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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设计中的李白文化内涵赋予 

殷  辉 

（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绵阳 621010） 

摘要：现今旅游业由单纯的休闲观光向更高层次的文化体验过渡,要深入挖掘名人文化的内涵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李白作为我

国盛唐诗坛之巅，创造了古代积极浪漫主义的文学高峰，尤其在歌行体和七绝上的成就，开创了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我们在进行

景观设计时要深入发掘李白文化的内涵，并将之融入进设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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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调张籍》）李白被后人誉

为“诗仙”,与杜甫并称“李杜”,他与杜甫一起,把中国诗歌艺术推

向高峰，吸引了当时以及后来众多的敬仰者和研究者对其进行不断

的研究和探索。目前在国内虽有李白文化的主题公园和含有李白文

化特有的系列化整体艺术视觉符号，然而对李白文化从旅游景观设

计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的相关理论研究和设计实践等方面可以说

是很少有人问津，几乎没有看到将李白文化的旅游景观设计的物化

研究理论体系，也没有从景观设计实践的角度来发展和推广李白文

化的案例，所以这方面的探索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以带动李白文

化背景下旅游景观规划设计的良好发展与文化传承。 

一、李白文化开发 
（一）文化组织和文化活动 

李白（701－762） 字太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因出

生在四川江油而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江油作为李白出

生地，一直是绵阳文化品牌极其重要的一部分，研究李白文化的旅

游景观设计物化不能离开江油这个范本。2002 年,江油成功注册了

“李白故里、蜀道咽喉、九寨门户、华夏诗城”的旅游形象,全市旅

游业发生了质的变化。修建了李白纪念馆,成立了李白研究会,定期

举办《放歌李白故里》、“李白文化艺术节”、“李白故里文化大巡游”、

“李白国际文化节”、“李白故里民俗文艺展演”等活动,初步营造出

“李白文化”氛围,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来此观光旅游。李白文化高

端论坛，创始于 1984 年四川省李白研究会成立之际，目前已成功

举办了 15 次学术论坛。2018 年，李白纪念馆获“四川十大历史文

化地标”称号。2019 江油“一带一路”李白文化节媒体见面会在江

油青莲李白诗歌小镇举行，以“世界的李白、李白的江油”为主题。

川内的新闻媒体及高校都自觉地为李白文化阐释和传播做了相当

的工作。 

（二）“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旅游文化 

学界把李白的诗词歌赋、游踪遗迹以及相关的传说、故事等称

为 “李白文化”“太白文化”[1]。夏凌云、高明宇对李白与旅游文

化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他们认为“由于中国旅游文化中重人

传统及重文传统的存在”[2]，李白游览祖国河山留下的大量名胜古

迹文物,都是旅游资源开发的重点。唐之斌认为“加强李白文化研究

既是李白研究领域的拓展,也是李白研究的时代需要”，“李白的精神

文化的核心是爱国主义,表现在热爱大自然”[3]。李白“一生好入名

山游”，从“十五学神仙 ，仙游未曾歇”，青少年时期，一边读书，

一边旅游，故乡的大匡山是他隐居读书之处。李白的传奇一生不仅

与盛唐文化相接，更与广阔河山的秀美风光所融合。李白文化具有

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及丰富的内容，包括李白诗歌、思想性格、

生平经历、遗迹传说、轶闻趣事以及崇道、纵乐、饮酒、仙游、击

剑、任侠等兴趣爱好诸多方面。李白文化和李白的思想性格是人类

文明的瑰宝，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一颗光辉灿烂的明

珠，非常符合今天的时代精神，也是我们时代先进文化建设所需的

重要源泉和动力，是值得我们在景观设计中深入挖掘、整理、提炼

和运用的珍贵的文化资源。 

 （三）旅游景观设计要突出李白文化的文化内涵 

“李白文化”无疑是独特的旅游资源，蕴含巨大的旅游价值，

值得人们深入研究。目前在国内虽有李白文化的主题公园和含有李

白文化特有的系列化整体艺术视觉符号，然而从旅游景观设计的角

度深入研究探索李白文化的物化应用，对李白文化从旅游景观设计

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的相关理论研究和设计实践等很少有人问津，

几乎未看到将李白文化在旅游景观设计的物化研究形成相对完整

的理论体系，并将相关理论运用到设计实践，也没有从景观设计实

践的角度来发展和推广李白文化的案例。进一步打响“李白故里·华

夏诗情”文旅品牌，擦亮“李白出生地”绵阳城市名片，推动李白

文化走出国门，让世界更广泛地认识、认知、认同绵阳和江油是现

在和将来绵阳、四川乃至全国要着力推动的工作。 

二、李白文化内涵与景观设计 
传统文化的振兴和传播对现代社会十分重要，把传统文化打造

为旅游区发展的核心力量是文化旅游景区保持基业长青的根本。当

下人们对旅游景观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改变以往博人眼球的观光

旅游形式，挖掘旅游景观中深层次的文化性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 

（一）脱俗超凡 

李白出游足迹踏遍祖国山水，但其不作“客路青山外，行舟绿

水前”（《次北固山下》）的低吟，而是“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渡远荆门外外》）的奇绝想象。李白好仙道，有“有五岳寻仙不

辞远, 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又有“且放白

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梦游天姥吟留别》）的一派仙风道

骨。夜宿山寺有“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夜宿山寺》）的仙

人观。在景观设计中要出亮点，找优点，曝亮点，要把“脱俗”，

即避免同质化作为主要的努力方向。要发掘和利用水利资源，河流、

湖泊、瀑布，都是能够营造隔离感和神秘感的绝佳物质寄体。 

（二）豪放雄奇 

李白诗歌今存 990 多首，其中有很多表现了诗人非凡的抱负，

奔放的激情，豪侠的气概，也集中代表了盛唐诗歌昂阳奋发的典型

音调。唐玄宗起初让李白待诏翰林，作文学侍从之臣，李白性格傲

岸不能忍受小心翼翼的生活，咏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

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曾应邀
璘入永王李 幕府，以为获得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咏出“但用东山谢

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十一首》）的豪迈诗句。李

白以痛快淋漓的饮酒诗，来排遣怀才不遇的忧愁。《将进酒》：“人

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

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就算是看瀑布，也是“飞

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李白的豪放是

盛唐气象的显示，也是对个人才华和能力的自信，而要展现这种豪

放，就需要再山川地理上下功夫，要利用好山岩、山崖、巨石等石

质材料。 

（三）隐逸情趣 

隐逸不只是“陋室”“草庐”“种豆南山”，山清水秀的自然风

光都是隐逸的“标配”。“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梦游天姥吟

留别》）是梦中登高，“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独坐敬亭山》）

是山中独坐，“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夏日山中》）是山中消 

（下转第 24 页） 



基础教育 

 24 

 

（上接第 230 页） 

暑，“惟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把酒问月》）是月下小

酌，“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寻

雍尊师隐居》）是别人隐居地的美景。现代人在大城市看惯了也住

惯了钢筋混凝土的建筑，旅游所追求的正是那种与世俗或说与人世

的隔离，如何能真正借助自然资源打造幽隐之地，而非期望游客能

够“心远地自偏”，能够调动游客雅趣、山野之心就能够把握住游

客的精神需求。 

（四）侠客之风 

李白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多次以大鹏自比。李白在长安三年失

意而归，怀才不遇的悲愤狂歌从胸中喷涌而出：“大道如青天，我

独不得出，羞逐长安社中儿， 赤鸡白狗赌梨栗， 弹剑作歌奏苦声，

曳裾王门不称情”（《行路难》其二）。唐传奇中一直着力于塑造义

薄云天，不居功，不留名的高士侠客。当时的文人文而不弱，纵酒、

击剑，好行侠义事，“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

藏身与名”（《侠客行》）。关于中国传统的剑道以及剑文化的宣传和

弘扬也能够和今下的国民塑造与文化走出去。 

我们倡导旅游景观设计的物化研究，其实也是物质景观的文化

性研究，通过对李白文化物化到旅游景观设计中的理论研究，将其

成果运用在李白文化形象植入的旅游景观规划设计实践中去，利用

李白文化的创意设计思想来指导景观园林设计师的设计创作，并通

过设计实践的推广使用产生文化传承的积极影响。 

结语 

社会的发展推动着旅游由单纯的休闲观光向更高层次的文化

体验过渡,旅游者的兴趣对象也由山水风景转向名人文化,深入挖掘

名人文化的内涵对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李白文化和李白的

思想性格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一

颗光辉灿烂的明珠，非常符合今天的时代精神，也是我们时代先进

文化建设所需的重要源泉和动力，是值得我们在景观设计中深入挖

掘、整理、提炼和运用的珍贵的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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