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工程与管理·2024 第6卷 第3期 

Architecture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2024,6(3)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141 

传统文化在园林设计中的应用 

刘仕沛 

河北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要]现代社会，风景园林不再仅仅是自然与人工结合的空间，更成为人们追求精神愉悦和文化体验的场所。传统文化作为

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化积淀，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独特的审美观念，其在现代园林设计中的巧妙运用，不仅能够延续传统

文脉，更能够赋予园林空间独特的文化氛围。文中探讨传统文化在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中的地位、价值以及优化策略，以期为

创造更具深度和文化内涵的园林空间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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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Landscap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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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odern society,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s no longer just a combination of nature and artificial space, but also a place 

where people pursue spiritual pleasure and cultural experience.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 long-standing cultural accumulation, contains 

rich historical connotations and unique aesthetic concepts. Its clever application in modern garden design not only continues the 

traditional context, but also endows the garden space with a unique cultural atmosphere.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position, value,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modern landscape design, in order to provide inspiration for creating more profound 

and culturally meaningful garden sp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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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人们对环

境的需求逐渐从单一的实用性转变为对文化体验的追求。

基于此，传统文化因其丰富的历史积淀和独特的审美价值，

成为设计师们借助的宝贵资源。同时，园林作为城市绿地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功能也从简单的休闲转变为提供文化

教育、审美享受的场所。 

1 传统文化在园林设计中的地位 

传统文化在园林设计中占据着崇高的地位，它是一个

国家或地区的独特身份和精神符号。通过传统文化的融入，

园林空间得以传承历史，展现文化的深厚内涵。传统文化为

设计提供了丰富的设计元素，如传统建筑风格、文学意境和

艺术表达，使园林不仅是一片景观，更是文化的传承之地。 

2 传统文化在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中的运用价值 

2.1 文化传承与创新 

文化传承与创新是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中传统文化元

素的核心融合，设计师既要尊重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又

需要在设计中注入创新的思维，以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

融合。通过运用传统建筑风格、庭院布局等传统元素，设

计师不仅将历史的瑰宝传递给现代，更使园林空间成为文

化传承的载体，不仅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传统文化内

涵的深度挖掘。而创新则是对传统文化的新诠释和现代理

念的融入。设计师需要敢于突破传统的束缚，通过新颖的

设计理念、先进的材料和技术手段，使传统文化在当代焕

发新的生机。创新使得传统文化在园林设计中不再僵化，

而是融入现代社会的多元需求，使得园林空间更具活力和

吸引力。因此，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完美结合，不仅为园林

设计注入了历史的深度，也赋予了空间更为丰富的内涵。 

2.2 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理解传统文化与自然环境的

关系，实现园林空间的生态友好性和可持续性。园林设计

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不仅是对历史文化的传承，更是对

自然与文化之间和谐共生关系的探讨。通过选择本土植物、

传统水景、以及古老的造园技艺，设计师能够创造出更符

合自然生态的园林环境，不仅减少了对外部环境的干扰，

还促使园林空间成为城市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为城市生态

提供了重要的绿色支持。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通过采用环

保材料、智能节能系统以及水资源循环利用等先进技术，

园林空间能够实现更低的环境影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

念。此外，设计师在规划园林布局时要考虑到城市绿化、

雨水收集等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使园林在可持续性方面

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总之，将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

系有机地融入现代园林设计，不仅体现了对自然的尊重，

也为城市提供了更为健康、可持续的绿色空间，使得园林

空间既具有文化的底蕴，又能够为城市环境和居民生活带

来持久的益处。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TU986.2&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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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在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中，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是设

计师们日益关注的重要议题。园林设计中的传统文化元素，

如古老的建筑风格、传统的植物选择，与自然环境形成有

机的结合，不仅能够创造出富有历史感的园林景观，更能

够促使设计师注重生态平衡。采用可再生材料、智能节能

系统以及雨水收集等先进技术，不仅能够降低园林空间的

对资源的依赖，还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负担。设

计师在规划园林布局时，需充分考虑自然的生态循环，使

园林成为城市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为城市居民提供宜人

的休憩场所。因此，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

发展理念相结合，不仅丰富了园林设计的内涵，更使园林

空间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3 传统文化元素在园林设计中的应用 

3.1 传统建筑与园林布局 

传统建筑风格作为文化的历史见证，与园林布局的融合

不仅在形式上带来美学的愉悦，更在精神上传达出文化的延

续与传承。在园林设计中，传统建筑的选用通常不仅仅是为

了装点空间，采用传统建筑的元素，如古老的建筑风格、传

统的屋檐形状等，设计师能够将历史的氛围融入园林中，使

整个空间仿佛是一幅穿越时光的画卷。建筑的布局与园林景

观相互呼应，形成一种和谐的整体，不仅使人们感受到传统

文化的沉淀，也为园林空间注入了独特的文化氛围。传统建

筑的屋檐、走廊等元素可以与花木、水景等景观进行巧妙组

合，形成层次分明、曲径通幽的园林布局，不仅能够引导人

们在空间中流连忘返，同时也为园林增添了一种优雅而宁静

的氛围
[1]
。因此，传统建筑与园林布局的结合既是对历史文化

的致敬，也是对空间美学的追求，不仅为园林空间注入了丰富

的文化内涵，更使得园林成为一个承载着历史记忆的场所，让

人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够沉浸在传统文化的魅力之中。 

3.2 文学与诗意的园林表达 

在现代风景园林中，设计师通过运用文学和诗意的表

达方式，赋予园林空间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富有诗意的意境。

文学与诗意的园林表达不仅在设计上呈现出一种生动的

叙事感，更能够通过景观元素的安排，传递文学作品中的

意境和情感。例如，通过植物的选择和布局，设计师可以

创造出诗意的自然画卷，使人在园林中仿佛置身于文学作

品中的诗篇之间。诗意的园林表达通过景观的精心设计，

能够让人们在园林中感受到一种超越现实的美好。通过水

景、雕塑、花卉等元素的组合，设计师可以将文学作品中

的意象具象化，使游客在欣赏园林的同时，沉浸在一种超

越日常的诗意氛围中。巧妙地将文学元素融入园林，设计

师创造出具有诗意和意境的空间，使园林不仅是一片景观，

更是一个承载着文学情感的艺术空间。 

3.3 传统艺术的园林表现 

在当代风景园林设计中，传统艺术成为一种精妙的媒

介，将园林景观演绎成一幅充满文化韵味的艺术杰作。为

确保文化元素符合大众需求，必须深度挖掘适应当地人文

需求的传统艺术资源。在园林建设之初，要洞察大众所钟

爱的文化，将其精妙融入园林景观，使得文化元素对现代

园林的点缀起到更为显著的作用。可以借鉴古典的漏窗、

花窗设计等艺术手法，将这些传统元素融入园林景观中，

创造出充满观赏性和艺术性的动态画面
[2]
。例如，漏窗设

计通过窗外景物的变化，为园林勾勒出一幅动感十足的画

卷，让空间焕发生机，既提高了园林空间的趣味性，又呈

现出中国古典艺术的精粹，如图一所示： 

   
图 1 古典园林漏窗设计        图 2 旗袍元素的镂空孔洞 

将传统艺术元素，如旗袍，巧妙地融入现代园林设计

中，如旗袍元素的镂空孔洞设计，展示了中国传统旗袍的

多样色彩，为园林增添了独特的美感如图二所示。 

3.4 传统文化符号的运用 

传统文化符号设计手法通过引入具有文化象征意义

的符号，不仅为园林注入深刻的历史内涵，更能够引导观

者在园林空间中产生情感共鸣。在园林设计中，传统文化

符号的运用旨在创造出具有强烈文化认同感的空间。这些

符号可以是富有象征意义的建筑元素、雕塑、或者是具有

历史故事的景观，设计师可以使这些符号相互呼应，形成

一种视觉上和谐而具有文化深度的园林场所，不仅是对传

统文化的致敬，更为园林赋予了独特的魅力。通过在园林

中设置具有代表性的符号，设计师创造了一种穿越时光的

感觉，使人们仿佛置身于历史之中，不仅能够感受到传统

文化的底蕴，还能够对历史有更为深刻的理解。总之，将

具有象征性的符号巧妙融入园林景观，设计师不仅实现了

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为园林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是

对过去的致敬，也是对现代文化的独特表达，使得园林空

间成为文化符号与现代审美的完美交融之地。 

4 传统文化元素在园林设计中应用的优化策略 

4.1 设计创新与传统平衡 

在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中，实现传统文化元素的优化应

用需要巧妙地处理设计创新与传统平衡的关系。传统文化

符号或建筑元素可以通过现代材料和工艺进行改良，使其

更符合当代审美和生活需求。例如，在园林建筑中，传统

的屋檐、雕刻等元素可以融入先进的建筑技术，使其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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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上仍保持传统韵味，但在功能和耐久性上得到提升。在

传统文化元素的基础上进行巧妙创新，以满足现代大众的

审美需求。设计师可以通过融合当代艺术、科技元素，使

传统文化在设计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例如，利用现代灯光

技术在传统建筑上营造出独特的光影效果，将传统文化元

素注入现代的时尚氛围中。传统文化元素的优化还需要考

虑空间布局的合理性，以确保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和谐平衡。

通过巧妙组织景观元素的排列和结构，使得传统文化在园

林中既能得到突出展示，又不失现代感。总之，设计创新

与传统平衡是优化传统文化元素在园林设计中的关键策

略，通过巧妙整合传统与现代，设计师能够在园林空间中

创造出更为富有深度和独特性的文化体验，使得园林成为

传统文化传承与现代审美的交汇之地。 

4.2 文化符号的识别与运用 

深入挖掘文化符号的内涵，并巧妙地运用于园林设计

中，可以实现对文化的更深层次传达，同时使设计更具当

代感和吸引力。设计师应当深刻理解文化符号的历史渊源、

象征意义以及与当地文化的关联，以确保对文化符号的准

确理解。通过对文化符号的深度识别，设计师能够更好地

把握符号的多重层面含义，并在园林设计中进行巧妙应用。

在运用文化符号时，需要考虑到符号的融合度和整体效果，

使其既能够突出显示，又能够与周围环境和其他元素形成

有机的结合。通过符号的合理运用，设计师可以打破传统

的呈列方式，创造出更富层次感和艺术感的空间。运用创新

的手法对文化符号进行重新诠释也是一种有效的策略
[3]
。设

计师可以通过现代艺术手法、科技元素等手段，赋予传统

文化符号新的时代内涵，既尊重了传统，同时也使文化符

号在现代园林中更具生命力和引人入胜的吸引力。因此，

通过深入识别文化符号的内涵，巧妙运用于园林设计，并

运用创新手法对其进行重新诠释，可以实现文化符号的优

化应用。这样的设计策略使得园林不仅是传统文化的承载

者，更是现代文化的创新者，为观者呈现出更为丰富、多

元的文化体验。 

4.3 多元文化的交融 

实现多元文化的交融，将不同文化元素融合在园林设

计中，创造出丰富多样、具有包容性的空间，以适应现代

社会多元文化的需求。通过整合不同文化元素，打破传统

文化的界限，形成多元文化的融合。设计师应在园林中选

择具有代表性的多元文化符号，如建筑风格、雕塑、植物

等，将它们有机地融入园林布局，园林空间将呈现出一个

融合了多种文化元素的综合体，使不同文化在空间中相互

渗透、相得益彰。设计师应精心组织文化元素的布局，使

其既能够突显各自的独特之处，又能够和谐共存，设计师

可以在园林中创造出一个多元文化的景观，使观者在体验

中感受到不同文化的魅力。优化策略还包括通过活动、展

览等形式，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通过引入多

元文化的活动，设计师可以为园林创造出一个更具社交性

和互动性的空间，不仅能够促进文化的传播，还能够使园

林成为人们跨越文化差异、共同欣赏的场所。总之，通过

整合不同文化元素、协调平衡它们的关系以及促进文化交流，

设计师可以创造出一个融合丰富多彩文化的园林空间，为现

代社会提供一个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文化体验场所。 

4.4 设计中的文化尊重与包容  

文化尊重与包容强调设计师在整个过程中对文化多

样性的理解和尊重。设计师应深入研究各个文化的传统、

价值观和符号，确保在园林中呈现的文化元素真实地反映

各个文化的特色。通过对文化的真实尊重，园林空间能够

成为一个真正代表多元文化的场所，为观者提供丰富的文

化体验。在园林布局和元素选择上，设计师应当精心安排，

避免文化元素之间的冲突和不协调，通过巧妙的组合和安

排，设计师可以实现各个文化元素之间的平衡共存，使园

林呈现出统一而和谐的整体。设计师可以通过园林中的展

览、演出、座谈等形式，引导观者更深入地理解和尊重各

种文化，不仅能够弘扬文化，还能够促进文化的传播和交

流，使园林成为一个促进文化理解与包容的社交场所。总

之，设计中的文化尊重与包容是现代风景园林优化的关键

策略，通过真实体现文化元素、合理融合不同文化、开展

文化教育活动等手段，设计师可以创造一个充满尊重与包

容的园林空间，为观者提供一个深度体验和理解多元文化

的场所。 

5 结语 

在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中，传统文化的应用不仅令园林

空间充满历史的底蕴，更为设计增添了深刻的文化内涵，

园林成为一个多姿多彩的文化交汇之地，融合了过去和现

代、东方和西方的精粹。设计师在传统与现代、各种文化

元素之间寻求平衡，既是对过去文化的致敬，也是对当代

审美的独特表达。设计创新与传统平衡、文化符号的识别

与运用、多元文化的交融，以及文化尊重与包容，园林不

仅是一个美学的艺术空间，更是文化的传承者和创新者。

园林成为文化的舞台，让观者在翠绿的植被、精致的建筑

和充满诗意的设计中，感受到传统与现代、不同文化之间

的和谐共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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