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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代园林景观和建筑成为城市化建设的关键任务，通

过一直以来的实践经验也可以认识到两者关系，主要表现

在时空体验方面，即建设景观与建筑内外交互的空间。无

论是时空体验的理论还是景观与建筑交互实践，必须掌握

切实可行的方法，优化景观建筑空间。在时空体验基础上，

景观与建筑之间的交互，需要在实践中创建交互空间，换

言之，时空拉伸和时空压缩角度，都是探索景观与建筑内

外交互的基础与着手点，为总结时空建构方法提供参考。

鉴于此，下面在时空体验基础上，对实际建设期间的景观

与建筑内外交互方式展开分析。

1、景观与建筑交互形式

现代城市景观设计与建设领域，理论研究中景观和建筑

之间的交互关系一直是关注的重点。处于后现代时代，“景观”

不只是作为一种建筑概念，更是被当作文化概念，使得景观

形式更加多样。现代化城市建设深入实施的进程中，更应该

关注建筑、景观之间的关系，通过剖析内外交互关系，在空

间塑造方面紧密联系起来，丰富景观与建筑设计内涵 [1]。

景观与建筑的内外交互关系，总结为三种：第一种是

延展与解蔽在景观与建筑的内外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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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空间和过渡空间，该形式需要保证建筑要同时关注内、

外空间，灰空间的作用是缓解空间分离导致的情感疏离，

将所有元素在空间塑造中融合起来。第二种是复合公共空

间，常见的有中庭、屋顶平台等。第三种是复合界面，一

般是在建筑外围的空间跨度界面、过渡空间中存在。围绕

不同的内外交互空间关系，为景观和建筑空间塑造夯实理

论基础 [2]。

2、时空体验与建构方式

在心理时空观基础上，景观和建筑内外交互逐渐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基本时空模式，分别是时空拉伸模式、时空

压缩模式。基于时空拉伸视角，因为空间组织各个环节联

系密切，而且保持分隔沟通的状态，位于空间中的游客会

产生动态叠加形式的感知，内心体验时间也会因此而延展，

体现出可推导性的特征。时空压缩角度，因为界面材料、

建构方法解蔽特性，所以游客会在一瞬间产生交叠印象，

即所谓的“瞬时生成性”[3]。由于时空压缩构件并置型认知

界面，对于游客完型思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引导。利用扩

增建筑、景观之间交接所具备的“厚性”，则有助于完善

游客“观”“想”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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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拉伸即为延展，在现代艺术环境下，古典建筑空

间所在的特有中心性、封闭性基础上做出了一些创新，重

点表现出人、空间的动态联系。引入到我国之后，基于传

统文化的古典园林建筑，本身和园林就有非常高的统一性，

而且也建筑、园林也紧密融合，极大地丰富了空间层次，

也使空间层次与深度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即相互分隔又互

相连通。在城市园林景观建筑中，因为可用空间比较有限，

加上空间具有连续性、渗透性，所以可以作为延展，为游

客提供更为丰富的体验 [4]。

例如可以通过空间要素穿插组合这一方法，塑造流动

性空间，比较典型的案例包括日本东京都的现代美术馆。

该建筑的庭院设计为半围合形式，设计时采用水、石、步

道这些元素，增加建筑和外部空间连接的丰富性。美术馆

内部空间的中庭、柱廊等部分，专门在设计缓冲空间，使

内部空间层次更加丰富。除了要素组合穿插的方法外，景

观要素之间的内外关系，可以进行过渡，比如可以使用玻

璃一类的轻型材料，在建筑设计时打造界面阶梯形式的过

渡，在屋顶、中庭等空间设计绿植空间，将外部空间的元

素进行合理延伸。建筑内外空间多层次界面的设计，还可

以采取孔洞这一元素，加强空间之间的沟通，以嵌套空间

的形式实现内外交互 [5]。

时空压缩即为解蔽，对比时空拉伸两者的明显差别在

于，时空压缩建构主要是采用无遮蔽、透明状态，环境存

在的所有元素，都可以聚集至界面中。好比美国艺术家拉

兹洛·莫霍利·纳吉（Laszlo Moholy Nag）在其《运动

与视知觉》这一著作中，专门提到了“透明性”这一概念，

要在空间、时间这两种元素基础上，使原本无意义单一性

转换为有意义复杂性，从而了解到物体中涵盖的没有被注

意到的结构特点。艺术设计方面拉兹洛提出了玻璃体“光

调节”装置，在常规装置中增加了折射、反射、透射的功能，

真正达成“像”“物”之间的相互转化。

基于影像投射、远程在场理论，如果不同类别的空间

图像、信息相互叠合，经过层叠处理的物象，通过各自关

系可以证明其存在性。在此条件下的“透明性”可以表示

空间与身体在发展进程中延伸而来的新关系，可以直接创

新观看与体验方法。如果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艺术理念角

度进行分析，可以用传统的长卷和全景图作为类比，在主

体融入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到元素的重叠、交杂，将原本

单向客观时间、三维空间模糊处理。游客处于空间漫游状态，

基于瞬间信息具有的偶发性和易逝性基础上，可以产生连

锁经验，而这种连锁经验更是会超过预设有序视界 [6]。

现代园林景观建筑的设计时，玻璃和镜面这种材料具

有光学介质作用，除了这种方式之外还可以采用多元化空

间结构组织形式，产生丰富、层次性的时空体验。例如哈

维提出的“时空压缩”理念，更是站在批判性视角，在空

间信息是否对日常生活带来负面影响这一方面引发人们的

深思。但是必须认识到的是，平面化表象涉及到的三维意

义是真实存在的，可以更加真实地体会到园林景观设计元

素的丰富性与完整性。基于解蔽式基础上的时空建构，差

异性元素全部集中在浅空间界面，利用空间建构控制界面、

视野引导、压缩维度，采取复制和扩展的方法凸显内外空

间交接的“厚性”。

3、景观与建筑的内外交互建议

3.1 优化景观和建筑交互功能

解蔽代表开放性与显示性，延展则注重转变、引导。

立足于时空体验的视角，不同组织方式也会带来相应的感

受与视觉体验 [7]。景观和建筑内外交互设计时，设计人员

负责控制内外关系先导性，在现代景观设计领域也逐渐展

现出主动性。例如在外部景观设计中，很多现有的建筑作

品都是采用内外交互设计，为了表现出透明建筑的特色，

一般会在场地设计时应用现有景观元素，在创造景观这一

方面，表现出建筑内外精细比例、清晰的空间节奏，为游

客创造观看、体验的最佳场所。

空间建构中的景观场地如果为下凹式，那么在处理时

可以立足于植物疏密度、敞开处理与围合关系的角度，即

便游客在任何位置都可以与建筑融为一体，获得新鲜的体

验。例如很多景观建筑会采用透明玻璃、磨砂玻璃，利用

景观映射的方式了解图像的变化。白天遵循由内向外的顺

序，获取外部空间景色，园林景观中的树林绿地图像、建

筑内部空间环境。待进入到夜晚后，可以从内部向外观察

周围环境，但是光量可能会有差别，导致内部环境在叠加

之后形成反射，如果是由外向内观看，便可以清晰地感受

到建筑光盒情况 [8]。

由此可见，景观空间建构是丰富观赏体验的重要方法，

因为外部环境和建筑内部空间相互融合、叠加，景观也融

入到了建筑中，游客在形成叠加物象感知之后，也会体会

到流变解蔽式的时空体验。

3.2 采集空间结构信息

基于时空体验的景观与建筑的内外交互设计，可以选

择不同的时间点获取建构空间信息。设计阶段采集重要标

志物、学校、河道以及断层线等信息层次，调整尺度、旋

转角度后，可以通过叠加、重组等手段进行组合。例如内

部展览空间的景观要素体量可以进行创新，联系庭院、人

行桥以及园林建筑等紧密联系起来，突破建筑、景观之间

的限制，了解到各层信息平等联系，所以景观与建筑交互

关系也会在设计过程中而存在 [9]。设计时可能会在场地格

网的各个位置种植植物，按照人口数量、水体与庭院等元素，

渗入到建筑形体中，也因此时空关系不断延展，交错体块

在内外关系交融之后也有了更为丰富的空间。景观结构经

过穿插、交错之后，从而形成持续性的流动，各个景观要

素交接位置的信息更加丰富，体验空间也得到时空拉伸、

延展。

3.3 合理选择建筑结构材质

建筑和外部城市环境联系十分密切，一方面要隔离建

筑本体，另一方面还需要与城市环境相结合。设计人员采

用各种材质墙体，展开组织性设计，而不是简单的使用挡

土墙，对内外关系、高差关系做出处理。比如可以使用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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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材质的铜板墙体，搭配铜板墙、厚重感较强的石墙。

这种半透明双面打孔铜板墙体中的各个墙面，均被提前打

孔，外墙面利用打孔便会形成相互呼应的图案。通过半透

明墙体，重组内外景象，在内外观察中产生层次性的体验，

也可以在内外空间基础上进行解蔽 [10]。设计环节这种半透

明界面，使建筑本身和外部城市环境紧密联系起来，而且

彼此处于交叠状态，相互融合，同时采用其他材质墙体重组，

实现了建筑行进空间时空体验拉伸。一般来说延展状态、

解蔽状态相互依赖，被认知和体验过程中会舍弃稳定结构

状态，经过层叠处理的信息，会在相互关系确定的进程中

实现自我建构、转换。

3.4 金属支架与植物景观融合

现代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中有时会采用金属支架，并且

与植物景观融合，创建具有立体性特征的公园。很多情况

下社区空间的设计也会使用钢构架，搭建多层次的空间组

合，这样一来既可以拓宽社区居民的活动空间，还可以发

挥结构框架优势，包裹不同的藤本植物，利用植物穿插与

攀爬，使游客感受界面更加合理的重构，这对于游客行进

路径起到了引导性作用，还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城市中

季节变化。设计初期通过钢架、镂空钢板，本质上可以从内、

外展示透明与解蔽这两种状态，植物在不断生长进程中钢

索和框架会对其攀爬形成引导，从而将各个空间形式串联

起来，搭建内外绿墙延展形式的结构体系 [11]。除此之外，

设计过程中空间结构需要重点表现出开放性，取消内外环

境之间的界限。关于时空关系的设计，除了可以从横向层

次上加以展现外，还需拓宽到垂直层面，通过座椅、露台

等空间的穿插式设计，可以在创建空间中营造不确定状态，

这是表现延展性体验的有效方法。游客则更加直观地体现

出各个空间所具有的层次感，对内部时空进行拉伸处理。

设计人员针对自由界面的状态和基本形式展开创新，可以

将压缩、拉伸两种形式加以混合，游客所获得的体验将更

具复杂性。

4、今后景观与建筑的内外交互发展应注意问题

在今后空间创造与设计领域，为了体现出和谐性与合

理性，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且多元化的时空体验，内外交

互设计务必要体现出“厚性”这一特征。基于理论研究与

实践，在延展和解蔽基础上，探索内外交互建构方式是今

后该领域研究的重点。时空拉伸可以弱化边界清晰性，从

而塑造反思与体会的空间环境。在设计时一般会应用半界

定分割的方法，通过内外渗透与连接进行过渡，将植物、

建筑界面的相互组合，并要注意模糊内外衔接的边界，以

此来构建复合空间。另外，今后在景观与建筑内外交互这

一领域，还会更加关注孔洞式设计的广泛应用。该方式是

通过均质开放性空间风格设计，将内外空间关系进行模糊

处理，在建筑中进行架空式设计，所有景观元素均可以通

过延伸的方式与建筑相融合。景观拉升之后，游客所获得

的体验时间不断拓展，而体验特征方面也逐渐具备了可推

导向的特征。

时空压缩这一层面，感知界面在内外交互设计中会处于

解蔽、透明的状态，利用特定光学介质可以通过界面的时空

压缩单向空间信息投射，让游客在一瞬间形成感知，并界面

联系内外空间，通过各个界面关系的连接，采集景观与建筑

内外部信息。如果焦点界面存在相互映射的关系，也可以持

续性的重构，将空间元素进行拼贴式处理，集中压缩于同一

个界面。这样一来便可以产生可以满足游客视觉体验需求的

交互式界面。景观与建筑的内外交互设计工作中，基于时空

延展和解蔽。这一角度能够进一步达到相互依赖和转换的效

果，具体在设计时可以采用植物大川，他是设计着重表现出

见面，多元化与可变性与各个类型的空间，组织相融合，使

空间交互形式更加多样化，而且能够营造相对自由的状态，

景观和建筑交互设计还可以利用特殊方式，尽可能地消除边

界，按照空间设计需求，尊重景观与建筑内外交互存在的不

确定性特征，并对景观元素空间结构等进行重构，便可以达

到理想的内外交互设计效果。

结语：

综上所述，时空体验基础上的景观与建筑设计，必须

关注两者之间内外交互关系的总结，而且在设计实践过程

中，还需要采取多元方法，重点突出景观和建筑内外互动

特性，为游客营造多层次空间，感受到景观建筑艺术性、

美观性，深入地理解的景观建筑融入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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