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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基于文脉的武陵山大裂谷景区公共设施设计 
◆魏茂法 

（长江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重庆涪陵  408000） 

 
摘要：武陵山大裂谷，原名石夹沟享有“中国第一动感峡谷”的美誉。
人民在旅游区域游逛的时候会直接与公共设施接触，而公共设施的合理
出现则会提高该地旅游区的服务质量。文章提出结合武陵山大裂谷的景
区建设，着力挖掘涪陵本土文化和景区传说故事，以此为依据，通过对
景区各项公共设施的整体策划设计和升级改造，来提升景区的整体形象，
以获得良好的游客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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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公共设施作为一种服务已经成为现代城市中不可缺少
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旅游景点区域更是需要通过设计来考虑到
游客的各方面的需求。近年，在各地公共设施的设计存在的问题
屡见报端，引起人们对各种设计的评价和不满，我国 2016 年度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联席会议也对十三五社会管理和公
共服务标准化给予了足够重视。通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需和
审美水平的提高对各项公共设施进行创新设计，让生活中的一点
小设施都能让人们去主动的欣赏从而提高人们在精神生活中的
空间质量。 

一、武陵山大裂谷概况 
武陵山大裂谷原名石夹沟，其核心区为一条长约 10 公里的

喀斯特地貌原生态裂谷，整个裂谷雄阔壮美、气势磅礴。2012
年 7 月涪陵交旅集团出资收购了石夹沟景区，将其更名为“武陵
山大裂谷”，并开始着力打造该景区，至 2016 年 10 月武陵山大
裂谷已顺利通过国家 5A 级景观质量评审。作为一个尚在建设打
造的、以自然为主要资源基础的景观区，其内部设施的建设就显
得尤为重要。 

二、武陵山大裂谷公共设施设计要求 
武陵山大裂谷的一系列的公共设施设计包括指示牌、景观

牌、石刻雕塑景观、木质引导牌等在确保游客们能直接读懂该功
能的性质同时也要融入周围景观特色、景点历史文化和地域自然
特征等设计元素，整体展现公共设施的服务性、文化性和地域性。
通过该地特有的自然地貌对景区各项公共设施的整体策划和升
级改造，来提升景区的整体形象。其实我们更多的不是参观一些
山山水水，更重要的是在景区中得到一份平静，让生活更加幸福
让内心更加坚定，而在其中公共设施的设计更能亲密的与游客们
去一同释心的沉重，打开心灵的另一扇窗。 

三、基于文脉的武陵山大裂谷景区公共设施设计 
公共设施是体现城市和各地景区的一个特定空间地域产品

设计，一个景区的公共设施能够在第一印象中给游客们 直观的
感受，更反映了该地区的一个地理特色和对文化价值的认知。设
施中的设计特色融洽的与周围的景点相融合，游客们不仅是对该
地区设施的功能所需更是通过赋予它的造型设计来展现该地的
文化特色与精神信仰。 

若能配合涪陵武陵山大裂谷景区的建设，在对武陵山的传说
故事进行搜集整理和挖掘的基础上，结合涪陵本土文化，对景区
内公共设施的进行整体策划和设计，必能提升武陵山大裂谷景区
的整体形象，为游客创造舒适、自由、文化体验式旅游景区。 

（一）设计方法 
1、首先，是对武陵山大裂谷的地域进行一段时间的考察，

以一个游客的角度去分析景点区域的设施有哪些优点和缺点，抓
住该景点的区域自然特征、文化特征和环境特征结合创新型设计
思维去进行思考和策划。 

2、其次，在为游客提供便利的同时考虑到各种游览参观的
人群，了解该地的历史人为风情在公共设施的功能、造型、材质
和色调进行合理设计。 

3、 后，一切的设计理念都应该基于使用功能舒适的基础
上再进行各种文化特色元素的融入，用切合人的审美设计和吸引
夺目的造型和色彩给予游客们舒心平静的心态，既能在大裂谷中
体验到神奇和险峻更能通过创新型的公共设施设计来平稳每位
游客内心的波动。 

（二）造型设计 
通过对武陵山大裂谷调研及其历史文化的了解，我们发现武

陵山大裂谷与巴人有着密切的联系。传说在 2000 多年前，秦国
灭掉巴国时，其中一支巴族部落沿乌江而上，想寻求一个安生之
地，他们来到乌江一个叫河口的地方，这里两边高高的大山，中
间一条蜿蜒的峡谷(今称武陵山大裂谷)，这群上千人的大部队继
续往峡谷上行，越走天越开阔，走到了一个非常平整的地方(今
称田坝)，一部分人在这里驻守下来，另一部分人继续往峡谷上
走，又走到了一个非常狭窄的地方，这个地方被一道巨大的天然
石门拦住，一个首领说：“我们要不要继续前行?”大伙都说：“我
们要继续向前走”。他们翻过石门，又走了一段时间，终于发生
了奇迹，来到一个仙境般的地方，这里不但地势开阔、风景优美、
土地肥沃，而且四面环山，只有一条山沟通往外面的世界，而且
这条沟还被一道天然的石门拦住，原来这里就是他们要寻找的地
方，既能开荒种地，又是一个易守难攻的战略之地，景色宜人，
好比世外桃源。于是这群巴国人就永远的居住了下来。当时人们
称“峡谷”为“沟”，在武陵山公共设施的设计上我们可以通过
提取这些文化符号，使之与武陵山一脉相承，如以武陵山的神兽
来作为镂空景观牌的造型元素，在多种角度观看都能使游客在无
形中增加了对该景区神兽的了解，石雕景观也是通过实体雕刻把
当地具有代表性的动物做成一种艺术品，既能让游客通过它了解
前方路况更能作为一种平息内心波动的观赏品引发人的观赏美
感。 

（三）材质应用 
观览景点的过程中有些护栏采用混凝土作为材质，给游客的

第一感觉就是与整个环境不搭调，看起来比较突兀，与景观环境
协调度不够。为了让景区公共设施与景区整体环境保证良好协调
性，可以利用当地山上相应的木质材料找到相对应的护栏制造商
进行加工处理，在保持原有的自然同时加以装点让整体的护栏外
形像是本地植物生长在悬崖边一样没有过多的僵硬给人以自然
舒适的感觉 

（四）色调应用 
作为视觉中 直接的感官元素它在整体的景观环境中有着

传递情感交流的重要功能，武陵山整体的一个环境色系给通过季
节的变化而变化，这也意味着周围公共设施的设计也要把握好整
体的一个色调感，我们选用了镂空透色还有部分暖色调进行搭
配，体现出一种地域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给游客们一种亲切的
感觉。 

四、总结 
武陵山大裂谷地域文化是现如今着力打造 5A 级景点的发展

灵魂，只有文化才能突显景点的特色。公共设施的设计作为景点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承地域文化、发扬地域文化有着重要的作
用，它与周围的环境共筑了景点的外在形象与内在底蕴，游客们
通过对公共设施所展现的形象、材质、寓意等来感受他们对景点
和生活的向往，它能够直接影响景点的气质、风格及游客的精神
风貌更是传承美好景点的 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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