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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光影在校园游憩空间中的艺术性表达研究
———以西南大学共青团花园为例①

周　莹，　张建林

西南大学 园艺园林学院，重庆４００７１５

摘要：针对校园游憩空间特性，提出对自然光影景观进行艺术性表达研究．以西南大学共青团花园为例，对自然光

影的应用进行调查与分析．从光影产生的视觉效应、营造的空间特征、烘托的冥想氛围３个方面探讨自然光影的艺

术性表达方法；由此归纳出自然光影在校园 游 憩 空 间 中 的４种 艺 术 性 处 理 手 法，包 括 界 定 空 间 领 域、引 导 空 间 序

列、调节空间尺度和渲染景观意境．
关　键　词：校园游憩空间；自然光影；艺术性表达；西南大学共青团花园

中图分类号：ＴＵ９８６．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４７１（２０１９）０１－０１３２－０８

校园游憩空间承载着师生的大量日常生活，充满趣味的游憩空间对于改善校园环境和激发学生的创新

思维有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自然光影不仅从视觉角度上丰富了景观，而且从艺术特性上塑造了校园游

憩空间的意境美．因此，本研究就重庆西南大学共青团花园的自然光影艺术性表达手法做了相关的探索，
建立了自然光影与校园游憩空间相辅相成的思想，期待更多的学者关注“自然光影”这一重要设计元素．

１　自然光影与校园游憩空间

１．１　自然光影的概述

１．１．１　光的概述

在物理学上，光是能量传播的一种方式；由于光源的性质不同，可以把光划分为自然光和人工光．自

然光主要包括太阳光直接照射形成的日光，以及经过反射、折射、漫射而得到的月光、星光［１］，在研究所提

及的自然光均指代日光．光象征着明亮和希望，无论是在建筑还是风景园林领域，自然光都具有独特的表

现力与创造力．安藤忠雄曾说过：“每时每刻，光都给存在以新的形式，给事物以新的关联”，路易斯·康认

为“设计空间就是设计光亮”．
１．１．２　影的概述

在景观空间中，用光造影，以影造型．所谓“影”，是由于光线被实体物体遮挡而产生的较暗区域，可以

视为一种图案．广义上的自然光影是指物体在自然光下产生的阴影．
第一，就遮蔽物本身而言，影的类型可以分为实影和虚影．实影是指自然光在传播过程中遇到不透明

物体，在物体背光面产生的影；虚影是指自然光将物体外形投射到地上，或者经过光的反射在物体表面发

生镜像反应后产生的影像［２］．第二，就影的形态而言，自然光影的种类可以归纳为剪影、落影、倒影、投

影［３］．剪影是一种逆光现象，光线经过物体本身呈现出的阴暗轮廓，是实影的表现（图１）；落影指的是物影

投射在另一个介质表面上形成的阴影（图２）；倒影是通过光线折射使景物在水中形成的映像（图３）；投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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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建筑小品，是光线通过玻璃或镂空墙体等构筑物形成的外形轮廓（图４）．可见，倒影、落影和投影都

是虚影的表现．

　　　图１　剪影　　　　　　图２　落影　　　　　　图３　倒影　　　　　　图４　投影

１．１．３　光与影的关系

光和影两个看似互相对立的元素在一定程度上是彼此依存的关系．有光有物即有影，光透过物体产生

空间上的变化，而影便是那部分因物体遮挡而被消耗的光［４］．光是影产生的条件，影是光作用的结果，在

黑暗的衬托下，光才得以突出．在自然光周而复始的变化中，照射到物体上的光会产生形状各异的阴影层

次感．这种物的轮廓使景观变得深邃，赋予景观空间动态美和视觉享受．光和影以一实一虚、一明一暗来

营造和谐的景观空间，通过自身的强度、角度及色彩变化丰富空间表情，共同决定着空间整体形式．
１．２　校园游憩空间

一般认为，校园游憩空间是校园中向公众开放使用和进行活动的室外空间．校园游憩空间具有学习功

能、休闲功能、交通功能和文化功能，可以用于室外读书交流，产生自发性的休闲活动，它是校园交通系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校园文化的载体．校园游憩空间大多通过山石、植物、景观小品和人工湖泊等要素

围合而成，能使师生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这种情感印象来源于景观实体要素的表现效果和人的认

知能力，正是光与影的对比加强了视觉上的感知，创造了更依赖于视觉认知的主观意识［５］，这种意识直接

影响到公众对校园游憩空间的使用和认同．

２　重庆西南大学共青团花园游憩空间自然光影的应用调查与分析

２．１　项目概况

共青团花园位于西南大学南区中轴线上，花园东侧正对校门，西侧紧邻行政楼，北面与３８教学楼相邻，

南面与南区图书馆和３３教学楼相邻（图５）．花园整体呈矩形布局，属于对称式下沉式花园，地势较为平坦，是

典型的中式校园空间，也是西南大学校园空间中最具特色的观赏休憩场所之一，与师生的生活息息相关．

图５　共青团花园卫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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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总体规划布局与功能分区

共青团花园呈对称式轴线布局（图６），南北轴线位于３３教学楼前的主要入口至对侧蚕学院，东西轴线

位于行政楼前的主要入口至荷花池．两条轴线不仅是景观空 间 的 指 引 线，也 是 师 生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重 要 捷

径．整个花园呈开放型线性空间分布．功能分区上主要划分为：中心集散区、学习休息区、沿河观赏区、植

物景观区（图７）．花园最前端是一个椭圆形的荷花池，中段竖立着一尊惟妙惟肖的铁牛铜像，象征着“耕耘

收获，赢得强盛”的奋斗主题，末端是一个模纹花坛，对称式布局突出了行政楼的庄严肃穆．

２．３　游憩空间自然光影的应用调查与分析

本研究提出的光环境分区是基于对场地的规划布局分析后，再根据功能分区所划分的．其中，光强分

区规划是根据游憩空间功能来考虑人们对光环境的开敞或遮蔽、明亮或幽暗、公共或私密等需求，从而做

出的光强分析、规划［６］．
图８即根据共青团花园的功能分区做出的光环境分析图，黄色圆形大小表示光环境强度大小．可见，

光照最强区是东西轴线上的中心区，它是连接花园东西方向上的交通广场，空间开敞性较强，有模纹花坛

和铁牛铜像两个视觉焦点，是师生毕业季选择拍照留恋的最佳场地之一，故应保证充足的光量．最弱区为

学习休息区，这里主要用于学习交流或者情感交流，行人通行量较小，周围种植了大量竹丛和高大乔木，

遮光性较大，创造了私密空间．变化较大的区域是荷花池前小广场，池水中倒影的美景常常引人深思，故

广场主要用于停留赏景和休闲散步；北面设置的景观廊和四角亭为驻足的人们提供了休息场所和交流空

间．通过共青团花园游憩空间中自然光影的应用分析，可发现各个类型的自然光影都得到了合理应用；其

中，实影中的落影具有实用意义，虚影中的倒影充满审美价值．最后得出结论：自然光影主要通过光照强

度及物影的不同类型作用于游憩空间．

　　　　　　 图６　总平面图　　　　　　图７　功能分区图　　　　 图８　光环境规划布局

２．４　游憩空间自然光影类型的应用调查与评价

２．４．１　水系光影景观

荷花池使共青团花园充满灵气与生命力，水对光的表现，首先体现在水面形成的虚影上（图９、图１０和

图１１）．在水平似镜之时，池水借助于反射的光辉，倒映着蓝天白云、白色的栏杆和主入口两侧茂密的树

丛，真实反映了校园周边环境．微风拂过，水面开始波动，将反射光分裂成细小的光圈，物影发生变形，形

成波光粼粼的美景．
自然光影反映出水之虚涵的审美特征．美感经验就是形象的直觉，美就是事物呈现形象于直觉时的特

质［７］．水中倒影的存在令整个场地的特征更加鲜明，投影区域形成一个围合的边界，将人们的视线收纳于

荷花池的开敞空间中，并且凸显没有树影的光亮区域，使驻足的人们望着光影的池水浮想联翩，打造出令

人沉思的冥想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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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９　荷水池东侧　　　　　　 图１０　荷花池外侧　　　　　 图１１　荷花池西侧

２．４．２　植物光影景观

园林植物作为有生命力的元素，所围合的景观空间给人亲切感和自然美．共青团花园在植物配置上，
十分注重对植物造景功能的整体把握和对各类植物景观意向的领会；通过采用不同的配置方式，使植物产

生不同类型的光影景观，从而促使人们产生不同的行为习惯（表１）．
表１　植物景观的自然光影应用

植物品种 植物配置方式 光影类型 审美价值 对人的行为影响

桂花、朴树、白兰、蓝花楹、黄葛树 孤植 剪影、落影 树枝形态 停留、等待

垂柳、黄葛树、紫薇 列植 剪影、倒影 倒影动静 停留、赏景

桂竹、垂丝海棠、苏铁、紫花二乔玉兰 丛植 落影 意境营造 学习、交流

罗汉松、桂竹 对植 落影 树枝形态 拍照留影

　　共青团花园中的孤植树有桂花（图１２）、朴树、白兰等，这些树木高大茂密、树形优美，树影浓密，树形

丰盈．孤植树整体造型匀称，形成的落影足够密实，不仅引领了植物空间序列的节奏，而且配合周围的若

干植物，形成具有起伏变化的树影空间．由于孤植树具有较强的识别性，人们常在孤植树下停留、等待．
列植树包括垂柳、黄葛树（图１３）等，其中垂柳和黄葛树均是沿着荷花池排列，柳叶姿态轻盈，微风拂

过，池水上的树影仿佛一幕闪光的珠帘，形成动态的光影；黄葛树的盘状树根依附在池壁上，倒影仿佛延

伸到了水底之中．如此美景不禁吸引人们驻足停留．
丛植树有桂竹（图１４）、垂丝海棠等，由于丛植树所形成的阴影面积较大，因此该区域成为学习生活中

使用频率最高的、具有较大意义的交往空间．“未曾出土先有节，纵凌云处也虚心”的竹韵塑造出符合校园

文化的诗意景观空间，奠定了顽强拼搏的精神基调．桂竹组成的竹境位于花园东侧，总共可以分为３个组

团，入口处的群植竹林、竹林小道和竹林休息区．入口处的群竹限定了花园的边界，竹子本身叶小而致密，
与荷花池相配，达到加强景深的效果．围绕荷花池两侧的竹林小道作为通行空间，提供了适应的遮阴环境，
掩映了景观亭．学习休息区的桂竹对植形成入口洞门，开端和结尾的４丛竹林形成一个郁闭空间，与通行

空间进行了隔离．竹叶呈狭披针形，形成的阴影充满较多光斑，但由于竹林上层有高大乔木，所以填补了

光斑，使得落影区域显色较为饱和．竹影给休息空间增加了遮阴之处，因此即使在炎热的夏季，许多师生

还是乐于来到此处学习交流，极大提高了共青团花园的参与性．
对植树包括罗汉松（图１５）、桂竹等．光影的动态变化打破了对植树的严格对称性，丰富了色彩表达，

由此增加了植物体量感．

　　　 图１２　桂花　　　　　图１３　黄葛树　　　　　　 图１４　桂竹　　　　 图１５　罗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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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３　建筑小品光影景观

建筑小品的合理布局彰显了其点缀景观的作用．共青团花园的小品建筑包括亭、廊、雕塑和休息设施，

它们所产生的各种光影类型具有不同的审美价值，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活动（表２）．
表２　建筑小品的自然光影应用

建筑小品 光影类型 审美价值 人的活动类型

景观亭 落影、投影 作用于建筑色彩，形成灰调光影关系 停留，观景，休息

景观廊 落影、投影 通过廊架顶面形成明暗渐变的光影 穿行，观景，休息

铁牛铜像 剪影、投影 形成具象的图案物影 观赏

休息桌凳 落影 柔和反映自然光，形成物影 学习研讨，休息

　　景观亭（图１６）设置在荷花池边角处，一侧被竹丛半包围，另一侧视线通透，可以观赏荷花池的美景．
光影作用于景观亭上，顶面的遮挡使亭内形成一个遮光空间，同时亭的落影与周围植物的阴影交互融合．

景观廊（图１７）承接了前面的亭空间，设置在荷花池一侧，划分了广场空间和竹丛一侧的纵向通行空

间．材质上采用混凝土，顶部种植了紫藤，形成很好的遮阴环境，立面呈开敞式．当光线角度产生变化时，

廊柱会在地上形成若干束间隔的投影，富有节奏感．
铁牛铜像（图１８）通过光影的存托，显得更加逼真，同时铁牛形状的剪影增加了空间的趣味性和生命

力．另外，休息桌凳（图１９）产生的落影结合周边植物所打造的光影景观，营造出一个良好的休憩氛围．

　　　　　 图１６　景观亭　　　　 图１７　景观廊　　　 图１８　铜牛雕塑　　　图１９　休息桌凳

３　自然光影对校园游憩空间艺术性表达的影响

３．１　自然光影产生的视觉效应

１）明暗交替．人类主要通过视觉来获取信息、认知事物，自然环境中的光线，通过眼内的折光系统在

视网膜上形成物像．但视觉系统最终在人类主观意识上形成的“像”，是经过意识或心理创造而成的主观映

像．可见，光影产生的视觉是一种经过思想的审美意识，从眼睛传输到心灵，使人们产生不同的心理感受．
随着季节交替、昼夜更替，光会产生不同的亮度、色温、色相，影的色彩在黑与灰之间的不同程度之中交

替，明暗之间的变化给人的视觉带来不同的感知（图２０）．

２）动静结合．动态元素与静态元素的结合可以展现出极具生命力的自然景观，自然光影是景观空间中

展现动静结合的重要元素之一．清晨时段，太阳刚升起，物影较长，随着太阳升高，物影逐渐变短；中午时

段，太阳位置最高时影子最短，之后逐渐变长；黄昏时段，太阳偏西快落山时，物影最长（图２１）．入射的自

然光角度不同，由此产生的实物阴影也不同．另外，在风的作用下，物影的也呈现出动态效果．静态的景物

和动态的物影构成了景观空间里面最常见却也最容易被人忽视的韵律美．

３）视觉焦点．视觉焦点可以打破校园空间的单一性，使场地空间呈现主次之分．对于景物本身而言，

应当在竖向或者横向上突出体积感，与周围景观产生视觉上的差异［８］．景物应当融入周边环境，并独立于

人们的视野之中，当它成为了一个视觉中心，光影能够增强该中心的色彩差异性，创造更加突出的视觉效

应，因此光影能够辅助物体本身创造视觉焦点．比较常见的是以植物作为背景墙，由于植物具有浓密的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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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效果，可以突出在光亮环境下的景观构筑物（图２２）．

　　　　　图２０　光影的明暗交替　　　　　　　　　图２１　光影变化　　　　 图２２　视觉焦点

３．２　自然光影营造的空间特征

自然光影营造的空间特征具有生态性、实用性和整合性．生态性体现在自然光影增加了地形、花草树

木、水体等自然景观的生动质感，将自然景观和园林小品等人工景观编织在一起；自然光影的实用性体现

在提供了阴凉庇护地，这也是吸引师生产生自发性活动的必要条件；整合性展现在自然光影使校园游憩空

间与校园整体得到融合，光影承接了游憩空间中的活力，将其与校园其他部分相贯通．自然光影营造的空

间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休憩环境的舒适度，增加了空间趣味性．

３．３　自然光影带来的冥想氛围

冥想是人们认识和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这种精神需求在校园之中尤其重要．自然光影的氛围表现力

极强，无论是植物树影创造的私密宁静，还是河面倒影所创造的开阔欢愉，这些意境的渲染有助于带动人

们内心的情感基调，增加停留时间．光代表希望、追寻和梦想，通过影这一最佳载体将光的美好呈现在人

们眼中，十分耐人寻味．对于徘徊于学业和情感问题上的学生而言，他们需要一个适宜的校园景观空间来

冥想思考、消除负面情绪，以此调动积极向上的精神和激发学习拼搏的动力．

４　自然光影在校园游憩空间中的艺术表达手法探究

４．１　创造虚空间，界定空间领域

自然光影对于空间领域的限定，是指利用空间中光影视觉形象的差异与共性给人以强烈的领域感，以

此来分隔或统一空间［１］．在校园游憩空间中，光影通过空间中的地形、构筑物、植物和水体等实体要素之

间的排序关系进行组织，创造不同的明暗视觉效果；光影形成的明暗对比，能够产生由非实体围合而成的

“虚空间”，从而界定空间领域，这种边界显得更为柔和自然．例如大树阴影下的休憩空间（图２３），通过树

干树枝的阴影对场地进行了分割，引起人们的自发行为，部分学生可以在阴凉环境下看书，部分选择晒太

阳，光影界定了一个可供聚集的空间领域．

４．２　延伸视野，引导空间序列

校园游憩空间设计与人的活动密不可分，人的行为依靠空间信息作为指引，形成日常的活动流线，相

同亮度和均匀的光线能够给不同功能的空间创造一个统一的基调［９］．凭借自然光的导向性，对人群形成视

觉引导，使校园各个空间在方向和流线上产生顺序排列的相互联系．这种空间给人带来的序列感是渐进式

的，主要依靠视觉效果的积累叠加，常被用于塑造一种前进式的空间序列．当林荫夹道上透露出若干闪亮

的光斑（图２４），人们对空间的心理感受就保持了连贯性，拓展了远处的视野，距离越长使这种延伸景观越

深邃．

４．３　加强心理暗示，调节空间尺度

实体要素限定了空间尺度的大范围，而空间小范围内的尺度感是通过人们心理感受所形成，光影勾勒

的轮廓影响人们心中已经建立的实体空间．通常情况下，光亮的环境会使人觉得视野开阔，产生较大的尺

度感；阴影会让人感觉压抑，产生被压缩后的心理错觉．光线的强弱、物影的明暗从视觉上影响了人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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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环境尺度的判断．若要减弱空间尺度感，可以利用景物的投影降低空间的亮度，例如，在校内休憩区

周围种植若干树木（图２５），在树影包围下，通过光影明暗对比的心理作用，让人产生空间缩小到与之相符

的尺度感．若场地较为局促，需要扩大空间尺度感，可以利用水面形成镜像（图２６），产生通透的视觉效果．

　　　　 图２３　虚空间　　　图２４　延伸空间　 图２５　光影缩小空间感　图２６　光影扩大空间感

４．４　利用不同介质，渲染景观意境

意境代表了景观空间表达的主题．校园空间中，既需要静谧舒适的意境，也需要开阔豪迈的意境，目

的是让师生抒发日常学习生活的复杂情绪或提供短暂的休息．最常见的表达手法是利用钢面、玻璃、水面、

植物和景观构筑物等介质来塑造不同的空间意境．例如，钢球表面可以反射光影，利用不同大小的钢珠与

景观置石组合，成为校园内趣味盎然的点景，凸显了活泼生气的氛围（图２７）；由镂空的铝合金材质顶面和

混凝土柱组成的小品，创造出特色的光影效果，不仅刺激了人们的视觉细胞，而且突显了宁静素雅的氛围

（图２８）．水面这一透明介质也是校园中必不可少的元素，通过湖面上的植物倒影丰富了空间的底面，增加

了色彩变化；木质平台柔和地吸收了光线，留在湖面上的影子与树影交相辉映，渲染了宁静以致远的优雅

意境，吸引人们静思冥想（图２９）．

　　　　　　　图２７　钢珠与置石　　　　 图２８　镂空小品　　　　图２９　于默奥大学水景

５　结　　语

本研究把自然光影作为研究对象，结合校园游憩空间的功能特征进行论述．在满足游憩空间功能的基

础上，进一步追求艺术性、精神性和创新性．自然光影通过对实景的再现，在校园环境中融入它的标记，使

游憩空间成为一幅充满体验感的图景．希望在未来的景观设计中，自然光影艺术能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更

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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