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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工程中的文化传承与创新设计研究

赵 峥
乌鲁木齐市鲤鱼山公园 新疆 乌鲁木齐 830101

摘� 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园林工程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

旨在探讨园林工程中的文化传承与创新设计，通过分析传统园林的设计理念与手法，结合现代社会的需求与审美，提

出具体的传承与创新策略，以期为现代园林工程的设计与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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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园林工程是城市绿化与美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

仅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场所，更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

载体。传统园林承载着丰富的哲学、美学思想，是人与

自然和谐共处的典范。然而，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园林

工程的设计与实践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如何在传承

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融入现代设计理念与技术，成为

园林工程设计师亟需解决的问题。

1 文化传承在园林工程中的意义

1.1  历史文脉的延续
园林工程不仅仅是绿植的堆砌，更是历史的传承与

再现。在园林设计中，通过深入挖掘和借鉴传统园林

的设计理念，如“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以及“借

景”、“对景”等布局手法，使得现代园林在形式上与

传统园林相呼应。同时，造园技艺的传承，如叠石、理

水、植物配置等，也让现代园林在细节上透露出古典园

林的韵味。这种对传统元素的巧妙融合，不仅赋予了现

代园林深厚的文化底蕴，也让人们能在游览中感受到历

史的厚重与沉淀，实现了历史文脉的延续。

1.2  文化认同感的增强
园林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其设计中的传统文化元

素如同文化的符号，深深烙印在人们的心中。当人们在

现代园林中漫步，看到熟悉的亭台楼阁、曲径通幽，或

是感受到园林中蕴含的诗词画意，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

对传统文化的亲切感和归属感。这种文化的认同感，不

仅增强了人们对本土文化的自豪与热爱，也促进了文化

的传承与发展，使园林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2 园林工程中的文化传承策略

2.1  深入挖掘本土文化元素
2.1.1  历史文脉的传承
园林工程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应深入挖掘当地的

历史文脉，将传统建筑风格、本土植物、民俗风情等元

素巧妙地融入设计中。以苏州的留园为例，其布局精

巧、景色秀丽，堪称中国传统园林的瑰宝。现代园林设

计在借鉴留园曲径通幽、叠石理水等手法的同时，可以

结合现代材料与技术，如使用环保的建筑材料和智能的

灌溉系统，使园林既保留传统特色，又具备现代感[1]。此

外，还可以将当地的历史故事、名人轶事等文化元素融

入园林的景观设计中，如设置文化墙、雕塑或碑刻，让游

人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2.1.2  本土植物的选用
本土植物是园林工程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它们

不仅适应当地的气候与土壤条件，还能体现出地方特

色。在园林设计中，应优先选用本土植物，通过合理配

置，营造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园林景观。例如，在江南水

乡的园林中，可以大量种植荷花、垂柳等水生植物，营

造出一种温婉柔美的水乡风情。同时，本土植物的选用

还能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维护生态平衡。在配置过

程中，可以注重植物的季相变化，使园林在不同季节都

能呈现出不同的美景，增强园林的观赏性和趣味性。

2.2  传承“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2.2.1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思想，强调人

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园林工程中，这一思想得到了充

分的体现。园林中的山、水、植物、建筑等元素都是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物化表现。现代园林设计应继续秉承

这一思想，通过合理的布局与造景手法，营造出自然天

成的美学效果。例如，可以借鉴传统园林的“借景”手

法，将远处的山景、水景融入园林中，使园林空间更加

开阔、深远。同时，还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声光

电技术，营造出更加自然、生动的园林景观。

2.2.2  意境的营造
意境是园林艺术的灵魂。园林工程应注重意境的营

造，通过借景、对景、障景、漏景、透景等手法，使园



2025� 第7卷�第18期·工程管理与技术探讨

104

林空间富有层次感和深远感。在植物配置方面，可以

注重植物的色彩、形态、香气等特性的搭配，营造出一

种宁静、美好的氛围。水景设计也是意境营造的重要手

段，可以通过瀑布、溪流、池塘等形式，使园林更加生

动、活泼。此外，建筑造型也是意境营造的重要元素之

一。园林中的亭台楼阁、廊桥水榭等建筑应与环境相协

调，共同营造出一种和谐、统一的美学效果。

3 园林工程中的创新设计策略

3.1  设计理念的创新
3.1.1  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现代园林设计应始终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将人的

需求与审美放在首位。这意味着设计师需要充分考虑游

人在园林中的活动习惯、心理感受以及审美偏好，通

过合理的布局与造景手法，营造出舒适、宜人的园林空

间。具体而言，园林中的路径设计应便捷通畅，避免过

于曲折或陡峭，以方便游人行走；休息设施如座椅、凉

亭等应布置在风景优美且便于到达的位置，以满足游人

休息的需求；儿童活动区应设置安全、有趣的游乐设

施，并配备足够的监护人休息区域；同时，园林中的标

识系统应清晰明了，为游人提供准确的导向信息。除了

满足游人的基本需求外，园林设计还应注重审美层次的

提升。通过巧妙的植物配置、水景设计、建筑造型等元

素，营造出具有艺术美感的园林空间，让游人在欣赏美

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心灵的愉悦和放松[2]。此外，园林

中的设施与服务也应更加人性化。例如，设置无障碍设

施以方便残障人士游览；提供免费的Wi-Fi服务以满足游
人的网络需求；设置自动售货机、饮水机等便利设施以

方便游人购买饮品和食品。

3.1.2  可持续发展的设计理念
可持续发展是当今社会的热门话题，也是园林设计

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现代园林设计应注重生态效益与

经济效益的协调发展，通过合理的植物配置、水资源

管理、能源节约等措施，实现园林的可持续发展。在植

物配置方面，应选择适应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本土植

物，以减少对外来植物的依赖和运输成本。同时，应注

重植物的多样性和层次性，通过乔、灌、草等不同类型

的植物组合，形成丰富的生态群落，提高园林的生态效

益。在水资源管理方面，应采取节水措施，如设置雨水

收集系统、利用中水进行灌溉等，以减少对自来水的消

耗。同时，应注重水景设计的生态性，避免过度硬化和

人工化，保持水体的自然循环和生态平衡。在能源节约

方面，应充分利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如设置

太阳能路灯、风能发电装置等，以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

赖。同时，应注重园林建筑的节能设计，如采用保温隔

热材料、设置合理的采光和通风系统等，以降低建筑的

能耗。此外，园林工程的建设与维护也应遵循环保原

则。在施工过程中，应采取扬尘治理、噪音控制等措

施，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在维护过程中，应注重生

态维护，避免过度修剪和施用化肥农药，保持园林的生

态平衡和自然景观。

3.2  设计手法的创新
3.2.1  现代科技的应用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现代科技手段在园林设计中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三维建模技术、虚拟现实技

术等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为园林设计带来了新的可能

性。三维建模技术可以在设计之初就预知园林的整体效

果，帮助设计师更加直观地了解设计方案的优缺点，并

进行及时的调整和优化。通过三维建模技术，设计师可

以模拟出不同时间段、不同季节下的园林景观效果，为

游人提供更加真实、生动的园林体验。虚拟现实技术则

可以让游人在虚拟环境中亲身体验园林的美景和氛围，

增强游人的参与感和沉浸感。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游人

可以在家中或办公室中就能欣赏到园林的美景，感受到

园林的魅力[3]。除了三维建模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外，现

代科技手段还包括智能监控系统、遥感技术等。智能监

控系统可以实时监测园林中的环境参数和游人行为，为

园林管理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遥感技术则可以对园林

中的植被覆盖、水体变化等进行远程监测和分析，为园

林的生态维护提供科学依据。

3.2.2  生态设计理念的融入
生态设计理念是现代园林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通

过合理的植物配置、水资源管理、土壤改良等措施，可

以实现园林的生态平衡与自我维持。在植物配置方面，

应注重植物的生态功能和多样性。选择适应当地气候和

土壤条件的本土植物，形成稳定的生态群落，提高园林

的生态效益。同时，应注重植物的季相变化，通过不同

季节的植物组合，营造出丰富多彩的园林景观。在水资

源管理方面，应采取生态化的水景设计手法。保持水体

的自然循环和生态平衡，避免过度硬化和人工化。设置

生态驳岸、湿地等区域，为水生生物提供栖息地和繁殖

场所。同时，应注重雨水的利用和排放，设置雨水花

园、渗水铺装等设施，减少雨水径流和污染。在土壤改

良方面，应采取科学的土壤管理措施。通过添加有机

质、改善土壤结构等方式，提高土壤的肥力和保水能

力。为植物的生长提供良好的土壤环境，促进园林的生

态平衡和自我维持。此外，园林工程还应积极推广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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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和绿色材料的应用。绿色建筑具有节能、环保、可

持续等优点，可以降低园林的能耗和碳排放。绿色材料

则具有无毒、无害、可再生等特点，可以减少对环境的

污染和破坏。通过推广绿色建筑和绿色材料的应用，可

以推动园林工程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建设。

3.3  材料与技术的创新
3.3.1  新型材料的应用
新型建筑材料与装饰材料的应用为园林设计带来了

新的可能性。张拉膜、玻璃、不锈钢等新型材料具有独

特的外观和质感，可以满足现代园林对功能性和耐久性

的要求。张拉膜是一种轻质、高强度的建筑材料，具有

良好的透光性和自洁性。它可以用于园林中的遮阳棚、

雨棚等设施，为游人提供舒适的游览环境。同时，张拉

膜还可以用于园林中的景观雕塑、装置艺术等作品，增

强园林的艺术氛围和观赏性。玻璃作为一种透明、光洁

的建筑材料，在园林设计中也有着广泛的应用。它可以

用于园林中的建筑立面、隔断、橱窗等设施，增加园林

的通透感和空间感。同时，玻璃还可以用于园林中的水

体设计，如设置玻璃水池、玻璃栈道等，让游人能够近

距离地欣赏到水体的美景和动态。不锈钢作为一种耐腐

蚀、强度高的金属材料，在园林设计中也有着独特的应

用价值。它可以用于园林中的雕塑、座椅、栏杆等设

施，增强园林的现代感和科技感[4]。同时，不锈钢还可以

用于园林中的照明设计，如设置不锈钢灯柱、灯具等，

为园林提供充足的照明和美观的外观。除了张拉膜、玻

璃、不锈钢等新型材料外，还有许多其他的新型建筑材

料和装饰材料可以应用于园林设计中。如生态混凝土、

透水铺装材料等，它们都具有独特的优点和适用范围，

可以为园林设计带来更多的创新和可能性。

3.3.2  智能化技术的应用
智能化技术是现代园林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

引入智能灌溉系统、智能照明系统等智能化技术，可以

提高园林的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为公众提供更加便

捷、舒适的园林体验。智能灌溉系统可以根据土壤湿

度、植物需水量等参数自动调节灌溉量和灌溉时间，避

免过度灌溉和浪费水资源。同时，智能灌溉系统还可以

与天气预报系统相结合，根据天气情况调整灌溉计划，

提高灌溉的准确性和效率。智能照明系统可以根据游人

的活动情况和环境光线自动调节照明亮度和照明时间，

避免过度照明和能源浪费。同时，智能照明系统还可以

采用LED等节能灯具，降低能耗和碳排放。此外，智能
照明系统还可以与景观设计相结合，营造出丰富多彩的

夜景效果，增强园林的观赏性和艺术性。除了智能灌溉

系统和智能照明系统外，还有许多其他的智能化技术可

以应用于园林管理中。如智能监控系统可以实时监测园

林中的环境参数和游人行为，为园林管理提供有力的数

据支持；智能语音导览系统可以为游人提供便捷的导览

服务，增强游人的游览体验和参与感；智能停车管理系

统可以提高园林停车场的利用率和管理效率，为游人提

供更加便捷的停车服务。

结语

园林工程中的文化传承与创新设计是一个相辅相成

的过程。通过深入挖掘本土文化元素、传承“天人合

一”的哲学思想以及加强教育普及与学术研究等措施，

可以有效地实现园林工程的文化传承。同时，通过设计

理念、设计手法以及材料与技术的创新，可以使园林工

程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的需求与审美。在未来的园林工程

设计与实践中，我们应继续秉承传承与创新的精神，为

城市绿化与美化事业贡献更多的智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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