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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播视域下公园景观侗族元素设计体现——以柳州龙潭公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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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民族元素的运用为出发点，阐述民族元素如何被更有效地运用在现代公园的景观设计中。第一，在景观设计的外形

的装饰上，可以运用地域性特点且含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装饰图案。第二，在景观设计的建筑材料上，可以使用地域代表性建

筑材料，比如青石瓦就是侗族的代表建筑材料。第三，在景观设计色彩运用上，可以使用具有代表地域文化的色彩，在达到

美观性的同时，通过表达出颜色背后所代表的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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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ethnic elements,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how ethnic elements can be more effectively 

applied in modern park landscape design. Firstly, in the decoration of the appearance of landscape design, decorative patterns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can be used. Secondly, in the construction materials of landscape design, 

regional representative building materials can be used, such as bluestone tiles, which are representative building materials of the Dong 

ethnic group. Thirdly, in the application of landscape design colors, colors that represent regional culture can be used to achieve 

aesthetics while expressing the meaning behind the col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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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文

化的地域性逐渐被人们忽略，一个成功公园的景观设计不

是由单一的设计要素构成的，在进行景观设计时，往往会

结合当地的地形地貌，气候，土壤，和材料等基本条件。

设计是为人服务的，所以应以满足人的需求作为出发点，

把当地的民风，民俗和文化特色也应纳入景观设计的考虑

范围，做到自然与人文相结合，这样做的好处是既满足当

地人对文化的需求，又可加强当地的年轻人对民族文化的

认识，从而可以更好地向游客传播民族的特色文化。结合

以上设计要素，可以使景观设计作品在内容和表现形式更

为饱满。加强景观地域性设计，也符合中国传统景观设计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设计理念。通过发掘当地特色

民族文化，提炼出优质的文化，并结合人的实际需要对此

加以改进，并以景观设计的方式体现出来。如今，越来越

多同质化的设计中，景观设计师开始有意识地将地域文化

融入到景观构筑物的外形、颜色、材料等方面，从而形成

鲜明的差异化设计。 

1 地域文化融入公园景观中的重要价值 

1.1 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延续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保护传统文化对于文化工作

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体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重要载体是

景观地域化设计，通过景观地域化为人们创建了一个愉悦身

心，休闲放松的平台。在景观设计中融入地域文化，人们在

休闲放松时能感受到区域特色的文化特征，更能引起使用者

情感上的共鸣，从而增强地域性文化认同感，让使用者找到

归属感，使传统文化在设计中能得到发展与延续。 

1.2 体现地域习俗人文风情 

一个好的公园景观设计可以发掘出当地文化更深层

次的内涵，可以为前来游玩的人传播当地更深的文化层次

内涵，并且还能给人以视觉上美的享受。作为景观设计师，

应当依托景观设计为载体，设计具有地域文化特色，普适

于当地居民或外来游客的景观设计。因此在整个园林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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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中，须结合具有当地地域文化的风土人情设计和人

文传统设计，体现设计的人文关怀，表达出景观设计的温

度。这样做不仅能体现公园景观地特有的地域文化风情，

而且还能体现现代人们对风俗文化的尊重。 

2 地域文化融入公园景观的应用原则 

2.1 保真性原则  

在一定区域内，当地的风土人情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在地域文化中体现出深厚情谊，是人与自然，

人与人之间在历史长河不断增强生活默契的体现。公园景

观可以为地域文化发展和传播作出重要贡献，同时公园景

观也是现如今景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体现所在区

域的历史文脉。景观设计可以表现当今时代的文化潮流，

它与历史文脉相互依托，成为文化发展和传播的支撑点。

因此在将地域文化与公园景观相结合的过程中，通常把当

地的历史文化，民俗民风作为设计的起点，要注意将原始

文化的最初内涵进行保存，这样做可以体现出对历史文化

的尊重，对民族集体的尊重。 

2.2 简练性原则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其中可以体现出我国的地域文化

元素具有多样性、差异性等的特点。以地域元素为设计基

础的景观设计，要求地域特点鲜明，因此在设计公园景观

时，要对其进行提取，不能想当然地“拿来主义”地就去

使用。这就要求设计者在设计的时候要对元素进行筛选，

利用好优质的元素，使人在看到设计时，会立刻想到此城

市的文化和魅力，而不会想到其他地区和某种风格，避免

产生偏差和歧义。 

2.3 创新性原则  

我国地大物博，每个地方因自然环境，民风民俗的差

异，产生各具人文风情特色的地域文化。在历史不断发展

的过程中，这些地域文化之中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的独立，

这看似矛盾的话的内在逻辑是它们之间共同点，也有差异

点。因此在景观设计时，抓住能体现文化差异的点，并能

体现文化特色的元素，并通过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的图

案表现方式或是平构，色构，立体的图案设计设计方式进

行图案重组，结合和排列等方式进行创造。如今国内外有

很多优秀，成功案例可以借鉴，但在借鉴的过程中我们要

注意地域文化要与公园景观的有机结合，不能生搬硬套他

人的案例。 

3 地域文化融入公园景观可行性研究——西藏

罗布林卡公园 

罗布林卡被辟为人民公园，当地人又称它为拉萨的颐

和园，是一个旅游胜地。作为历代达赖喇嘛的夏宫，每年

无数朝圣者、倾慕者被吸引前来。罗布林卡属国家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位于西藏拉萨西郊。 

3.1 罗布林卡公园建筑外形装饰 

罗布林卡中的园林建筑，大致分为两种类型：（1）格

桑颇章、金色颇章采用传统的藏族元素；（2）藏族元素被

采用在建筑细部装饰上，如门窗、檐口、廊柱等，其中从

建筑细部的装饰上分析，可以看到每一个宫殿的屋顶上装

饰了屋脊宝瓶、胜利幢、祥麟法轮等。这些装饰物并不仅

只有装饰美化的功能，装饰物蕴含着地域文化，并且每一

件不同的装饰物所代表的含义也不一样。 

屋脊宝瓶：五种标志象征着五种姓佛。其中从建筑细

部的外形装饰地来说明：(1）照佛代表的是莲花座上的法

轮。（2）不空成就佛代表着法轮上的铃。（3）无量光佛代

表的是铃上的八瓣花。（4）不动金刚代表的是八瓣莲花上

的瓶。（5）宝生佛代表的是瓶子里的莲花。 

胜利幢：屋顶四角常插有四面幢，代表四魔被佛陀打

败。幢中央插有一块如意宝；饕餮装饰在锥柱，饕餮口中

衔着有珠宝网。 

祥麟法轮：佛教的徽相是双鹿侧伴的八辐金轮，该画

面描述的是佛陀在鹿野苑的首次传法。温顺的双鹿顺从地

跪在金轮两侧，表达的是有素养的佛教托钵僧
[5]
。 

3.2 罗布林卡公园建筑材料的使用 

以罗布林卡为代表的藏式传统建筑，运用当地特色的

土、石、木作为主要建筑群的构筑材料。如“阿嘎土”作

为西藏藏式古建筑屋顶和地面采用的传统材料，在罗布林

卡的公园中，也被用于建造屋顶和地面，形成了独具特色

藏式风格
[1]
。 

3.3 罗布林卡公园的色彩运用 

色彩作为建筑视觉表征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人崇尚

自然，受到环境和审美影响下，苍穹、雪山、草木、牦牛

的色彩被藏族人直接运用到建筑景观中，这样既满足美观

性的需求，又传递了文化内涵
[2]
，罗布林卡公园也运用了

藏族建筑中常用的白、蓝、黑、红、黄、绿等与自然环境

相协调的色彩。  

4 侗族元素融入公园景观-以柳州龙潭公园为例 

龙潭公园林木苍翠、群山环抱、犹如一道天然屏障，

连绵不绝。公园在规划和建设上，别具匠心地以广西及我

国南方少数民族多姿多彩的民族建筑、风物民俗为主要造

图内容，融少数民族风情特色与秀美的自然景色于一体。

壮乡、瑶山、苗岭、侗寨傣村等少数民族风景村寨均依各

民族生活习俗建造。或依山傍水、或高踞山崖、或散落在

茂林之中，造型别致，建筑精工。民族风情游览线已初具

规模，以“鼓楼”“龙潭风雨桥”“木楼民居”和“轻松山

房”等建筑组成的侗寨蔚为大观。 

4.1 柳州龙潭公园的侗族元素建筑外形装饰 

侗族建筑装饰图案元素种类多种多样，祥禽瑞兽随处

可见，龙纹，龙凤纹等代表吉利，祥瑞的上古神兽，于鼓

楼的屋檐之上也出现过金牛的图案。在三江各侗寨里，形

状似宝葫芦状的的装饰构件可以用来对风雨桥，鼓楼等构

筑物进行装饰。葫芦从下往上依次变小，直到塔尖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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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葫芦，塔尖仿佛直冲九天。在葫芦的数量方面，侗寨

人也是有考究的，在他们看来葫芦数量的放置要遵循阴阳

五行的规则，阳贵阴贫的观念可在他们的骨子里，在葫芦

的节数方面为阳代表葫芦的节数须为单数，阴代表葫芦的

节数是双数。尽管这些宝葫芦的颜色和造型会因村寨不同，

建筑类型的不一，会有细微的差别，但在数量上他们严格

遵守阴阳五行的观念。从上往下看，在造型上宝葫芦都是

依循从上到下，依次变小的排列方式，侗族人对葫芦尊敬

使其成为侗族人们在建筑装饰上最常用的装饰图案素材

之一。侗族人把葫芦看作可以驱灾避祸，出门平安，吉祥

如意的的象征物。葫芦元素被民风古朴的侗族人民运用在

建筑装饰，希望以此来寄托古代侗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

望和向往
[6]
。当地侗族居民时刻保持对未知大自然敬畏的

态度，注重环境保护和发扬优秀的的地域文化。现如今的

柳州龙潭公园的侗族风雨桥的塔尖就是采用宝葫芦来装

饰建筑的外形。 

4.2 柳州龙潭公园建筑材料的使用 

鼓楼和风雨桥的建造是侗族人民擅长木，石建筑的体

现，同时也是侗族伟大劳动人民发展民族建筑艺术成果的

结晶。杉木被用作当地鼓楼的建筑材料，鼓楼结构复杂，

造型壮丽，以榫卯结合，不用铁钉，扣合无隙，结实牢固，

形式多样，有的呈四面或六面、八面流水；有的三五层以

至十一层不等，高达三四丈。有宝塔之英姿，楼阁之俊美。

在三江侗寨建筑中，除了木质材料的使用，侗族人们对石

材的运用也相当擅长。石坎、石礅、石门、石窗，石井，

石碑等，都是运用的石材
[4]
。其实不管木材的使用还是石

材的使用，都是采用当地自产的木材和石材，这也充分表

现了三江侗寨人民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建造原则。在侗

族的建筑中石材大多被用在房屋基础、建筑地面、堡坎以

及柱基部位。在建筑的内部装饰方面，石门，石窗，石墙

等图像是以青石板为原料雕刻而成。雕刻的工艺方面达到

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因此产生了风格各异的艺术品，有

精湛的 ，有简单朴素、豪迈粗狂风格，又有细腻、娴熟

风格等。在建筑外部装饰方面，青石瓦在侗族居民的屋顶

面上得到广泛的运用，要想屋顶面起到良好的防水性能与

美观性能都离不开青石瓦的运用。柳州龙潭公园风雨桥的

顶面就是采用青石瓦作为建筑的材料，通过自下而上，层

层推进的铺设技法，达到建筑的美观性与防水的功能性统

一。侗族人也因青石瓦良好的防水性能与美观性对这种

“土生土长”的建筑材料爱不释手 ，并广泛使用在侗族

风格的建筑上。 

4.3 柳州龙潭公园色彩的运用 

侗族民居色彩的运用上主要是受到宗教和传统观念

两个方面的因素影响。在历史长河中，侗族民居对于色彩

的运用潜移默化地受到宗教和传统观念的影响，也在无形

之中形成了侗族独特的侗族景观设计色彩。在宗教信仰的

影响方面，多神教被侗族人所信奉，因此也反映着侗族人

的心理和情感需求，贯穿于侗族民居的色彩运用中，影响

着侗族人的民居色彩面貌。在传统观念的影响方面，侗族

人的思想和行为被特定的民族风俗，民族观念 ，和民族

性格所影响，这也深刻地影响了侗族人对色彩的选择。黄、

青、白、红等几种基础色彩被经常运用在侗族传统民居就

是受到宗教和传统观念的影响，虽然每种颜色的象征内涵

虽然不一，但是都表达了侗族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3]
。黄

色被用来代表着丰收的颜色，也代表土地的颜色，它代表

了五谷丰登与六畜兴旺，并且黄色被用作表示成功和财富

的象征。青色则被用来象征房屋旺盛的生命力，同时也代

表了朝气蓬勃的每一天。白色往往被侗族人涂抹在屋檐上，

在侗族人看来白色代表驱邪和去除污秽，净化心灵等的内

涵。其中侗族代表性的建筑色彩，青色也被运用在龙潭公

园风雨桥的顶面上，白色也运用在了风雨桥的屋檐之中，

还有红色被用在立柱的表面颜色。 

5 结语 

广西是一个拥有 11 个少数民族聚居的自治区，其中

广西侗族人口 29.87 万人，占广西总人口 0.66%。侗族是

广西的土著民族。主要分布在三江、融水、龙胜 3 个自治

县和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在拥有如此丰富浓厚的民族色彩

的背景下，公园可以作为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且在

结合的过程中，可以选用当地的特有的景观装饰图案，景

观装饰材料，和景观装饰色彩达到延续和发展传统文化的

目的，可以更好将地域文化风情更好的在景观设计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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