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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园林元素在现代风景园林工程中的传承与创新

孙国军
杭州金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杭州�311215

摘�要：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风景园林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设计理

念和手法也在不断更新。然而，传统园林元素作为中华民族园林艺术的瑰宝，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历史文化内涵以及

生态理念仍对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产生着深远影响。本文旨在深入探讨传统园林元素在现代风景园林工程中的传承与创

新，以期为现代风景园林设计提供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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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统园林元素，如山水布局、植物配置、建筑小品

等，是中华民族园林艺术的精髓，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

化内涵。这些元素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还体现了

古代园林设计师对自然、人文和生态的深刻理解。在现

代风景园林工程中，如何传承这些宝贵的传统元素，并

结合现代审美、功能需求和科技手段进行创新，成为了

一个重要的议题。

1��传统园林元素的价值

1.1  历史文化价值
传统园林元素是中华民族园林艺术的精髓，体现了

古代园林设计师的审美理念和智慧。这些元素不仅承载

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还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通过传承这些元素，我们可以更好地延续历

史文化脉络，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

1.2  艺术审美价值
传统园林元素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如山水布局中

的“意境”营造、植物配置中的“季相”变化、建筑小

品中的“匠心”独运等。这些元素不仅为现代风景园林

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来源，还有助于提升现代风景园

林的艺术品位和审美价值。

1.3  生态价值
传统园林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强调生态平衡

和可持续发展。在现代风景园林工程中传承这些理念，

有助于提升工程的生态效益，促进城市生态系统的健康

发展。例如，通过借鉴传统园林的造园手法和植物配置

方式，可以营造出更加自然、生态的景观环境。

2��传统园林元素的应用方式

2.1  提炼与简化传统元素
在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中，提炼与简化传统园林元素

是一种常见且有效的手法。这种方法的核心在于捕捉传

统元素的精髓，去除其冗余和繁琐的部分，使其更简

洁、明了，同时保持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历史文化内

涵。以传统造园手法中的空间布局理念为例，古代园林

设计师常常运用借景、对景、框景等手法，营造出曲径

通幽、步移景异的空间效果。这些空间布局理念在现代

风景园林设计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设计师可以

提炼这些理念，将其融入到现代风景园林的空间规划

中，创造出既符合现代审美需求，又具有传统韵味的空

间环境。具体来说，在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中，设计师可

以借鉴传统园林的空间布局理念，通过巧妙的地形改

造、植物配置和建筑小品设置，营造出丰富多变的空间

层次和景观效果。例如，在一个城市公园的设计中，设

计师可以运用借景的手法，将远处的山峦、塔楼等自然

或人文景观引入园内，与园内的景观元素相互呼应，形

成一幅美丽的画卷。同时，通过对地形的改造和植物的

配置，设计师可以创造出曲径通幽、步移景异的游览体

验，让游客在游览过程中不断发现新的景观和惊喜[1]。此

外，对于古典园林中的植物配置方式，现代风景园林设

计师也可以进行提炼和简化。古代园林中的植物配置往

往注重寓意和象征意义，以及植物之间的形态、色彩和

季相变化等美学关系。现代设计师可以借鉴这些理念，

结合现代城市环境的特点和需求，创造出既具有生态效

益又富有美感的植物景观。例如，在一个街头绿地的设

计中，设计师可以选用具有地方特色的植物品种进行配

置，形成独特的植物景观效果；同时注重植物之间的形

态和色彩搭配以及季相变化等因素的考虑，营造出四季

有景可观的美丽环境。

2.2  重组与创新传统元素
在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中，重组与创新传统元素的手

法已经成为设计师们追求创新、展示个性的重要途径。

通过对传统元素的拆解、重组以及与现代元素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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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能够创造出既符合现代审美又富有文化内涵的

新形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上海世博园中的中国馆设

计。这座建筑巧妙地将传统园林元素与现代设计手法相

结合，展现出一种全新的艺术风格。中国馆的外观采用

了传统的斗拱结构，这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一种独特构

件，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然而，设计师并

没有简单地复制这一传统元素，而是将其进行了现代化

的处理。他们运用现代建筑材料和技术，将斗拱结构放

大、变形，并巧妙地融入到整个建筑的外墙设计中。这

样一来，传统元素与现代建筑形式相互融合，既保留了

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赋予了建筑现代感和时代特色。除

了建筑形式上的创新，中国馆在内部空间布局和植物配

置上也充分运用了传统园林元素。设计师借鉴了传统园

林中的空间布局理念，通过巧妙的地形处理、水体设计

以及植物配置，营造出一种既符合现代审美又充满自然

韵味的内部空间。例如，在展馆内部，设计师设置了多

个小型的庭院和景观节点，通过种植传统的中国植物，

如竹子、梅花等，营造出一种清新、雅致的氛围。这些

植物不仅美化了环境，还寓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

涵[2]。通过中国馆的设计，我们可以看到重组与创新传统

元素在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中的巨大潜力。这种手法不仅

能够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还能够为现代园林设计注入

新的活力和创意。当然，在重组与创新的过程中，设计

师需要充分理解传统元素的内涵和价值，避免盲目追求

形式上的创新而忽略了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保护。

2.3  直接引用经典元素
在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中，直接引用经典的传统园林

元素是一种常见且有效的方法。这些经典元素，如亭台

楼阁、假山池沼等，经过历史的沉淀和文化的洗礼，早

已成为中华民族园林艺术的瑰宝，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和文化内涵。将它们直接引入到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中，

不仅可以快速营造出具有传统韵味的景观效果，还能让

游客在游览过程中深刻感受到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亭

台楼阁作为传统园林中的重要建筑元素，其优美的造型

和独特的文化内涵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在现代风景园

林设计中，设计师可以直接引用这一元素，将其置于关

键节点或视线焦点处，作为景观的亮点和点睛之笔。这

些亭台楼阁不仅可以为游客提供休息和观景的场所，还

能成为整个园林的标志性建筑，提升整个景观的品质和

档次。假山池沼则是传统园林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

它们以独特的形态和布局方式，为园林增添了无穷的生

机和活力。在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中，设计师可以借鉴传

统园林中的假山池沼设计手法，将其引入到现代园林

中。通过巧妙地运用石材、水体和植物等元素，设计师

可以营造出既有自然韵味又富有现代感的假山池沼景

观。这些景观不仅可以为游客提供亲近自然的体验，还

能成为整个园林的点睛之笔，增添景观的层次感和立体

感。除了亭台楼阁和假山池沼外，还有许多其他经典的

传统园林元素可以直接引用到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中。例

如，传统园林中的花窗、门洞、雕栏等细节元素，都可

以被巧妙地融入到现代园林设计中，为景观增添更多的

文化气息和艺术魅力。直接引用经典的传统园林元素是

一种快速而有效的现代风景园林设计方法。通过巧妙地

运用这些元素，设计师可以营造出既具有传统韵味又富

有现代感的园林景观，让游客在游览过程中深刻感受到

中华民族园林艺术的独特魅力和文化内涵。

3��传统园林元素的创新路径

3.1  与现代科技相结合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也迎来了

前所未有的变革。将传统园林元素与现代科技手段相结

合，不仅可以为设计注入新的活力，还能提升游客的体

验，实现景观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虚拟现实技术为传

统园林元素的呈现提供了全新的可能。设计师可以运用

这一技术，模拟出传统园林的景观效果，让游客在虚拟

的环境中感受到传统园林的韵味与魅力。通过这种沉浸

式体验，游客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古代的园林之中，

与历史对话，与文化交融。其次，智能灌溉系统为植物

养护管理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传统园林中的植物养护

往往依赖于人工经验和直觉，而智能灌溉系统则能够根

据植物的生长需求、土壤湿度、气候条件等因素进行精

准灌溉。这不仅提高了植物的生长质量，减少了水资源

的浪费，还降低了养护成本，提升了园林的可持续性。

此外，现代科技还可以为传统园林元素的创新设计提供

技术支持。例如，利用3D打印技术可以制作出形态各异
的假山、雕塑等景观元素，使传统园林元素呈现出全新

的面貌[3]。同时，现代科技还可以为传统园林元素的材

质选择提供更多可能性，如使用环保材料、可回收材料

等，实现园林的绿色发展。当然，将传统园林元素与现

代科技相结合并非易事。设计师需要深入了解传统园林

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同时掌握现代科技的前沿技术

和应用方法。

3.2  跨文化融合创新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跨文化融合已经成为现代

风景园林设计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趋势。通过借鉴其他

国家和地区的园林艺术风格，并与传统园林元素进行巧

妙的融合创新，设计师能够创造出既新颖又富有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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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风格作品，进一步丰富现代风景园林的多样性和包

容性。中式园林以其深邃的意境和精巧的布局而著称，

而日式风格则注重自然与人的和谐共生，欧式风格则以

其宏伟壮观和精致细腻而闻名。设计师可以将这些不同

风格的园林艺术元素进行融合，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混合

风格。例如，在中式园林的基础上，引入日式园林中的

简约、清新元素，或者借鉴欧式园林中的对称、几何构

图手法，从而打破传统风格的束缚，呈现出一种全新的

视觉效果和审美体验。除了园林风格的融合，跨文化融

合创新还可以体现在植物配置上。设计师可以从世界各

地引入具有异域特色的植物品种，将其与传统园林中的

植物进行搭配和组合，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植物景观效

果。这些植物不仅能够丰富园林景观的色彩和层次，还

能够传递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独特韵味和内涵。在跨文

化融合创新的过程中，设计师需要保持对传统文化的尊

重和理解，同时也要具备开放的心态和广阔的视野。他

们需要深入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园林艺术风格和文化

背景，挖掘其内在的精神和价值，并将其巧妙地融入到

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中。通过跨文化融合创新，现代风景

园林设计不仅能够打破传统风格的局限，呈现出更加多

样化和包容性的面貌，还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审美需

求和精神追求。这种创新的设计思路和实践方法，将为

现代风景园林设计领域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无限可能。

3.3  可持续设计理念的应用
在当今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面前，可持续设计理念

已成为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不可或缺的核心价值。将这一

理念与传统园林元素的创新相结合，不仅有助于实现

资源循环利用、降低能耗和减少环境污染等目标，更能

为后代留下一个绿色、和谐的生活环境。首先，在园林

建设中，我们可以积极运用生态材料和技术。这些材料

往往来源于自然、可降解或可再生，如竹子、石材等，

它们的使用能够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破坏。同

时，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如雨水收集系统、太阳能照明

等，可以大大降低园林在日常运营中的能耗和碳排放。

其次，通过合理规划布局和植物配置，我们可以提高园

林景观的碳汇能力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效果。合理的布局

能够确保景观的通风和采光，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消耗；

而科学的植物配置则能够增加绿地面积，提高植物的光

合作用效率，从而增强园林的碳汇能力[4]。同时，选择本

地植物和适应性强的植物种类，能够维护生态平衡，促

进生物多样性的发展。此外，可持续设计理念还强调对

自然环境的尊重和保护。在园林设计中，我们应尽量避

免对原有生态环境的破坏，尊重自然地形地貌，保留有

价值的自然元素。同时，在景观营造过程中，应注重生

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确保园林景观与自然环境和

谐共生。

结语

传统园林元素在现代风景园林工程中的传承与创新

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通过深入挖掘传统园林元素

的价值、探索其应用方式以及创新路径，我们可以为现

代风景园林设计注入新的活力和内涵，推动中华民族园

林艺术的繁荣发展。展望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

人们审美需求的不断变化，传统园林元素在现代风景园

林工程中的应用和创新将呈现出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的

趋势。我们应该继续加强传统园林元素与现代风景园林

工程的融合与创新研究，为构建美丽中国和宜居城市贡

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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