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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景观园林与乡村园林探讨

阚 芸
浙江青坤麦肯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310000

摘� 要：在人们的生活中，园林不仅是自然的缩影，更是文化与审美的独特表达。本文深入探讨城市景观园林与

乡村园林。在构成上，城市景观园林包含自然与人为要素，其景观环境遵循对立统一、稳定均衡和韵律节奏的构图规

律。乡村园林以自然景观为主，人文景观丰富，兼具景观美化、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及社会经济效益等功能。发展趋

势上，城市景观园林向生态化、智能化、文化融合迈进；乡村园林则与乡村振兴战略结合，呈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

研究二者有助于明晰城乡园林差异，为城乡园林建设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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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园林景观作为城乡风貌的关键构成，不仅美

化环境，更与居民生活品质紧密相连。城市景观园林是

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人类雕琢空间的艺术结晶，彰显城

市独特气质与功能布局。乡村园林则深深植根于乡村风

土人情，是乡村自然与人文和谐共生的生动体现。因城

乡地理、生活模式和发展导向不同，二者在各方面存在

明显差别。伴随时代发展，它们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展现出各自的发展走向。深入探究二者的特征、功能及

未来趋势，对推动城乡园林建设、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意

义深远。

1 城市景观园林分析

1.1  城市景观园林的构成
1.1.1  自然因素
城市景观园林的自然因素是城市景观建设的基础，

包括地形、水体、植物及气候等。

(1)地形：城市建造于地面之上，自然地形丰富多样，
如平川丘陵、山峰谷地等。这些地形不仅是城市的地表特

征，更为城市景观设计提供了各具特色的景观因素。而坡

地山地因高差变化，能带来丰富的视觉景观趣味，为城市

增添立体感和层次感。在城市建设中，设计师可根据地形

特点进行巧妙布局，如在山顶建造标志性建筑，使其成为

城市的制高点和景观焦点；也可将建筑物沿地形起伏灵活

布置，营造出与自然融合的独特氛围。

(2)水体：水是大自然的神奇馈赠，风水之法，得水为
上，我国自古就将水的设计视为园林景观设计的灵魂；上

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的形态多样、变化丰富，

在传统园林山水理念当中运用有小桥流水、假山叠水等表

现形式把诗画入园，自然为景，于方寸间围合园林意境表

达出来，现代设计理念当中把水景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的

与传统方式与现代技法相结合，以现代技法演绎全新户外

空间新形式为城市增添了生机与活力。

(3)植物：植物是与城市景观极为密切的构成因素，
包括乔木、灌木、花卉、草地等。乔木高大粗壮，以

其挺拔的树干和变化的树冠在高度上占据空间，成为城

市景观的重要骨架；灌木呈丛生状态，临近地表，给人

以亲切感；花卉花色艳丽、花香馥郁、姿态优美，是景

观环境的亮点；草地则是城市外部空间中最具意义的背

景材料。植物的有机组合，特别是随季节更替的生长变

化，为城市景观环境带来无限生机。

1.1.2  人为因素
城市景观园林的人为因素体现了人类的主观意愿和

技术手段，主要包括建筑、道路、广场、雕塑等。

(1)建筑：建筑是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体
量、形态、色彩、质感、风格以及细节构造都对城市景

观产生着重要影响。不同风格的建筑能够塑造出不同的

城市特色，如欧式风格的建筑常常采用黄白相间的色

彩、洋葱头式的屋顶和古典柱式的立面，共同营造出浪

漫、典雅的城市氛围；而中式建筑则注重对称、飞檐斗

拱等元素，体现出古朴、庄重的文化内涵。

(2)道路：道路不仅是城市交通的脉络，也是城市
景观的线性元素。合理规划的道路系统能够引导人们的

视线和行走方向，串联起城市的各个景观节点。道路的

设计包括路面材质、宽度、坡度以及路边的绿化等。例

如，一些城市的步行街采用石板路面，两侧种植着高大

的行道树，营造出舒适、宜人的步行环境。

(3)广场：广场是城市中供人们集会、休闲、娱乐的公
共空间，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广场的设计要考虑到其使

用人群的需求和活动特点，布置合理的设施，如水池、喷

泉、雕塑、座椅等。广场的空间布局和建筑布置应注重和

谐统一，以创造出良好的视觉效果和空间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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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雕塑：雕塑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常常被放置在城
市的公共空间中，成为城市景观的点睛之笔。雕塑的题材

广泛，包括人物、动物、抽象造型等，其材质多样，如金

属、石材、木材等。雕塑不仅能够美化环境，还能够传达

一定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寓意，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

1.2  城市景观环境的构图规律
1.2.1  对立统一
对立统一原则要求在城市景观设计中，各部分元素

之间既要存在差异和对比，又要相互协调统一，表现出

和谐的美感。统一性体现在构成城市空间的各部分要有

共同的主题，建筑物的体量、形态、色彩、质感、风格

以及细节构造等都要表现出恰当的关系。例如，在一个

城市街区中，虽然各个建筑的功能和形式可能不同，但

通过统一的色彩基调、相似的建筑风格等元素，使整个

街区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1.2.2  稳定均衡
稳定均衡原则能够创造出宁静、和谐的氛围，使人们

在视觉上和心理上获得平衡感。在城市景观设计中，均衡

可以通过对称式布局或非对称式布局来实现。对称式布局

给人以庄重、规整的感觉，常用于一些纪念性建筑或重要

的公共空间，如政府大楼前的广场通常采用对称式设计。

非对称式布局则更加灵活多变，通过巧妙地安排景观元素

的位置和体量，使画面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

1.2.3  韵律节奏
韵律节奏是指物体构成部分有规律的重复，能够产

生强烈的方向感和运动感，引导人们的视线和行走方

向，使人们产生连续感的趣味，并期待着这种连续感带

来新的惊喜。韵律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如植物的排

列、建筑的重复、铺装图案的变化等。又如，一些建筑

的外立面采用重复的几何图案，也能营造出独特的韵律

效果。韵律的最终目标应该指向高潮，通过逐渐增强的

节奏和变化，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景观的重点区域，如

公园中的主景区或广场上的标志性雕塑[1]。

2 乡村园林分析

2.1  乡村园林的特点
2.1.1  自然景观为主
乡村园林以自然景观为主体，强调与自然环境的和

谐共生。乡村拥有广袤的田野、起伏的山峦、清澈的溪

流、茂密的森林等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些自然元素构成

了乡村园林独特的景观风貌。乡村园林的建设通常尊重

自然地形地貌，充分利用现有的山水资源，不进行大规

模的人工改造。乡村的植物种类也丰富多样，大多是当

地的乡土植物，它们适应了当地的气候和土壤条件，生

长繁茂，形成了自然、质朴的植物景观。

2.1.2  人文景观丰富
乡村园林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景观，承载着乡村的历

史文化和民俗风情。乡村中的古老建筑、传统的农业生

产设施、民俗活动场所等都是乡村人文景观的重要组成

部分。古老的民居建筑往往具有独特的地域风格和建筑

特色，它们是乡村历史文化的见证者。传统的农业生产

设施如水车、石磨、晒谷场等，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还

成为乡村园林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体现了乡村与农业

生产的紧密联系。

2.1.3  经济实用性强
乡村园林具有很强的经济实用性，与乡村居民的生

产生活息息相关。乡村园林中的植物种植往往不仅考虑

其观赏价值，还注重其经济价值。例如，在庭院中种植

果树、蔬菜等，既可以美化环境，又能够为家庭提供新

鲜的水果和蔬菜。一些乡村还会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如

花卉种植、茶园、果园等，这些产业不仅为当地带来了

经济效益，还形成了独特的乡村景观。此外，乡村园林

中的一些设施如灌溉系统、道路等，也是为了满足农业

生产和居民生活的实际需求而建设的。

2.2  乡村园林的功能
2.2.1  景观美化功能
乡村园林通过合理的规划和设计，运用各种景观元

素，提升了乡村的景观品质和形象魅力，使乡村更加美

丽宜居。乡村园林的景观美化功能不仅体现在对自然景

观的保护和利用上，还体现在对人工景观的营造上。在

村庄中心建设小广场，设置花坛、雕塑等景观设施，为

村民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场所，同时也美化了村庄环境。

2.2.2  生态保护功能
乡村园林在生态保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乡村的自

然植被和水体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园林的建

设注重保护和恢复这些生态资源，提高乡村地区的生态质

量和环境容量。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维护了生物多样

性。乡村园林还可以通过合理的规划和设计，减少水土流

失、调节气候等，为乡村的生态平衡提供保障。

2.2.3  文化传承功能
乡村园林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能够挖掘和传承乡

村地区的优秀历史文化资源，增强乡村的文化底蕴和特

色。乡村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传统技艺等都可以通

过乡村园林的形式得以展示和传承。在园林中设置传统

的农具展示区，让后人了解过去的农业生产方式；举办

民俗活动，传承和弘扬乡村的传统文化。

2.2.4  社会经济效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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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园林建设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当地

经济繁荣和居民就业增收，实现社会经济效益的良性循

环。乡村园林的发展可以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带动

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从而促进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

等相关产业的繁荣。同时，乡村园林建设也为当地居民

提供了就业机会，如园林建设、维护、管理等工作，使

居民能够在家门口就业，实现增收致富[2]。

3 城市景观园林与乡村园林的发展趋势

3.1  城市景观园林的发展趋势
3.1.1  生态化发展
在城市发展进程中，生态环境愈发重要，城市景观

园林的生态化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一方面，园林建设

更加注重植物的合理配置，多选用本地适生树种，提高

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像淮安就优先选

用乌桕、朴树等本地树种 ，巩固 “绿色家底”。另一方

面，通过雨水花园、绿色屋顶等建设，实现水资源的循

环利用，提升城市的生态韧性，如爱情湾生态公园就坚

持 “生态 +” 低碳可持续建设与运营理念，构建了可复
制推广的城市小微湿地改造新路径。

3.1.2  智能化发展
随着 5G、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发展，智慧

园林应运而生。它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现代生态园林相

融合，实现对园林管护基础信息的全面、准确、实时管

控，科学精准地生成养护方案。例如峰景园林自主研发

的新园丁智慧管理云平台，能为园林规划、建设管理等

提供科学依据，辅助科学决策，推进城市园林绿化的精

细化管理，提升城市管理者的管理水平，为人们提供更

智慧化的服务。

3.1.3  文化融合发展
城市景观园林正逐渐成为展示城市文化的重要窗

口。一方面，挖掘城市历史文化，将文物古迹、传统技

艺等融入园林景观，如北京结合 “三山五园” 国家文

物保护示范区建设，展示生态 + 文化融合创新 。另一
方面，通过举办各类文化活动，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场

景，如成都世园会举办 2000 余场次特色文旅融合活动，
促进园林产业和文旅融合发展，提升城市景观园林的文

化内涵和吸引力。

3.2  乡村园林的发展趋势
3.2.1  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
乡村园林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扮演关键角色，是推动

乡村发展的重要力量。一方面，通过生态修复和景观营

造，改善乡村生态环境与居住条件，如江苏在特色田

园乡村建设中，修复受损生态系统，为村民打造宜居空

间。另一方面，以景促农，推动农文旅融合，促进乡村

产业经济发展，像不少乡村借助风景园林开展乡村环境

的改善和旅游环境的营造，吸引游客，带动经济增长，

提升村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

3.2.2  多元化发展
乡村园林正朝着多元化方向迈进，功能不断拓展。

除了传统的生产生活功能，还融入文化创意元素，举办

艺术展览、民俗活动等，传承乡村文化。部分乡村还发

展康养产业，利用乡村清新的空气、优美的自然环境，

打造康养基地，满足人们对健康养生的需求。此外，开

展乡村教育科普，让城市居民走进乡村，了解乡村的自

然和文化知识，促进城乡文化交流。

3.2.3  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乡村园林的核心发展方向。在建设过

程中，注重生态保护，优先选用本地乡土植物，构建稳

定的生态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同时，合理利用资

源，推广生态农业技术，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降低对

环境的污染，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例如发展循环农

业，将农业废弃物转化为有机肥料，既减少了污染，又

提高了土壤肥力，促进乡村园林的可持续发展[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城市景观园林与乡村园林在构成、特

点、功能及发展趋势上虽各有千秋，但都在城乡发展中

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城市景观园林凭借其独特的构

图规律和现代化发展趋势，满足城市居民对高品质生活

空间的追求；乡村园林则依托自然与人文优势，助力乡

村实现全方位振兴。未来，应充分发挥二者优势，促进

城乡园林资源互补、协同发展，让城市与乡村在优美的

园林景观中实现生态、文化、经济的共同繁荣，为人们

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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