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1

园林建设与城市规划·2024� 第6卷�第5期

现代城市园林绿化中的景观设计与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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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Ȟ要：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园林绿化作为提升城市生态环境、促进居民身心健康的重要手段，其

重要性日益凸显。景观设计作为园林绿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不仅关乎美学布局与生态功能，更是城市文化传承与展现

的窗口。本文旨在探讨现代城市园林绿化中如何将景观设计与文化元素深度融合，通过理论分析与方法论述，提出实

现文化可持续性与生态美学并重的设计策略，为构建具有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的现代城市绿色空间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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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园林绿化是城市生态系统的基础，对于改善城

市微气候、增加生物多样性、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而景观设计，作为园林绿化的艺术表

达，是连接自然与人文的桥梁。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

在景观设计中融入本土文化，避免“千城一面”，成为

当前城市园林绿化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将从设计理

念、设计原则、设计策略三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1��设计理念：文化自觉与生态共生

1.1  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作为景观设计的核心理念之一，旨在通

过深度挖掘并尊重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实现文化的传承

与创新。在具体实践中，这要求设计师具备深厚的文化

素养与敏锐的洞察力，能够精准捕捉地区的历史脉络、

民俗特色、艺术风格等多元文化资源[1]。例如，可以巧妙

运用地方特有的石材、木材或传统工艺，结合现代设计

手法，创造出既保留传统韵味又不失现代气息的景观元

素。此外，通过设计具有象征意义的雕塑、图案或植被

布局，讲述地方故事，传递文化信息，使园林空间成为

城市记忆的活化石，增强居民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

豪感。

1.2  生态共生
生态共生理念则强调在景观设计中遵循生态系统的

自然规律，促进生物多样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生。这要求设计师在设计初期就充分考虑场地的生态条

件，如土壤类型、气候条件、原有植被等，选择适宜的

植物种类进行配置，确保植物群落的稳定性和生态功能

的最大化。同时，将文化元素融入生态设计中，不仅限

于视觉层面的装饰，更要注重其实用性和教育意义。比

如，设计生态教育径，利用本地植物作为教学材料，结

合解说牌介绍植物的生态价值和文化寓意，既普及了生

态知识，又弘扬了地域文化。此外，通过构建雨水收集

与再利用系统，结合水景设计，既解决了城市排水问

题，又为园林增添了动态美感，实现了文化与生态的双

重效益。

2��设计原则：地域性、时代性与创新性

2.1  地域性原则
地域性原则强调在景观设计中充分利用并尊重当地

的自然条件与文化资源，以此为基础创造出既具生态价

值又富有地域特色的绿化空间。一是自然要素的生态利

用：深入分析地域的地理特征、气候条件及植物分布，

选择适应性强的本土植物作为主要绿化材料，不仅降低

维护成本，还能展现地方生态特色。利用地形地貌，如

山地、水系等，设计符合自然规律的景观结构，如依山

而建的观景平台、沿河而设的滨水步道，使园林与自然

环境和谐共生。二是文化符号的生态融入：将地方文化

元素，如传统图案、建筑形式、民俗故事等，以生态友

好的方式融入景观设计。例如，利用当地石材雕刻传统

纹样作为景观边界，或在水景设计中融入地方神话传

说，使文化成为园林生态的一部分，增强居民对本土文

化的认同与归属感。

2.2  时代性原则
时代性原则要求景观设计紧跟时代步伐，运用现代

科技手段提升园林的功能性、互动性和可持续性。一是

智能技术的生态应用：引入智能灌溉系统、环境监测

传感器等现代科技，实现园林的精准管理和资源高效利

用。利用AR增强现实技术，为游客提供沉浸式的文化
体验，如通过手机扫描特定标识，即可在屏幕上看到该

地点的历史重现或文化解说，增强园林的互动性和趣味

性。二是文化表达的现代语境：在保留传统文化精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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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以现代审美和表达方式重新诠释文化，使园林成

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2]。例如，通过现代艺术手法，

如抽象雕塑、数字艺术装置等，展现地方文化的现代面

貌，体现城市的文化活力和创新精神。

2.3  创新性原则
创新性原则鼓励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跨界合

作，探索新的设计手法和表现形式，使园林景观设计既

保留文化底蕴，又充满现代感。一是艺术与科技的融合

创新：结合数字艺术、光影艺术等现代艺术形式，与景

观设计相融合，创造出具有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的

文化景观。如利用LED灯光和动态投影技术，在夜间为
园林增添一场光影秀，讲述地方故事，使园林成为城市

的文化地标。二是传统工艺与现代材料的对话：在设计

中融入传统工艺，如陶瓷、木雕、石雕等，与现代材料

如玻璃、金属、混凝土等进行创意组合，创造出既保留

传统韵味又不失现代感的设计作品。例如，利用传统木

工技艺制作的框架，结合现代透明材料，设计出既透光

又美观的景观构筑物，展现传统文化的现代生命力。

3��设计策略：文化元素的多元化融入

3.1  故事叙述空间的构建
在园林设计中，故事叙述空间的营造是文化元素多

元化融入的关键策略之一。它旨在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

的艺术装置与景观节点，将地方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

及文化记忆以直观、生动的方式呈现给游客，使园林成

为一部可读可感的“文化长卷”。

雕塑叙事：选用当地特有的石材或金属材料，结合现

代雕塑技法，创作一系列反映地方历史人物的雕塑群[3]。

这些雕塑不仅形态各异，而且通过细腻的面部表情和肢

体语言，讲述着英雄人物的传奇故事或普通人的平凡生

活，让游客在静默中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壁画艺术：在园林的墙面或围栏上，邀请当地艺术

家创作大型壁画，以抽象的图案或具象的场景再现地方

的历史事件或民间传说。壁画风格可以融合传统与现代，

使用鲜艳的色彩和富有层次感的构图，吸引游客驻足观

赏，仿佛在画卷中穿越时空，体验文化的深度与广度。

景观小品的文化点缀：在园林的各个角落，巧妙布

置具有文化寓意的景观小品，如石刻碑文、铜质浮雕、

陶瓷艺术品等，它们或藏于林间小道旁，或立于水景之

畔，以细腻的笔触讲述着地方的风土人情和民间智慧。

这些小品不仅美化了环境，更成为游客探索园林文化的

线索，引导他们一步步深入文化的内核。

互动体验的文化沉浸：结合AR增强现实技术，设计
互动式的文化体验区。游客通过手机或特定设备，扫描

景观中的特定标记，即可触发虚拟的文化故事展示，如

历史场景的3D重现、民间传说的动画讲述等，使文化的
传播更加生动有趣，增强了游客的参与感和沉浸感。

3.2  生态文化体验区打造
生态文化体验区作为园林设计中文化元素与自然教育

相融合的重要载体，旨在通过一系列互动性强、教育意义

深远的设施与活动，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和文化素养。

植物认知园：规划一片区域，模拟本地自然生态系

统，种植多样化的本土植物，包括珍稀濒危物种。每种

植物旁设置详尽的解说牌，介绍其名称、生长习性、

生态价值及文化寓意，辅以二维码链接至线上植物数据

库，方便游客深入了解[4]。定期举办植物识别挑战赛、亲

子种植活动等，让游客在参与中增进对植物多样性的认

识，感受自然界的奇妙与和谐。

生态示范区：构建一个小型的生态循环系统，如人

工湿地、雨水花园、太阳能发电站等，展示可持续发展

的生态技术。湿地内种植水生植物，净化水质；雨水花

园收集并利用雨水，减少城市洪涝；太阳能板为园区提

供清洁能源。设置生态解说路径，通过图文、模型及互

动装置，直观展示这些生态技术的原理与效益，引导游

客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激发保护环境的责任感。

自然观察站与生态课堂：在生态示范区内设立鸟类

观察站、昆虫旅馆等，配备专业的观测设备，鼓励游客

观察并记录自然生态现象。定期邀请生态学家、环保专

家开展生态讲座、工作坊，如野生动植物保护、垃圾分

类与资源回收等主题，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相结合，

提升公众的生态素养。

文化与自然结合的体验活动：结合地方文化特色，

设计一系列与自然教育相结合的文化体验活动，如利用

植物染料进行手工染色、制作传统农耕工具模型等，既

传播了生态保护理念，也弘扬了地域文化。通过这些活

动，游客在体验中感受到文化与自然的紧密联系，从而

更加珍惜并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3  节日庆典场所的营造
节日庆典场所作为园林中文化元素动态展现的重要

平台，通过精心设计的开放式空间与活动安排，不仅丰

富了城市的文化生活，也促进了社区间的交流与互动，

增强了文化的凝聚力。

春节灯会区：在园林的核心区域，设计一处宽敞的

开放式广场，周围布置以传统灯笼为灵感的灯饰装置，

采用LED节能技术，既保留了节日氛围，又体现了环保
理念。春节期间，组织专业的灯会展览，展示各式精美

的花灯，如动物造型灯、历史故事灯等，每盏灯下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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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扫码即可了解背后的文化故事或制作工艺，增

加互动性和教育性。同时，安排传统民俗表演，如舞龙舞

狮、戏曲演唱等，让游客在观赏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中秋赏月平台：选取园林中视野开阔、环境幽静的

水边或山顶，搭建一处木质或石质的赏月平台，平台周

围种植桂花、菊花等应季花卉，营造浓厚的节日气氛。

中秋之夜，平台上设置望远镜，供游客观赏月亮，同时

举办诗词朗诵会、月饼制作体验等活动，让游客在赏月

的同时，体验传统文化的温馨与雅致。平台旁可设小型

茶馆，提供应季茶饮，增加节日的休闲氛围。

灵活多变的活动空间：除了固定的节日场所外，园

林内还应设计一些可灵活调整的空间，如可移动的舞

台、可变换布局的座椅区等，以适应不同节日或活动的

需求[5]。这些空间在平时可作为休闲区，节日时则迅速转

化为庆典现场，提高了园林的使用效率和灵活性。

3.4  互动艺术装置的应用
互动艺术装置作为园林中艺术与科技融合的典范，通

过光影艺术、声音装置等现代技术手段，为游客提供可参

与、可感知的文化体验，激发城市的文化创新活力。

光影互动区：在园林的特定区域，利用投影技术和

感应装置，打造一处光影互动区。随着游客的移动，地

面或墙面上的光影图案会随之变化，如跟随脚步绽放的

花朵、随手势舞动的光影线条等，营造出梦幻般的视觉

效果。此外，设置光影故事墙，通过投影讲述地方历史

或民间传说，游客可以通过触摸或特定动作触发故事的

不同章节，使文化的传播更加生动有趣。

声音装置艺术：在园林的静谧角落，安装声音装

置，如风声铃、水波琴等，这些装置能够捕捉自然环境

的声音，并通过艺术化处理，转化为悦耳的音乐或音

效。游客可以通过操作装置，如调整风铃的角度、改变

水流的速度，来影响声音的输出，创造出独一无二的声

音艺术作品[6]。同时，定期邀请艺术家进行声音艺术创

作，将园林的自然声景与城市的文化元素相结合，为游

客带来全新的听觉体验。

数字艺术互动站：设立一处数字艺术互动站，配备

AR增强现实设备、触摸屏等，游客可以通过这些设备参
与艺术创作或体验文化游戏。例如，利用AR技术，游
客可以在虚拟空间中绘制自己的艺术作品，并将其投影

到园林的某个角落；或者参与文化知识的问答游戏，通

过互动学习地方文化。这些活动不仅增强了游客的参与

感，也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创新。

结语

现代城市园林绿化中的景观设计与文化融合，是提

升城市品质、彰显城市个性的关键。通过遵循文化自觉

与生态共生的设计理念，坚持地域性、时代性与创新性

的设计原则，并采取多元化的设计策略，可以有效促进

文化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构建既有生态价值又有文化深

度的城市绿色空间。未来，随着设计理念的不断进步和

技术手段的持续创新，城市园林绿化将更加丰富多彩，

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自然与人文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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