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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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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对传统文化的逐渐重视，传统文化元素在多个设计领域得到应用。在我国建筑设计中，已建设

了多个蕴含传统文化内涵的园林景观，在这些园林景观中，传统文化元素随处可见，提高了园林景观中的文化内涵和

城市的美观性，促进了城市旅游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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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向世界展现了独特的东方魅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部分，被称为传统

文化元素。在每个不同的地方都会展现出不同的文化元素，代表了不同的地域特点。其经历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积

淀，是我们的祖先用智慧创造出的辉煌文化，同时也是中国人通过对大自然的摸索和学习后总结出来的艺术精髓[1]。

而中国的古典园林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其将我国古代人们的品德智慧及高超的技术体现得淋漓尽致，并且随

着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的提高，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得到了更加广泛的运用。

1��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中传统文化元素应用的必要性

传统文化元素作为外在表现形式，表现出深厚的艺术美，如国画、剪纸等，这些艺术方法包含许多传统文化符

号，若是可以进行凝练提取，适当地引用到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中，将使现代园林景观设计更出彩。传统文化元素对现

代园林景观设计的必要性表现在以下方面。（1）如今，世界开始重视具有地域性以及民族性的艺术形式，为提升我

国的现代园林景观设计水平，需要对我国传统文化元素进行挖掘，在进行设计中合理应用精神与意境，让园林景观设

计作品更活灵活现。（2）在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中运用典型的传统文化元素，可以增强景观设计作品的感染力，并且

传达出传统与现代的特色与精髓。（3）通过设计人员的奇思妙想，在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可以

使现代园林景观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

2��园林景观设计中应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原则

2.1  顺应自然，因地制宜的原则

我国古代非常注重“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它影响我国数千年的思想理念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是现代

化发展所忽略的。因此，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必须注重因地制宜，应用传统文化元素要避免牵强、做作，营造出一种

舒适、和谐的环境，提升园林景观设计的艺术性和美观性。

2.2  社会功能性原则

园林景观的建设目的是为了向周围居住的人们提供一个多功能的场所。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人们普遍对精神文化

有了较高需求度。因此，现代园林景观设计应满足周围居民对社会功能的多要求，使得园林建设有着较高的经济水平、

社会文化水平、环境水平。在精神文化建设过程中，发挥园林的较高价值，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培养人们的情操。

2.3  经济性原则

设计过程中，要严格遵守经济性原则，使得社会、经济以及环境实现协调发展。现阶段，在设计过程中要努力协

调文化与经济。以此构建出全新的设计思路。在一些地区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将传统的文化元素当作一种产业，因

此，需要在园林景观建设过程中，重视引入传统文化，对其中各种基础设施，进行合理配置，保障在一个客观的成本

投入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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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传统文化元素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应用路径

3.1  传统汉字元素的应用

汉字是我国独有的传统文化元素，也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传统文化元素，汉字拥有非常独特的魅力，不但蕴含着丰

富的意象美、形式美，而且也彰显了中国人的审美方式和逻辑思维。将其应用到园林景观设计中，既能拓宽设计思

路，也可以更好发扬汉字的魅力，让更多的人认识汉字、了解汉字。汉字的立意、写形、布势等过程，和现代园林景

观设计的立意、塑形、布景等过程不谋而合，甚至可以说一脉相承。比如：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可将传统汉字文化元

素，镌刻到园林景观墙体、石壁之上。在各个景观名称和简介上可用汉字书写。或者将刻有汉字的石块布置花草树木

中，通过汉字字形来构建和布置园林景观环境，从而更好的抒发人们的情怀、感受等，让园林景观环境具有更好的文

化价值、审美价值及社会价值。

3.2  传统绘画元素的应用

传统绘画和它所蕴含的文化深深影响园林景观设计，不管是外在表现形式还是内在设计语言，都给园林设计带来

巨大影响。园林景观设计与绘画的共同点是关注总体设计布局，设计人员采用绘画的布局方法进行景观设计，可实现

对空间关系的探索。传统绘画还能成为景观设计中的灵感源泉，如苏州博物馆的园林设计灵感就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水

墨画。如今的园林景观设计常把传统绘画应用于景观小品设计，如采用传统绘画的山川溪流比例对园林景观的山水进

行设计。

3.3  传统剪纸艺术元素的应用

剪纸艺术是我国传统文化元素中的重要内容，是民间文化的重要代表，是我国民间生活的优秀艺术成果，在宗

教、造型、装饰、庆典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剪纸艺术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多种多样的艺术类型，题材种类齐全，

将艺术想象和民俗特点充分结合，体现了我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2]。剪纸艺术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应用可以从局

部或整体出发，既可以以剪纸艺术作为园林景观设计的主题，围绕剪纸艺术内涵设计园林景观，也可以将剪纸艺术应

用于园林小品设计中，例如，园林中的座椅、垃圾桶等，丰富园林小品设计元素，在美观性和实用性上实现和谐统

一，为园林景观增添浓厚的生活气息。

3.4  传统图案纹样元素的应用

传统图案是具有能够突出独具民族风格的艺术元素，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载体，具有典型性和象

征性，并在园林景观当中通过手绘和石刻等方式体现出来。如代表着人们对美好生活憧憬的祥云图案，在我国的皇家

园林当中，如颐和园也出现了非常多的龙凤与祥云相伴的石刻图案。再如具有动物形象的图案，生肖和龙凤图案是最

常见的，它们以剪纸、雕塑等形象出现在大众的眼前。而在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中，较为常用的植物类型有花中“四君

子”梅兰竹菊和“岁寒三友”松竹梅等，它们大多代表了劳动人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

3.5  传统文化色彩元素的应用

在我国的传统封建社会的时期，对于颜色的使用有较为明确的等级制度，不同的色彩拥有不同的地位及含义，在

不同的场合中，要应用不同的颜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形成了特有的传统文化色彩表达，在景观设计过程

中，结合色彩的使用习惯，将一些中国红、青花蓝、琉璃黄等具有着典型传统文化气息的颜色，有效应用在具体的设

计中。在这样的整体色彩系统的应用下，不仅可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也能营造出应有的文化气息，让人们感受到园

林的独特内涵。

3.6  传统雕刻元素的应用

我国古代的篆刻以及雕刻艺术别具一格，这项艺术形式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经过长时间的传承发扬，到

如今也是一大文化特色。在园林景观设计中，若想更好融入传统文化元素，可以采用雕刻艺术呈现不同园林的特点。

雕刻艺术与绘画艺术本质上存在较大差异。艺术绘画主要是在二维空间进行创作的，而雕刻艺术要在三维空间进行创

作，这种创作更具层次感与立体感，在制作中能全方位地呈现我国历史文化的特点。雕刻艺术运用于园林景观设计

中，能抽象地呈现出现代园林景观的艺术特点，成为园林景观设计的点睛之笔[3]。因此，为了给现代园林景观设计增

添特色，可以在园林设计中适当加入艺术雕刻作品，充分展现园林景观设计与传统文化元素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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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传统文化与现代景观设计有机融合

我国园林事业正在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时期，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构建具有文化特色的园林理论体系及设

计手法。现代的景观设计可以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吸收并推陈出新，将世界的新思想和新潮流和传

统文化相融合，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新的设计思想。目前，我国在现代景观设计中完美融合了传统文化特色的代表性

作品有越秀公园，它继承了所在城市开放、现代的文化特点。并在保留了广东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古建筑的基础上，

增加了如五羊仙庭等现代的休闲文化设施。在满足现代人民休闲娱乐的基础上，也突出了岭南独特的文化景观。

5��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中，应当树立文化自信，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设计，例如，结合书

法艺术、绘画艺术、剪纸艺术、雕刻艺术、传统图案等优秀传统文化，通过传统文化中的艺术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内

涵，提升现代园林景观的艺术内涵、文化韵味、欣赏价值，能够为人们提供有学习意义、审美意义、文化传承意义的

社会场所，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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