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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乡村建设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原有的乡

村生态景观不断被冲击。社会对农村的风貌建设要求也从

以往单纯的文明、卫生要求转化为融合乡村文化与乡村特

色、与城市和其他乡村风貌有所不同的、强调独特性的乡

村景观建设要求。因此在开展乡村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的时

候，必须要充分考虑当地的乡村景观特色，有针对性地融

入乡村风光与乡村文化，设计出独具一格的乡村风景园林，

从而满足当地居民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提高当地旅游资源

的开发，为当地长远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一、乡村景观的相关概念

乡村景观主要指包含自然、人文与历史三方面要素并

以乡村田园景色为主的景观。其与城市景观最大的区别即

是乡村景观更加能够凸显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且具有较

强的地域性。乡村自然景观是指除人文景观中人造建筑和

农田以外，在规定区域内存在的自然环境的总和，例如当

地的植被、动物、地理条件以及以上因素分布所形成的格

局。乡村人文景观是指在自然景观资源的基础上叠加人类

活动的产物，它包含的内容更加广泛，既有村落、建筑、

街道等，也有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民间节庆活动、宗教

信仰、审美观、道德观等要素。从功能来看，乡村景观主

要包含以下三种功能 [1]。

①环境保护功能。乡村景观是农民与自然环境共存共

荣、和谐发展的美景图，因此，乡村景观的主要功能是保

护环境。

②经济生产功能。乡村景观不仅包括自然环境，还包

括乡村发展，乡村景观中的农地资源具有经济生产功能，

它是乡村发展的物质基础。

③休闲功能。在园林设计中应用乡村景观的根本目的

是满足大众的休闲需求 [2]。

二、乡村景观的特点

在现代化的乡村中，乡村景观一般有两种展现形式。

其中，最为经典的一种形式即是自然景观，这类景观主要

集中在乡村未被开发的自然环境中，也因此具有更加浓厚

的乡村自然气息，是广受人们喜爱的一类以自然为主的乡

村景观，对现今的风景园林设计有较好的引导。而另一种

类型是以乡村的风俗文化、本土习惯为主的融合性乡村景

观。[3] 这样的景观最能够体现一个乡村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传

承，更能够让人们认识到这一乡村的区域特色。因此，这

样的乡村景观主打体验、表达，更具有乡村生活性和体验

性，是许多游客都愿意放松身心、融入其中的风景园林区

域。那么，将这些乡村景观融入风景园林设计中的主要功

能，即是能够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将乡村中的地域文化和生

活特色展现到现代社会人们的眼前，在带给新时代群众全

新的生活体验的同时，也更加利于传承一个乡村的优秀传

统文化，感受其中的民俗特色。这样不但能够促进乡村区

域经济的稳步发展，更能够给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开拓一条

新颖的发展道路，使乡村景观能够在现代的风景园林规划

设计中保持自己独有的特色。

1. 乡村景观的淳朴性

乡村景观是一代又一代淳朴的村民积累的劳动成果，

乡村景观是村民们自主营建，为了生存的目标，在社会发

展过程中“自然演进”形成的结果。因此，乡村景观是在

村民生产生活的基础上形成的，不存在华丽复杂的景观结

构体系，能够让人感受到舒适、朴实、静谧，这也正是乡

村景观所特有的魅力。

2. 浓厚的地域特性

恬静自然的乡村园林景观不单单表现出生态自然环境

的美学特征，还涵盖着浓厚的地域特性，而地域特性当中

的人文色彩就是乡村景观设计和城市景观设计的区别所在。

长时间生活在现代化的城市当中，匆忙的生活让大众的联

系慢慢的变淡，人文情感的流逝让大众的精神思想步入了

空虚和焦虑当中，所以，重新步入自然空间中，在乡村淳

朴的人际交往中重新感受大众之间纯粹的感情联系就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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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人脱离城市、步入乡村的根本起点。

三、当前乡村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 建设资金与建设人才相对不足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无论是社会居民还是

整体的国家建设政策，都非常重视乡村基础设施、风景园

林建设这一重要的乡村振兴建设环节。然而，由于我国的

经济建设仍然有待发展，并且存在一定的地区间发展建设

的不平衡，尤其是城乡之间的经济基础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这导致了某些乡村地区在推动风景园林建设时都面临着资

金投入不足、建设人才稀缺、计划难以执行、计划存在漏

洞等，不得不面对物质基础层面的限制和瓶颈。[4]

2. 历史文脉

乡村现状房屋之间保留最原始的院落关系，建筑风格

基本上以 60 ～ 70 年代期间建筑 2 ～ 3 层住宅风格。但是这

些元素的特色并没有更好结合开发乡村旅游，还是大部分

属于政府投入资金。

3. 规划设计工作存在千篇一律的问题

在乡村景观建设的过程中，存在同质化严重、缺乏鲜

明特色的问题。由于物质基础条件的限制，部分乡村领导

为了政绩而推进风景园林的规划建设，使得乡村园林设计

进程过快、不够科学、研究不够深入；一些方案过分借鉴

抄袭了其他乡村中的设计案例，破坏掉原有乡村特色，甚

至不考虑当地实际情况直接照搬城市风景园林，或斥巨资

修建“假古建”、“人造景点”，模板化的、千篇一律的风景

园林规划设计方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风景园林

的设计成本、降低设计工作的不确定性，但这也导致了某

些乡村地区的风景园林与当地的自然风光、人文风貌格格

不入，甚至与当地具体的人文风俗和民族习惯产生了巨大

的冲突。此外，过于趋同化的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方案，也

会导致大量的乡村失去了自己独特的风貌，例如一些消耗

了大量资金建设的“网红景点”、“爆款建筑”，虽然短暂带

来一定的旅游效应，但不同程度地破坏了乡村的文化风情

和自然条件的先天优势，破坏了传统特色建筑的保存与传

承，且并没有带来相对应的经济收益。[5]

四、风景园林设计中乡村景观的应用措施

1. 提高整体规划水平

景观设计需要长远规划以及综合考量多方面的因素。

从哲学角度来看，万事万物之间都存在着普遍联系，牵一

发而动全身。风景园林设计也是如此，只有提高整体规划

水平，才能促进乡村景观与风景园林设计有效融合。因此，

设计师在进行风景园林设计之前，需要充分了解乡村基础

设施现状，根据当地政府的发展要求，进行可行性分析，

为风景园林设计打下良好的基础。在规划布局阶段，设计

人员需要提高整体规划性和前瞻性，无论是风景园林材料，

还是乡村景观区域划分，都必须符合整体规划。另外，风

景园林设计中乡村景观的应用还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因

此，设计人员需要在整体规划的基础上，做好整体设计和

细节设计。

2. 融入历史文化，深化风景园林规划人文价值 [6]

乡村景观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人文价值。作为

风景园林规划的设计者，在尝试将乡村景观融入风景园林

的规划设计时，也需要秉承着发扬乡村历史文化的设计态

度，从基本的乡村风土人情和历史出发，对乡村景观的缘

由和背景进行一个深刻的了解。从而真正将乡村文化凝聚

起来，深度融入风景园林的规划体系中。这样在保证乡村景

观自然生态性的同时，也能够充分发挥乡村景观在风景园林

规划中的历史文化价值，体现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的人文情怀，

赋予风景园林真正的设计活力，并利用现有的乡村景观进行

融入，充分凸显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中的历史文化。[7]

3. 加强景观管理规划

在后期管理上，建立管治体系，创建管治计划，不然

无序、随性的运营管治一定会对乡村景观的持续进步产生

影响，还可能会出现热度下降后的凋零和破败。让乡村风

光不单单感受出审美的意义，也在标准中获得有序实施，

继而使乡村景观在风景园林中的长久性地延续与进步 [8]。

五、结束语

本文分析了乡村景观的相关概念，阐述了乡村景观与

乡村景观建设的特点，以及风景园林设计中乡村景观的应

用意义，从经济性、自然保护、可持续发展三个角度分析

了乡村景观在风景园林设计的应用原则，从整体规划、绿

色环保理念、新能源技术、绿化设计、建筑风格五个方面

探讨了风景园林设计中乡村景观的运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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