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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设计与测绘信息

关于“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园林景观设计

常艳军

[中科营造（北京）工程设计研究院，北京 100000]

摘要：从乡村风景园林的现状来看，其存在部分问题，比如有的建设项目没有坚持以人为本、生态优

先、资源保护的理念，使其景观效果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所以，在乡村园林的景观设计中，必须把园林与

乡村的景观相结合，形成具有特色的村庄；强调乡村特色，加强农耕体验，合理安排乡土植物，增强乡村园

林的审美与功能；要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打造热门景区，提升乡村旅游的吸引力，促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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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乡村景观园林设计

1.1 乡村旅游

乡村旅游是一种以游客亲身体验的方式去体验乡

村风景的旅游方式。乡村旅游的选址一般以村庄为单

位进行道路网络建设，并向周围延伸。乡村旅游在社

会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的今天，其形态与功能也发

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使人们在享受自然景观的同时，

也能使游客体会到与其居住地截然不同的乡土气息[1]。

我国乡村旅游存在几种类型：一是以文化为基础

的旅游。该模式以挖掘乡村的历史根源为出发点，突

出地方的人文文化，并将其与民间生活的内涵相结

合，使游客能获得一种互动的旅游体验。以乡村的农

业民俗来展现文化差异，进行景观建设，比如，展示

各种建筑和民族服装。这一切都将本土文化元素注入

到乡村旅游中。二是以自然风光为主。乡村旅游的目

标群体以身心放松为主要目的，而景观设计则是通过

营造优美的自然风光来体现乡村的风光，让游人感受

到大自然的美丽。三是农家乐。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发

展方式。一般由一些经营人对农家庭院进行改造，以

个体经营的形式组织钓鱼等农业文化和休闲活动，充

分展示农林渔业的加工乐趣和乡土气息。

1.2 乡村旅游景观

顾名思义，风景从视觉角度出发，以自然之美为

特征。乡村旅游景观是以乡村文化、自然环境为基

础，以乡村旅游为载体，提供休闲、旅游、度假的空

间。乡村旅游的特色是综合型的环境空间，不同于纯

粹的人文景观或自然风景景点，而是通过对环境进行

改造和经营，使之成为一种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的乡村

旅游观光带。乡村旅游景观具有高度的空间环境价

值，是由粗放型到精细化的过渡。乡村旅游一般是以

本地的原生态作为宣传对象，再加上风景的宣传，形

成一个由服务基础设施、道路、桥梁等所构成的综合

性景观空间。

1.3 景观园林设计

景观设计是指在设计过程中，通过对项目的认

识，对其进行合理的运用与规划。借助元素的组合，

使园林的布置更加合理。在进行景观设计的初期，不

仅要求设计师具备审美基础，还要从工程、法律等多

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这样才能对同一个工程进行宏

观和微观的规划，最终实现一系列的景观设计[2]。

乡村旅游景观设计的指导思想是强调可持续发

展理念，提倡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基础上，提高游客

对当地的认识，并与历史文化和生态发展相结合。

利用这一理念，在运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尽可能

地减少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并按照法律

法规保护农业资源和周边植物资源、空气和水的质

量，保护物种的安全。这种活动还可以反过来推动游

客在乡村旅游中体验到的快乐，从而创造出更好的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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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乡村园林景观建设中的问题

新乡村建设是我国实施“新乡村”战略的重要组

成部分，国家对乡村风景资源的保护和建设给予一定

程度上的关注，并在此基础上加大资金投入。然而，

部分地方在利用专项资金进行乡村园林绿化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些问题，未达到预期的设计标准。

当前，部分乡村园林在规划设计和建设方面都存

在不合理的地方，尽管我国乡村的环境景观建设方兴

未艾，但它已经对原有的生态系统造成一定损害，造

成结构失衡。同时，在施工过程中，由于缺乏科学的

规划、设计和论证，原有的地形地貌发生变化，导致

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从而影响乡村的生态环境。在进

行园林景观设计时，应遵循“反规则”原则，在不破

坏原有的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行统一的规划，以最

大限度地维护自然生态。

3 园林景观设计在乡村振兴中的应用策略

3.1 完善政策体系，强化工作保障

可以制定各类有关自然资源权属的登记以及实施

细则、政策文件和工作问答；对资料收集清单进行归

类，明确登记调整原则，指导各地收集资料；对注册

单位进行分类，使当地政府能妥善处理好维护和发展

的关系。另外，还应建立统一的自然资源确权登记预

算指标，为地方政府提供资金支持。

3.2 加强改革协同，有序推进工作

要按照工作进展，逐步、有条不紊地开展自然资

源产权制度的整合，并与国有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改

革、自然保护地优化调整、第三次国土普查等工作的

统筹协作，以及确权资料的更新，保证登记成果的合

法性、准确性和现实性。加强水利建设，生态环境建

设，农业建设；负责各有关方面的交流和配合。

3.3 空间的创造

将传统的文化因素运用到建筑设计中，设计师可

以通过运用传统的造景、借景的方法，使景观与周围

的建筑环境相融合，从而达到最优化的效果，提高景

观的整体美感。在该工程景观设计中，设计师着重建

筑中庭的空间布局，采用框景、借景等方法设计景观

墙、休闲厅，具体设计细节为以下三点：

（1）在中庭区域，利用门框、窗框摄取对面空

间中的优美景色，让人们走进这一区域就能直接看到

“框”中的美景，给人以“美若国画”的视觉效果，

提升这一区域的古典韵味。人们在区域中行走与静

坐，既是“赏画人”，也是“画中人”。

（2）设计师们在这个地区运用“借景”的方法，

把建筑和周围的自然风景巧妙地结合起来。在视线所

及的范围内，运用“原木色走廊”的方式，将树木、

花草等景观“借”入到花园的视野中，使花园与前面

的植物区融为一体。

（3）在其他的设计中，设计师运用障碍物和对

景的方式，合理地调节区域的空间层次；运用建筑物

结构、景观石等要素将景观分割开来，营造出“一步

一景”的感觉。在亭台等处，以起、承、转、合等技

术，使廊桥与周边的风景相融合，使人能在A处欣赏B

处风景，B处能看见A处风景。利用这种空间的创造方

式，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园林区域的空间层次，提高整

体的布局，展现古典的韵味。

3.4 传统色彩的应用

中国色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在园林景观设计中，设计师可以根据建筑的具

体情况，根据场地的季节变化来考虑；根据季节的整

体色调，适当搭配红、黑、青、月白、灰等。突出

“新中式”的园林风格，可以在前厅布置一个朱红色

的天井，上面是棕色和黄色的外墙，地板是浅灰色；

同时，在入口的喷泉立面用黑色的大理石材质进行装

饰，形成大气、古朴、浑厚的视觉效果。在中庭区域

的景观花园中，由于该地区植物种类繁多，而且随着

季节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所以要适当地搭配

具有高承载性的色彩。设计师可以以灰白色的石板为

主色调，深灰与绿色植物、五彩缤纷的花卉搭配，营

造出一种浓浓的古典风格；深灰和秋天的黄、红相间

的叶子，会给人一种飘逸的感觉，又不会失去古典的 

韵味。

3.5 增强乡村体验旅游

体验旅游是一种新的旅游方式。以经验为导向的

园林规划与设计，可以丰富景观的内涵，达到景观的

意义。在乡村园林规划中，应注重人们的身心需要，

提高其实用性和通用性。体验旅游可分为娱乐体验、

教育体验、逃避体验、美学体验四大类。乡村风景是

人们感受乡土风情的主要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农耕体

验的地方，尤其对城市中的孩子和青少年有很大的教

育作用。发展规划景观环境，改善乡村旅游风景的卫

生状况和自然景观，注重声音、噪声的控制，提高游

客的体验。借助对植物的改造，使部分旅游季节都能

被各种植物所覆盖，从而提高景点的品位和美感。同

时，对环境造成污染的沼泽等也可以采用合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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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隐蔽。

为发展和建设乡村旅游，必须为景区提供全面的

服务。这是旅游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提高游客的

体验和满意度。应在景区内为游客提供餐饮、住宿、

商务、娱乐、会议等服务设施，设立接待中心和游客

集中点。在需要休息的地方，根据公园的景观和植物

的分区要求，进行合理的规划，建立一个完善的旅游

服务设施。设计休闲座椅、垃圾分类系统，充分为景

区的游客提供便利[3]。

3.6 合理布局旅游线路

合理的交通工具能清除旅游景点之间的障碍。若

乡村旅游的主要景点在市区附近，旅游者常选择搭乘

旅游集散巴士或自驾车出游，以感受农家生活的乐

趣。这样，仔细规划的车行道和步行路线，可以为游

客在高峰期形成一个良好的交通循环。游客对旅游景

点的满意程度与公路设施有一定的关系，公路的规划

要科学、合理，又不能太过烦琐。主、辅道路的设

计要考虑虑城市高速公路下桥入口与景区的衔接，道

路两侧的植被也不能影响司机的视野；步行道体系可

以将不同景点的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有机地融合在一

起，让游人在行走时有一种“行走”的感觉。在设计

时，也不宜把落差设定得太大，以免引起人体的疲

劳。在连接上要注重与景区的休闲座椅、公共厕所等

配套设施相结合，形成动静结合的旅游线路。

3.7 以乡土植物为主，合理配植植物

外来植物入侵能力很强，在乡村地区很少有天

敌，这些外来的植物会占领本地植物的土地，吸收更

多的养分，造成区域生态环境的不稳定。因此，在园

林景观建设中，必须严格控制外来植物的引入与栽

植，并坚持以本土植物为主；植物的合理搭配，既可

以保证当地的生态环境稳定发展，又可以突显当地的

民俗风情，实现环境美化与生态保护的有机统一。在

选用本地植物时，应充分考虑其季节变化的特征，以

达到全年有景的效果。在植物的配植上，应充分考虑

其生长特点、生长习性，并对其进行合理的配植。同

时也要注意到园林的实用功能。要充分利用两者的长

处，突出不同的自然景观。观赏植物有三大类，即观

花、观叶、观果，应以名花、吉祥植物、新奇植物为

主，以吸引游人的眼球。观果植物应选用既有观赏价

值又有经济价值的植物，其生命力强、养护简单，能

提高农民的收入，促进本地植物工业的发展。

3.8 注重乡村特性，强化农业体验

当前，我国的城镇居民与传统的农业接触较少，

生活经历也较少，对乡村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文化

等方面的认识不够透彻，对乡村生活的记忆还停留在

书本层面，只有从书籍中才能了解乡村生活和文化。

即使是在乡村长大、长期在城市工作的人，对乡村的

生活也没有什么印象，更谈不上对乡村的传统文化有

深入的理解。在这种背景下，要实现乡村振兴的可持

续发展，必须在园林景观中融合乡村特色，增强农民

的体验；让市民了解乡村生活，了解乡村文化，了解

乡村发展，唤醒他们的心灵记忆，提升乡村的魅力。

3.9 加快建设农业特色园区，提高乡村经济

从景观设计的观点来看，园林景观具有很高的观

赏性和艺术性，其植物群落在四季变换时也会有很大

的差异，其特征是明显的；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可

吸引大量的游人前来观光游览，为本地带来可观的旅

游收益，也可营造出独特的田园风光；提高本地景观

设计的竞争力。

在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可以利用景观

设计的经济优势，从具有良好资质、综合实力的本地

农业企业、个体农户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技术支

持、资金支持，加大农业特色园区建设力度，在乡村

培育出农业优势品牌，注重培育地方特色浓厚的主

导花卉和苗木品种；既能满足本地或外地市场对花

卉的需要，又能极大提高地方特色农产品的核心竞 

争力。

4 结束语

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一种重要方式，

风景的美丽与否关系到乡村旅游的吸引力。乡村园林

规划不能简单地模仿传统的方法和符号，不能给乡村

居民的生活带来沉重的负担，要正确地对乡村进行正

确的定位，并进行合理的规划；变成一个自然的生活

情景，服务于乡村居民。在园林设计中，要注重生态

保护，挖掘乡土文化，提升游客体验；合理安排旅游

线路，充分展示乡村特色，促进乡村旅游发展，促进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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