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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林院校主题文化景观的创意营造

李然然

金埔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农林院校学科特色鲜明、优势突出，涵盖农学、林学、植物保护、资源与环境科学等重点专业。本文

从校园景观风貌、现代校园文化、公共活动空间、学科教学实践等方面，探讨农林院校中主题文化景观的创意营造，

为此类校园规划设计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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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林院校景观
校园作为师生共同学习生活的环境，不仅是传道受

业的教育场所，也是陶冶情操的生活空间，呈现出庄重、
典雅、朴素、和谐、自然的特征，其景观不同于文化场
馆、商业街区、公园绿地。

农林院校大多建校历史悠久，校园景观记载着不同
历史时期的发展建设，诠释着校园精神与文化内涵。随
着时代的发展，校园景观趋向于多元化，农林院校因其
鲜明的学科特色和极强的教育实践性，更加注重教学园
区与生活空间的相互交融、渗透。因此，农林院校景观
规划设计，既要尊重校园规划格局，延续校园历史文化，
又要展现当代校园活力风采，满足师生学习、交流、实
践、办公、休闲的需求，突出校园景观的现代与生态、
文化与特色、活力与创新。

2 农林主题文化景观的创意营造
近年来，农林院校中农林景观风貌的呈现与主题文

化创意，逐渐成为该类院校校园景观规划设计的重点与
难点。本文将结合南京农业大学新校区景观规划设计，
进行探讨。
2.1 确立主题，整体规划

主题理念是设计团队在空间规划构思过程中所确立
的主导思想，是校园环境营造与景观设计的关键。南农
新校区景观规划立足空间格局、建筑布局、学科特色、
校园文化，以“智汇花谷、绿动青春”为主题进行整体
规划，将农业肌理抽象为“田 +O”式“圈层·联结·共
享”的景观体系，构建“双轴、一核、一带、一廊、两
环、多点”的空间结构，包括入口形象轴、中心景观核、
滨水景观带、共享人文通廊、景观环线、主题创意节点，
整体营造现代活力、生机盎然的景观风貌，构建文化突
出、智慧科技的共享通廊，针对各学部学科特色打造沉
浸式教学生活主题花谷，为师生提供现代、生态、特色、
有归属感的教学办公和生活环境。

2.2 控制风貌，彰显特色

新校区农林特色景观风貌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量：
道路景观：校园景观依托路网骨架及建筑布局整体

呈现出“同心圆 + 品字形”的空间结构，即路网与组团
交互布局形式，道路性质与建筑功能则初步决定了各景
观空间的使用功能与设计内容。园区内环为慢行交通线，
师生通过骑行、步行、搭乘公共校园巴士可到达各学部
组团和生活区，沿线设置停靠景观站台和休憩节点，道
路两侧种植色叶大乔木黄连木作为行道树，构成季相分
明、简洁大气的景观廊道。园区外环为快速车行线，以
社会车辆及校园会务参观车辆为主，沿线设置生态停车
场及非机动车停车棚。道路外侧绿地空间相对充裕，设
计以常绿大乔木香樟作为基调树种，林下设置海绵绿色
基础设施生态草沟，通过草沟对道路雨水径流进行初步
收集过滤处理，大大减缓校内雨水排放的压力 [1]。局部
区域结合景观动线、观赏视域和地形设置下凹绿地和雨
水花园，以多年生、宿根及球根花卉为主，如千屈菜、
黄菖蒲、射干、玉簪、二月兰、黑心菊、萱草、紫花地
丁等花境植物，搭配狼尾草、细叶针茅、苔草等禾本科
植物，既能形成绿意盎然、花期繁茂、生态低维护的绿
地景观节点，又能充分利用植物进行截流、渗滤、净化
雨水，绿化美化校园环境。

绿地景观：道路与建筑之间通常会形成规整带状与
不规整斑块状绿地空间，设计以疏林草地的形式进行统
一，以常绿树为主，搭配色叶林与观花乔灌木。在活动
场地与绿地边缘区采用成片的禾本科植物，如狼尾草、
细叶芒、蓝羊茅等，搭配菊科自衍花卉进行绿化美化，
打造四季有花，乡野缤纷的绿地景观。

水系景观：校园中心湖、溪流、沟渠等不同形态尺
度的水景空间，既是雨水调蓄绿色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也是校园自然景观的点睛之笔。水岸植物以观花乔灌木，
如樱花、海棠、木芙蓉、连翘、锦带，搭配鸡爪槭、红
枫及水生植物，营造宜人的滨水休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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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蔬景观：校园外环北侧区域设置小规模果林，以
新品果木、观赏果木、实验果木培育为主，林下开辟蔬
菜试验田，既满足农学、园艺、果树、蔬菜等学科科研
教学实践需求，又充分利用校园边缘空间展现农业风貌。

田园景观：结合设计主题及农学、园艺、园林、土
壤等专业需求，以农业作物 + 观赏花木轮作方式进行绿
化创意，在公共景观区及教学实践区打造田园风貌的景
观空间。

屋顶花园：针对建筑规划中设置有屋顶花园的空间，
设计考虑覆土荷载及后期养护，以禾本科、景天科、浅
根系植物为主，增加休憩活动平台及安全防护设施。

海绵校园：通过多种 LID 设施的组合搭配，将传统
校园以排为主的控水理念，转变成以“滞”“渗”为首
要方法，以“蓄”“净”“用”为价值体现的综合雨水
管控体系，整个校园形成一个雨水循环利用的网络，更
加绿色和经济 [2]。
2.3 提炼文化，以线串点

新校区设计提炼农林学科特色，以耕读文化为主线，
通过现代手法进行景观创新，突出“花谷·绿动”主题，
以慢行通廊串联八大主题文化空间——时、季、文、彩、
境、趣、印、韵。

“光阴之时”：位于南侧景观中轴，连接主入口、
校史馆、档案馆、图书馆，通过序列空间校训广场、历
史长河、时光台地、水韵芳华传承历史记忆与现代校园
文化，包括等节点。

“物候之季”：选取人文、社科专业具有景观表现
力的研究成果“二十四节气的文化遗产价值”，打造节
气花岛与谷雨书院两组教学生活共享空间。

“丝路之文”：选取专业研究课题《农业文明：丝
绸之路上“行走”的种子》，对“稻、豆、蚕、茶”四
个主题进行景观创意，打造追溯文明与体验农趣的共享
空间。

“花木之彩”：打造滨水多彩的林下活动空间，春
有百花，夏有蝉鸣，秋有枫彩，冬有梅香。

“艺术之境”：结合校园展馆、生活街区及留学生
博士生公寓，打造具有艺术气息与现代活力的花园空间，
满足校展馆室外展陈布置、日常休闲、社团组织、国际
交流等小范围活动需求。

“形象之印”：北侧景观中轴，设计将地标建筑剪
影构筑物置于中心草坪视觉尽端，打造新的校园名片记
忆焦点，创造光影变化的艺术效果。

“生命之趣”：设计选取生命环境、园艺育种、植
物昆虫三个题材进行抽象提炼，打造探访生命之丘与禾
园秘密的人文景观空间。

“流水之韵”：设计以蜿蜒的步道和景观桥将建筑
与室外滨水广场闭合成环，沿线串联樱湾拾翠、桃李水
榭、星光漫步、音乐草阶等节点，打造为新校区最具人
气与特色的景观核心。

2.4 植物营造，定制花园

设计对八大文化空间进行深化，通过植物营造创新
打造新校区十大专属定制花园，兼具教育实践、文化展
示、科普交流、休闲活动功能。

“节气花岛”：在流动起伏的空间中，搭建节气长
廊景观装置，配以二十四节气主题文案和园林小品，场
地边缘栽植季相丰富的花镜，如低矮亚菊、石竹、紫茉
莉、石菖蒲等，搭配千叶蓍、醉鱼草、醉蝶花、羽扇豆
等，形成色彩艳丽的花岛景观。花岛结合微地形，栽植
乌桕、枫香、鸡爪槭色叶大乔，展现物候变换之美。

“谷雨书院”：结合人文院屋顶花园教学区，取“雨
生百谷，万物滋养”之意，打造具有观赏、净化调蓄与
生态教育功能的雨水花园。

“桑织花园”：以流动空间形成活跃的组团中心广
场，服务于大学生活动中心及图书馆。场地边缘设置蚕
茧休憩装置与景观灯，生动有趣。以桑科构树、桑树搭
配银杏、元宝枫为主题植物，点缀宿根花卉。

“艺术花园”：设计服务于农学院、园艺院室外实
践教学，栽植花叶薄荷、紫苏、花叶活血丹、百里香、
鼠尾草等可食用植物，搭配宿根花境，打造味觉艺术花园。

“五谷庭院”：汲取“稻、黍、稷、麦、菽”五谷
为主题元素，趣味打造室外学习、交流、休闲的文创微
空间。

“梨园街区”：设计将梨的“前世今生”科研成果
提炼为主题系列的景观装置和插画艺术品，散置于东西
两组生活街区中，让书面知识活跃于动态空间，是文化
亦是风景。街区内栽植梨树、杜梨，形成可游可栖的林
荫步行区。

“生命花谷”：以艺术地形寓意生命和希望，中心
设置种子萌发景观互动装置。花谷中散置不规则彩色种
子造型景观坐凳，形成生科院、园艺院、植保院组团间
的活力中心。

“秘密禾园”：设计以植保院农业昆虫为灵感，在
林下禾草花境中点缀昆虫趣味小品配以说明牌，增加花
园绿地吸引力，寓教于乐。

3 结束语
新时代校园景观是校园人文与学科特色的外在体

现。农林院校因其鲜明的学科特色，更加需要设计师在
尊重校园环境和空间布局的前提下，通过主题空间、文
创小品、特色植物配置等，展现对人性的关怀和对现代艺
术的审美，并实现农林教学实践与景观环境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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