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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建设视角下乡村景观规划研究

王 珂

诚邦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310000

摘 要：美丽乡村的建设是推进我国长远发展的长足动力,由于我国是人口大国并且以农为主,通过合理的规划设

计能更好地提升乡村文化发展空间,尤其对于美丽乡村景观的规划设计能在农村文化和农村经济方面进一步更好的提升

和发展,更是给人们基本生活的一个保障和基础,因此我们在建设美丽乡村的这条道路上要格外注意地区优势的合理发

挥和利用、乡村景观特色更好更突出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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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乡村景观规划的特征

生态性

相比于由人为进行设计建造的城市景观而言，乡村

景观更多是依托于自然生态而来的，较少受到人为因素的

干扰，所以乡村景观拥有较强的生态性，现目前我国的乡

村景观首先考虑的也是自然环境因素，以通过合理的规划

来将人、自然和景观融为一体，形成了相互发展、相互制

约、相互促进的生态圈。同时应地制宜的乡村景观建设方

式，也让乡村景观变得更丰富、更有魅力。

功能性

早期乡村景观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日常的生产需

求，实现其生产力的提升，所以景观拥有较强的功能

性，在这一前提下，不需要刻意和累赘的堆砌，只通过

对周围环境、地形、地貌进行巧妙的梳理和引导，就展

现出了更多的纯真、质朴气质。

特色性

乡村景观是依附于农村的地形地貌上并根据当地的

文化、经济、社会而展现出不同的区别，我国地域宽

广、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其地形地貌也存在严重差异，

所以根据农村地形地貌结构所规划出的乡村景观是迥然

不同的、丰富多彩的，是当地农村特色的一大体现[1]。

审美性

同城市用钢筋、混凝土浇灌出来的景观不同，乡村

景观更多是以当地的生态自然环境为基础，体现的是自

然、生态、人文和谐的特点，所以更倾向于悠然、舒

适、休闲方面，而且随着季节的变化，乡村景观也会随

之改变，利用自然的力量展现出来的美，是独特的、不

可复制的。

人文性

乡村景观依托于农村的地形地貌，但同时农村的经

济、文化也会对其景观产生一定影响，所以乡村景观的规

划建设除了要做到协调统一外，还要考虑到当地的风土人

情、风俗信仰等，所以乡村景观又具备一定的人文性。

差异性

差异性主要是受其地域地形的影响，我国地域宽广，

幅员辽阔，既有穷山恶水之地，又有沃壤千里之地，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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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域环境设计的自然景观，自然会呈现不同的区别[2]。

2 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景观的规划原则

保护乡村原有生态环镜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繁衍的基础，可为人类

提供生产生活所需的能源、食物等资源。因为人类过去

对粗放式的利用资源、填湖造田、乱砍乱伐等行为，不

但使乡村资源和环境被破坏，也降低生物的多样性，很

多植被都被灭绝，恶化了乡村生态环境，也影响人们的

生活和生产。所以，保护、尊重生态环境是乡村景观规

划必须遵循的原则，通过应用科学、先进的设计及施工

技术，融合人类社会和生态景观，保持乡村的自然资源

进入开采、经营、开发可持续发展的状态，为人们建设

一个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

保留地域文化特色

民俗风情、历史传统不但是乡村的地域文化，也是

农民的精神财富。乡村地区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也保

留着特色的农耕文化，而且每个农村吸引外地游客的重

要原因就是独特的民俗风情和历史传统[3]。所以，在对规

划乡村景观前，应以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尽量保留特色

文化、坚持保护地区文化、充分发挥地域特色为原则。

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

乡村地区的自然景观有很多森林树木，湖泊溪流等

一系列尚未开采的自然资源，他们是独一无二的，尤其

在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中显得更加珍贵，这也是乡村发

展最具特色的一面。农村人口有限、经济和文化和技术

层面也都需要规范化管理，我们在保护好自然资源的前

提下，合理的进行景观规划，不能采取短期获益的方式

来改变脱贫致富，比如随意砍伐、围湖造田等等。虽然

这些方法在短时间内获得效益，但水土资源流失问题等

等破坏自然资源将导致无法修补的遗憾。因此，在乡村

景观规划中必须遵守可持续性发展原则，不要急于一时

求成来破坏本地特色生态资源，应该有节制的合理规划

和开发，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利用。

3 乡村景观的发展现状

由于缺乏合理的规划与布局，很多地区的景观

都大同小异，这造成了乡村景观的同质化，使当地特色

的民俗风情无法得到体现。这也主要是因为设计师对没

有深入了解，忽视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在设计中大肆改

动，习惯性的将城市景观中的元素带到到乡村中造成

的。这种设计使建造出的景观与当地环境格格不入[4]。

在建设中，很多地区无视以保护为主的原则，过

多人工痕迹不仅使生态没有得到保护，还使当地景观的

特色被破坏。当然，资金的不充裕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

了乡村景观的建设，这时候选择“小而精”的设计要比

“大而空”设计更为重要。

4 美丽乡村视角下乡村景观规划发展建议

尊重乡村传统肌理，构建和谐温馨的生活环境

根据历史地理学理论，所有乡村的发展均经历了很

长一段时间，而经过时间长河的洗礼，每个乡村均形成

了自己独一无二的生命肌理。为将一个和谐温馨的生

活环境构建起来，乡村居住区就需把良好的围合感保持

下来，紧密的居住环境能使村民间的情感交流进一步增

强。除此之外，在对劳动场地和休息娱乐场地进行规划

设计时，一定要保证连接路线的畅通，以为居民生活、

生产和休憩娱乐提供方便。在规划设计乡村原有形态的

过程中，应尽可能对景观素材、元素和空间肌理等可对

原始乡村形态予以保护的要素予以有效保护，让乡村的

温馨感与和谐感进一步增强。

传承人文与保留地理特征

乡村景观建设的核心便是人文理念的传承和当地地

貌的保留，山川河流是乡村的标签，这些未经人工修饰的

地貌特征是独特的自然资源，也是最美丽的自然景观。在

乡村景观设计建设的过程中要平衡人文与自然地理之间的

关系，既要保留人文民俗在乡村地区，也要使山川河流等

自然景观能得以延续。在乡村规划和设计中，乡村景观要

考虑到当地居民的精神需求，最大程度表现当地民俗文化

和历史文化[1]。对村庄内部的景观进行设计，要尊重现状

用地情况，保留本土的自然地貌，特别在一些具有旅游发

展潜力的村庄建设过程中，在公共场地、房前屋后的改造

中，添加乡土元素和本村的特色元素，满足当地居民和旅

游人群对人文和自然的共同需求。

以乡村肌理为依托，打造聚落式乡村景观格局

自古以来，村落就是人类重要的居住地，伴随着历

史的发展，逐渐演进为现在专有的聚落形态。在推进

“美丽乡村”的景观规划建设过程之中，规划设计者们

应对乡村肌理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尊重，进而科学地进行

乡村景观规划设计，以便能在此基础之上修复和完善聚

落式乡村景观格局。在工作推进当中，必须确保乡村规

划设计工作与居住群落之间原有的联系不被打破，确保

乡村民众正常的生活节奏不被打乱。通过公共空间的科

学配置，恢复和散点的分布规划来化解现存的问题，让

各种空间与“美丽乡村”的记忆发生联系。

凸显乡村地域特色，突出乡村特色

乡村的历史、风俗、人文等乡土文化要素为乡村民众

无法割舍的精神支柱，亦是乡村地域特色的集中表现。在

推动“美丽乡村”的景观规划设计过程之中，应注重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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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地区独有的地域文化，合理依托当地乡土文化元素，

诸如当地独有的材料、建筑、植物、节日庆典、特色产业

等。借助对充满地域特色要素的提炼以乡村景观规划设计

介入后，激活村庄公共生活空间的建设与加强集体回忆，

重新凝聚人心，并由此彰显出该地区的文化内涵，让乡村

景观的魅力得到充分显现。将景观公共空间、乡土文化等

要素彼此之间密切联系、互相融合，已达到提升“美丽乡

村”景观规划设计工作的实效性[2]。

发展乡村旅游经济

旅游经济是带动乡村发展的最好经济，乡村景观规

划经济的来源要依赖乡村的农家乐旅游项目，也要通过

合理的规划设计，使未来的景观能满足当地的旅游业发

展。随着城市快节奏问题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

喜欢在节假日前往农家乐等进行放松，他们所追求的并

非十分优美的环境，而是相对轻松安逸的乡村生活使其

能在精神上得以放松。因此可以大力地利用旅游资源发

展乡村旅游，在未来的景观设计中要融入旅游景观的建

设，使农村的旅游经济能快速稳健地发展。

旅游服务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

所谓公共服务设施，就是指来到乡村旅游的游客所

需要消费设施，以及其他增加游客逗留时间的设施。公

共服务设施的分布具有较强的分散性，同时规模也相对

较小。公共服务设施是游客来到乡村进行旅游时不可获

取的一项设施内容，在对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设计过程

中，应使用统一规划的方式，根据乡村旅游游客的数量

和具体需求来设置相应的服务设施，从而搭建成为一个

具有完成服务设施的景观系统[3]。

旅游标识

旅游标识主要体现的是乡村景观的各个景点和服务

店，标识内容主要包括交通信息和旅游信息等等，使游

客能快速的到达想去的目的地。旅游标识可以安装在乡

村的入口和道路沿线等地区，不但使乡村景观元素变得

更加鲜明，也为游客的旅游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条件。在

制作标识时，可使用当地具有乡土气息的材料来进行制

作，增加标识的美感。

结束语：

美丽乡村建设视角下的乡村景观规划，在考虑景观

主题之时，应根据实际情况择优选择，但无论选择何种

乡村景观主题，都应以尊重生态环境为前提，并尽可能

的考虑到当地的风俗文化和历史特点，以建立契合当地

生态、人文、历史的特色化乡村景观，实现其生态环境

与人类生活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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