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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规划中乡村景观设计现状及发展趋势思考

马 源
北京市顺政市政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 101300

摘� 要：本文探讨了园林规划中乡村景观设计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当前，乡村景观设计面临生态系统破坏、文化

景观消失、生态与经济效益失衡等问题，影响乡村居民的正常生活。未来发展趋势应注重突出乡村景观的生态意义和

价值，提供丰富的居民活动空间，彰显地域特色和风俗，并实现生态和效益的统一。通过研究和分析，希望为乡村景

观设计的持续发展提供一些思路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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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园林规划中的乡村景观设计是关乎自然生态、文化传

承与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环节。当前乡村景观设计面临生

态系统破坏、文化景观消失等挑战，导致生态环境与经

济效益失衡，进一步影响了乡村居民的正常生活。为了

构建一个美丽、宜居且可持续发展的乡村环境，迫切需

要重新审视乡村景观设计的现状，并深入探索其未来发

展趋势，以期为乡村景观设计的改进与创新提供思路。

1 园林规划中乡村景观设计现状

1.1  乡村生态系统的破坏
在中国的广阔大地上，乡村景观作为传统文化的载

体和自然生态的保障，一直是园林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随着城市化的急速推进和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乡

村生态系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城市化进程带来了

人口的大量流动和土地资源的高强度开发。在这种背景

下，许多乡村地区出现了乱砍滥伐、过度开垦等现象。

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一些不法分子甚至不惜砍伐

古树参天，破坏自然生态环境。这种行为不仅导致乡村

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破坏，而且使生物多样性锐减，许多

珍稀植物和动物面临濒危的境地。水土流失是乡村生态

系统破坏的另一严重后果。过度的开发和不合理的耕作

方式，使土地失去了植被的保护，雨水冲刷下，宝贵的

土壤资源流失严重。这不仅使土地贫瘠，农业产量下

降，而且还可能引发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威胁到农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基于此，如何将园林规划的理念融入乡

村景观设计，保护和恢复乡村生态系统，成了一个迫切

而重要的课题。

1.2  乡村文化景观的消失
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许多传统的乡村文化景观正在

逐渐消失。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乡村是中国文化的根

基。它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每一片土地、

每一座建筑都充满了故事。在现代化的浪潮下，传统的

乡村景观正受到严重的威胁[1]。许多古老的村落、庙宇、

亭台和古道，逐渐被高楼大厦、宽阔的道路和现代化

的设施所取代。这种变化虽然带来了生活的便利和经济

的发展，但也使乡村失去了原有的特色和魅力。那些古

老的文化景观，不仅是物质的存在，更是乡村居民的精

神寄托。它们是乡村历史的见证，是乡村文化的载体，

是乡村居民对家乡的情感纽带。当这些文化景观逐渐消

失，失去的不仅是建筑和景色，更是一种文化和情感的

断层。这种断层使乡村居民逐渐失去了对家乡的归属

感。许多年轻人离开乡村，前往城市追求更好的生活，

这也加剧了乡村的空心化和文化的衰落。面对这样的现

状，如何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保护和传承乡村的文化景

观，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3  生态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失衡
在中国的园林规划中，生态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

失衡现象逐渐凸显，引发了人们对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担

忧。随着城市化的加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往乡村的

田园风光和淳朴生活。这促使乡村旅游业迅猛发展，成

为乡村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地

方的乡村景观设计主要围绕旅游需求展开，追求短期的

经济利益。为吸引游客，一些地方过度开发，建设大量

的旅游设施，甚至不惜破坏自然环境。这种短视的行为

虽然带来了短期的经济效益，但长期来看，对乡村的生

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例如，大量的建设导致土地

资源的过度消耗，水源污染，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减少。

过度的商业开发也破坏了乡村的原有文化和社会结构，

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此外，这种失衡还表现在

景观设计的单一性上。为追求旅游效益，许多地方的乡

村景观设计都趋于同质化，缺乏特色和多样性。这使乡

村景观失去了其独特性和魅力，反而削弱了旅游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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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只有当真正认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并努力在设

计中寻求生态与经济的平衡，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才能成

为可能。

1.4  影响了乡村居民的正常生活
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

乡村景观的独特价值。但在该过程中，也暴露出许多问

题，值得深入思考。中国的乡村，承载着数千年的文

化和历史积淀，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但在现代化的浪

潮下，很多乡村景观遭受了严重的冲击。快速的城市化

进程导致大量乡村人口外流，很多传统乡村景观遭到遗

弃。一些古老的村落、庙宇、祠堂等文化建筑，因为年

久失修，渐渐破败。与此新建筑的涌现，往往与乡村的

传统风貌格格不入，破坏了乡村的整体和谐[2]。在追求

经济效益的过程中，很多地方过度开发乡村资源，导致

环境受损。例如，过度开采山石、乱伐林木，导致生态

失衡；过度使用化肥、农药，使田园风光不再；过度建

设旅游设施，使宁静的乡村变得喧嚣。更严重的是，环

境的破坏和文化的消失，不仅影响了乡村居民的生活质

量，也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乡村居民开始怀疑自己

的文化价值，感到无所适从。他们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危

机，不知道自己是应该坚守传统，还是追随现代化。这

种心理的冲突和迷茫，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幸福感。因

此，能看到，在很多乡村地区，居民对传统的景观设计

充满了怀念。他们渴望有一个美丽、宁静、充满文化气

息的生活环境。这不仅是对物质的追求，更是对精神的

寄托。

2 当前我国园林规划中乡村景观设计的发展趋势

2.1  突出乡村景观设计的生态意义和价值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乡村景观设计不仅

是对自然环境的改造，更是对生态、文化、经济等多方

面的综合考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乡村景观设计的生

态意义和价值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乡村景观设计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保护和改善生态环

境。设计师们将会更多地采用环保材料和技术，减少对

自然环境的破坏，同时促进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生物

多样性的保护和恢复是乡村景观设计的重点。通过种植

多种乡土植物，打造适合各种生物生存的生态环境，设

计师们努力维护乡村的生物多样性。乡村景观设计能够

促进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为乡村带来经济收益。良好的

生态环境也能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吸引城市居民

前来定居，进一步推动乡村经济的发展。乡村景观设计

中，往往会融入当地的传统文化元素。这不仅能够传承

乡村的文化遗产，还能增强乡村居民的文化认同感。乡

村景观设计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了解乡村、接触大自然的

机会。这对于培养公众的环保意识，促进城乡交流具有

重要的教育意义。乡村景观设计在未来将不再仅仅是美

学的追求，更是对生态和文化的关怀，是对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考量。在这一领域，随着设计师们的努力和社会

各界的关注，乡村景观设计的生态意义和价值将更加凸

显，为我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铺平道路。

2.2  提供丰富居民的活动空间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

视乡村的景观设计与规划。乡村不仅是的文化根源，也

是众多城市居民心灵的归宿[3]。基于此，乡村景观设计的

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其中，为居民提供丰富的活动空间

成为了重中之重。乡村与城市最大的不同在于其独特的

自然环境与文化底蕴。在乡村景观设计中，充分利用和

整合这些资源，为当地居民创造有特色、有温度、有活

力的公共空间是关键。这样的空间不仅可以满足居民的

休闲、娱乐需求，还能增进邻里之间的交流，助推乡村

社区的紧密与和谐。村头广场是乡村的标志性场所，是

村民集结、交流的中心。在景观设计中，广场的布局、

设施的配备都需要充分考虑居民的需求。例如，设置健

身器材、儿童游乐设施、休闲座椅等，满足不同年龄层

居民的活动需求。而广场上的绿化、美化，以及与周围

环境的融合，也都为居民提供了一个舒适、宜人的活动

空间。乡间小径是乡村的脉络，是居民日常行走、锻炼

的路径。在景观设计中，应对小径进行整治、美化，保

持其原始风貌的增强其观赏性和功能性。例如，可以在

小径两旁种植乡土植物，设置休息亭、观景台等，使居

民在行走中也能感受到乡村的美丽与宁静。亲水平台是

乡村近水区域的景观设计重点。水是生命之源，也是乡

村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亲水平台的设计，可以为居民

提供一个近距离接触水、感受水的空间。平台上的设施

如垂钓台、观水亭等，都可以满足居民的亲水活动需

求。当前我国园林规划中乡村景观设计的发展趋势是为

居民提供丰富、多元化的活动空间。设计师们需要深入

乡村、了解居民需求，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文化资

源，打造出真正属于乡村、属于居民的景观设计。这样

的设计，不仅能够提升乡村的景观品质，还能够增强乡

村社区的凝聚力，使乡村成为一个更加宜居、宜游、宜

憩的生活空间。

2.3  彰显乡村景观地域特色和风俗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园林规划在城市建

设中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应用，与此乡村景观设计也逐

渐受到重视。乡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承载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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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多样的自然风貌、人文景观和民俗文化。在当今的

园林规划中，如何既保持乡村的原始风貌，又为其注入

新的活力，使其与现代生活相融合，成为了一个重要的

议题。我国地域辽阔，南北差异、东西特色，为乡村景

观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4]。例如，南方的水乡园林，以

其独特的水乡风貌和精致的园林艺术吸引了无数游客；

而北方的乡村则更注重与大自然的和谐相融，展现出的

是一种粗犷、豪放的美。在乡村景观设计中，应深入挖

掘当地的自然特色和人文风情，使设计出的景观既与当

地环境相融合，又能展现出其独特的魅力。此外，乡村

的风俗文化也是设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风俗文化是

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精神寄托，是乡村景观设计中的

重要元素。例如，西南地区的苗寨、火把节等元素，都

是当地乡村景观设计的亮点。设计中应将这些元素巧妙

地融入其中，让游客在游览的过程中，不仅能欣赏到美

丽的自然风光，还能深入体验到当地的文化底蕴。为了

更好地彰显乡村景观的地域特色和风俗，设计师们需要

深入田野，与当地村民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和习俗，

感受他们的热情和情感。这样设计出的乡村景观才能真

正触动人们的心灵，引起游客的共鸣。乡村景观设计还

应注重生态环保，保护乡村的生态环境，避免过度开发

和建设，确保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设计师们应运用生态

学原理，合理规划布局，保护植被、水体和生物多样

性，创造一个自然和谐、生态平衡的乡村环境。当前我

国园林规划中乡村景观设计的发展趋势是在保留和弘扬

乡村地域特色和风俗的基础上，注入现代设计理念，注

重生态环保，打造具有独特魅力的乡村景观。

2.4  实现生态和效益的统一
在乡村景观设计中，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

不仅是设计的出发点，也是设计的归宿。在保护生态环

境的基础上，乡村景观设计开始更加注重合理开发乡

村资源。这意味着，设计者们需要以更审慎和科学的态

度，对乡村的土地、水资源、植物、动物等自然资源进

行开发和利用，确保这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乡村的

未来发展留下足够的生态空间。随着生态经济的崛起，

乡村景观设计也开始更加注重发展生态经济，以实现生

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生态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

态，它强调经济和生态的和谐共生，注重在经济发展的

同时保护生态环境，确保经济效益的提高不会对生态环

境造成破坏。在乡村景观设计中，设计者们开始探索如

何将生态经济的理念融入到设计中，如何通过设计促进

乡村的生态经济发展。除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外，乡

村景观设计也开始更加注重社会效益的提高。设计者们

开始意识到，乡村景观设计不仅是设计一个美丽的乡村

环境，更是设计一个和谐、宜居的乡村生活[5]。因此，

设计者们开始更加注重改善乡村环境，提升乡村居民的

生活质量，促进乡村的和谐发展。实现生态和效益的统

一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园林规划中乡村景观设计的发展趋

势。这一趋势的出现，不仅体现了设计者们对生态环境

的尊重和保护，也体现了设计者们对乡村未来发展的深

思熟虑和科学规划。相信，随着这一趋势的深入推进，

我国的乡村景观设计将会更加科学、合理、美丽，乡村

的生态环境将会得到更好的保护，乡村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也将会得到更大的提升。

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园林规划中乡村景观设计正面

临诸多挑战，但同时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通过突

出乡村景观设计的生态意义和价值，丰富居民活动空

间，彰显地域特色和风俗，并实现生态与效益的统一，

有望共同创造一个生态宜居、文化丰富、经济可持续的

美丽乡村。这不仅需要设计者的努力，更需要社会各界

的关注和参与，让携手共创乡村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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