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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在景观设计中的创新表达与实践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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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文化作为景观设计的重要灵感来源，其在现代景观中的创新表达与实践日益受到关注。研究探讨了传统文

化元素在景观设计中的创新应用方法，分析了其对提升空间文化内涵和地域特色的积极作用。通过案例分析和实践探索，

提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景观设计融合的策略，为传统文化在景观设计中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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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在现代景观设计中传承和创新传

统文化，已成为景观设计领域的重要课题。传统文化蕴含

着丰富的哲学思想、艺术形式和生活智慧，为景观设计提

供了独特的创作灵感和文化底蕴。然而，如何在保持传统

文化精髓的同时，实现其在现代景观中的创新表达，仍面

临诸多挑战。本研究旨在探讨传统文化在景观设计中的创

新应用途径，分析其实践效果，并提出相应的设计策略，

以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景观设计的有机融合。

1  传统文化在景观设计中的价值与挑战

1.1  传统文化对景观设计的意义

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精神与智慧的结晶，在景观设

计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不仅为设计提供了丰富的

灵感源泉，更赋予了景观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地域特

色。通过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景观设计，可以有效传承历

史记忆，强化场所精神，增强人们对环境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1]。例如，中国传统园林中的"借景"理念，不仅体现了人

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哲学思想，还创造出了独特的空间美学

体验。同时，传统文化元素的应用能够丰富景观的视觉语

言，如江南水乡的小桥流水、北方四合院的严谨布局等，

都成为塑造地域特色景观的重要手段。此外，传统文化在

景观设计中的应用，还能促进文化旅游的发展，提升城市

软实力，为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提供新的动力。

1.2  传统文化在现代景观中应用的困境

在现代景观设计中应用传统文化元素面临诸多挑战。首

要困境是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文化特色。随着国际设

计理念的广泛传播，许多景观项目呈现出同质化趋势，传

统文化元素的应用常流于表面，难以体现其深层内涵。其

次，现代功能需求与传统文化表达之间存在矛盾。例如，

高密度城市开发与传统园林追求的自然意境难以兼顾，现

代交通系统的规划也常与传统空间格局相冲突。再者，传

统工艺与现代施工技术的结合面临挑战。许多传统景观元

素，如石雕、木构建筑等，需要精湛的手工艺，而这与当

前追求高效、标准化的建设模式不相适应。此外，公众审

美取向的变化也给传统文化元素的应用带来压力。年轻群

体可能对传统文化元素缺乏认同，偏好更为现代、国际化

的设计风格。这些困境综合作用，导致传统文化在现代景

观中的应用常常陷入浅尝辄止或生搬硬套的窘境。

1.3  创新表达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面对传统文化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应用困境，创新表达

成为破解难题的关键。创新不仅是对传统的传承，更是对

其的发展和升华。通过创新表达，可以使传统文化元素与

现代景观设计语言有机融合，既保留文化精髓，又满足当

代审美和功能需求。例如，苏州博物馆新馆的设计巧妙地

将传统园林元素与现代建筑形式结合，创造出既有传统韵

味又富现代感的空间体验。创新表达的可能性体现在多个

方面：一是通过现代技术手段重新诠释传统元素，如利用

数字媒体技术展现传统山水画意境；二是将传统文化理念

与现代生态设计相结合，如将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融

入海绵城市建设；三是跨文化融合创新，在保持本土特色

的同时吸收国际先进理念。这种创新不仅能够解决传统与

现代的矛盾，还能为景观设计注入新的活力，创造出既有

文化深度又具时代特色的景观作品。

2  传统文化在景观设计中的创新表达方式

2.1  符号化表达：传统元素的提取与重构

符号化表达是一种将传统文化元素抽象化、简化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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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设计方法。这种方法通过对传统元素进行视觉解构和

重组，提炼出其核心特征和文化内涵，然后将其转化为

现代设计语言中的符号或图形。这一过程涉及对传统元

素形态、色彩、纹理等方面的深入分析和创造性转化。

符号化表达的核心在于保留传统元素的文化识别度，同

时赋予其现代审美特质。这种方法能够在有限的空间内

高度凝练文化信息，使传统元素更易与现代景观设计融

合。然而，在进行符号化表达时，设计师需要把握符号

简化与文化内涵保留之间的平衡，避免过度抽象导致文

化意义的流失[2]。成功的符号化表达能够创造出既有文化

底蕴又具现代感的景观元素，为传统文化在当代语境下

的传承提供新的可能性。

2.2  空间化表达：传统空间概念的现代诠释

空间化表达是一种将传统文化中的空间营造理念和方法

转化为现代景观设计语言的创新手法。这种表达方式注重

对传统空间概念的本质理解和创新应用，而非简单的形式

模仿。它涉及对传统空间序列、尺度关系、景观框架等要

素的重新诠释和组织。空间化表达的核心在于捕捉传统空

间营造的精髓，如动静结合、虚实相生、疏密有致等，并

通过现代设计手法加以呈现。这种方法要求设计师深入研

究传统空间理论，如风水学、园林学等，并结合现代空间

学理论进行创新性转化。在实践中，空间化表达需要考虑

现代人的空间需求和行为模式，将传统空间概念与现代功

能要求有机结合。成功的空间化表达能够创造出既有传统

韵味又适应现代生活的景观空间，为人们提供独特的文化

体验。

2.3  意境化表达：传统美学思想的景观化呈现

意境化表达是一种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和哲学观念转化

为具体景观体验的创新设计方法。这种表达方式注重营造

特定的氛围和情感体验，让人们在景观中感受传统文化的

精神内核。意境化表达的核心在于将抽象的文化理念，如"

天人合一"、"物我相融"、"虚实相生"等，转化为可感知的

景观元素和空间效果。这一过程涉及对传统美学理论的深

入理解，以及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创新应用。设计师需要

运用各种景观要素，如地形、水体、植物、建筑等，创造

出能够引发联想和共鸣的意境空间。意境化表达还强调对

时间维度的把握，通过光影变化、季节更替等自然现象增

强景观的文化内涵。这种方法要求设计师具备高度的艺术

感和文化素养，能够将抽象的文化概念转化为具体的设计

语言。成功的意境化表达能够创造出富有诗意和哲理的景

观空间，为人们提供深层次的文化体验和精神享受。

2.4  功能化表达：传统生活方式的景观适应

功能化表达是一种将传统文化中的生活智慧和实用技

术转化为现代景观功能设计的创新方法。这种表达方式注

重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实用性元素，并将其与现代景观的功

能需求相结合，创造出既有文化内涵又富实用价值的景观

空间。功能化表达的核心在于深入理解传统生活方式的精

髓，并通过创新设计使其适应现代生活需求。这一过程涉

及对传统生活习惯、民俗活动、环境适应技术等方面的系

统研究，并结合现代景观功能学进行创新性转化。在实践

中，功能化表达需要考虑现代社会的多元化需求，将传统

功能元素与现代技术手段相结合，提升景观的实用性和适

应性[3]。这种方法要求设计师具备跨学科的知识背景，能够

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有机融合。成功的功能化表达不仅

能够提高景观的实用价值，还能增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

同感和参与度，实现文化传承与现代生活的和谐统一。

3   传统文化创新表达在景观设计中的实践探究：以苏

州博物馆新馆为例

3.1  项目背景与设计理念

苏州博物馆新馆项目位于苏州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核心

地带，紧邻世界文化遗产拙政园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太平天国忠王府，占地面积约10750平方米。这一特殊的地

理位置为项目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2002年，85岁高

龄的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接受邀请，亲自担纲新馆设

计。贝聿铭将这个项目视为"人生最重要的挑战"，强调设

计必须既体现传统又富有创新。他提出了"中而新，苏而

新"的设计思路，旨在创造一个既能与周围历史环境和谐共

处，又能体现现代设计理念的建筑。贝聿铭的设计理念强

调将博物馆置于院落之间，使建筑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同

时通过创新手法重新诠释传统元素。这一理念体现了对传

统文化的尊重和对现代设计语言的探索，旨在创造一个能

够连接过去与未来、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空间。

项目的背景还包括苏州市"十五"期间的重点建设规划，

反映了地方政府对文化建设的重视。贝聿铭的参与不仅为

项目带来了国际视野，也为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注入了

新的活力。他的设计理念不仅考虑了建筑本身，还充分考

虑了周边环境的整体性，包括如何与拙政园和忠王府在视

觉上和文化上形成呼应。这种全局性的思考体现了贝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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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肌理和文化脉络的深刻理解，为后续的设计实践奠

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2  传统文化元素的创新应用

在苏州博物馆新馆的设计中，贝聿铭巧妙地将传统文化

元素与现代设计手法相结合，创造出独特的建筑语言。建

筑外观采用传统的白色粉墙，与苏州古城的整体风貌相呼

应，但屋顶和窗框却创新性地使用了灰色花岗岩，取代了

传统的灰色小青瓦，追求更统一的色彩和纹理效果。屋顶

设计汲取了苏州传统建筑飞檐翘角的灵感，但经过重新诠

释，形成了新的几何效果。内部空间设计中，贝聿铭延续

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庭院理念，设计了一个主庭院和若干小

内庭院。主庭院的设计尤为独特，摒弃了传统的太湖石，

而是采用片石假山，营造出如同水墨山水画般的意境。这

种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古代山水画，体现了对传统艺术的

创新解读。此外，贝聿铭还在紫藤园中种植了嫁接自文征

明手植紫藤的新株，巧妙地将历史文脉与现代景观相连。

这些设计细节展现了贝聿铭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创新

诠释。

贝聿铭的创新还体现在对传统园林元素的现代转化上。

例如，他设计的玻璃屋顶与传统建筑形成鲜明对比，却又

通过精心设计的遮光系统，营造出类似传统园林中的光影

效果。在水景设计中，贝聿铭摒弃了传统园林常见的曲折

水系，而是采用了几何形状的水面，配合简洁的线条，创

造出现代感十足却又不失传统韵味的景观。这种创新不仅

体现在视觉效果上，还反映在功能设计中，如将传统的观

景亭改造成多功能的休憩空间，既保留了传统元素，又满

足了现代使用需求。

3.3  设计策略与实施手法

苏州博物馆新馆的设计策略体现在空间布局、材料选择

和环境营造等多个方面。在空间布局上，贝聿铭将整个地

块分为三部分：中心部分为入口、大厅和博物馆花园；西

部为展区；东部包含现代美术画廊、教育设施和行政管理

功能。这种布局既满足了现代博物馆的功能需求，又创造

出丰富的空间体验。大厅采用八角形设计，是对传统建筑

元素的几何重构，成为整个博物馆的核心和导向空间。在

材料选择上，贝聿铭创新性地使用了玻璃屋顶与石屋顶相

结合的方式，让自然光进入展区，同时通过金属遮阳片和

木作构架控制光线。在环境营造方面，贝聿铭特别注重庭

院的设计，通过水景、假山、植物的精心配置，创造出既

有传统韵味又富现代感的景观。他要求庭园中的树木姿态

优美，线条柔和，以平衡建筑的刚性。这些设计策略和实

施手法体现了贝聿铭对传统与现代、自然与人工之间平衡

的追求。

3.4  项目成效与反思

苏州博物馆新馆自2006年开放以来，取得了显著的社

会效果和文化影响。项目成功地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

创新现代建筑设计之间找到了平衡，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游客反馈显示，新馆不仅没有对周边历史遗迹造成伤害，

反而实现了与周围环境的和谐融合，成为建筑设计领域的

典范。新馆的设计成功地传承了苏州传统文化，同时又体

现了现代建筑的先进性，在文化传承和创新之间架起了桥

梁。项目的成功也提升了苏州的国际知名度，成为展示中

国文化的重要窗口。然而，这个项目也引发了关于如何在

现代城市发展中保护和创新传统文化的深入思考。它挑战

了人们对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发展之间关系的认知，为未

来类似项目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苏州博物馆新馆的

案例表明，通过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结合现代设计理念和

技术，可以创造出既传承文化又符合当代需求的建筑和景

观作品。

结语:

传统文化在景观设计中的创新表达与实践，是一个不断

探索和发展的过程。通过对传统文化元素的创新应用，现

代景观设计不仅能够传承文化精髓，还能赋予空间独特的

文化魅力和地域特色。研究表明，成功的创新实践需要设

计者深入理解传统文化内涵，善于运用现代设计语言和技

术手段，并注重与当地环境和社会需求的协调。未来，应

进一步探索传 统文化与现代景观设计的融合路径，促进文

化传承与创新的良性互动，为塑造富有文化底蕴的现代景

观空间提供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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