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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景观意象是研究城市独特性的重要内容，而知觉感知是对景观实体各方面感觉特性整体、综合的反应，是

景观体验时最初的直观感受，对意象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从景观实体与知觉意象，空间知觉与身体意象，知觉

意象与感官组织三个方面，深入剖析景观体验过程中知觉感知对意象形成的影响，从知觉感知的层面挖掘提升城

市意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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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在全球化、城市化的快速建设背景及经济

利益的驱动下，景观流水线式的生产使得千城一面、

千景一面。景观环境的简化与单一化，让其无法吸引

视觉、听觉、嗅觉等的注意，更难引发人们情感上的

满足与兴奋，景观既丢失了它的叙事性(信息成分)，

也丢失了诗意的体验(丰富的表达)。维尔纳ꞏ努尔

(Werner Nohl)曾指出，由于景观结构在连接人的感性

需求方面的弱化，使得现在人们看到的景观在感知领

域是单一的、被干扰的，并且缩小了我们的景观感知

领域。而这一弱化很可能使人的感知能力变得粗糙、

贫瘠、失衡、异化[1]。景观环境的生动印象总是更多

的与可感知的景观体验关联。凯文· 林奇(Kevin Lynch)

将人感知到的景观称为景观意象，景观意象是研究人

景关系的桥梁，人与景的意象性关联，可使其成为一

个动态流畅的连续统一体，而不是景观与体验者各自

为政，没有联系与交流的状态。 

景观意象的产生依赖于知觉生成的两种不同形式

的信息，即景观环境信息和观赏者自身的经验。环境

信息主要通过五种知觉系统来获得，其包含的过程是：

知觉系统从景观环境中获取信息，并从中抽取广泛的

景观特征，知觉对象的前后关系和背景参与形成景观

认知的意象。而景观意象的意蕴获得是人们在此基础

上，调用整体的、具有代表性的、已经存在的感觉，

而不是通过精心和有意识的观察而获得。莫里斯·梅

洛·庞蒂曾写道：“我创造了一个探索个体去研究事物

和世界，它具有如此的知觉性，以至于把我带入最深

刻的自我，随即带入空间的特质，从空间到客体，从

客体到所有事物的边界，也就是说，一个早已存在的

世界。”[2]知觉是对客观世界综合概括的呈现，它是个

体对客观世界的最初解读，是最初始的认知，为更高

级的认知提供原材料。景观意象的形成需要多重感官

的知觉体验，使体验者整个身心处于一种敏感的接受

状态，获取广泛的环境信息和景观特征。在意象的知

觉感知过程中，景观实体与知觉意象、空间知觉与身

体意象、知觉意象与感官组织均与景观体验过程中意

象的形成有重要关联，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深入探

讨在景观体验过程中知觉感知如何影响意象的形成。 

 

一、景观实体与知觉意象 

 

让·保罗·萨特指出：“艺术的体验性现实始终是

一个想象力的现实，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一个由体验

者所进行的再创造。”①[3]生活现实总是把观察、记忆

和幻想融合成一种生存体验。这种“杂质”型的体验，

超越客观与科学的描述，只有通过诗意的召唤才能靠

近它[4](288)。这是人类意识中先天的、结构性的模糊。

比如弗兰克·劳埃德·赖特、阿尔瓦·阿尔托、路易

斯康、彼得·卒姆托等许多优秀的建筑与景观设计师

的作 品，他们的多感官设计将我们拉进空间，强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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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自己、对真实感的体验，让我们在复杂而神秘

的感知世界扎根，通过一种张力，使物质与心理意象     

相连。 

(一) 实体的存在与意象现实 

张祥龙对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曾这样评价：“胡塞

尔现象学认为意识是由某种原因产生的意向性行为，

并根据知觉信息等，营构出观念、意义与意向对象，

这同意象的产生有异曲同工之妙。”[5]叶朗曾指出，意

象是由意向性行为产生的，在意向性行为的基础上，

不仅使“象”呈现，同时意蕴也伴随意向性行为产生，

在意向性行为的过程中，实现了个体与客观世界的沟

通与交流[6]。因此，意象不是客观世界给予体验者的

现成内容，而是由体验者创构而成的，意象显现的过

程包含了一个完整的意象发生机制。它的大体结构是

意识及无意识不断被知觉信息所激活，从而向大脑投

射创构的意象。这个意象超出了意识所加工的知觉信

息，包含了主体的观念、情感、思考等。 

景观的物质实体是引发体验者意象世界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借助想象实现虚拟与现实之间的交流与

动态平衡。景观设计师通过对物质实体的组织与体验

者产生交流，从而引发不同的理解与感受。曾任教 AA

建筑学院的朱利安·卢夫勒认为，人们建造物体来限

定空间与标注方位是因为它们的稳定性，因此只要它

们不被损毁，人们随时都可以感知到它们的存在，而

在这些被建的物体中，如果大小合适，人们就可以居

住、交易、办公等，随之它们就被投射上了家、办公

场所等便于识别的意义[7](87−89)。社会心理学家赫伯

特·马尔库塞也认为，环境氛围和我们的幻想是深有

联系的，而现代城市风情和民居环境，往往都缺乏感

性的氛围。他还发人深省地指出，因为我们的现代化

环境不再刺激和支持情色幻想，这导致了惊人的性暴

力事件的增长以及扭曲的性行为的出现。景观作品的

想象是设计师通过物质形态的暗示或引导，向体验者

呈现的一个隐藏的意象世界，这也是景观意蕴的重要

部分。 

(二) 直觉把握与瞬时意象 

在景观体验的过程中，首先由空间情境形成一种

整体的心物场，它往往先于其他感官，以最直接迅速

的知觉刺激，使体验者迅速获得对景观整体氛围的印

象。例如当人进入凡尔赛花园，首先感知到的是一种

规模宏大的秩序感，这种感觉是在还没有进一步游览

时就已经产生的，它先于形态、颜色、质感等其他感

官因素，是对整体氛围的瞬间把握。因此，整体氛围

的塑造对景观体验有重要影响，它是体验者在与景观

接触后，其感官尚未积极投入时，对景观整体的直接

印象。然而，这种体验也不只是被动接受。贡布里希

认为看见不是被动的过程，也不是视觉上的简单成像。

因此，这种氛围体验也包括了个体在与环境接触的瞬

间进行的主动创造。 

继体验者对景观情调、气氛的直觉体验之后，会

随之形成体验者瞬间的印象与感受。印象是“视觉后”

的东西，这种“视觉后”的印象式意象，具有极强的

表现性，留在体验者脑海中的痕迹也是很深刻的。如：

杰里科设计的肯尼迪总统纪念公园，入口部分是一片

林荫道，神秘、质朴的氛围，首先会使体验者形成一

个对该区域景观的整体把握。在这之后，蜿蜒曲折的

花岗岩石块路厚重的脚感、厚重的小门开启的嘎吱声、

林荫路上微风吹过地上变化的斑驳树影等。设计师通

过对体验者瞬时意象的设计，实现了“推开质朴的小

门通往神圣之地，需要经过泥泞与艰险，虽然路途曲

折艰辛，但千百万民众与肯尼迪一起努力，坚定信念

不畏艰险”的隐喻的表达。这种瞬时印象的表现性除

了与直接观察有关，同时也来自直觉的变格——幻觉

与错觉。幻觉与错觉的表现同样能起到强化感受的效

果。如：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 在凡尔

赛花园中设计了一个巨大的从天而降的大瀑布。当体

验者在某一瞬间，从凡尔赛宫正面台阶上观看时(见图

1(a))，由于奔流而下的水柱挡住了背后黄色钢梁建成

的塔架(见图 1(b))，这条瀑布仿佛直接从高空泻入水

面，人根本看不清瀑布的来源。这时，这种瞬间直觉

产生的瞬间幻觉意象，仿佛将体验者拉进一个超现实

的幻境中，使本已宏伟、壮观的凡尔赛花园，更增添

了一份震撼和梦幻。这种瞬间奇异的意象是由于瞬间

错觉造成的变异，这种瞬间错觉可以改变或增添景观

的氛围，从而使体验者处于兴奋中，使意象更为奇异

鲜活。 

(三) 潜意识影响与周边知觉 

狄克斯特霍伊斯(A Dijksterhuis)认为：“人类有两 

 

 

           (a)                   (b) 

图 1  幻觉与错觉——凡尔赛瀑布 

图片来源：https://olafureliasson.net/archive/artwork/ 

WEK110140/waterfall#slide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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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思维模式——意识思维和潜意识思维，它们分别具

有不同的特征。意识思维是指个体在思考时，注意集

中于目标或任务时所发生的与目标或任务相关的认知

或情感思维过程，而潜意识思维则是指当注意指向其

他无关事物时所发生的与目标或任务相关的认知或情

感思维过程。”[8](95−109)由此可以看出，意识的思维方

式倾向于聚合而潜意识思维方式更倾向于发散。帕拉

斯玛认为：“被知觉系统全方位包围和瞬时的氛围感知

是一种特定的感知方式，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无意识的、

分散的周边感知。”②[4](248)S.E.拉斯姆森认为：“对我们

大家来说，只要有一个极微弱的视觉印象就可以认为

已经看到了一件事情，一个微小的细节也就足够了。”
[9](25)因此，我们对感知碎片世界的印象，是通过感官

的不间断的、活跃的信息扫描，通过意象、记忆等利

用感知的创造性融合进行的结合。胡塞尔认为：“潜

意识是一种完全不被直观却仍被意识的连续性，流逝

的连续性，一种‘滞留’的连续统，在另一个方向上，

则是一种‘前摄’的连续统。”[10](194)可见潜意识不是

无迹可寻的模糊意识，而是具有内时间意识的结构
[10](194)。潜意识的周边知觉把尖锐和零散的视网膜图像

转变成非格式塔的呈现式和触觉式的体验，它们构成

了我们完整的生存与可塑的体验以及连续感。 

潜意识的影响在极简景观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罗

伯特·莫里斯明确指出了现代艺术与极少主义艺术价

值与欣赏方式的区别：“现代艺术的意义和价值严格的

位于作品的内部，而极少主义艺术的价值产生于对一

个一定情境中的对象的体验，在这个情境中，体验者

是其中的一部分。”[11]莫里斯认为极少主义最大的特

点是体验者在观赏作品时建立了体验者与作品间的互

动关系。弗雷德将这种互动归因于设计师场面调度的

结果，这种方式将体验者的多种知觉系统激活。因此，

情境空间产生于作品与观者之间的变量关系，是观者

与作品之间建立的知觉互动，是一种时刻变化的知觉

体验，不可预知又变化无穷。在极少主义作品中每一

个元素、每一个部分都是为情境而生，为引发体验者

的知觉而存在，因此，只有体验者在场的情况下，每

个作品才是完整的。这种体验在时间中持续，在过程

中绵延。这种体验也是索拉·莫拉所说的分散点位体

验，“如今的艺术领域是可以从产生于分散点位、多样

化且异质的体验中进行理解的，因此我们对美学的接

近是源自一种弱质的、断断续续的、边缘方式的，并

拒绝每一次可能最终明确的转化为一种中心体验的转

变的可能性”[12]。以枡野俊明设计的金属材料技术研

究所“风磨白练的庭”为例，金属材料研究是一个精

密而孤独的工作，设计师在设计的过程中，希望将工

作人员的心理状态融入其中，给研究者们创造一个可

以静心的场所。枡野俊明通过石组、点缀的草地以及

喷雾效果，营造了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办公庭园空间，

庭园中充满了突破自身的紧张感与寂静，见图 2。在

这样一种庭园氛围中，工作人员留意到平时没有注意

的风声、雾气、石头(见图 3)，并从中解读出勇往直前、

奋发图强的精神，这时可以在无限的自然空间中感受

真正的自我。 

 

 

图 2  风磨白练的庭鸟瞰 

图片来源：枡野俊明. 日本造园心得[M]. 康恒，译. 北京：中国建筑

工业出版社, 2014：338 

 

 

图 3  风磨白练的庭局部 

图片来源：枡野俊明．日本景观设计师枡野俊明 图集[M]．章俊华，

编著.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81 

 

(四) 景观体验与意象图式 

景观的知觉体验都是在意象图式的配合下完成

的，意象图式就如同人体内部的一个巨大的资料库，

这些资料渗透在个体的知觉体验中，有时甚至取代了

实际的知觉。S.E.拉斯姆森在《建筑体验》中举了一

个例子，可以清楚地表明图式在景观体验中的作用，

“一位游览奴尔德林根的旅行者一看见教堂尖塔就立

刻意识到这是一座教堂。我们把教堂看作特殊的类型，

像字母表中的字母一样是一个很容易识别的记        

号”[9](30−32)。在这个例子中，旅行者意识到体验的建

筑是教堂，这就是知觉瞬间产生的预设图式，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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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者想进一步观察，缘于对教堂的期待；发现这座

塔比印象中的塔高一点，需要修改体验者原初的印象。

这一过程就是图式的修正与更新，见图 5。这个例子

很好地证明了图式对感性知觉意象有强大的作用力，

甚至是后者得以存在的基础。就如波普尔在探照灯理

论中指出的那样，人们观察之前总是带有预期和假设，

然后通过观察来检验假设是否正确，所以不受知识控

制的经验是不存在的。在景观体验中我们可以这样理

解这一理论：个体所感知到并形成意象的景观，往往

是内部图式挑选的结果。因此，如果景观设计师可以

不断创造出新的图式，就可以潜移默化地改变主体的

投射习惯，就像 19 世纪末印象派画家宣称他们只画自

己“看到”的情景一样。最初公众没有接受过根据现

实世界去解释这些画面图式的训练，因而无法接受， 

 

 

图 4  预设图式 

图片来源：S.E.拉斯姆森. 建筑体验[M]. 刘亚芬, 译. 北京: 知识产

权出版社, 2003: 32 

 

 

图 5  图式修正与更新 

图片来源：S.E.拉斯姆森. 建筑体验[M]. 刘亚芬, 译. 北京: 知识产

权出版社, 2003: 32 

而当人们逐渐学会解读这种“密码”后，“他们走向田

野和树林，或者从窗口向巴黎的林荫路眺望，使他们

高兴的是，他们发现可见世界毕竟能被看作这样一些

鲜明的色块和色点”。由此，大自然模仿艺术成为一种

新的美学观念。艺术作品教会了人们以特定的眼光投

射世界[13](110)。 

 

二、空间知觉与身体意象 

 

帕拉斯玛在《肌肤之目——感官与建筑》中写道：

“我在城市中体验到自身，而城市通过我具体的体验

而存在。城市和我的身体互为界定与补充。我栖居在

城市里，城市同样存在于我的心中。”③[14](70)现象学学

者如胡塞尔和梅洛·庞蒂重新将身体放在一个重要的

地位进行研究。胡塞尔认为，身体是一个生命体，会

产生由内而外的景观体验，而不仅仅是与自然界接触

的物质躯体，身体是一个媒介，包含了多种情感载体，

同时也包含了本能的冲动和反应。在这种思考下，我

们通过身体感知、行动，就不仅仅是笛卡尔所说的仅

通过意识存在，而是以身体为中心的知觉体验。身体

意象最初出现在心理分析思想中，个体在空间中的活

动与居住体验与身体意象的形式有关。个体的身体意

象会随着开展的活动不同而产生无意识的变化。肯

特·C.布鲁姆认为，我们对身体意象了解得越多，就

越能对环境进行感知与理解。 

(一) 内外空间与身体边界 

身体意象的基本构成是，个体会无意识地认为自

己在一个三维的边界范围内。这个边界就像一层保护

膜，将身体包裹在内，与外界分离。同时，这个边界

也十分不稳定，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外部环境和个

体自身都可能因为个体活动的不同而改变这个意象边

界。霍尔曾写过：“我们身体占据的地方，尤其是饱含

记忆和梦想的地方，变成一种内部——一个被称作这

里的由人占据和呼吸的地方……我们占据着这个空

间，无形的围墙象征性地把我们与外界隔开。”[15](18)

约翰逊也曾写道：“‘里面’是指一个物理位置与它外

面的另一个物理位置被有形或无形地隔开，里面或外

面导致不同的空间感受，通过内外对比，使人们对世

界产生不同的心理取向，因此，人们利用对内外在空

间和感受上的差别，形成对世界的理解，并因此付出

行动。”④[15](19) 

谢尔德在身体意象理论中提出身体意象可以拓展

到身体边界以外的空间和物体中，这种拓展稳固的程

度依赖于空间和物体与身体关联的紧密程度。凯伦·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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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弗兰克指出：“一旦认识到身体对周围事物是完全开

放的，我们便能够开始看到身体的不断变化和它始终

的潜力，我们也会开始看到环境和物体是如何影响身

体的需求，是如何完善和延伸身体的。”[15](68)西摩·费

希尔在心理边界力量的研究中提到了边界具有屏障或

者穿透的特征。扬·盖尔在《交往与空间》中提出，

人在景观空间中体验时，更喜欢有依靠感的边缘地带，

边缘地带在一定程度上给人提供了安全感与依赖感。

用身体意象理论来解释就是，人们喜欢在空间的边界

停留，是因为空间的边缘被人的身体纳入身体的边缘，

这种边界可以给身体以支持与保护。所以，人们会很

自然地选择有依靠的地方。因此，边界与身体存在对

立与包容两种关系。身体边界与环境到底处于哪种关

系取决于主体的活动与认定。如：我们逐渐接近一面

墙，这时会觉得身体收缩；而如果我们由狭窄空间进

入开阔空间时，我们的身体范围似乎又扩大了；当我

们专注于看落日、听音乐时，身体的边界又似乎消失

了,身体边界向外延伸，把外面的物体包括进来了。因

此，当景观界面与身体需求相契合时，就有成为身体

边界的可能。 

(二) 空间方位与身体坐标 

我们是从身体开始使自己适应世界的，“这里”是

我们身体在空间里的位置，“那里”是与身体有一段距

离的地方，我们常常用身体到达“那里”的时间长度

来描述这段距离，要么步行，要么借用交通工具。身

体基本的、正面的方向感逐渐发展为心理坐标矩阵(见

图 6)，它构成我们的上、下感，左、右感，前、后感

及中心感。左、右坐标在心理学上包括整个身体，无

论身体怎样扭曲，它总是与脸部正面轴线保持垂直。

这都是与身体相比较而定义的。许多计量单位最初是

从身体部位的度量方法得来的，如寸、丈等。因此，

可以抽象地将心理坐标描述为一个直角相交后的前与

后、左与右的坐标系(以身体为中心而由头部导向)，

它与同等的身体中心但严格垂直的上、下坐标相关  

联[16]。这是一种以身体为导向的方位系统。在《周

礼·考工记》中，营国制度的文字及图示记载就清楚

地表明了这种身体方位系统，见图 7。“匠人营国，方

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维，经涂九轨，左祖右社，

前朝后市，市朝一夫。”[15]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

作者以他身体所包含的三维空间的位置为中心，用了

前、后、左、右来标识空间方向性，他将身体与空间

融合在了一起。约翰逊曾在文章中说道：“许多用来思

考和理解的抽象结构，也源于身体意象。这些结构或

想象图式都具有垂直性、容量、平衡性、障碍性、地

球引力、周期、中心−周界等。”我们在与某些环境接

触的过程中，体验对这些结构的感受，然后我们以比

喻的方法把这些感受投射到其他环境中，来形成对事

物共同的认知与理解。比如向上，在身体意向中意味

着从身体的中心向上(而不是整个身体向上运动)，象

征着奋斗、幻象和超然的态度。向下，则是沮丧的，

但也是现实的。我们在世界上栖息，无论是身体上的、

心理上的还是智力上的，都是身体向外延伸的结果。 

 

 
图 6  身体的心理坐标 

图片来源：肯特ꞏC.布鲁姆，查尔斯ꞏWꞏ摩尔．身体，记忆与建筑

[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58． 

 

 

图 7  周王城示意图 

图片来源：汪菊渊. 中国古代园林史：上[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2006：20. 

 

(三) 定位认同与现象中心 

地理学家段义孚在他的《场所与空间》《场所倾向》

中系统地论述了作为个体的人类在环境中将自己置于

中心和作为种族的群体认为本群体位于世界中心的是

性质。他将前者称为“自我中心”，将后者称作“种族

中心”⑤[18]。造成那个倾向的原因是意识存在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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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中，因此，自我中心式的建构世界和宇宙是不可

避免的，这是赋予环境和世界以秩序的一种本能。从

哲学角度讲，中心可分为两类：一类被称为“主体间

性中心”，另一类被称为“现象学性中心”。在本文中，

中心是指“现象学性中心”，即个人所独自具有的，每

个人都是他自己的现象学世界的中心。这种中心就是

海德格尔所称的“定在”(在特定场所中存在的方式)

在环境领域的要素。 

中心是认同和定位的一种根本方法。定居中的认

同与定向概念，从来没有与日常生活分离，它总是与

人们的活动相关。认同通常是选择一个点，也就是选

择中心的活动。而定向则常与路径有关，也就是通向

中心的活动。通常人们所做的活动有赖于定向和认同

的心理功能。诺伯格·舒尔茨认为，即使没有任何场

所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就像凯文·林奇提出的城市五

要素一样，每个场所至少具有中心、区域、路径三要

素。舒尔茨还在《存在·空间·建筑》中这样写道：

“人类自古以来就把全世界作为中心化的存在来考

虑。……古代希腊人把世界的‘肚脐’置于德尔斐，

古代罗马人把加庇多山看成世界之顶，对伊斯兰教徒

来说，克尔白同样也是世界的中心。”[19]人类生活与

中心有关，重要的活动通常都在中心发生。中心存在

于不同层次的环境中，例如，聚落在景观中形成一个

到达和停顿的中心。中心可以是景观标志，也可以是

林奇所说的“结”。路径与轴线是中心的必要补充。位

于中心的人们不应该也不会感到处在陌生的地方，而

应该是在一个已被解释的已知环境中[20]。 

 

三、知觉意象与感官组织 

 

我们既生活在物质空间中，也生活在用感官觉察

的意象空间中。帕拉马斯曾说：“建筑应对所有感官具

有刺激作用。”[4](49)丹凯利也认为，景观应该唤醒人类

的知觉，使现代人像原始人一样倾听自然、感觉自然，

触摸泥土，呼吸植物的芳香[21]。当我们与景观亲密互

动时，就会有一个个景观意象产生，这些生动的意象

会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也会给心灵

带来愉悦的体验。景观提供给人们多种类型的知觉信

息，在欣赏景观时，人们需要通过各种知觉系统相互

配合、相互转换，从而形成丰富而印象深刻的景观体

验[22]。 

(一) 感官交互与联觉体验 

梅洛·庞蒂认为身体是知觉的主体，作为知觉体，

它并不是分别拥有视觉、触觉、嗅觉、听觉等，而是

一个统一的、整体的知觉体，它是不可分割的，同时

它的各个部分又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联系在一起   

的[23]。在体验景观时，各种知觉系统相互配合，使体

验者形成一个整体的感受，并影响着个人对总体环境

的判断与评价。例如，当我们注视一棵大树时，我们

可以看到绿色的叶子，浓密的枝条；而当触摸它的时

候，又可以感受到树干粗糙、温暖的质感；当一阵微

风吹过时，还可以闻到阵阵清香以及听到树叶的摩挲

声等。这些视觉、触觉、听觉、嗅觉的信息由于来源

相同，因此，个体对这棵树的感知是这些知觉系统相

互交织、配合协作得到的结果，是一种复合知觉。 

五种感官系统相互感通，称为联觉。对于大多数

人而言，这种能力从未停止过。瓦格纳(Wagner)通过

听觉与视觉的联系实验，证明 11 个月左右的婴儿就可

以呈现出听觉与视觉转换的敏感性。吉布森也曾指出：

“我们生来就具有某些复合知觉的能力，同时还有一

些其他倾向和预先安排，它们刻在经验的参与下，大

大促进复合知觉能力的早期获得。”[24]在阿德里安·斯

托克斯(Adrian Stokes)的作品中，他对触觉及口腔的感

知特别灵敏，“如果我们试用光滑和粗糙这样通称来区

分建筑，那么我们能更好的保留隐藏在视觉之下的口

腔与触觉的概念”[14](70)。S.E.拉斯姆森认为，当我们

提到一个房间冷冰冰时，很少是指里面的温度低，而

是指色调冷[9](200)，它是触觉与视觉的转换。生理学家

在研究中发现，视觉与味觉可以相互转换。一些特定

的色彩与质感可以唤起口腔的知觉。我们会下意识地

用舌尖感知一个精细粉饰的抛光石面，我们对世界的

感官体验起源于口腔内部的感觉，并且世界往往回溯

到这种口头的溯源。建筑空间最古老的起源便是口  

腔里[14](71)。 

(二) 感官移动与空间张力 

当我们用知觉去体验景观空间时，脑海中也同样

会呈现一个假想空间：可能是你对下一个空间的好奇

与猜测，可能是引起你对相似空间的回想……它们都

以意象的形式呈现在脑中。这种意象由对空间的感知

引发，伴随着经验、情感、回忆，影响现实的景观体

验。意象与空间感知的相互作用，会使人对景观产生

各自不同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可以理解为景观吸引体

验者游览空间的力量。勒温认为，需要可引起活动，

以使需求得到满足[25]。这种需要，最初只是在身体内

部，处于无方向的游走状态，一旦他与相应的知觉信

息产生作用后，就会产生一种确定的方向向量，并使

主体形成一种行为倾向，产生与目标相同或相反方向

的活动。这种力量可以理解为环境感知对心理意象产

生的诱导力。罗伯特·欧文认为，艺术创作活动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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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目标是人的意识以及如何让我们安于用意识来自觉

地感知世界。奥姆斯特德设计的布鲁克林展望公园，

通过公园入口隧道空间与长草地延伸的远景空间对比,

形成窥视体验，见图 8；纽约中央火车站利用从低矮

且人群稠密的交通空间进入规模宏大且富有层次的中

心大厅的空间尺度对比，形成感官吸引，见图 9。设

计师通过对感官移动的设计，形成了一种对知觉与情

感的强大的诱导力。这种诱导力对心理意象会产生多

重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① 空间动力不是由理

性思维产生，它是以景观的感官觉察为起点，以心理

意象为动力，空间运动与空间行为是触发装置，情感

是释放装置。② 这种空间动力不会对体验者产生压迫

性，它所产生的力量不会使人们产生心理抗拒，而是

一种感官的自由移动。③ 这种由景观空间提供的感知

材料，不会由明确的含义指出。每个人都根据自身的

经验获得不同的环境诱力，因此，空间动力应该有广

泛含义及模糊性[22]。 

 

 

图 8  布鲁克林展望公园 

图片来源：https://www.dreamstime.com/royalty-free-stock- 

image-prospect-park-brooklyn-ny-image38149362. 

 

 

图 9  纽约中央火车站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三) 感官对比与意象节奏 

任何感官的对比，实际上都构成了创造景观基本

结构的原材料：无论是空间的虚实对比，石头与植物

的对比，还是雕塑与喷泉的对比，修葺与野生的对比。

拉絮斯曾在高速公路景观设计中着重研究了视觉与触

觉的对比，触觉体验通过身体与景观元素直接接触而

增强感知，会让砖块与泥土的颗粒显现出来，植物的

柔软与脆弱显现出来。而在视觉体验中，由于远离触

觉体验，世界丧失了物质形态而变成了纯粹的景象，

如我们会将远观高山与大海视为摄影与沉思的对象，

这时也会激发不同的想象。拉絮斯认为：“这两种感知

体验的转换可以使体验者感受到感知范围的差异。”如

设计的蕨类植物采石场中的散步场所，是露天廊道里

进行的一连串的触觉体验，凭栏而望时是一连串的视

觉体验：一间地下室、一组蕨类植物群、小径沿线的

地下室、池塘的倒影。在触觉体验与视觉体验相交更

替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在触觉与视觉之间迅速变化、

交替产生的具有对比韵律的意象节奏[27]。 

 

四、结语 

 

景观环境的生动印象总是更多地与可感知的景观

体验关联，本文正是从景观引发人知觉感知的不同侧

面研究提升景观环境可意象性的方法。人在景观空间

中体验时，由于知觉系统的作用，会同时在脑海中呈

现一个虚拟的意象空间。意象空间受直觉、潜意识、

意象图式的个体差异影响，同时也受实体景观空间引

发身体意象及感官间相互作用的影响。在景观体验过

程中，人们需要一系列连续的感知连接，每一个感知

到的信息都会成为引发意象与行为的起因。因此，设

计师需要通过景观实体空间，设计感官的组织方式，

并利用人的感官之间的交织、转换、配合等联觉作用，

形成感知过程中的空间张力，从而引发人的探索、回

忆、想象等活动，使场地的潜在能量显现，实现人与

景观的对话，最终创造出景观环境的独特价值。 

 

注释： 

 
① 萨特认为艺术作品是一种非现实, 美只有在非现实的世界里

才能存在，对于美的把握，只有通过想象的方式，借助于意

象才能获得。参见让•保罗•萨特《想象心理学》，光明日报

出版社,1988：248−288。 

② 帕拉斯玛认为富有创意的追求是含糊的，尤其是无意识的感

知和思维方式，而不是集中性、明确性的关注。参见尤哈尼•

帕拉斯玛《碰撞与冲突：帕拉斯玛建筑随笔录》，东南大学

出版社, 2014：248。 

③ 我们的身体和运动永远与周围的环境相互作用；世界和自身

不断的影响和重新审视对方。参见尤哈尼•帕拉斯玛《肌肤  

之目——建筑与感官》（第 3 版），刘星, 任丛丛, 译，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6: 71。 

④ 在里面我们是占用者；在外面我们是观看者。在里面我们的

行动受空间限制，个体受空间的驱使；在外面我们不受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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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的驱使，我们的行动没有限制。里面更加隐蔽，更加私

密，需要去发现；外面是暴露的，是公开的，看到什么就是

什么。参见弗兰克, 莱波力《由内而外的建筑：来自身体、

感觉、地点与社区》第 2 版，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3: 19。 

⑤ 段义孚认为自我中心主义与种族中心主义是人类的普遍特

性。参见 Yi-Fu Tuan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3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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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erceptual perception into landscape image 
 

LI Xua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 Art Design,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101, China) 
 
Abstract: Landscape image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in studying urban specificiy, while perceptual perception is the 
overall and comprehensive response to the sensory specificity in various aspects of the landscape entity, hence being the 
initial and direct feeling in experiencing the landscape and exerting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image. The present essay offers a profound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perceptual perception on the formation of 
landscape image in such three aspects as landscape entity and perceptual image, spatial perception and body image, 
perceptual image and sensory organization, delving into and suggesting the method of enhancing urban image at the 
level of perceptual perception. 
Key words: landscape image, landscape experience, perception, body, spatial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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