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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地域文化的旅游景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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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精神领域的追求也逐渐的开始重视，就拿人们的旅游方面的精神追求来说，也是对旅游景点以及旅游景

观的设置提出了新的要求。一般的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中都是以现代科技元素为主题的，很少体现一些传统的地域文化元素，所以人们在观

赏的时候难免会出现视觉疲劳的现象。所以在设计旅游景观是要充分的考虑到地域性特征的融合，但是近些年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影响，地

域性特点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凸显变得越来越不明显而且有彻底丢掉的趋势，所以这一现象需要尽快的解决。而有很多的因素造成这一现

状的存在，这篇文章主要就是针对当前景观设计的现状进行分析，再就是在景观设计中对地域文化的应用进行研究，希望能为接下来的旅

游景观设计提供思路，更好的将地域文化融合到旅游景观的设计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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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也开始越来越注重追求

精神文化上的享受。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重视地域特色的商品与服

务，因为他们意识到这将会创造很大的价值，所以旅游行业也在顺

应潮流，开始在旅游景观设计的过程中更多的考虑到地域文化的融

入，这与传统的旅游相比较，更具有吸引力而且也更加的具有竞争

力，只有摆脱传统的旅游景观设计观念才能更好的迎合现代人们对

旅游景观的要求。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和地方都在开始探索这一思

路，就针对地域文化在景观设计中的突出问题展开了探索和研究。

地域文化景观能够展现出的丰富的内涵，而且也能充分的展示当地

的风俗习惯以及人们的生活以及生产方式，这样就体现了旅游景观

的价值所以在规划与设计旅游景观中，要充分体现地域文化特色。

1 旅游景观设计的现状分析 
1.1 景观设计与自然环境缺乏协调 

通过具体的分析可以发现，在我国有很多的旅游景观设计存在

着一个固定的问题，那就是旅游景观的设计不能很好的与周围的自

然环境进行完美的融合，往往是景观的设计与环境完全是呈现两种

风格，这样就显得景观的设置很突兀，而且一些不合理景观的设计

可能对当地的地理地貌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可能误导游客对当

地名族风俗习惯的认识与理解，不能很好的起到通过旅游来认识和

充分了解当地民主特色以及文化习俗的作用。这种现象就是典型的

在设计本身就失去了地域文化元素的表现，这样的旅游景观的设置

就像植物失去了生长的土壤，景观的设计就是成了无本之木和无源

之水，没有了发展与生存的空间，长此以往就会对当地的旅游业造

成严重的影响。

1.2 缺乏合理的设计研究阶段以及景观建设仓促 

我国旅游景观的设计开始也比较早，所以设计的水平也是比较

高的，但是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那就是不能快速的适应变化，而

且缺乏创新精神。就像是目前的这个阶段，旅游景观的设计工作没

有在前期做好充分的调研和研究，所以设计的景观缺乏合理性，只

有在实地考察和研究之后，再加上对当地特色以及地域文化的充分

了解和掌握的基础之上在开展设计工作才设计出凸显地域文化的景

观。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景观的建设过于仓促，没有留有足够的

时间来施工，常言道慢工出细活，我们的旅游景观的建设也是一样

的，如果时间太快难免会出现问题，就比如质量不达标，导致后期

经常性的修复施工，这就会造成游客的减少，同样也会影响到当地

的旅游业发展。

1.3 景观设计方案在审核和论证阶段制度不健全 

在我国的旅游景观的设计中，传统的地域文化元素研究缺乏，

旅游景观的设计理论体系不完善，技术用语模糊。对景观设计的理

论方面缺乏评论、思考和讨论。而景观设计是否按照专家的意见或

领导的喜好进行很难被控制，景观设计专家的评审以及论证也是不

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还有一些相关的领导会按照自己的主观喜

好来评判方案的可行性，在他们从国外和国外旅行回来后，要求设

计师根据他们的个人资料进行设计，这就会完全的限制景观设计师

的发挥，从而会影响到整个旅游景观的设计效果，所以要建立完善

的审核以及论证制度，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从而为

旅游景观的设计保驾护航。

2 地域文化的主要包含内容及其特征 
2.1 地域文化的主要内容以及形成

一般情况下文化与环境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当地的环境会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的文化底蕴。就比如在某一地区，自然地理环

境就是当地文化的主要底蕴也是地域文化发展的基础，正如一方水

土造就方人民的说法一样，截然不同的地域文化风格在不同地区形

成和发扬，同时地域文化也折射出独特的地域景观，地域也是具有

一定的分界线的。虽然它们可能表现出相似性和连续性，但不同地

区之间存在更大的差异。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专属特性

以及独特的代表象征，它可以描绘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文

化情况和时空类别等特点。

2.2 地域文化的主要特征表现

所谓的地域文化也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具体的就是人们在某一

地区长期的历史活动所产生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物质和精

神上逐渐发展壮大。它不仅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的自然环

境，而且经济和文化水平也在映射着地域文化的发展。同时它还包

括科学技术成就的类别。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特点表现：

（1）地域文化是地域性的特征。它发生在一个地区的人们在

与自然、环境、经济的相互作用中形成，并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文化，

如三秦和齐鲁以及巴蜀等。

（2）地域文化是潜伏的。在地理文化的最初阶段，每个人都

被迫接受一种久经考验的地理文化，无意中证明了自己的文化、语

言和沉默，没有完整性，对他们来说，经历了潜在的反对。

（3）人民是地方文化的爱好者和创造者。地域文化是我们熟

悉的、属于我们的文化。人民是区域文化的载体和创造者，他们的

生产和生活反映了这一点。说到齐鲁文化，我们可以想到山东的喧

嚣大汉，山东的煎饼，腰间的围裙，山东美丽的阿姨疯狂。每个人

都是在一种区域文化中出生和发展的。

（4）忽视地区文化。面对中国文化的共性，地域文化的个性

长期被忽视。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面对欧美文化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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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渗透，中国文化逐渐弱化。

3 突出地域文化的旅游景观设计措施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重视精神和文化享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

到，区域性商品和服务具有更高的价值。关于区域文化的定义，大

多数学者认为，区域文化是指中国某些地区的古老文化传统和特色，

是对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的继承。从国际风格到地区主义，

区域文化与景观设计的融合问题一直是众多专家关注的焦点。丰富

的地域文化景观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景观设计中对地域文化

符号的应用研究也越来越多。包括自然历史、人类历史和社会历史，

讲述了土地的归属，也讲述了人与土地、人与社会的关系。”区域

文化是活的，不断增长和发展。地域文化的融合赋予了景观新的生

命，而景观又促进了地域文化的发展。就景观设计的发展趋势和地

域文化的内涵、特征而言，景观设计应立足于地域文化。

3.1 尊重自然条件开展设计工作

自身的地方特色在景观设计必须继承与体现，要想完成这些就

应首先从对自然条件的尊重开始，包括地形以及当地的气候的尊重，

甚至包括对当地的植物、动物的尊重，只有这样才能完全的将当地

的自然特色完全的融合到景观的设计当中。 

3.2 在景观设计中充分考虑到当地气候因素 

人们的视觉和触觉感受会受到气候条件影响。例如，国内南部

屋顶倾斜，北部屋顶平坦。这是因为秦岭淮河的分界线所导致的，

在分界线以南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量大。设计应充分考虑各

地区的气候特点和地域文化。如哈尔滨和重庆一样，它们两个地域

的气候条件有很大的不同，那么这两个地方的景观设计应该是不同

的，尤其是在旅游景观设计中一定要注重这方面的要求。 

3.3 在景观设计时要将民族文化融入到其中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包括心理认同、社会组织和文化现

象等维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的民族生活在不同的地域空间

中。民族差异性表现在文字、服饰、景观环境、建筑风格等多个方面，

久而久之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特色。例如，在我国的西北部的内蒙古，

地域特征非常的明显，而旅游的景观设计也是充分的体现了地域文

化所在，大草原以及蒙古包等等旅游景观的设计就突出的显示了当

地的文化特色以及风俗习惯。所以在景观设计中应充分体现出这些

不同的民族特色，人居环境等方面的景观设计，体现出对住宅与环

境、公共空间的不同要求。充分考虑和尊重民族文化需要。

3.4 在景观设计中采用合理的技术体现地域文化

合理的设计技术支持是景观设计完成的必要条件。虽然技术在

整个景观设计中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但技术手段是景观设计体现设

计理念的主要途径。它促进了景观的快速发展。当科技日新月异，

景观无所不能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慎重、冷静地选择。每一个景观

设计都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确定适宜的技术路线，多技术传承，

综合利用技术手段并持续的进行创新。选择合适的技术，结合当代

先进技术和区域文化特点，根据区域实际需要和条件，寻找合适有

效的技术路线。所选技术与该区域的历史和文化相协调，保持区域

文化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不以牺牲该地区的生态平衡和自然资源为

代价；不盲目追求先进技术，注重使所选技术与该区域的社会经济

状况相协调；利用传统技术的潜力，促进传统技术的改进和完善。

3.5 在景观设计时地方材料和新材料的综合利用

材料是体现旅游景观艺术的主要载体，每一个景观设计都必须

在材料的应用上进行充分的研究。空间结构和艺术效果是景观材料

可能影响到的部分。自然提供的所有材料都可以是设计师实现设计

效果的载体。只有掌握材料的性能和各种加工工艺，创造新的物质

环境和精神氛围，景观建筑师才能合理利用材料，充分发挥材料的

特性。在选择当地材料时，由于其当地材料的优势，在景观设计中

非常重视低成本，在利用当地材料挖掘材料特征、改造古物时，充

分利用旧建筑材料、构件和自然资源，促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 突出地域文化上的景观设计需要注意的事项
4.1 在旅游景观设计中反映独特的地域文化

文化的概念本身具有区域性：领土为其提供了基本基础，并形

成了最初的沉积。中国古籍反映了古人对地域文化的重视和重视。

区域文化在旅游景观中的表现，自然环境和当地气候的多样性，地

方传统建筑所蕴含的地方精神，以及不同的建筑工艺和材料的独特

性，造就了独特的地域景观风格。面对文化景观和旅游景观，设计

师还必须尊重景区的精神、自然环境，唤起游客回归自然、传承历

史的语境。在陕西西安曲江新区景观规划设计中，设计者保留了当

地特色文化景点，突出了当地自然景观、人文景观、著名风情和都

市文化，成为国内外著名的文化旅游胜地。曲江是中国历史上享有

盛誉的皇家园林。曲江新区内有雁荡塔、祠堂遗址、唐墙遗址、大

唐芙蓉园等著名景点。在场地景观规划中，设计师利用大桑花卉园、

大安达等多个文化遗址的景观和绿地，选择皇家园林，同时利用冻

土带的河岸生态区，文化景观和文化古迹反映了曲江新区独特的诗

意文化。同时，借用曲江新区旅游景区招牌上的汉唐文化元素，让

来宾感受到丰富的汉唐文化氛围。           

4.2 在旅游景观设计中加强对传统建筑和街区的保护及恢复

在旅游景观规划中注重传统建筑的保护与修复。建筑是一门四

维艺术，直接反映了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气候条件、生活习惯、文化

传统、历史进程和艺术愿望。在发展旅游业时，应尽可能保护和恢

复旅游地具有建筑和美学价值的传统建筑，使游客能够欣赏和了解

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宗教文物。通过对地方文化建筑形象的立

体展示或是不同的立体展示，使目的地建筑的历史真实性和特色更

加丰富，并创造出地方历史文化特色、特定的文化旅游气候和景观

个性。

5 结束语
随着大众生活水平的提升，逐渐开始注重追求精神文化上的享

受。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重视地域特色旅游，因为他们意识到这将

会把具有民主特色的地域文化传播，所以旅游行业也在顺应潮流，

开始在旅游景观设计的过程中更多的考虑到地域文化的融入，这也

将会进一步促进我国的关于地域文化的旅游景观设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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