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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园林设计中地域文化的运用价值

周萌

洛阳理工学院  河南  洛阳  471000

【摘要】在我国近年来的发展当中，越来越多一线城市开始注重生态环境与地域文化的建设发展，旨在发展经

济的同时促进区域综合发展。在我国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建设日益强大的当下，园林设计逐渐与地域文化融合起来

体现了区域发展的多样化及价值。就现代园林设计工作的开展来说，很多区域都开始将其与地域文化融合起来，以

促进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文章主要通过分析地域文化的特点及园林设计中地域文化的运用价值，对其实际

应用途径进行简要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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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国大力开展园林设计以来，出现了大大小小不

同的区域园林工程标杆，主要有苏州的拙政园、济南的

大明湖及北京的颐和园等，都体现了当地的经济文化特

色。不同的区域在发展当中就可以借助地域文化让园林

设计更具特色，避免园林工程千篇一律。所以，在实施

园林设计建设时，就需要立足于地域文化，对当地的文

化特色进行利用及体现，不仅可以优化美化地域风光，

还能够让外来游客产生不一样的体验。

1 地域文化特点
地域文化的主要特点为长期性及深刻性，这两个

特点直接决定了地域文化的特色，使其成为了区域发展

的常青树。地域文化并不是在地域形成的初始阶段就具

备的，其大多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沉淀，还会随着时间的

推移发生改变。我国文化上下五千年，在不同的区域当

中有不同的表现，其不仅可以通过历史文化及人文文化

表现出来，还能够融合自然文化凸显地域特征。所以，

地域文化是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地域标

志，可以不断延伸。我国的不同民族在文化特征表现上

可谓大相径庭，主要是在民族意识和民族信仰的影响下，

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文化特色。很多人在旅游的过程中会

对当地的文化形成深刻的印象，甚至会长期刻在脑海，

对其进行讨论研究。因此，地域文化具有深刻性的特点，

能够让人们长久地记住，还能够时刻回味。

2 园林设计中地域文化的运用价值
2.1 增强旅游发展实力

据统计，我国 2018 年旅游市场的发展非常迅速，

累计实现了 5097 亿元的总收入，同比增长 10.56%。可见，

旅游行业在我国社会经济综合发展当中占据了较大的市

场份额，还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很多地区开展园林

设计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可以吸引外地游客，加快

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在园林设计当中国融入地域文化，

就可以让更多外地游客慕名前来，使其在旅游的过程中

可以了解当地文化，为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推动力。

2.2 弘扬当地传统文化

不同的地区在发展当中会体现出不同的地域特色，

这种地域特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从园林设计当中表现出

来。将地域文化运用于园林设计当中可以让外地人一眼

就看出园林设计的理念，再结合当地的发展情况对当地

传统文化进行了解，逐层深入，促使当地传统文化能够

得以弘扬。在园林设计当中运用地域文化能够对其中的

色彩装饰或者相关的材料进行利用，促使人们能够理解

地域文化的内涵。论园林设计，苏州可谓是先驱，这个

区域有很多能够体现当地传统文化的园林建筑，并且被

人们熟知。比较知名的就是苏州园林，其综合了缂丝工

艺展览设计，可以让游客了解苏州的缂丝文化。苏州园

林的建筑墙壁上还绘制了苏锦图案，可以弘扬苏锦文化。

另外，园林当中还有玉雕、泥塑等文化元素，是当地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体现。由此可见，地域文化在园林

设计当中的融合运用在弘扬当地传统文化方面可以体现

非常大的价值。

2.3 与生态环境发展相契合

园林工程项目建设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改善传统建

筑工程建设施工的弊端，将工程建设与生态环境发展结

合起来，减少工程建设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我国在生态

文明建设的背景下，逐渐开始注重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

调发展，虽然在很多建筑工程建设过程中都会落实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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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但是收效甚微，而在园林设计建设当中可以产生

较大的效果。尤其是在融合地域文化开展园林设计时，

可以让园林设计更加和谐，满足整体性设计原则，达到

我国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目标。

2.4 展示人文水土风情

人文水土风情在园林设计当中的体现比较复杂，

其需要满足较多的要求，才能够在实际建设当中体现地

域人文特色。在开展设计工作时，设计人员可以借助地

域文化融合人文传统，这就非常考验设计人员的工作能

力，其不仅需要确保园林景观的和谐性，还需要考察当

地的风土人情，促使其在园林设计当中表现地淋漓尽致，

让人们在欣赏园林风光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人文水土风

情。地域文化在园林设计中的价值就包括这一点，主要

是设计人员可以结合自己的所闻所感，对设计思路进行

整合，还能够寻求当地居民的帮助，更加深入地了解地

域文化特色，体现出别具一格的园林设计风格及理念。

3 地域文化在园林设计中的具体应用途径
3.1 考虑自然环境特征

在设计园林工程项目时，设计人员需要体现园林工

程项目的自然景观特色，这就需要考虑自然环境特征，

防止在开展园林景观设计的过程中受到自然因素的影

响。设计人员首先需要了解当地的气候条件，主要是由

于气候是决定园林设计风格的基本因素。因此，园林设

计人员要在设计工程项目图纸之前做好当地的水文、地

质及生物条件等调查工作，将其作为衡量设计方案的重

要指标。在勘察地形地貌的过程中，设计人员可以将园

林景观创造性地融入到环境当中，对已有的景观进行改

造，促使园林工程能够成为当地经济与文化之间的沟通

桥梁。在对自然环境特征进行综合考虑时，设计人员要

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善于挖掘乡土植物的美，将自然植

物融合到园林设计当中，促使园林景观体现出较强的审

美效果。

3.2 考虑社会特征

当前的园林景观与我国以往的风景园林景观建设存

在较大的差异，虽然在设计形式和理念上大同小异，但

是体现出来的设计风格及整体风貌还是大相径庭。主要

是由于我国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现代

化元素，在将地域文化运用到园林设计中时，不仅需要

体现出地域文化的传统特征，还需要结合现代化元素确

保园林设计与城市发展相协调，从而起到推动城市发展

的目的。现代化园林工程项目在融入地域文化时，要体

现人性化特点，因此要满足居民的休闲活动需求，体现

显著的社会功能。不同年龄段的人在社会生活当中对于

园林艺术的文化需求存在差异，所以，在运用地域文化

时，就需要综合各类因素，不仅需要保留传统园林艺术

形态，还要利用现代化技术打造新型园林文化氛围。在

这种设计理念下，园林设计就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城市美

观及体现地域文化而存在，其还能够提高居民的参与感，

强化园林建设的社会效果。

3.3 考虑文化特征

文化特征的体现是地域文化在园林设计当中运用的

根本，所以，设计人员需要考虑文化特征，避免园林设

计与地域文化产生偏离。地域文化在园林设计中的运用

就是需要通过对园林内部事物的展现，体现文化内涵，

促使当地文化特色能够在园林建筑当中体现得更加明

显。在我国现代化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很多城

市都会为了开发旅游资源扩大园林建设规模，以提高区

域经济效益。虽然这种发展理念无可厚非，但是在运用

地域文化时，还是需要以文化特征的体现为主，让人们

在生活当中开阔视野，还能够陶冶情操。在考虑文化特

征时，需要对当地的传统文化进行融合，比如长江流域

的苏杭一带在开展园林设计时，就充分表现了久远的历

史文化底蕴，促使城市的文化气息更加深刻。而广州、

深圳等快速发展的城市，则将科技、创新等文化融入到

了园林设计当中，体现当地的信息化文化，在促进区域

经济发展的同时，体现了城市的文化气息。

3.4 设计符合构思组合

园林设计是一项需要以设计思路的体现为主的工

作，设计人员在将地域文化融入到园林设计中时，就需

要确保设计符合构思组合，让园林景观设计作品能够表

达出不同的含义及特征。在分析设计构思时，就可以采

用以下几种方式提高园林设计和地域文化的融合性：

第一，引借。对传统地域文化中的典型符号直接引

借，让园林设计作品可以直观地体现地域特色。背景香

山饭店设计人员就直接引用了江南园林白墙文化元素内

容增强地域文化与园林设计的协调性。

第二，解构。对本来比较完整的结构进行打破，促

使相关符合相互之间解散、分离。这种方式能够让符合

之间重新组合，体现园林设计的丰富性特点。

第三，共融。很多古老的元素虽然面临淘汰，但是

还是可以将传统的可利用的地域文化元素与现代化元素

结合起来，实现新老景观融合。这种方式不仅可以保留

原有景观地域文化的内涵和习俗，还能够对其进行拓展。

3.5 文化符号的实际应用

地域文化在景观设计当中的运用可以通过不同的文

化符合体现不同的设计效果，在提高园林景观的观赏性

的同时，可以体现其实用性特点。设计人员可以利用小

品符合，在开展景观小品设计时，需要以整体景观设计

作为基础，让小品能够融入到整体景观当中，表现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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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和谐。设计人员要在挖掘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对文化

背景下的小品景观艺术进行创作，促使整体景观更加和

谐。雕塑也是众多园林设计的常用符号，其主要是起到

装饰的作用，还能够通过雕塑对当地著名的人物或者事

件进行表达，让人们直观地了解当地的文化和历史。设

计人员要保证雕塑与园林设计的协调性，使其能够与周

围的景观融合起来，形成统一的景致。另外，还能够利

用座椅符号，其可以作为让人们交往、停留、休息的重

要符号，在园林设计当中可以满足人性化设计原则。在

设计座椅时，也可以结合地域文化对座椅进行装饰，在

造型或者材料选择上突出地域文化，加强园林设计与地

域文化之间的融合效应。

4 结束语
园林设计中地域文化的运用价值可以从旅游、传统

文化、生态环境、人文风情等方面的发展进行分析。在

开展园林设计时，需要以不同的符号元素作为基础，尊

重不同地域的文化习俗，满足文化景观建设需求，促进

我国园林建设的综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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