颠覆日常概念。其精彩之处并不在于自

身造型的表现，而是在于这些作品对场地及自然环

境的诠释，以及对周边景观形态发展的逻辑关系。

与其说这些造型艺术实践是一件件景观雕塑，不如

说是一个个自然景观中的媒介。因为它们不再是一

件摆设，其价值在于所提供感知景观的体验方式，

以及在土地、空间和人之间的交流机会，从而提醒

学生将关注点拓展到构筑实体以外更大的景观空间

中（图3）。

通过这些实践，改变了学生对传统景观概念的

认知方式，尤其是在实践过程中，学生们通过视角

的转换，以及对景观的关注，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景

观的地域特征是形成创作独特性的主要源泉。

四 结语 
从上述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随着景观概念的不

断扩展，当代法国的建筑学教育更倾向于一种建筑

素质的培养，重视学生在设计过程中对建筑本体之

外更深层次，如建筑与场地、自然、生态等景观方

面关系的探讨。并且通过在教学过程中导入景观意

识，强调对景观观念的培养，引导学生从景观认知

出发，形成以感性体验为先导，感知场所中隐藏的

各种景观元素，重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设计思维

和方法，这些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11]。

反之，我国的建筑教育体系长期以来一直沿

用注重形式美学的“布扎”教育模式，更多地强调

对学生建筑造型能力、建筑尺度、制图规范性的培

养，而忽视学生对自然、生态、社会、经济、文化

等与建筑间关系的深入思考。在今天看来，传统教

育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在人地

关系日益紧张的当下[12]。

因此，从我国独特的社会背景出发，学习和借

鉴国外的成功教学经验与方法，通过建立以景观为

导向，将“景观意识”融入到建筑学教育中，引导

学生以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建筑与时空、自然、社

会、文化的关系，应非常值得尝试。□

  图片来源：图1由Jacques Simon拍摄；图2由巴黎拉

维莱特建筑学院AMP研究所提供；图3由作者拍摄。

注释

① 创造性分析作为一种景观分析方法，提出在解决对景观

因素认知的前提下，尽可能体会场地的特质和潜在性。

首先需跟随着人们的注意力，在不同时间和气候条件

下，领会感知场地本身从地面到天空在历史及日常生

活中的转变，寻找到最佳的视点，觉察微观景观和

与之相关的透视定位，然后测试视觉和触觉尺度……

所有一切都基于对场地的记忆。分析现状，发现场

地中被日常所消耗或隐蔽了的元素。参见：Arnauld 

Laf fage,  L’enseignement  du Paysage en 

Architecture , p.398。

② 在景观建筑研究教学中，巴黎拉维莱特建筑学院通过改

革，将原有的“花园、景观、地域”景观专业深造文凭

DEA，转换成建筑专业文凭DSA（一个介于博士与硕士

之间的学位），简称为硕士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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