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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1 景觀的概述 

1.1 什麼是景觀？ 

從中文字面上的意思理解：人類視覺所接受的風景事物稱為景觀。日

文稱為”風景”；從英、德文(landscape、landschaft)或法、西文

(paysage、paisaje)字面上的意思理解：就是大地呈現的樣貌。《歐洲

景觀公約》將景觀定義為“人們所感知的一個區域，其特徵是自然與人為因素

相互作用的結果” 

景觀是指一個地區的景象，不同地貌、植被、時間、人文、產業會構

成不同的景觀，如自然景觀、鄉村景觀、城市景觀等。  

一般人認知”景觀”有美的意涵，一般人認知的美麗景觀是甚麼?原

始自然的森林、生動的溪流瀑布、崇峻的高山、幽靜的湖泊、潔淨的海

角沙灘、繁星點綴的夜空、綿延起伏的草原、野生動物、雲海雪景、春

暖花開、保存完好的古鎮、建築、民俗、產業，……等。 

原始自然，很少人類破壞的景觀大都被認為最好的，有人類活動，但

是與自然和諧的；或是歷史悠久，呈現藝術美的創造，也是很受歡迎

的。 景觀偏好，還包含著人類對環境安全的渴望、自然地貌、植物、

天候的豐富多樣。甚麼樣的風景，令我們賞心悅目，心嚮往之? 景觀評

估是否就能選出好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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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景觀資源評估有何用途? 

據說九寨溝景觀的發現，因為林業開採工作組，一路往深山挺進砍

伐，探勘先鋒隊發現九寨溝絕世的美景，趕緊報請上級單位來進行景觀

資源評估才幸運地保存下來。美國的黃石、優勝美地等國家公園也都是

探險家、林務局、國土資源等單位的發現與評估才劃設保護下來。劃設

保護可能與當地居民利益衝突、排除其他資源開採、建設，因此必需慎

重推行，嚴謹的方法很重要，科學客觀的方法很重要。 

早期的景觀評估研究也都是森林砍伐或國土管理單位發展的視覺分析

方法，期望利用資源的同時，最小的破壞景觀資源。 如今風景資源管

理、區域環境規劃都將景觀評估視為規劃管理之依據。 

如果某些地區，地貌、生態、人文相當原始自然或完整，孕育著完整

生態系，放眼世界也屬特色稀有。我們應該劃區積極保存、研究，不宜

大規模開發，但可開放經營可持續的旅遊活動，那就是「國家公園」。 

如果某些地區，因為灘塗濕地、偏遠森林、封閉寒漠等特殊環境，成

為某些動植物(丹頂鶴、貓熊、金絲猴、藏羚羊)孕育發展的棲息地。我

們應該劃區積極保存、研究，但是景觀價值沒那麼高、交通偏遠、生態

系脆弱，不能鼓勵大規模旅遊，那就是「自然保護區」或生態保護區。 

如果某些地區，交通可及，自然景觀、人文景觀比較集中，環境優

美，可提供大量遊客觀賞、遊覽的區域。資源保存與發展並重，那就是

「風景區」。有不同等級的風景區。 

如果某些地區，距離城市交通近便，沒有高知名度，但是鄉村、郊

區、農莊、果園、海濱、溪流、小濕地、古跡、特色產業等等。仍然值

得都市居民假日出遊，紓解身心、增廣見聞。 值得地方政府投入資

源，改善道路、停車場及遊客服務設施、步道、自行車道、解說系統，

提供當地居民休閒遊憩的場所。 

無論何種種類的環境、何種等級的景觀資源，都與景觀、旅遊、規劃

專業人員關係密切，都需要積極參與，評估、定位。  

(2)景觀評估的應用 

比如我們居住的城市，有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美麗風景、自然生

態、河湖濕地。希望有一套客觀合理的評估方式，將資源妥善保存或保

護。但是保存與保護都需要投入可觀的人力、經費，可能還限制了城市

的發展。因此不同等級價值的資源，必須不同的取捨與應對策略。原地



 

- 3 - 

 

保存、遷移複建、周邊劃設緩衝區、人工修復維護、明智利用或管理限

制都是決策者的選項。 

比如我們居住的城市，經濟逐漸成長，人口持續增加、建築物與交通

日漸密集。如何保留一些綠地資源，讓我們生活、工作之餘，還能近便

的接觸公園綠帶，舒緩身心。 如果城市有一條河流，雖然我們不再依

賴船運，但是乾淨的河流，意味著河畔有開闊的綠地空間，可以親近花

草鳥蝶、賞景、休憩、釣魚、划船。城市管理部門就必須保護景觀資

源，管控城市污染不破壞景觀資源。 

就是單一個風景區、單一條河廊中，也有資源差異。某個山丘地質、

地貌獨特，某個瀑布水泉特別生動，某塊濕地或樹林經常聚集許多鳥

類，某個山坡面能眺望好風景，某塊空曠地交通近便，但是景觀平

淡，…。這些都有助於規劃者最妥善的利用及保護資源。 

可能城市周邊的某處，需要興建高架快速道路、發電廠、高層建築、

大體育館、住宅區，是否會影響到景觀資源? 是否會破壞城市天際線? 

它就是建設專案景觀影響評估(LVIA)，是環境影響評估的一環。為了公

正客觀，景觀影響評估必須力求科學定性化與定量化。 

1.2 景觀的定義 

人類視覺所接受的地表景物稱為景觀，中國古代稱為「山水」、「風

景」或「風水」。人類從視覺景觀認識環境，獲取生活資源，躲避天然

災難，獲取幸福快樂。景觀與人類互相依存，探索景觀面貌為了維護可

持續的環境。 

(1)地理學意義的景觀 

地理學家認為“景觀”用來描述環境中視覺空間的所有實體，並且從

科學的角度去分析它們在空間上的分佈和時間上的演化。地貌學概念上

的景觀，研究某地理區的地質組成、型態特徵、空間結構及其發生發展

變化的規律，包含地貌構成與內外營力的侵蝕堆積、氣候變遷與人類土

地使用的影響，應用於自然災害的趨避與環境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地理學的觀點常將景觀分類為自然景觀(地形景觀、地質景觀、植被

景觀、氣象景觀、水體景觀)、人文景觀(產業景觀、城鄉聚落景觀、文

化景觀、人為構造物景觀)。景觀與各種地理現象密切關聯。 

(2)生態意義的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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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學觀察的生命元素與生態系統內部物種互動共生的面貌，探討物

質輸送、迴圈調節、分解自淨、能源傳遞等各種動態平衡功能，尋求環

境的複育或改善機會。景觀生態學關切環境的演變過程與區欄位型別，

包括空間結構、地域分異、演替過程與生態過程，生態流的空間聚集與

擴散、景觀演化與生態景觀價值等。景觀現象就是生態的表徵。 

(3)人文意義的景觀 

人類的生存發展與環境緊密相連，景觀記錄先民移墾、利用、開發、

災害、環境改造等等活動軌跡，也提供不同地區居民的經驗資產與精神

依賴。 

人文意義的景觀不一定是實體的，可能是精神向度的，譬如積累的生

活環境經驗、信仰、思維和行為準則。比如人類居住生活的空間尺度，

或聚落、生產型式的佈置、特徵等。從人文意義看景觀美質，可能取決

於自然屬性適應人類社會生活需要的程度和性質。譬如描述寧靜豐足的

農漁生產、象徵健康與安全的青山綠水、可記憶定位的地景特徵等。 

(4)美學意義的景觀 

自然美主要表現在形式美，景觀具有心理趨近魅力，並且具備物質形

式的客觀形象。人們用眼睛耳朵感受事物，由經驗記憶與心靈思考感知

美。景觀美顯現人性的心理趨向。 

廣義地說，形式美就是事物外在形式所具有的獨立審美特性，形式美

表現為具體美的形式。狹義地說，形式美是指構成事物外形的自然屬性

(色、形、聲)以及它們的組合規律(如整齊、比例、對稱。均衡、反

復、節奏、多樣性、統一性、連續性、獨特性)所呈現出來的美學特

性。自然界中的普遍形式就是"規律"，因而狹義的形式美，是指某些既

不直接顯示具體內容，而又具有一定審美特徵的形式美。 

1.3 人類對景觀的期待(心理美學) 

人類對於景觀資源的需求，可能來自許多方面。或藉由體驗珍奇獨特

的景觀來擴增知識或滿足好奇心，或藉由認識大環境的地貌增加對生存

空間的瞭解及安全感。或某些視覺感受可愉悅人的情緒，或具空間或形

體上的美感，或某些視覺感受能激發生產活動或健康生活的聯想。如翠

綠山巒與清澈的溪流、桃花源村落等，這些景觀資源需求我們可歸納為

環境心理學與經驗美學兩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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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環境心理學方面來看，人生活在環境之中，心理上對天地、對宇

宙、對環境，就有探索、崇仰、依賴、渴求的心理，可歸納為下列的六

種基本期待： 

(1)特殊新奇的追求 

人類文明進展之後，組成分工的社會，人們都必須就當地的資源勞動

生產，與他人、他地交換生活必需品。平原上種米麥的農民可以吃到魚

蝦、竹菇、羊肉，但是很難有機會去體驗海濱、高山、草原的環境。因

此渴望旅遊的機會去觀賞海濱、高山、草原景觀，或是認識不同的生產

環境。因此追求觀賞日常生活中沒有的、罕見的、特殊的、新奇的、雄

偉的、險陡的、壯觀的、瑰麗的、秀美的景觀體驗，也是旅遊的驅動

力。比如大江大海、大峽谷、大瀑布、石林、峰林、天坑、地裂、深

谷、天涯海角等特殊新奇的景觀。 

(2) 自然原始的追求 

自然就是美，地表環境依照大自然的營力，千百年才形成的山川地

貌、峽谷瀑布、平原濕地；植物依據地貌的多樣性，佈置植物的多樣

性；季節天候賦予自然枯榮幹濕、春花秋月，都是自然原始的運作。伴

隨地方族群長久生活的山可能成為聖山，水可能成為族群的母親河，自

然原始的風景就是人類的資產。人類敬仰自然現象、探索自然運作，對

於原始性景觀必然有更多的追求與期待。 

(3) 生命繁盛的追求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水是眾多生命的起源，各種物種在水系空間

中互相依存共生，物種平衡繁盛，也保障了人類在生態圈中的生存。雁

鴨水鳥飛舞在水濱沙洲景觀是受人喜愛的，大批的死魚翻肚河濱是令人

排斥的；茂密的森林、濕潤的青草地與飛舞的蝴蝶是受人感動的；乾旱

涸竭的土地，動物走避是令人失望的。不同的環境都有水下、水上、空

中、陸上、地下的多種生命互動，人類觀賞這些物種的景觀面貌，探索

生命繁盛的運行，也為了尋求人類自身在生態圈中的定位。 

(4) 知識探索的追求 

人類經過長久的演進，不斷的累積知識改進生存與生活品質。人類知

道看氣候與地貌變化躲避天然災害；累積植物與動物的知識，可以取之

為食衣住行的材料資源。這些都需要依靠視覺+嗅覺、味覺、聽覺、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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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去感知。生態旅遊引導我們觀賞地貌、地質、植物、動物知識，體驗

漁村、農村、牧場、特色產業的生活，認識歷史留存的建築、古跡、空

間，這些都能滿足人們知識探索的需求。 

(5) 健康潔淨的追求 

乾淨的空氣、水質、環境，有序的人為環境，能保障人類可持續生

存，造成觀賞者心理的愉悅。確保健康、遠離疾病、遠離混亂的現實需

求。因此森林茂密的山，受到喜愛；採礦或伐木裸露或泥石流崩塌的山

受到排斥。潔淨的溪流、澄澈的湖泊受到喜愛；污濁的河流、雜亂破敗

的巷弄、垃圾堆積的惡臭、聚集老鼠與腐食動物的處所，絕非人類對景

觀的選擇。 

(6) 安定和諧的追求 

人類累積數千年的生活經驗，水景可親，水害可怕，古人還把洪水猛

獸並列為人類生存的大敵。"山川壯麗""亂石崩雲"，受人驚歎；崩塌、

走山、土石流，受人恐懼；"小橋流水人家"，溫馨和諧，"陰風怒號，

濁浪排空"，令人憂畏。人為設施與自然景觀不調和，形狀、材質、色

彩突兀；人為活動不利於和平穩定，都不符合景觀美的追求與期待。 

1.4 景觀不僅是用看的 

佛教經典說，人類感知世界萬物，眼、耳、鼻、舌、身、意，是為六

識根、六知覺。科學家研究，人類對於環境事物的感知，視覺占 87%、

聽覺占 7%、嗅覺占 3.5%、觸覺占 1.5%、味覺占 1%。 因此，視覺與人

類對環境景觀感知的關係，最為重要。 

當我們觀看鄉村河濱或古鎮街道上有一棟房子，茅屋、竹屋、木屋、

磚石屋都順眼，鋼鐵屋、玻璃屋、塑膠屋就不順眼了。當我們觀看公園

池塘邊有白鷺、喜鵲、松鼠就順眼了，觀看到烏鴉、禿鷹、老鼠就不順

眼了。因為景觀被眼睛看到了，進入到大腦，還需要從記憶庫中檢索，

這些事物在生活經驗中是我們偏好的，還是排斥的。 

我們看有配音樂的電影比無聲影片有趣的多，看彩色電影比黑白電影

有趣的多，看遊樂場中 3D立體、有震動、有冷熱濕度模擬的電影更有

趣。在商場或博物館中看到漂亮衣物或新奇事物，總想去摸一摸、聞一

聞、聽一聽、嘗一嘗。如果我們正在觀賞風景，附近有施工的噪音、吵

架或小孩哭鬧、有臭味，總覺得煞風景。因為景觀體驗，不僅是用視

覺，還有聽覺、嗅覺、觸覺、味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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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聲、雨聲、樹葉聲、猿啼聲、鳥語、花香，都是我們在感受環境的

重要輔助。聲景(soundscape)是近數十年逐漸被人關注的一環。 

 

1.5 

什麼是美的景觀? 

人們常會將美麗的風景設定為電腦的桌布，或印製成掛牆的月曆。古

代沒有電腦桌布，山水繪畫或詩詞歌賦經常將人們嚮往的景觀表現出

來。 

我們回顧一下，中國水墨畫或水彩畫中最常見的主題：崇山峻嶺、峰

巒迭翠、雲霧繚繞、千里江陵、秋水孤帆、寒江獨釣、古鎮老屋、斜陽

牧羊歸、楊柳荷塘、茂竹寒梅、楓橋月泊……等。文學也經常表達人們

嚮往的景觀， 

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 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

新。 

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于鬥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

所如，淩萬頃之茫然。 

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 三秋桂子，十裡荷花。 

繪畫、文學表達的就是人們普遍認同的「景觀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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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見得景觀美是多元的，太魯閣峽谷很美，阿里山雲霧很美，墾丁

沙灘很美，東北角海蝕地貌很美，…… 

也似乎個人的偏好、心理、情緒、天候……影響很大。我們需要梳理出

一個普遍價值。 

天候是景觀的變數 

一般讀過高中的人都會背誦宋代歐陽修的「岳陽樓記」，“至若春和

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遊泳，岸芷汀

蘭，鬱鬱青青。”描述洞庭湖景觀有多美。 其實當時歐陽修沒去過洞

庭湖，岳陽樓記是根據他的大湖景觀體驗，憑想像幫朋友滕子京寫的。

經過他的描述，讓我們也觀受到了「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

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的洞庭湖有多美。 

但是同篇文章也描述了：“…夫若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

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嶽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

嘯猿啼。” 

王羲之也稱讚「快雪時晴」是佳景；北周柴世宗也比喻「雨過天青雲

破處，者般顏色作將來」，因為雨霧雪過後，空氣中的水分子都沉斂於

大地，樹草萬物都剛被洗淨，陽光燦爛，視覺能見度特別高，景觀特別

優美。 

可見的，天候是景觀的變數，同一個山水風景，晨昏日夜光線不同，

季節、雨雪、溫濕、舒適度不同、情境、聲音，可能要大大的改變景觀

體驗。 

長江流域的四季，植物色彩變換分明，春秋兩季色彩繽紛，夏季一片

翠綠，冬季枝枯草黃。嶺南卻是四季如夏，植物常綠。即便是九寨溝風

景，春夏秋冬、晨昏雨雪都是不同的景觀體驗。我們將如何進行景觀評

估呢?  

借助科學研究方法，如果：”天候”是景觀的變數，我們將它設定為

常數，都假設為「春和、景明、上午、辰時」。我們就便於比較：西湖

的岸邊往湖心眺望、洞庭湖的岸邊往湖心眺望、九寨溝臥龍海的岸邊往

湖心眺望，那個比較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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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什麼是景觀資源？ 

景觀資源與旅遊資源關係密切，吸引人們觀賞的景物就是景觀資源。

太魯閣、墾丁、日月潭、九寨溝、黃山、…，也包含人文的，九份、故

宮、京都、威尼斯…。 

連續假期，人們往哪裡跑，那就是景觀資源。當然人們去京都、奈

良，絕非去看新蓋的樓房社區，肯定為了老街屋、古蹟。森林、瀑布、

高山、雲海、湖泊、溪流、海島、沙灘、花草原、星空、野生動物都是

景觀資源，是人們渴望親近造訪的旅遊景點。 

有些景觀資源可能沒有知名度，沒有那麼多人擠過去。可能是生活周

邊駕車一日可及的鄉村、溪湖、山林、綠地、沙灘地…。 

即使是住家周邊步行可及範圍，也有不同形態的景觀資源，可能是濱

溪的一段水岸步道，花樹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

紛；可能一片池塘、濕地，植物多樣，蝴蝶蜻蜓飛舞，鳥雀群聚；或者

是一片翠綠稻田，阡陌縱橫，農舍儼然；或者是保存尚好的老房子、青

石板路；或者是一個山岡，可登高眺望，或看日出曙光美景，或看落日

晚霞…。 

從前的地方州縣常會邀請文人品評列舉，諸羅八景、西湖十景、黃山

八景、……，目地是推薦來訪遊客到這些景觀亮點去體驗、觀賞當地的

最佳旅遊資源。並且命名解說。比如西湖八景：蘇堤春曉、曲院風荷、

平湖秋月、斷橋殘雪、花港觀魚、南屏晚鐘、雙峰插雲、雷峰夕照、三

潭印月、柳浪聞鶯等。 

大家注意到沒? 西湖八景的景觀中，不僅要用看的，看堤柳、曲院、

月、雪、魚、荷、峰、雲、塔、夕照；還要用聽的，鐘聲、鶯啼；還要

用心去感受風、氣味、季節的變化、天候的變化、人事的滄桑變遷(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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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甚至歷史傳說、特色美食，雷峰塔與白娘子、吳越國錢王祠、樓

外樓的西湖醋魚等。 

當然，面積三千餘公頃的西湖，還有孤山、蘇白楊堤、岳王廟、文瀾

閣、西冷印社、龍井等等，但是列了一百個景點，閱聽者記不住，等於

沒列。突出 8至 10個亮點，更有利於引導遊客體驗。 但是作為旅遊規

劃者或遊專業從業人員，必須具備將景觀資源評估的能力，更適切的發

展、利用、串連資源點。 

或者有人說，旅遊節目、網紅介紹已經有了很多訊息。但是許多人

興沖沖的去了，氣噗噗的回來，或者心有不甘，因為花了錢、花了假期

與體力去旅遊，實際體驗得到的跟想像的不一樣。 

國外旅遊，一個旅行社或導遊如何在短短七天假期內，引導遊客觀

賞、體驗到最有價值的景觀體驗? 紐西蘭七日遊，西班牙十日遊…，該

如何規劃行程? 

西湖十景是南宋時開始傳說的，隨著朝代的更替，景點的名稱，位置

也有所更換。而到清朝時則增加到十八景，甚至是二十四景。尤其近幾

十年來，人為開發與商業化日趨興盛，許多景觀都將改變。每隔數年，

因應環境變遷，重新進行旅遊發展規劃時，景觀資源評估也必須重新檢

討。 

1.7 景觀資源評估是什麼？  

評估就是…客觀的將事物定性化、定量化。 日月潭、西湖、黃山、

玉山、富士山，那個好，怎麼個好法? 一樣是水，一樣有樹、有船，美

在哪裡? 

我們需要先深刻理解景觀的意涵，我們需要分析景觀美的各種元素，

或者元素間的形式組合。 我們需要歸納大眾偏愛的是那一種景觀，我

們需要擬定一些客觀規則： 

清澈的湖水 5分、碧綠的湖水 3分、污濁的湖水 0分…… 

陡峭奇特的山嶺 5分、緩和多層的丘陵 3分、平緩沒有山 0分…… 

歷史數百年仍保存良好的古街古建築 5分、與環境和諧的房屋橋樑 

3分、新建突兀的建築物 0分…… 

我們可以邀請數位景觀、旅遊、地理從業人員根據這些客觀規則評

分，再總加平均，或許能更接近真正的定性或定量。 

評定景觀的”客觀規則”、 定性或定量方法，美國景觀學者自 1960

年代就開始研究，美國的農業部林務局(USDA)、內政部土地資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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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M)也都是先驅研究者，研擬了景觀資源評估方法，得到許多認同。

但是景觀科學不像物理科學，地心引力、公式、原理，顛撲不破，放諸

四海皆准，還需要我輩持續探索研究。 

每個國家民族文化，對於美學的體驗或有不同。日本的園林景觀，著

重簡約、象徵，枯山水、不對稱佈局、耙紋的白砂地、修剪的常綠

樹、…，依循日本神道、佛教或禪宗中自然與人的關係所營造的意境。 

中國江南的園林，要堆山、借景、理水、濃縮、空間收放、構圖自然之

美，讓人接收多種體驗。華北平原、塞外草原、塞外西北生活的人們，

生活體驗不同，對景觀美的認知也必然不同。 

法國的凡爾賽宮，幾何、對稱、放射、多軸、噴泉、修剪齊整的花

樹、…。受當時歐洲文藝復興後期理性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影響。隔海的

英國，自然環境陰涼多雨、陽光柔和，更多自然的花園、…，是他們的

美學價值。美國、澳大利亞人為開發晚，大山大水的高自然度國家公

園，發展出了他們的景觀美學價值。 

中國人熟讀的詩詞文章，深刻影響了我們的景觀美學價值。“朝辭白

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

風。”、“泰山淩絕頂、桂林山水甲天下、長河向日圓、風吹草低見牛

羊、…”、“江楓漁火對愁眠、煙雨江南、塞外草原…”等等。 

登泰山只為了淩絕頂小天下、走絲路只為了印證歷史，或完成心中念

想。比如去海南島三亞為了追尋海角天涯，其實三亞的山巒、沙灘遠不

如東南亞的海岸海島。去敦煌月牙泉、探尋西藏天路，只因為書本裡讀

過、歌曲反復播放繚繞。 

心靈中的念想、獲影響了我們的美學價值觀，而且中國大部分土地已

經人為開發數千年，人文景觀更為豐富，仍然自然原始的景觀只能往東

北、川西、雲貴地區去尋找。 因此，我們不能照套國外的景觀資源評

估準則，必須持續探究我們自己的評估準則。 

因為視覺景觀價值可能受到個人偏好的影響，所以多幾個人參與評

估，再總加平均，要更客觀一些。美國早期常找 20位人員，觀看手持

大圖片，尋求群眾的偏好值。 也有邀請 20位專業攝影師，在同一片景

區中，讓他們自由選景拍照，經過一天之後，將他們的成果照片自挑 20

張拿出來，看看那些景點角度，得到最多人的認同，可能代表最好的景

觀。 

如今手機與電腦網路時代，人們出遊看到美好的景觀，總想拿出手機

拍攝下來，甚至許多照片幫您自動上傳雲端盤。您可以流覽一下過去幾

年來您拍攝的照片，為了節約空間，有些不好的、沒特色的、不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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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被您刪掉了，留下來的那些美好照片都是那些? 思考一下，它們為甚

麼好? 為甚麼值的留下來? 

有自然特色? 有人文特色? 有紀念意義? 構圖很美? 組合元素美? 我

們也可以參考網路搜尋結果。我們在搜尋入口網站打上「阿里山」、

「日月潭」、「九份」、「太魯閣」…，能搜尋到多少張圖片數量，可

能也能顯示那些景觀受到眾人偏愛。 

1.8 景觀影響評估是什麼？ 

有一種景觀評估不是為了評定風景的優劣等級，不是為了評選或發展

風景區。 

而是擔心景觀被破壞，那就是「建設項目景觀影響評估」。 

景觀影響評估(Landscape Visual Impact Assessment, LVIA)是環境

影響評估」的一部分，大凡要建設鐵路、公路、工業區、水壩、發電

廠、…等等，都有可能對環境造成不同程度的損害。環境影響評估就是

評估這些損害是否很嚴重，超過當地居民所能承受的範圍，決定是否仍

要開發，或者如何迴避、縮小、減輕、補償開發可能衍生的負面影響。  

環境影響評估包含地形地質、氣候、噪音振動、景觀遊憩、交通運

輸、文化遺址、空氣品質、生態、水質、環境衛生、廢棄物、社會經

濟、土地使用等分別進行探討，必需以科學、客觀、量化的方法，對於

開發前、施工中、完工營運期進行比較，並且研擬減輕影響的對策。 

環評報告書(EIA)經由專門的審查委員會檢視，決定是否准予開發或縮

小開發規模。 

景觀影響評估主要分析開發場址背景現況是否良好或敏感? 開發的量

體是否破壞了風景資源? 破壞了天際線或海景眺望? 遮擋了歷史建築的

觀仰? 可以採取那些策略可以減輕影響?  

如果開發行為緊鄰歷史古跡、老街古鎮、國家公園、優美海岸等地，

景觀影響評估就變得很重要了。 可能國家公園內開採的礦產利益很

大，某個熱門風景區非常需要旅館、停車場等遊客服務設施。核能電廠

為了安全，一定要建在有山遮擋，有水冷卻的海邊，開發與否牽涉利害

都很重大。 景觀影響評估者或其他各項環境評估者，都必須很慎重的

以客觀科學方法量化、比較、論證可能帶來的的影響，說服支持或反對

開發的群眾。 

環境影響評估制度通用於全球各主要國家，正因為我們有環評制度，

國家公園裡或重要風景區看不到突兀高大的建築物或排放污染的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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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影響評估也需要以景觀資源評估為理論基礎。景觀和視覺影響評

估( LVIA ) 識別和評估發展對景觀作為環境資源以及景觀和視覺舒適度所造

成的變化影響的重要性。 

1.9 景觀生態學是什麼？ 

景觀生態學(Landscape Ecology)，是研究景觀與生態之間關連性的科

學。我們從空中往地面看(航空照片、衛星照片)，將會發現陸地與海岸

或河湖水岸之間植物類型與疏密度有一個漸變的過程。 海水之後先是

沙灘、稀少植物的灘地、耐濕耐鹽的地被植物、草類、灌木、小喬木、

偏好陽光的大喬木、耐陰不耐鹽不耐濕的大喬木等，它們被稱為生態梯

度(ecotone)。如果泥沙淤積使海岸線往海的方向前進，或崩塌侵蝕使

海岸線往內陸方向後退，植物的生態梯度也會重新演替。不同的動物會

選擇沙灘地、泥灘地、草生地、灌木區、陽性植物區、陰性植物區為覓

食、躲藏、繁殖的棲息地。某些內陸的動物也經常需要到水邊覓食、或

繁殖、完成生命週期，反之亦然。 小型動物的覓食範圍小，棲地塊需

求小；大型動物的覓食範圍可能需要十餘平方公里，棲地塊面積需要很

大。如果人類建設了公路，或在森林中建設了某些建築設施，許多躲避

人類的野生動物就不敢跨越或或靠近人類活動區了，這就造成棲地切

割。十余平方公里的森林被從中切成兩塊，各剩 5平方公里。扣除邊緣

區，核心區的野生動物就因食物不足，無法跨區尋覓配偶、基因交換，

可能就因此滅絕了。 

這裡的「景觀」指空間上異質的地理區域，其特徵是包含相互作用的

各種不同斑塊或生態系，其中既有相對自然的陸地和水生系統（例如森

林、草原和湖泊），也有人工主導的環境（包括農業和城市環境）。 

山地、沖積平原、潮間帶、森林、水體、農田、裸露地、城鎮等等都

是我們視覺景觀的元素，但也是景觀生態學的組成元素。 

我們在衛星影像圖觀察，墾丁海岸的珊瑚礁岩、嘉南平原沿海的魚

塭、東北角的海蝕地貌、…，都有著驚人美麗的圖案與豐富的景觀生態

故事。 

研究景觀生態學，有助於保護生物多樣性，瞭解環境演變。景觀生態

學是個發展成熟的實用科學，但也不是本課程的主題。 

https://www.designingbuildings.co.uk/wiki/Development
https://www.designingbuildings.co.uk/wiki/Landscape
https://www.designingbuildings.co.uk/wiki/Environmental
https://www.designingbuildings.co.uk/wiki/Resource
https://www.designingbuildings.co.uk/wiki/View
https://www.designingbuildings.co.uk/wiki/Visual_amenity
https://www.designingbuildings.co.uk/wiki/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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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景觀設計學是什麼？ 

景觀建築(Landscape Architecture)，也是發展成熟的學科，直覺理

解就是景觀設計。比如都會公園或遊憩區，如何利用既有的地形、湖泊

河流，佈置樹林、草地、步道與遊客服務設施、建築物。一個校園、工

業區或住宅社區，如何配置建築物與綠地植栽相互搭配協調。讓使用者

在主、次動線上都能取得良好的視覺景觀。其規劃概念很多是順應自

然，求取人與自然和諧，也取得功能的滿足。比如紐約中央公園，在平

地上的人造景觀大佈置，有小山丘區、大湖泊區、大草地區、大樹林

區、集會活動大空間、休憩小空間、慢跑散步的大小步道網，大部分的

路是彎曲的，因為人們移動時，景觀接受道更多的變化。巴黎的布格涅

公園(Bois de Boulogne)也是類似的設計。 

但是也有些景觀建築設計采幾何、對稱、放射、圖案、聚焦等方式佈

置，比如首府華盛頓特區的大綠地廣場，4公里長、0.5公里寬的開闊

綠地中，佈置了紀念碑地標、紀念堂、國會大廈、白宮、博物館等建

築，大部分的路是直線的或橢圓弧線。 巴黎鐵塔周邊的廣場綠地也是

類似的設計。 

在美國大學裡的景觀系，課程內容包含自然景觀資源保護、景觀建築

設計、視覺景觀評估等。園藝系課程才會著重庭園設計、植物栽培、土

壤改良。 

http://www.epa.url.tw/Landscape/LA%E4%B8%AD-%E6%99%AF%E8%A7%80%E7%94%9F%E6%85%8B%E8%A8%AD%E8%A8%88%E6%BA%96%E5%89%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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