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

/Research

风景园林设计拓扑布局法初探
A Topological Composition Method in Landscape Design

林广思

LIN Guang-si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30(2017)09-0113-05

DOI：10.14085/j.fjyl.2017.09.0113.05

收稿日期：2017-07-14

修回日期：2017-08-08

摘要：在风景园林专业中，基础设计教学的难点无过于从设计概念到景观形态的转变。建筑或园林的概念性设计方案的推进常常是在拓扑思维下引导的。依托诺

伯格—舒尔茨的存在空间和建筑空间的场所理论，本文提出了“拓扑布局法”。这是在整合各种空间尺度基础上，以抽象的“点—线—面”作为基本元素，研究

各功能要素的拓扑关系，形成空间上的布局，然后再投影到具象的场地上，转化为具有真实尺度的景观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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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he main difficulty in the basic design teaching i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oncept to form. The development of 

conceptual design is often directed by topological thinking in an architecture or landscape project. Based on the place theory of the existential space and the 

architectural space of Christian Norberg-Schulz,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method of “topological composition”. This method is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various 

spatial scales, with the abstract “point-line-plane” as the basic element, thereby studying the topological relations of the functional elements, in order to produce a 

spatial composition, then fit it to a specific site and transform it into a landscape form with the real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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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设计类专业的设计课程都可以划

分为基础设计和高级设计 2个层次。基础设计

需要把学生从懵懂的状态引入到专业设计的

殿堂，培养他们逐渐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的设计

方法。设计入门训练作为学习设计的漫长而艰

辛的过程中的第一步，对于一个学生的基本设

计态度以及工作方法的养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风景园林专业中，基础设计教学的难

点无过于从设计概念到景观形态的转变。在过

去的几十年的风景园林专业教育中，教师们摸

索出了一些成体系的教学方法，如美国马萨

诸塞大学阿默赫斯特分校（Umass Amherst）

风景园林专业约瑟夫·S.R.沃尔普（Joseph S.R. 

Volpe）教授的“要素组合法” [1] 以及宾夕法

尼亚大学设计学院风景园林系阿鲁·玛瑟

（Anuradha Mathur）教授和德利普·达·昆

那（Dilip da Cunha）兼职教授的“景观体验

法” [2]。这些设计训练的方式随着各自的设计

态度和重点而变化。

比较而言，约瑟夫·S.R. 沃尔普教授是

Science (SKLSBS) and a Fellow of Guangzhou Municipal 

Key Laborator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GZMKLLA), 

deputy chief editor of this journal. His research fouses 

on landscape planning, design and theory (Guangzhou 

51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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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训练学生利用地形、水体、植物和构筑物

等风景园林要素制作小场地，如花园的模型，

培养他们的空间能力；阿鲁·玛瑟教授等是

通过摄影让学生体验景观的空间与形态，使

用图解分析场地依附的各种时空和社会文化

关系，然后制作模型从而孕育和发展设计的

空间与形态。同样，笔者多年来也致力于设

计理论研究和设计教学实践，逐渐摸索出“拓

扑布局法”，本文对此进行详实的介绍。

    

1  拓扑关系与抽象图解
拓扑学是一种几何学，但它不研究长度

和角度等。在拓扑学中，图形类似于橡皮做的，

可随意伸张、扭曲、拉伸、折叠，之后图形变了，

但其点、线、面等的数量及结构关系不变 [3]。

这些研究几何图形在一对一的双方连续变换

下不变的性质被称为拓扑性质。经过拓扑变

换的图形与原图形在结构上相同，2 个图形被

称为拓扑同构 [4]。这意味着，1 个拓扑同构可

以变化出丰富的空间布局形式。

在中国古典园林中，普遍存在拓扑空间

的现象，朱光亚归纳为向心、互否、互含等

3 种关系；它们又可以使用中国的太极图统一

表述，即黑白 2部分是对立的互否，又都在各

自 2部分中包含了对方，此为互含，它们共处

于一个圆中并绕圆心而分布，此为向心。朱

光亚认为，这些拓扑关系同通过对称、对位、

轴线组织等手法建立起来的关系（通称几何

关系）是不同的。拓扑关系在一定范围内，

局部甚至总体变化时，关系不变，而几何关

系的任何局部的缺损或变形都使原有的关系

丧失 [4]。笔者受到的启发是，拓扑关系具有较

大的灵活性，便于修改和推敲方案，适合于

由设计概念向形态语言生成的过程中使用。

在建筑设计中，建筑师对于概念性设计

方案的推进常常是在拓扑思维下引导的。保

罗·拉索（Paul Laseau）在《图解思考—建

筑表现技法》著作中示范了 1个住宅从工程计

划到方案设计的过程 [5]（图 1~4）。图 1 是对

住宅工程计划的抽象。各项功能要求和功能间

的相互关系均在图中标明，并且标出各功能与

其相互关系的等级，主要入口清晰醒目。各“圆

圈”（bubbles）都无方位，因为工程计划并

不包括这些信息。只要功能间的关系不变，圆

圈可以移向不同位置且不会改变图面的基本

信息。图 2表示出场地和气候信息，确定各功

能区的位置和方向，并且考虑了自然光和热、

视野、建筑入口及功能分区。图 3反映出适应

功能要求的空间尺度和形式。在这幅图中考

虑了功能要求和规划网格。图4着手确定结构、

构造和围护物。图纸附有充分而正规的说明，

从此进入了方案设计阶段。

1

2

3

4

1 功能间的基本关系

Ba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functions

2 位置和方向

Position and orientation

3 空间的尺度和形式

Scale and shape of space

4 围合与构筑

Enclosure and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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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景园林设计中，诺曼·K. 布思

（Norman K. Booth）在《风景园林设计要素》

一书中展示类似的设计方法 [6]。从确定场地上

各区域的功能定位出发，理想功能模式图解

（Ideal Functional Diagram）是一个设计的图形

发展的起点，它与场地无直接的关系，不需

要按比例绘制，只是将设计的主要功能与空

间的关系，用圆圈或抽象的图形表示出来；

这些圆圈和抽象符号的安排，是建立功能与

空间的理想关系的手段 [6]（图 5）。设计的下

一步是把所知道的场地资料和情况，在理想

功能模式图解的基础上，用场地相关功能图

解（Site Related Functional Diagram）表示出

来 [6]。场地相关功能图解显示理想功能分析图

所有的信息之外，还应该做到：1）功能区或

空间必须表现精确的场地条件，包括场地周边

界面、通道和环境；2）功能区或空间必须依

据它们近似的大小和尺度来绘制 [6]（图 6）。

诺曼·K. 布思认为，一个理想功能模

式图解必须表达如下内容：1）一个简单的

圆圈（bubble）表示一个主要的功能区或空间；

2）功能区或空间彼此间的距离关系或内在联

系；3）每个功能区或空间的封闭状况（开放

或封闭）；4）障碍物（barrier）或屏障（screen）；

5）进入或来自各种功能区或空间的重要的视

野（significant views）；6）功能区或空间的进

出口；7）注解，即在图上标注各种功能区或

空间和屏障的名称以及其他重要内容；8）图

例，即在理想功能模式图解上标注区域或空

间之间的出入口（access point）、垂直屏障和

视野（view）等符号 [6]。

可见，诺曼·K. 布思的理想功能模式图

解类似于建筑设计中常用表达建筑空间关系

的功能泡泡图或气泡图或圈框图，这是一种表

达建筑空间功能关系的广泛使用的图解方法，

是拓扑空间关系的表达。这种设计方法首先分

析场地现状，然后使用点、线、面等抽象元素，

以拓扑的方式形成理想功能模式图解；接着，

在设计场地完全一致的图形上，转化理想的

功能的拓扑关系，生成场地相关功能图解和

概念草图（Concept Plan）。

2  基于点线面空间体系的拓扑布局法
风景园林设计本质是对空间要素的组合。

因此，如何理解风景园林或景观中存在的要

素，决定了风景园林设计的路径。约瑟夫·S.R. 

沃尔普教授把风景园林的要素分为地形、水

体、植物和构筑物，形成了通过要素组合为

景观空间的教学方法 [1]。阿鲁·玛瑟教授把

景观理解为空间序列、场景（Scene）、表面

（Surface）和材料（Material）等从四维到一

维的层次，发展出以景观体验生成景观形态

语言的教学方法 [2]。他们的教学方法在小场地

的设计训练中是非常有效的。笔者关心的是，

能否找到一种跨域空间尺度领域的更加广泛

的设计训练方式？

诺伯格—舒尔茨撰写的《存在·空

间·建筑》提供了一种对广阔建成和自然

环境的认识体系，描述了从人类认知上的存

在空间（existential space）到生存上的建筑空

间（architectural space）的要素和层级关系[7-9]

（表 1）。诺伯格—舒尔茨是在知觉心理学

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参照拓扑关系，如近

接（Proximity）、分离（Separation）、继续

（Succession）、闭合（Closure、内部—外部）、

连续（Continuity）等关系，总结了存在空间

的要素：中心（Centre）亦即场所（Place，近

接关系）、方向（Direction）亦即路线（Path，

连续关系）、区域（Area）亦即领域（Domain，

闭合关系）[10]（图 7）。存在空间是人对生存

环境认知的心理结构，是比较稳定的知觉图

式（schema）体系，亦即环境的“形象”（image）；

建筑空间是存在空间的具体化 [10]。当环境不

适应人的活动，或者人们需要更加清晰或有

意义的存在，就需要付之于营造，创造“建

筑空间”，因此这里所言的“建筑”并非是“房

5 6

5 理想功能模式图解

Ideal functional diagram

6 场地相关功能图解

Site related functional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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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building），而是“营建”或“营造” [11]，

建筑空间实质是建成环境。

可见，诺伯格—舒尔茨的理论对于风景园

林规划与设计具有整体性和操作性的意义。该

理论描述了“点—线—面”的空间设计格局与

元素；另一方面，“点—线—面”也可以理解

为是对于“点—线—面—体”等形式要素的再

简化，即点、线、面在特定条件或空间尺度中

可以以“体”的方式呈现。在规划与设计之中，

这些抽象的“点—线—面”可以逐步加入具体

的设计功能或要求，演化为“场所与节点、路

线与轴线、领域与地区”等具象的空间类型和

环境要素。在特定的场地上，“景”与构筑物

（点）、道路与视线通廊（线）、活动区域（面）

应该成为风景园林设计的重要内容。

依据结合诺伯格—舒尔茨的存在空间和

建筑空间的理论，借鉴拓扑学把物体简化为

点、线、面的方法，笔者将其整合为风景园

林设计教学中的“拓扑布局法”。在大尺度

的场地总平面图中，某些景点或构筑物可以

简化为点的元素、道路与视线通廊看成线的

元素、活动区域就是面的元素。这些点与线，

还可以在深化设计中即小尺度的场地上，演

变为多维的空间 [12]。此外，面（区域）还可

以借鉴拓扑学中的“四色地图”现象，使用 4

种或以上的同态的空间布置 [3]。

 2015 年秋季学期，笔者主持的风景园林

规划与设计课程的题目是某高校的校园绿地

改造设计，场地面积约9.74hm2。在详细地描述、

分析和评价场地及所在区域的现状环境之后，

学生明确了拟解决的设计问题，形成了设计

概念以及基本的功能分区，然后通过理想功

能模式图解，实现了从设计概念到设计形态

的转换（图 8、9）。与诺曼·K. 布思的理想

功能模式图解相比较，我们教学中的理想功

能模式图解强调了线性要素在场所和区域之

间的连接，这些线性要素最终会转换为场地

的道路网络。

   

3  结论与讨论
上述可见，基于对风景园林要素或空间

的认知，设计师或教师可以发展出相应的基础

表 1  《存在·空间·建筑》的存在空间和建筑空间的要素与层级一览表

Tab. 1 The elements and levels of existential space and architectural space in Existence,

 Space & Architecture by Christian Norberg-Schulz 

存在空间 建筑空间

要素 中心与场所、方向与路线、区域与领域 场所与节点、路线与轴线、领域与地区

层级 地理、景观、城市、住房、用具 景观、城市、住房

7

8

9

7 中心、方向和区域

Centre, direction and area

8 某校园绿地设计理想功能模式图解

The ideal functional diagram of green space for a proposed 

campus

9 某校园绿地设计总平面图

The green space plan for a campus propos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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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方法。本文的拓扑布局法以抽象的“点—

线—面”作为基本元素，研究各功能要素的拓

扑关系，完成功能空间的布局，然后再投影到

具体的场地上，转化为具有真实尺度的景观形

态。这样的方法可以在各种尺度的景观空间

迭代执行，逐步推进各阶段设计方案的发展。

关于园林中的“点”“线”“面”，夏

昌世和莫伯治有过精彩的论述。他们认为，

园林的空间结构是以自然空间为主，需要追

求风景“点”、“面”的造型格局，建筑是

园内景色的“点缀物”，从属于自然空间环境，

园内布景的安排，始终是通过一条“动态”

的游览路线组织的 [13]；这些不同主题内容的

“景”安排在一个园内，是园内风景线的情

节和内容，经过有机的组织、有节奏的安排，

构成风景线的总体 [14]。通常，古代造园常用

的一些景物有水形、水岸、山石、景栽和建

筑等，表达自然界风景的特征 [14]。但是，夏

昌世和莫伯治认为，中国的造园结构是由许

多大小不同的“景”组织起来的，这些“景”

是由各种景物组织成的景物空间，每一景物空

间依托于特定的主题，将主题内容衬托出来，

景物空间渗透着人的“感情移入”，具有诗

情画意的境界 [14]。

依据夏昌世和莫伯治的理论，约瑟夫·S.

R. 沃尔普教授通过地形、水体、植物和构筑

物等景观要素组合为景观空间的教学方法，

可以产生景物空间的设计，但是还没有涉及

景物空间之间的组合布局以及景物空间的文

化主题。笔者提出“风景园林设计拓扑布局法”

尽管试图解决景物空间之间的组合布局的难

题，但是依然没有涉及景物空间的文化主题

的生成。在这个方面，阿鲁·玛瑟教授的“景

观体验法”，能够培育个体的精神体验和便

于图解场地的文脉，在产生小场地的设计方

案的文化主题方面具有潜在的优势。

注释：

图 1~4 来源自参考文献 [5]；图 5、6 来源自参考文献 [6]

第 306 页和第 307 页；图 7 来源自参考文献 [10]；图 8、9

为周诗乐绘制。表 1 根据《存在·空间·建筑》相关内

容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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