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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与生态文化在景观建设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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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人对于生活状态和生活环境的追求也在不断变化。目前，

我国工业化建设不断发展，农村城市化问题不断加剧，农村不再天然质朴，城市建设大多高楼大厦，逐渐丧失地域特点。因此，

看够了钢铁巨兽的人们对于景观建设方面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无论是日常生活休闲还是景点旅游体验，景观建设都是其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摆脱“千篇一律”的人造景观，因地制宜建设具有特色性、自然性和地域性因素的景观变得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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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
几十年前的国人，唯一的追求是吃饱穿暖，想过的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工业化城市生活，但过去几十年，

我国各行各业一直处于飞速发展的时期，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不与社会脱轨，各行业精英在工作和生活中无不是“卷

生卷死”的状态，人们生活不断被工作侵蚀。在这种高压范围下，国人的生活思想不断变化，逐渐开始崇尚轻松、

自然、有特色的生活环境。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特产丰富且历史悠久，每个地区基于历史环境和人文环境

的不同衍生出很多独具一格的风俗习惯和文化形式，同样的名词或者句子在不同地方的意思是不同的，这种文化

的多样性构成了我国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现代化景观设计应立足于本地地域文化背景，结合本地生态文化特点，

建设富有生命力和独特文化内涵的景观，实现自然和人的共同发展。

一、地域文化和生态文化在景观建设中的作用

（一）地域文化在景观建设中的作用

1.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地域文化主要是根据当地独特的地理环境结合历

史演变形成的文化，具有比较强的地方特性和文化特性。

地域文化大部分是具有传承性的文化形式，根据不同地

区的地理环境，文化氛围和历史因素形成独特的地域文

化。独特的地域文化具有独特的表现形式，随着社会的

不断发展，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

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地域文化作为当地特殊的文化资源，在一定程度

上推进当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引导当地经济不断发展，

促使当地经济和环境共同发展。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具

有多样性，其中名胜古迹、风俗人文、文化遗产和历史

传统都是地域文化多样性的具体体现。近年来，随着旅

游行业发展迅速，利用当地特殊的文化资源，发展具有

地域特性的旅游方式，可以为当地人民提供大量就业机

会，建设良好的经济环境，促进当地经济的不断发展。

2. 改善生活环境

生活环境和地域环境密不可分，地域文化是地域

环境的灵魂，将地域文化融入生活环境，能够更好地改

善人们的生活环境且不易被排斥。日常中，最常见的地

域文化与生活环境相结合的表现形式就是饮食文化，根

据不同的地域文化发展出独特的饮食文化，比如北京烤

鸭、河南胡辣汤、广东肠粉、四川火锅等。这些独特的

饮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生活环境的改善。

3. 维护社会和谐

发展地域文化能够更好地激发当地人民的认同感

和荣誉感，这种认同感和荣誉感会使人们下意识规范自

己的日常行为，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以便获得他人的

认可和夸赞，提高他人对于当地文化的认同。通过不同

的地域文化活动，可以增加社会群体之间的交流，达到

资源共享，比如潮汕英歌舞、福建游神、甘肃社火醉关

公等，利用独特的地域文化活动增进民族团结，产生民

族共识，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二）生态文化在景观建设中的作用

生态文化的主旨在于崇尚自然，保护环境，促进

人与自然协同发展。随着工业化建设的不断发展，随之

而来的自然资源枯竭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成了人们面临

的主要生态发展问题。随着问题的不断恶化，人们也开

始使用各种方式进行改善，景观建设就是其中的一种改

善方式，运用生态文化建设的景观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

和改造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在景观建设过程中，需要充分了解当地生态文化，

时刻注重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根据人们的实际需求为

基础，创造出带有自然氛围的特色景观，要实现建筑融

于自然又独立于自然的景观设计，运用生态文化元素对

人们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达到生态文化与景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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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相融合的发展策略。

二、地域文化和生态文化在景观建设中的应用

（一）地域文化在景观建设中的应用

1. 地域文化在城市道路绿化景观建设中的应用

城市道路绿化在城市景观建设中起链接作用，目

的是衔接城市的各个景观。道路绿化景观建设应该突出

地域文化的特点，发展个性化城市道路绿化景观，站在

城市发展的角度实施道路绿化景观建设，有助于增强城

市建设的生命力，促进普通城市到人文城市的不断发展。

在城市道路绿化中成功应用地域文化，有利于改善人们

对于城市的第一印象，提升地域文化展现形式的多样性。

将景观建设与地域文化相结合，可以增强城市特色，打

造城市名片，促进文化与城市相结合。

2. 地域文化在城市公园景观建设中的应用

城市公园景观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城市生态系统的“绿肺”，当前公园建设中景观建设大

多形式单一且设计雷同，缺乏景观建设的独特性和吸引

力。因此，对地域特质进行借鉴与提炼，加强地域文化

内涵的应用，成为城市公园建设的重要之处。

例如，“水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

树红墙”是《让我们荡起双桨》中的一句歌词，歌词中

的白塔现存于北京北海公园中，作为我国现存的建园最

早的古典皇家园林，北海公园承载着近千年的历史文化，

北海公园的对于地域文化的应用主要是历史文化因素的

应用，作为历经辽、金、元、明、清等数个朝代，逐步

成为北京旅游的必备打卡地之一，也是北京城市地域文

化于公园景观建设相融合的具体体现。

3. 地域文化在城市景点景观建设中的应用

地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当地人民的精神风

貌和思维形式，正确应用当地地域文化，建设独具特色

的景点景观，从而提高景点的地域性、独特性和民众性。

利用景点景观的不同展现形式，进一步与当地地域文化

进行借鉴与融合、在文化和传承中创新建设景点景观，

增强新景点的地域文化气息。

例如，西安，原名长安，是先秦至唐朝时期的政

治文化中心。盛唐时期文化发展十分迅速，作为政治经

济中心的长安也是真正的不夜城，由此以盛唐文化为背

景，以唐风元素为基础的“大唐不夜城”应运而生，在

这里，利用观光游览和消费体验相结合的游览方式，品

味盛唐时期的文化，体验盛唐时期的生活方式，从而获

得休闲游乐的快感。

4. 地域文化在农村景观建设中的应用

随着城市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农村也逐渐向城市

化方向发展，农村建设逐渐也基于种种原因，从传统乡

村转变为向现代工业化乡村发展，农村地域文化逐渐脱

离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大量工业化建设逐渐摧毁传统建

设，农村地域文化传承逐渐出现断层，发展速度停滞不

前。

改善当前农村景观建设的重点是融入当地地域文

化。首先，注重当地自然景观的保护和修缮，根据当地

特色自然景观，进行溯源、理解与拓展，建设与当地自

然景观配套设施，增强新型建设与当地特色的关联性。

其次，根据当地风俗习惯进行创新型景点建设，加深当

地人民对于当地地域文化的理解，为当地地域文化找到

合适的载体，以便于促进景观建设与当地地域文化的融

合。最后，在农村的景观建设中，需要注重景观建设主

体与当地居民的适配性，注重居民的切实需要，保证居

民的正常生活不被破坏，实现人与景观共同发展。

（二）生态文化在景观建设中的应用

1. 生态文化在城市道路绿化景观建设中的应用

生态文化是以生态学为基础根据当地具体情况不

断发展融合的一种文化形式，城市道路绿化景观建设的

发展离不开生态文化的发展，完善城市生态系统的建设，

进一步促进城市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策略，丰富城市

形象，将生态文化融入城市道路绿化景观建设中刻不容

缓。针对当地特色生态文化对道路绿化进行景观建设设

计，实现道路景观与田园气息协同发展，最大程度地建

设与发展生态园林城市。

例如，昆明是一座四季常青的城市，以鲜花闻名，

作为四季均有鲜花盛开的城市，城市道路绿化也离不开

各式各样的鲜花，春季的昆明红塔西路、环湖东路等路

段，道路两旁粉色樱花如云似锦，微风拂面带去的是一

阵散发香气的樱花雨；随着粉色春樱掉落，4.5 月份的

昆明是蓝花楹的乐园，初夏的教场中路道路两边蓝花楹

竞相开放，美不胜收；盛夏时期昆明道路两旁又成了紫

薇花的天下，徜徉于白塔路与红云路密密麻麻的紫薇花

花海中，享受昆明夏季的独特浪漫。

2. 生态文化在城市公园景观建设中的应用

人们对于城市公园建设的想象主要是绿色健康的

生态园林为主，优美和谐的生态园林是人们精神文明对

生态文明的向往。在城市公园景观建设中，应该崇尚自

然，追求自然，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协同发展。因

此，城市公园景观建设不应追寻自然的杂乱无章，而是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根据公园具体情况，合理选择植物

注重自然之美，还原自然生态的意境，根据不同植物特

性合理完善公园设施，多层次丰富和提高自然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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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与建筑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例如，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的玄武湖公园，

是江南地区最大的城内公园。玄武湖公园充分利用了生

态文化在公园景观中的建设，它东枕紫金山，西靠明城

墙，周围还环绕着九华山和鸡鸣寺，被誉为“金陵明珠”，

园内近现代建筑与古代建筑结合融于山水之中，展现了

一幅中西合璧的优美景象。

3. 生态文化在城市景点景观建设中的应用

国内外旅游业的飞速发展，让人们开始厌倦景点

的单一性。因此拥有独特生态文化的城市景点景观就成

了人们旅游的首要选择。正所谓“入木三分景，七分靠

内涵”就表达了旅游景点的建设要有依托和灵魂，没有

灵魂的旅游景点就像无根浮萍，找不到着力点。现代化

城市景点景观的建设中，生态文化发展是关键之处。

例如，白洋淀是国家 AAAAA 级旅游景区，也是标

准的生态景点景观的展现，白洋淀位于河北省自古以来

就以物产丰富著称，它是鸟的乐园，鱼的王国，多种水

生植物的博物馆，以生态旅游与开发保护于一体的模式，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人与自然共同成长的目的。运用自然

之美进行一定的发展与建设，使白洋淀成为人们理想中

的旅游度假胜地。

4. 生态文化在农村景观建设中的应用

农村在人们印象中是纯粹和质朴的，相比于城市

而言，农村的景色更为天然，但是随着工业水平的不断

发展，农村盲目学习并应用城市建设，是农村逐渐摆脱

“土气”的同时，也在逐渐丢失曾经的天然与质朴。基

于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发展，农村道路逐渐由土路向石

灰路、沥青路和柏油路发展，农村建筑也逐渐变成钢筋

水泥建成的小洋房，这样的改变方式是值得鼓励的，但

是也是需要仔细斟酌的，不是一味地模仿就是好的。

比如，我国西南地区气候比较潮湿，蛇虫鼠蚁泛滥，

所以吊脚楼便应运而生。吊脚楼一般是三层建筑为主，

除屋顶瓦片之外，全部由杉木建造而成，不用一根铁钉

全部都由大小不一的木材嵌套而成。吊脚楼一楼不住人，

主要用于通风干燥、预防毒蛇猛兽和堆放杂物。第二层

主要作为饮食起居使用，第三层则主要用于储存粮食使

用。吊脚楼无论是外形还是内部结构均呈现出恰到好处

的平衡感，相比于大部分现代建筑，在实用性、地区性

和技术上三个方面，吊脚楼都明显更加适合西南地区人

民的居住和生活。而且独特的建筑形式，不仅凸显了吊

脚楼别致的个性审美，是建筑艺术与自然艺术完美结合

的典范，更是生态文化在景观建设中完美地体现。

结束语：

综上所述，无论是城市景观建设还是农村景观建

设，地域文化和生态文化都是景观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景观建设不仅是单纯的以休闲观光为主，更应该从

深层次去挖掘景观的优势并进行提炼总结，根据不同地

区和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特点，崇尚自然与文化相结合，

在满足人们身心放松条件的同时，展现当地的特点，充

分体验当地文化的熏陶，感受当地文化与自身生存环境

文化的不同之处和相似之处，打造充满地域文化色彩和

符合生态文化要求的特色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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