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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时代发展为主题以时代发展为主题

以城市大地为画布以城市大地为画布

—
—走进中国美术学院风景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老工业园区更新老工业园区更新——隽维中心隽维中心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取景地——富文乡中心小学改造更新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取景地——富文乡中心小学改造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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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丽 乡 村 精 品 村 项 目美 丽 乡 村 精 品 村 项 目
——南太湖石泉村南太湖石泉村

城市中心公共服务更新城市中心公共服务更新
——嘉兴老建委驿站嘉兴老建委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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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家梁思成曾说过，“建
筑师的知识要广博，要有哲学家
的 头 脑、社 会 学 家 的 眼 光、工 程
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
感、文 学 家 的 洞 察 力 ，但 最 根 本
的 他 应 当 是 一 个 有 文 化 修 养 的
综 合 艺 术 家 。”这 也 正 是 风 景 院
独树一帜、多专业融会贯通的写
照。

风景院脱胎于中国美术学院
环境艺术系。以建筑为母体，向室
内室外两个界面拓展，衍生为室内
设 计、风 景 园 林、建 筑 设 计 等 领
域。随着行业的发展，风景院又适
时提出由“三位一体，链接设计”升
级为“五位一体，融合设计”，实现
规划、建筑、景观、室内和公共艺术
多专业的融合和产业延伸。

风景院专业之间的融通，打通
了设计师之间的专业壁垒，贯通了
上下游产业链，也大大提升了风景
院的联合作战能力。努力将文化
和建筑统一起来，探索具有学术

“跨界”特色的风景建筑行业管理
与技术体系构建，成了风景院区别
于国内其他设计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

2018 年 5 月，风景院正式成立
EPC 管理中心，后发展为工程管理
服务中心。多业融合为风景院迎
接 EPC 时代的新挑战奠定了扎实
的基础。而建设行业 EPC 模式的
推行，工程管理业务的拓展又对风

景院人才和专业的融通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我们现在新的发展理念是艺
科融合，艺科融合也是中国美院新
的 规 划 里 一 项 重 要 内 容 。”陈 坚
说。艺科融合就是把艺术、科技跟
大众生活完全交融起来发展。从
学校角度来说是办“无墙学院”，从
设计院的角度来说，就一定要把这
种基本精神传承到设计项目中去。

设计师应该走进人民生活，同
时又引领大众生活向更高的标杆
推进。这是风景院的初心，也是使
命。他们始终认为好的设计具有
一种人文关怀的精神，要关注人。
而人所在环境又是多元而综合的，
这就要求设计师把人文气息带到
建筑设计里边，这就像一个人，“腹
有诗书气自华”。

风景院目前涵盖约 30 个设计
专业，这些专业既独立运作，又彼
此融合。而要完成这样一个整合
性的整体面貌下的建筑环境，需要
多专业协作，为此风景院在“五位
一体”基础上又创新推出了“七专
业互动”的工作模式。

所谓“七专业互动”就是城市
设计、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室内设
计、公共艺术设计、灯光及外环境
的设计，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综
合的项目服务部门，也是个研究机
构，这种工作模式目前在全国是领
先的。

一个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
多业融合理念创新

“设计是一种通过深入分析现
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此
处的‘问题’有可能是某种困难，也
可能是一种尚未被满足的需求。”
中国美术学院风景建筑设计研究
总院院长陈坚说。

风景院从起步伊始，就在夹缝
中艰难生存，面临诸多困难。当时
一些较大型的设计院，大多是事业
编制，建筑专业人才梯队完备、储
备充足，但风景院是以人文艺术为
背景的小公司，只有乙级资质，如
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是最大的
问题。“要从管理机制的困境中突
围，才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陈坚
说，管理模式的创新是风景院突破
国内设计院旧有体制，实现弯道超
车的首要原因。

风景院大胆尝试“承包责任
制”的模式——国有品牌下的民营
化运营，即公司管理层面负责搭建
服务平台，具体项目运作则以设计
小分队和工作室的模式展开。这
一模式的优势在于为设计师松绑，
让他们在相对宽松的管理方式中
充分发挥各自的设计能量。

表面看起来是机制的创新，实
则是解决了“人”的问题。风景院
很早就洞察到，设计行业归根到底
是人才的竞争。能否发挥员工的
主观能动性、能在多大程度上激发
员工的创造力，决定了一家设计企
业的根本实力。

也由此，人才的继续教育成为
了设计院重中之重的一个课题。

“设计师，永远在路上。学习，永远
在路上。”陈坚说。在这方面，人文

艺术大讲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
设计师人文综合素养的持续提升
创造了平台和容器。

很多人说，风景院是一个制造
惊喜的地方，也是设计师的桃花
源。他们在这里充分享受自由愉
悦的工作环境，既可以实现事业理
想，也可以不断通过学习提升自
我。在这里，设计师之间的对话非
常频繁。每年有国际性的学术讲
座10余场，也有老中青“传帮带”的
设计思想讲座。到今天，风景院
依旧是一个研究型的设计
机构，以学术为引领、
以问题为导向来做
理论结合实际的研
究。

创新、革新，澎
湃设计的活力与热
情，因人而兴、因变
而强。

模式的突围：
设计管理理念创新
模式的突围模式的突围：：
设计管理理念创新设计管理理念创新

风景院背后是中国
美术学院强有力的

学 术 资 源 。
总结风景
院走过的
20 多年，
可以说它
的基本面
就是在学
校学术引
领下的一
个教育研
究和社会

服务公众平
台。

这些年，风景院有
大量设计师扎根中国大地，奔

赴生产生活、城乡发展的最前线，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

“主战场”、美丽中国建设与发展的
“最前线”作为人才培养和设计师
自我实现的大现场。

风景院在参与政府决策、助推
经济发展、提升社会服务、促进校
地合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
的工作，成为一座架在学院教学探
索和社会实践应用之间的桥梁，在
服务人民生活、助推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中起到重要作用。

如美丽乡村建设，风景院很早
就响应中央“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桐庐的
深澳、荻浦、环溪、分水等地进行乡
村整治。当下又回应乡村振兴战
略，实践诸暨赵家镇皂溪古村村庄
整治工程规划和设计、杭州龙坞茶
村（上城埭村）整治景观工程改造、
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美丽乡村创
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建设方案设
计等。在近十年的乡建探索中，风
景院积累了丰厚的理论和实践经
验，很多项目成为省市乃至全国的
样板。特别是余村村纪念会址整
体风貌改造提升工程，更是得到高
度赞扬。

出自风景院设计师之手的许
多经典作品，镌刻在了大地上，与
城乡共生共融。一大批经典建筑
工程体现了“天人合一”“古今和
融”理念，自成中国建筑风格、中国

建筑气派。
风景院的很多项目回应国家

治理的宏观策略，如中国刀剑博物
馆、中国伞博物馆、杭州市拱宸桥
桥西历史街区保护工程、杭州塘栖
水北水南历史街区保护实施工程、
杭州市塘栖御碑公园等项目，为推
动国家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起到
了先导作用。

对有“瓯江蓬莱”美誉、有“中
国诗之岛”之称的温州江心屿的改
造提升工程设计，也与浙江省大花
园建设的四大诗路之一“瓯江山水
诗路”相契合。风景院目前大力参
与的“未来社区”课题研究和试点
工作，是省政府 2019 年扎实推进
大 湾 区 建 设 的“ 标 志 性 项 目 ”之
一。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为
根本目的，设计在其中起到重要的
社会结构重建和生活方式创新的
作用。

还有一些政府重大项目，如南
宋御街项目、2010年上海世博会项
目，上海世博会主题馆、浙江馆等
场馆设计，2016年G20杭州峰会项
目中城市环境、道路、会场、酒店等
设计，2018 年上海进博会项目等，
都跟国家形象打造密切相关，风景
院每次都圆满完成政府的委托，为
国家形象提升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同时，自 2008 年以来，风景院
一直坚持开展扶贫公益项目，项目
所在地不少在省内外偏远山区等
贫困地区。如安徽六安金寨水坪
村美丽乡村规划、四川乐山金口河
区景观提升项目、贵州丹寨扬颂村
苗寨文旅田园综合体规划项目、贵
州毕节赫章县6个乡镇幼儿园设计
项目等，对当地经济、文化环境的
大幅度提升贡献尤著。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浙江正担
负着新的历史使命，正在努力建设

“美丽中国先行示范区”“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风景院
将以浙江为基地，肩负“助力美丽
中国”的文化担当，继续朝着“做
厚、做强”的目标前进，以东方艺术
学为学术支撑，以推动社会创新为
己任，坚实地向更为高远的目标迈
进，努力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把作品写在大地上把作品写在大地上：：
社会服务理念创新社会服务理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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