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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青年风景园林师
——叶枫

Interview with Young Landscape Architect-Ye feng

【编者按】本期受访的青年风景园林师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体会和感悟，道出青年风景园林师如何带着憧憬和期待，怀揣梦想和

情怀，不断学习与思考，在反反复复的艺术化沟通中，输出理性缜密、个性化及地带性风格独特的风景园林设计作品。这毋庸置疑

对年轻同行有着很好的启发作用！

叶枫，深圳市北林苑景观及建筑规划设计院

有限公司院长、总景园师、高级工程师，深圳

市高层次专业人才（地方级领军人才）。

问：您从 1997 年北京林业大学

园林学院毕业后便来到深圳工作，作

为一名深耕于岭南的“外来”设计师，

能回忆下在学习工作中对您日后设计

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事情吗？

叶：大学毕业后有幸参与了深圳

市两个重大市政公园项目：大梅沙海滨

公园和中心公园。虽然都叫公园，但两

个项目的特点迥然不同。大梅沙海滨公

园地处海滨，是基于原有沙滩木屋度假

区的改造，政府初衷是还沙滩于人民。

中心公园是在原有“800 米绿化带”基

础上改造为市民享用的综合公园。

我当时站在大梅沙公园基址的

沙滩上，脑海中搜遍过往的学习经历，

没有可以对标（借鉴）的案例。思索

这样一个长约 2 km 的沙滩如何处理

沙地与绿地的空间关系？游客怎么进

入并游览？需要哪些功能设施？所幸

跟 随 北 林 苑 与 美 国 SWAGROUP 联

合体团队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学习到了

将大梅沙海滨公园放到更大范围整体

旅游片区的角度来分析其定位、功能、

交通组织等问题，同时通过宏观视角

分析创造了新的项目；中观层面则以

看似简约的空间形态解决了人流、机

动车交通组织以及游览、服务功能；

微观层面通过统一的材料组合形成了

大梅沙特有的设计语汇。这个项目对

于像我一样刚步入社会的年轻设计师

是极大的锻炼，宏观视野、中观解题、

大梅沙海滨公园  （刘必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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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品质的“三观”思想成为我今后对待项目的基本准则。

中心公园起初的建设目标是生态绿地型的综合公园，

满足市民休闲娱乐健身的需求。地形与植物设计是其中

的主要元素，也极其考验设计师的基本功。如何根据二

维平面的等高线的走向和疏密转化为三维场地陡缓起伏

的地形，需要设计师多年的经验积累才能较好地在头脑

中建立直观的联系。植物配置更是涉及空间疏密、品种

搭配、苗木选择、规格控制等因素，无不考验着设计师

的经验与功力。从图纸上大大小小的圆圈组合到施工种

下一株株有生命的植物，形成空间、季相、群体、个体

的优美实景，这一过程值得设计师一辈子的学习。建立

感性的视觉、心理体验与理性的设计数据之间的联系成

为我长期以来观察和学习的习惯，空间、尺度感的把握

也成为我日后在设计工作中的重要考量推敲内容。

问：这些年您关注城市公园、动物园、滨水空间、

道路景观等类型项目的规划设计，也落地了一批具有代

表性的项目（如深圳市莲花山公园、第四届广西（北海）

园林园艺博览园、第六届中国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厦门）

园博园、 第十一届中国（郑州）国际园林博览会园博园、

深圳湾滨海休闲带西段等），能详细举例说明下您在设

计过程中所经历的困惑和突破、机遇和挑战吗？

叶：在实际工作中遇到很多项目并不是以设计师的主

导价值为中心，设计阶段需要与甲方业主单位不断磨合沟

通甚至博弈，在某种程度上设计可以说是妥协的艺术。

例如第四届广西（北海）园林园艺博览园项目我们

的中标方案在深化过程中就与甲方产生了较大的认识差

异，涉及总体布局颠覆性的调整，曾经一度僵持不下。

方案经过多轮打磨，最终较好平衡了设计师的坚持与甲

方的诉求，圆满落地实施。设计师可能会经历一轮轮的

方案修改，最终却还是无法通过的迷茫困惑。培养“甲

方思维”是设计师需要学习的一课，也是“破局”的重

要手段。解决甲方的需求在设计的逻辑推导中是必不可

少的重要环节，这其中还分为表面与深层表达不明的诉

求。只有通过长期的训练，设计师才能具有更敏锐的洞

察力与感知力，直接或间接获得多层面的有价值信息，

顺利地与甲方沟通汇报。

市政项目有一类“重大工程”是给设计师带来巨大

压力和挑战的，莲花山公园的深圳特区建立三十周年纪

念园便是典型的一例。这类工程备受关注，方案决策也

需格外谨慎。三十周年纪念园是莲花山公园的“园中园”，

如何将严肃的政治性题材与公园轻松活泼的休闲氛围完

美结合是项目的关键。经过前期研判，定下 3 个设计原则：

1）保留场地原有的市民休闲游赏的草坪空间功能属性；

2）摒弃传统主景突出式的庄重肃穆纪念性空间布局，

要与公园相融合；3）纪念题材选择聚焦“特区人”。

而在后续方案深化时，又加入了 3 段浮雕墙、3 首特区

之歌、30 棵榕树等象征元素加强“故事性”，并与艺术

家合作，更好地表达出作品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因此，

如何巧妙地讲好政治题材的故事并以恰当的设计语言表

现是这类项目的突破点。

问：您曾总结自己设计思想发展历程说“以前做设

计单纯喜欢追求形式感的东西，后来逐渐意识到设计体

现的是一种思想，是基于知识架构体系的设计逻辑呈现，

各种人与物的需求汇集到设计师的思考中，然后又通过

多维度的构建，将方案传递出去”，是怎样的契机或因

素让您逐步转变了设计思想？

叶 : 上大学时设计课老师会经常问我们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这么做？”这个看似灵魂拷问的问题对于当

时还没怎么摸到设计大门的学生而言还是很难解答或者

是不以为意的。参加工作后常常为如何画出一张“酷炫”

的平面图而苦恼，“圆的还是方的？构图太传统，加几

条大斜线吧，酷一点”……但后来发现不管什么形式的

构图，总会容易被“毙掉”。在一次内部评审会上，院

领导说“要为你的设计找魂。”的确，设计作品不是冷

冰冰的图纸，它是有思想有“灵魂”的，这种思想、灵

魂正是设计师所赋予的。随着设计师的成长，其知识架

构体系就像一棵生长的“知识之树”，这棵“大树”越

枝叶繁茂就越容易吸取更多外来的“养分”，最终形成

设计师个人成熟的理论知识体系，从而输出理性缜密且

带有个人风格的作品，也不容易被外来力量“推翻”。

问：您曾说，二十多年的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实践让

您更寻求一种直觉与理性平衡的工作方法，这是怎样的

一种工作方法？

叶：上大学时常会听到老师同学谈论某某学生做设

深圳市莲花山公园（罗小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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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中国（郑州）国际园林博览会园博园设计（章锡龙）

计有“灵气”，我想这种灵气来自于个人的领悟力与想

象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但风景园林设计是一门

艺术与技术结合的学科，科学与艺术交融是这门多学科

交叉的综合学科的魅力所在。风景园林从传统造园发展

演变为现代多专业融合的规划设计行业，其专业内涵随

着城乡环境、土地问题的出现在不断地丰富与拓展。风

景园林师在面对各种尺度的项目时需要具备生物学、建

筑学、工程学、美学等专业知识以及文学修养。艺术

性的立意和美学表现与科学技术的分析推导缺一不可。

“灵光乍现”的直觉思维需要科学理性的逻辑推演作

为技术支撑，同时设计思考又需要直觉思维为作品插

上想象的翅膀。通常我会以问题为导向进行设计逻辑

推导，综合分析研判项目的需求与挖掘潜在价值，原

则是如何简洁有效地解决项目存在的问题，通过对项

目的理解、分析、评估、判断，精准地定义各方需求，

以清晰正确的逻辑关系来制定整体设计策略，并根据

场地特质与地域文化对设计元素适当加以艺术化表达。

设计创意看似源于灵感迸发、妙手偶得，实际是形象

思维与逻辑推导的结合。绘画创作讲求“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风景园林设计也是如此。“造化”虽原

指自然，但顺应现代设计发展还可包含跨专业、跨领

域的知识融合，通过设计师内心的情思与构设转化为

“师法自然”的艺术美，从而升华为情景交融、触景

生情的心灵共鸣，传达“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境。

项目的闪光点是创造性，来源于设计师的经验、阅历

等综合素养。与文学、艺术创作不同，工程设计的直

觉抽象思维转化成感性形象思维需要建立在理性分析

基础之上，美丽的“艺术之花”一定是依托根深叶茂的“知

识之树”才会绚烂绽放。

问：作为一名长期扎根于岭南地区的风景园林设计

师，您觉得您的设计思想和作品与其他地域的设计师有

何异同？

叶：我认为设计有地域之分，设计师没有。成熟的

设计师不论在哪做设计，都会寻找适合当地的设计“方

言”。这些年参与的设计项目分布全国很多省市，其实

应对的设计方法和思维都是相通的，区别是根据项目特

点的在地性思考。岭南地区多丘陵，气候湿热，滨水区

域众多，地域条件使得长期扎根于此的设计师需要考虑

气候适应性的问题，岭南园林和建筑设计就是很好的

例子。而到了北方平原地区，不但地域气候条件发生

变化，环境空间尺度也有较大不同。曾经在山东日照

做过一个奥林匹克水上公园项目，除了要考虑北方滨

海区域的气候特点和植被不同，更主要是重新建立空

间尺度概念，这与在深圳这样的高密度建成区里做设

计完全不同。南北方设计的差异来自于“在地性”，

但学科和设计的宗旨未变，即以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为

手段，满足人们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对自然环境日益增

长的综合需求，最大限度发挥风景园林的环境效益、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问：您理想中的好设计是什么样的？能否进一步

阐述推动您不断探索景观之路的精神动力和奋斗理想

是什么？

叶：好设计因项目类型不同很难一概而论，有时我

们在项目会上开玩笑说项目要“领导满意、专家满意、

百姓满意”。这 3 个“满意”折射出设计的多面性：设

计是与时俱进的社会产物，既要符合时代精神和审美，

又要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需求，甚至改变大众的生活方

式。这种多面性并不意味着设计的杂乱与堆砌，相反，

优秀的设计能在统一、纯粹的秩序和语汇框架下呈现局

部的丰富变化。此外，自然之美是风景园林行业万变不

离其宗的本质。

好设计小则能为一个住区居民提供优美舒适的生活

环境，大则能改变一个区域甚至城市。当设计师看到自

己的作品造福百姓和社会，还有自然环境中的各种生物，

这种成就感便是激发每一位有责任感的设计师为之奋斗

的不竭动力。

深圳湾滨海休闲带（北林苑摄影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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