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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桃源县双龙村景观设计研究

陈梓菡 温瑞芬 申晓玉

湖南文理学院 湖南常德 415000

摘 要：我国是农业大国，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的文明皆起源于乡村，因此乡村的发展和振兴是国家繁荣富强的基础和关键。

本文研究双龙村景观规划，从优化村民的活动空间、拓展种植空间等促进新农村建设，从发现新型农业角度丰富乡村振兴模

式，促进龙阳村村民的生活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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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landscape design of Shuanglong village in Taoyuan Coun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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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an agricultural powerhouse, and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ich spans over five thousand years, has
its origins in rural areas.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and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are the foundation and key to the prosperity and
strength of the countr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landscape planning of Shuanglong Village, aiming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countryside by optimizing the villagers' activity space, expanding agricultural areas, and enrich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loring new agricultural approaches.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well-being of
the villagers in Longyang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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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村景观研究

随着国家政策的扶持以及中国乡村旅游的发展，许多本

土设计者在不断探寻地方特色的“美丽乡村”景观设计，打

造生态宜居的乡村景象。地域文化与地域景观结合成为了各

地乡村景观规划的核心元素。地域文化主题乡村景观设计通

过科学合理规划，已成为经乡村景观发展的一种发展趋势。

乡村景观规划首先解决考虑乡村景观美化，其次需要考虑乡

村生活、乡村生产模式的便捷性，再次考虑乡民的情感需求，

提升乡民生活质量和精神面貌，建设美居、乐居的乡村环境。

二、桃源乡村景观设计原则

桃源县位于湖南省常德市的西北部，属亚热带季风性湿

润气候，桃源地域万年前已有人类生活，以“桃源”命名的桃

源县历史有千年有余，历来被认为是“世外桃源”所在地。近

几年来桃源县政府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全县旅游产业紧扣

“桃花源”文化内涵，主动融入常德及全省全域旅游发展格局

之中，找准自身定位，以桃源独特的“自然山水、田园风光、

民俗风情、地域文化”为依托，打造独具桃花源文化魅力的

生态休闲旅游景观。

（一）崇尚隐逸文化原则

对于桃源乡村景观设计来说，文化是客观载体，也是景

观设计的根本要素。从桃源的发展史中不难看出地域庞大的

文化体系，宗教文化、隐逸文化、民间习俗、美食文化、手

工艺文化等。桃源地域最具有代表的文化之一则是隐逸文化，

源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中，在这篇文章中描绘出一

处世外桃源，让无数隐士精神上向往回归这片净土净土，过

着与世无争的逍遥生活。古代文人雅士喜爱隐逸生活，现代

人希望远离城市的喧嚣，回归农耕生活，因此，桃源乡村景

观设计规划，崇尚隐逸文化，通过植物规划、田园小景布置、

公共休闲设施布置舒缓受众心灵的紧张。

（二）遵循自然风光原则

桃源县旅游资源丰富，类型多样，自然资源尤以河流湖

泊、山地森林、地热温 泉、花海茶园等构成桃源县自然旅

游资源亮点；其一，依托沅江风光带的山水人文资源，以“沅

水”为魂串联漳江镇、夷望溪、打造集山川胜状和诗情画意

于一体的沅江人文风情带。其二，依托南部丰富的茶山和竹

海资源、挖掘桃源茶马古道的历史底蕴，以茶竹产业为基础，

休闲养生为特色，打造集茶竹体验、乡村休闲、生态观光、

自然风光景区。其三，依托乡村旅游资源和多民俗的文化背

景，以休闲体验和乡村田园为特色，打造休闲度假为一体的

田园民俗风情景观。在桃源县景观设计中必须融入具有代表

性的自然风光，让向往“归隐”生活的人们远离城市的喧嚣。

（三）以人文本原则

桃源乡村景观规划设计应考虑不同年龄阶层使用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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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理、心理、爱好等需求。比如针对老年人打造“悠然雅

园”满足老人喝茶、唠嗑、下棋、健身等需求；针对儿童打

造“智趣乐园”主要是针对 2-7岁儿童，打造低矮攀岩墙、

儿童迷宫、水景玩乐、古典文学熏染区、为儿童建立一个娱

乐、学习、体能锻炼区域；针对青少年打造“梦想竞技园区”

等，园区主要是有篮球场、羽毛球场等体育竞技运动为青少

年的体能锻体提供场所、红色文化展示区，促进青少年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培养吃苦耐劳学习精神，树立崇高

的爱国精神。

（四）体验式设计原则

“体验式景观”以人和环境的关系为基础，尝试将体验

式设计思路植入乡村景观营造中，参与者体验户外空间维度

时能调动自身多重感官以及场地进行互动交流。体验式景观

可以从五感、美学、文化等三个角度展开设计规划，桃源县

景观规划体验式设计应从当地的农业、餐饮、传统手工艺等

角度打造可以让游客参与其中的体验式景观，从而激发大众

返璞归真的淳朴心灵，强化体验者置身其中的快乐氛围。桃

源传统的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桃源木雕和桃源刺绣，文

化体验馆的规划，有利于更多人喜爱传统手工艺，让传统手

工艺在现代文明中源远流长。

三、双龙村乡村景观概况

（一）双龙村

桃源县剪市镇双龙村，位于剪市镇西部，距剪市集镇 9

公里，由原龟山村、发韧村于二 0 一一年合乡并村时两村合

并而成。它南接喜雨、东临狮子殿、北抵泥窝潭，全村辖

25个村民小组，有 1876人，地域面积 10.17平方公里，有

山地面积 4925亩，水田面积 3871亩，境内群山怀抱，溪沟

纵横，水系发达，有发韧千工坝等水库，盛产稻米、竹、木、

黄牛、鲜鱼等农副产品。双龙村属于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向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过渡的地带。气候温暖，四季分明，

热量丰富，雨量丰沛，春温多变，夏季酷热，秋雨寒秋，冬

季严寒，村民主要的经济来源于农作物及家禽养殖等，村内

没有大规模的生产基地，都是农民自主经营。

（二）双龙村乡村景观设计规划

双龙村于 2011年并村，全村合并后境内有两条龙脉怀

抱，一条发源于盐船垮的狮子山龙脉从村左边向东延伸至湖

堤村交界的岩子山，另一条发源于泥窝潭岩吧咀的七峰山龙

脉从该村的右边由西向南延伸至珠嘴山，两条龙脉分左右两

边将全村紧紧怀抱到珠嘴山合龙，形成二龙戏珠之势，故合

村时定名为“双龙”村。村里典故甚多，有形似乌龟的“龟

山”、有朝庭四品御史居住过的“发韧冲”，有盛名于民国

和解放初期的集市“喜雨桥”，还有盐船垮、梨树殿、高峰

殿等。近年来，村、支两委大力发展旅游经济，重点保护开

发了“千年神樟”、“千亩荷塘”、“龟山”等景观，双龙

的的景观定位是休闲娱乐景观，现在政府的主导 下慢慢发

展建设中。

四、双龙村景观规划设计

环境美学认为的“环境”不同于传统理解上的环境概念，

它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有且只有人存在的环境，

才能称之为环境。从环境美学的角度考虑乡村景观设计，依

托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营造乡村审美空间。乡村空间是一

个建立认识、了解农业文明的空间，农业文明带给受众不同

的视觉感受，农业空间的营造能够丰富景观规划模式。环境

美学的介入双龙村景观规划，能够在一定程度指导设计者用

新的环境审美视角审视乡村景观，使乡村景观的建设 从传

统艺术审美的角度转向审美参与的角度，为乡村景观环境美

的建设提供参考价值。双龙村乡村空间景观规划一方面能够

解决城市居民对田园生活的渴望，又能拓展新兴农产业，丰

富农业发展新模式，保证乡民生活环境的提高。

（一）村落入口文化景观规划

乡村入口景观是乡村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视觉化地域

文化，具有文化性、集散性、标示性、分隔性、导向性。龙

阳村入口景观规划作为乡村景观的第一道风景，它蕴含着深

厚的地域文化，承载着乡村形象推广的作用，是在对地域文

化提炼的基础上设计的。龙阳村有两条山脉怀抱，形成了双

龙戏珠之势。在入口景观规划时，可以将“双龙戏珠”进行

移天缩地设计。对龙与珠的设计运用现代美学特征，进行简

化处理形成新中式风格。龙自古以来就是代表吉祥的瑞兽，

在打造“双龙戏珠”之势时，可以穿插趣味性、体验形式规

划在入口景观设计中，让游客可游、可玩、可学。因此，龙

阳村入口景观设计可以丰富其文化精神内涵，激发人们对乡

村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获得感。

（二）艺术性农业园区景观规划

在乡村社会建设中，农业是重要基础，直接影响着乡村

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由于双龙村地理位置较偏僻，交通不发

达，村民主要经济收入还是以农业为主。种植、养殖产业一

直是当地村民收入主要来源。在双龙村景观规划中，将农村

传统经济作为规划的核心元素，打造现代农村产业化新形式，

将种植、体验相结合，使得农业园区景观就有艺术性和观赏

性，丰富参与者视觉体验。

农业景观区域分为三个不同的区域，第一个区域是种植

区，占整个园区 40％，这一区域设计根据农民的种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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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尺寸、干活动作习惯、结合人机工程学设计规划农作过

程中最省力的农作模式。第二个区域是农业体验园，让更多

的游客参与农作中，感受农业带来的快乐，游客可以在这区

域租用或者购买一块地自己种植，管理、收获农产品，这部

分占全园的 30％。第三个区域是农业展示区，用来展示放

收获的精品农作物，展示优秀的地域文化，让更多人了解双

龙村的历史文脉这部分占全园的 20％，其它辅助区域占全

园的 10％。

（三）村民生活性聚落空间景观规划

村民生活性景观主要是以乡村聚落空间为主。根据对龙

阳村乡民调研发现，

村民干完农活后，非常喜欢聚集在一起聊天、下象棋、

跳舞等。村落并没有为农民提供休闲娱乐空间场所，村民利

用简单的桌椅聚集在一起，大爷们下棋的桌椅不符合人机工

程学，长期不合理的坐姿可能会导致腰肌劳损，聚集空间大

多为村民的院子，炎热的夏天遮阳成了最大的问题，寒冷的

冬天避风也很难。聚落空间景观规划时应考虑气候变化及遮

阴效果。村民聚会保留乡民聚会、交流的空间场所，是乡村

文脉传承与精神情感寄托的重要载体，通常巧妙地融入地域

文化结合现代审美特征凸显聚落空间环境设计。

村民聚落空间是使用频率较高的空间，因此聚落空间必

须考虑龙阳村一年四季的天气情况，冬季应考虑避风位置，

夏季应考虑遮阳问题，春秋则考虑沐浴阳光最佳角度，因此

聚落空间必须是室内与室外空间的组合。龙阳村自古“龟山”、

“鹊桥”“千亩荷塘”的典故，因此坐凳空间可以从典故中

思考，坐凳空间的形态，让典故在聚落中流传，确保双龙村

典故源远流长。坐凳设计必须从老年人、小孩、青年的尺寸

进行设计，结合不同年龄阶段人群的兴趣爱好进行设计如：

下棋坐凳空间、聊天坐凳空间、纸牌坐凳空间、剪纸坐凳空

间、儿童坐凳空间等。

（四）趣味性景观规划

趣味性景观能够引起大家内心的共鸣，唤醒埋藏已久的

童心，让更多人参与其中，感受其中的快乐。双龙村趣味性

景观的规划，必须是融合当地地域文化，考察当地人对美的

诠释，拉近自然、社会、景观与人的距离；双龙村趣味性景

观必须从生态、创新、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在创造生态文明

的乡村景观趋势下展开规划。纵观桃源乡村景观规划，出现

了许多趣味性水景规划如竹海漂流、溪水野营等，双龙村趣

味性景观可以与桃源趣味性水景一脉相承、与现打造“千亩

荷塘”一并设计。乡村农活再现，也是趣味性景观规划的设

计灵感之一。乡村农活再现，是结合双龙村农活过程中的经

典过程，带给受众不同的生活体验，在体验的过程中感受农

忙的快乐。

五、总结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美

丽乡村在大范围建设发展中，导致了同质化现象严重。景观

规划应考虑每个区域不同的地域文化、特殊的动植物、信仰、

爱好，因此，双龙村乡村景观的设计源于地域文化的挖掘，

将地域文化与时代审美结合、设计出一批符合现代人喜爱的

坐凳空间、休闲长廊、漫步空间等，设计一批现代农业景观，

为双龙村村民提供一个可游、可赏、可经营的景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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