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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乡土景观是一种独特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遗产，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包含着人们的思想、信念、情

感等方面的内容，是人的真情流露。但近几年来，随着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随之而来的是城市空间结构的破坏

与城市环境的污染，使其地域文化日渐消减。作为景观

园林设计师，在规划新型现代化景观的同时，也应当承

担起保护乡土景观的职责。

一、充分挖掘乡土元素的特色

在不同的地区，当地居民的生活和生产活动都会体

现出该地区的一些地域特征，并随着地域要素的变化而

变化。按其表现形式的不同，可将其划分为意境、实体

和事件元素三大类。

（一）意境元素

这是通过地域文化、乡土情结以及具有地区特征的

景观要素相互交融后呈现出来的，是抒发情感，以景喻

情的重要表现。意境要素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可以是

相对抽象的景观建筑空间、特定的声音和气味，亦可是

具象的本土植物、动物、劳作工具等。意境要素是一种

具有深厚内涵、富于情趣的文化要素，用以表达和述说

人们在漫长岁月中对地域文化与乡土生活的浓厚情感。

在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中，乡土意境的运用不仅是一个景

观设计手段，也是对乡土情结的一种精神寄托，更是新

旧事物之间的一次碰撞与交融。

（二）实体元素

这一元素主要聚焦在一些具有地域特点的乡土建筑、

生活器皿、工艺品等，这种乡土元素在人类发展进程中

不断成长、演变、延续，时间愈久，乡土性愈强。如郊

区的一条河流、路边的一株青草，甚至是门前的一株白

杨，通过合理的景观配置，都可以更大限度的展现其乡

土景观之美，形成一种别具特色的景观形式，抒发着浓

厚的乡土情怀。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用到的各种器皿和手

工艺品，多是经过了时间沉淀和年代更迭的产物，凝结

着历史的记忆和内涵。将这类实体元素合理应用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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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设计中，可以更加直观的呈现出具有不同地域特征

的乡土景观。

（三）事件元素

某些具有特定民俗、节庆、手工艺品等民间文化的

地区，都在不同程度上展现着独特的乡土元素，它反映

在人们精神和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人们的生活和劳

作有着紧密的联系，是对人们丰富生活场景的响应，也

是对当地民俗传统和文化的一种反映。在城市景观园林

设计中，可以通过对人们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景观解

读，将地方特有的一些节庆、农事、民俗活动转化为不

同形式的景观场景，赋予城市园林设计独特的魅力。

二、乡土元素在城市园林中的运用价值

（一）提高生态价值，维护生态平衡

目前，不难发现在城市园林绿化中，由于人们对园

林设计形式的过分追求，植物的净化作用受到了一定程

度的影响，加之人们对于城市环境维护的懈怠，造成我

国城市生态环境和空气质量的一度下降。因此，适宜的

城市景观设计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提升是当下亟需的。乡

土景观是人们长期对城市园林进行改造，逐步发展提炼、

与城市环境相适应的一种景观形式，更多的保留和延续

了原生态的景观，发挥了自然的优势，促进了城市生态

环境的改善和提升。乡土景观丰富的地形变化、穿插的

水网水系、自然生态的绿色环境，不仅为人类的生活提

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也更好的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平衡

与完整。作为城市大片钢筋水泥的“柔化剂”，乡土景观

的设计和推广使得城市风光更加自然怡人、草木生长更

加繁盛茂密。因此，在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中乡土元素的

应用，对于提高城市的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构

建可持续性的都市花园，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突显地域特色，增强归属感

城市园林景观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而乡土元素是一个城市或地区独特文化的呈现，

同时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它蕴含着千百年来该地区人

们的文化特质、风土人情、民间艺术和建筑工艺。乡土

元素在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中的运用，可以更好的将地方

文化和地方特点融入到风景之中，极大地提高了城市风

景的地域性和识别性，不同的城市和地区在园林景观设

计中有着不同的特点和亮点。乡土元素在城市园林景观

设计中的运用，在突显地域特色的同时，还能够营造出

一种强烈的归属感与亲切感。

（三）减少建设成本，体现经济效益

现代社会，我们在大力倡导城市园林建设的同时，

也要考虑到其过程中的成本与损耗。恰好一些乡土元素

的恰当运用可以有效的控制经济成本。首先，一些乡土

元素的原材料以本地为主、取材广泛、采集成本低廉，

只需进行一些简单的加工，就能直接应用到设计之中。

其次，乡土元素中的本土植物也是园林景观设计中的惯

用选择，本土植物能更好更快的适应当地的环境，通常

价格便宜、生命力顽强。从后期维护的角度考虑，本地

种植的植物更加便于管理，节省人力物力财力。最后，乡

土元素是从生产生活中衍生而来的，能够充分反映当地的

风俗习惯和文化特征，一草一木都可以在漫长的岁月中变

成园林景观的材料，是一种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风景，相对

于其他景观来说，乡土元素的成本更低也更稳定 [3]。

（图1　石质花钵）

三、乡土元素在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应用策略

（一）乡土植物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乡土植物是指在某一区域内经过长时间演化形成的

具有较强适应性的物种。乡土植物更容易适应本地的环

境，并能更好的抵御病毒和虫害。同时，部分乡土植物

除了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和经济价值以外，还可以是一

种文化符号，既能起到美化环境保护生态的作用，也能

反映一个城市或地区的文化特点和精神内涵。所以，在

进行城市园林景观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到乡土植物的特

性，使之能够更好地体现城市的人文色彩。比如华北地

区的国槐、白榆、山杏等。在乡土元素中加入城市景观

设计，能让园林更具人情味，比如在北方因气候较冷，

常用树木以针叶树、落叶树为主，构成了松柏乔木的针

叶园林。而在南方则多选用常绿植物，如此才能表现出

鸟舌芬芳、四季常绿的园林景观。在城市园林景观设计

中引入乡土植物，不仅可以突出城市的特点，而且还可

以降低造价，与现代都市环保与节能的思想不谋而合。

（二）乡土精神元素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一个区域的自然民俗、手工艺、节庆等都能在园林

景观设计中被运用并反映出来。而这种乡土元素通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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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当地人民的精神与生活状态的，也有可能折射出当

地人民生活的一些特点。比如，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可

以将传统的民俗节庆、地域文化，以景墙、雕塑、公共

设施的形式展示出来，将乡土精神实体化。通过这种形

式可以更好的宣传和推广本地区的地域特征和文化内涵。

（三）结合乡土元素与设施景观进行园林设计

乡土元素在运用植物表现地方特色的同时，设计师

也能运用其它景观要素来营造出一种能体现城市文化特

色的氛围。比如，在园中布置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亭台

楼阁、水闸桥梁、半岛式山石园、古井、牌楼等，这样

既可以给园中增添一份历史感和文化内涵，又可以给游

客带来一种不同的文化体验。乡土景观元素既要表现出

景观的美丽，又要表现出文化的魅力，在景观的设计让

乡土元素变得更鲜活、更有活力，同时也会有更多的乡

土文化底蕴。将乡土植物和设施景观相结合，既能体现

乡土植物的文化，又能起到园林景观的作用，更能让人

了解本地城市的文化内涵。

（图2　对石质农具的再利用）

（四）乡土社会景观元素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乡土景观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回忆。在此基础上，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具有一定

普遍性特征的社会景观设计。园林景观是区域文化和城

市文化的折射，园林景观设计要与时俱进，使其成为地

域性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景观园林设计上，应考虑地方

性与公益性，并与社会性景观相结合，营造出与当地居

民审美特点相一致的人性化园林。

四、结束语

在园林景观的设计与发展中，许多外来的元素都能

带给人一种新颖的、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使得许多城市

和地区纷纷效仿，希望借着这些外来元素提升当地的品

位。但这种形式只能让人短暂的眼前一亮，而那些能够

体现城市特色的乡土元素与象征却在不经意间被抹去了。

在此期间，人们意识到了乡土因素的重要性，这篇文章

也是为了加深人们对乡土文化元素的了解，同时将本土

文化融入到园林景观设计中去，能逐渐形成了符合本土

文化特色的城市园林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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