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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建设与城市规划·

新时代中国特色风景园林建设研究

李 刚

东北林业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00

摘 要：风景园林在现代城乡环境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实用价值，而新时代强调生态文明、文化自信和美丽中国

的建设，这就对中国特色风景园林的建设提出了需求。论文分析了中国特色风景园林建设现状，明确了建设工作存在

的不足，提出优化新时代中国特色风景园林建设路径。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风景园林；建设途径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

导思想。在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指引下，中国绿色

发展按下快捷键，生态文明建设驶入快车道，美丽中国

的绿色画卷正在徐徐展开。如今，风景园林作为改善城

市生态环境的重要载体，在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园林城市建设。园林城市建设加快

了城乡生态建设步伐，展示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是打

造城市形象的重要平台和窗口。*

风景园林建设成就

近些年，我国不断提高城市绿化率，扩大城市绿地

面积，当前我国公园数量达到约20000个，提高了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国家森林城市达到194个，其中，很多城市

获得了国家园林城市的命名。此外，我国水环境治理获

得了巨大的成效，并且不断注重保护山体资源和森林资

源，丰富了风景园林的内涵。在风景园林规划过程中，

设计人员注重利用可持续技术，实现了雨洪管理，通过

利用大数据技术，提高了美丽乡村的建设速度，并注重

建设文化景观，落实棕地生态修复工作。在研究园林植

物景观的过程中，利用园林植物拓展植物空间，同时注

重植物引种和繁育等工作，还研究并实践了气候和水土

等方面。

风景园林建设的思考

成就是显著的，但也出现了值得反思的现象与问

题，比如盲目跟风在森林修建玻璃桥，造成同质化、安

全隐患等问题;很多地方为追求人气忽视气候差异兴建

花海，带来了环境破坏和高额的养护成本，且观赏花期

较短;住建部前段时间通报批评的陕西韩城“鲤鱼跃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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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照搬南方造景手法，不顾下级贫困村经济压力;过

度追求亮化工程，构成的光污染也影响了正常的夜间生

态;地方领导盲目追求政绩与GDP，规划缺少连续性，

造成我国城市一系列“短命”现象。综合来看:①国土景

观缺乏地域性，跟风现象、形象工程严重;②不同地区绿

化发展不平衡，不能满足人民需求;③理论与实践脱节，

技术提升滞后;④我国风景园林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仍相对

较弱。并且面临更加严峻的生态环境恶化、公共资源享

用不平衡、生活方式多样化等挑战，我国园林人任重道

远。而美国的风景园林建设对世界影响巨大，究其原因

是其重视生态、社会和科学等因素。今天美国风景园林

中的生态思想是多层次且具备实践性，并出现了景观都

市主义和生态都市主义等新思想。同时很大程度上为社

会福利、生活、就业以及公众健康提供了帮助，社会公

正和公众参与也在规划设计领域中得到广泛体现。当今

美国设计师为创造性地解决现代问题，大量运用可持续

技术、数字技术等前沿技术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并

且在一系列的开拓性实践中，传统风景园林的理论与实

践都得到了延续，呈现出涉及多行业、多部门、多学科

的特征。今天的日本当代园林也已经大量融合了现代艺

术、生态主义以及新技术，汲取传统园林特色，形成了

自己独有的风格体系[1]。

我国特色风景园林体现出一种历史文化，需要立足

于我国的国情和制度，这样才能满足新时期人们的生活

生态需要，在新时期需要设计出环境优美、设施齐全的

风景园林，有效解决地区治理体系建设不平衡、地区绿

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加强和世界文化交流，唤醒本土

文化，可以说风景园林学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肩负着

传承中国文化以及重塑国土景观的重要使命。首先，建

设生态文明是民族发展的大计。生态文明关系到经济、

政治、社会、文化建设的多个方面，其中风景园林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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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设、环境保护、生态修复、生态文明宣传等相关内

容存在关系，目前全世界都在关注气候变暖以及资源枯

竭等问题，人类原本适宜的生存环境正遭受严重破坏，

所以当代风景园林设计人员需要在新时期更加关注生态

文明，建设融入可持续发展理念，进而让风景园林工程

造福更多子孙后代。其次，文化自信是民族发展的根本

力量。我国有着5000年的历史文化，诸多民族文化传承

至今依旧影响着时代的发展，而风景园林根植于我国文

明土壤，长期以来我国风景园林为传播优秀文化方面起

到了重要作用，是人们物化成果和结晶。在新时期风景

园林传播优秀文化和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方面起到了

巨大作用，不过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我国原有的园林

正失去自身特色，而文化自信理念可以让传统文化继续

得以保留。最后，城市绿地是城市主要组成部分。城市

绿地超出城市1/3的空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该生态系

统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我国城镇化趋势不

断推进的背景下，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对城市的发展造成

了严重影响，打造出良好的城市绿化空间，可以为人们

提供更多休息娱乐的环境，加之人们审美水平的提高以

及对绿色低碳生活的追求，打造出良好的城市绿化空间

可以满足人们对健康、休闲等多方面的需要[2]。

时代性的开拓追求

时代的中国经济正处于良好的发展阶段，不过城乡

问题也在不断涌现，加之人们生活需求的变化，使得当

代风景园林实践超出了传统园林的范畴，所以说当今城

市园林绿化和工作人员肩负着更多的文化责任、自然责

任和社会责任。当今的城市风景园林工程存在着诸多学

科交叉的情况，对园林景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就要

求在新时期不断开阔风景园林的边界。在不同的时代背

景下，要求广大园林设计人员打破对学科以往的认知，

突破时代局限性，从时代的发展特征出发，用发展的视

角去拓展风景园林行业加强园林与多行业的交流，以此

让我国风景园林焕发出更大的生命力。

生态性的科学追求

在设计园林工程的过程中，需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

谐统一，在特色园林景观的设计中需要具有良好的生态

意识，这种意识在环境问题其一严重的今天更加需要

重视起来。因此，我国的风景园林工程设计需要跟随世

界研究的前沿，在生态治理和生态修复方面加大投入力

度，园林设计也需要将自然性作为第一出发点，考虑到

地域的生态特征，比如长春市就在城市生态规划设计中

结合了东西方景观，打造出城市自然山水格局。

文化为魂，打造文化园

以民为本，运用改善生态环境和提升城市文明程度

有机结合的思维，公园以潘安文化塑“魂”，将基础设

施和文化深度融合，城市景观与自然生态完美融合，

涵盖了列子文化、箜篌文化、潘安生平、官渡之战等内

容，让游客在游憩之中感受潘安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感

受中牟文化的深厚积淀，形成一条历史文化带，集中展

现了中牟文化的深厚积淀。

艺术性的挖掘转译

文化是人地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不论风景园林的

外在形态和时代背景发生多大变化，地域文化特征必定

是作为最深处的根源影响着园林艺术的表达。当代的风

景园林艺术性上一方面要延续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体现

场地本身自然特征和文化内涵，如厦门园博会网湿园围

绕场地特征引申出其概念;另一方面尊重时代审美的需

求，可将传统园林的要素、理法和模式等通过现代手段

提炼出来，结合现代审美在理念的基础上取“形”、延

“意”、传“神”，可将本土艺术性以更合理的方法体

现在现代景观中[3]。

以水美城，打造景观园

改变以往对河流单纯的疏挖除涝治理方式，提升对

河道的综合治理，根据河流的河势和坡度，修建拦水坝

闸、人造水景观，美化绿化河岸，达到调节气候和美

化生态景观的双重效果。通过种植水生植物，极大地改

善了污染严重的水环境，河道面貌焕然一新，园内“水

清、林秀、景美”。

结束语

中国园林历史悠久，现阶段我国现代风景园林建设

已经取得显著成就。时代的转变对于风景园林的发展既

是机遇也是挑战，新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和

人民需求的大背景为行业发展指明了方向，科技发展、

文化交融以及理论科学为行业未来提供了有力保障。处

在其间的风景园林人应带着使命感和责任感，发挥其在

生态、文化、功能上的作用，提升国际影响力，推动行

业的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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