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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域文化是每个地区有别于其他地区的重要特征，公园是地域文化在一个城市中体现的重要载体，增加地

域文化元素在公园中的表达可在一定程度上突出地方特色，增强人们对所在城市或地区的归属感。本文对

近些年来与地域文化和公园绿地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具体梳理，分别从地域文化的演变与构成、公园绿

地中地域文化元素调研与应用和地域文化视角下公园绿地景观评价研究这三个方面进行了重点阐述，并对

地域文化元素在公园绿地中的应用与发展进行了展望，以期为今后相关方面的研究和应用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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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gional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that distinguishes each region from other regions, and 
parks are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regional culture in a city, increasing the expression of reg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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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elements in parks can highlight local characteristics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enhance peo-
ple’s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city or region.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results related to regional 
culture and park green space in recent years have been specifically sorted out, respectively, from 
the evolution and composi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regional cultur-
al elements in park green space and the evaluation of the landscape of park green spac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culture are highlighted, and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 park green space are prospected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the relevant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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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拥有着广阔的地域面积、悠久的历史传承和丰富的民族特色，从而形成了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整体得到了快速发展，许多地区的外在环境和人文风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同

时在全球化趋势影响下，我国一些地区或城市园林景观出现了千篇一律的情况，其地域文化元素没有得

到足够的重视和挖掘，甚至受到了一定冲击。十八大以来，在国家和政府的政策等层面，文化的传承和

发扬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社会层面对传统文化元素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更广泛的青睐。公

园绿地作为一个城市满足人民群众日常休闲娱乐和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场所，其绿地景观不仅改善和美

化了城市的环境，同时也为地域文化的留存与发展提供了景观载体。增加地域文化元素在公园绿地景观

中的体现，可更好地营造和突出地方特色，增强人们对家乡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2. 相关概念界定 

2.1. 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是指基于一定的地理形势，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得以与其它地方区别开来的语言、

风俗、宗教、建筑、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等方面的独特文化[1]。 

2.2. 公园绿地 

公园绿地是指向公众开放，以游憩为主要功能，兼具生态、景观、文教和应急避险等功能，有一定

游憩和服务设施的绿地，它通常包括综合公园、专类公园、社区公园和游园四大类型[2]。 

3. 地域文化演变与构成研究 

3.1. 国内有关地域文化演变与构成的研究 

地域文化景观的演变是自然环境与人为活动相互协调的结果[3]。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不仅是历

史上园林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当今园林规划设计的灵感来源与重要标志。正如在中国古典园林中，

依照不同的气候条件、行政区划和聚集人群等逐渐形成了江南园林、北方园林以及岭南园林这三大风格

各具特色的园林类别，这正是我国先辈对景观地域性表达的实践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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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以来，受全球化趋势的影响，我国一些地区或城市园林景观存在千篇一律、缺乏地域特色的

问题，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并将其研究焦点投向地域文化景观层面。肖竞认为历史

村镇的文化景观形成受到地域文化因素、历史文化因素、民族文化因素和职能文化因素的影响，他将这

四种因素分为物质系统和价值系统两部分，物质系统是文化景观的载体，价值系统则反映了具体的人地

关系[4]。史晓松认为在人类活动的地域中“人、文化、环境”三者共同构成地域文化系统，他将地域文

化分为了自然生态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经济技术因素和历史因素四个部分[5]。目前，关于影响地域文

化形成要素的具体分类，还没有较为统一的界定，但业内相对普遍的认知是地域文化的形成受到自然环

境与人文生态的影响，同时在不同的生产力阶段也会有不同的表现。 
目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对更高层次精神需求的呼唤，地域文化景观研究在业界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也越来越明显，但在理论层面也存在一些现状亟待修正或完善，比如地域文化和地域文化景观等

相关概念仍然缺乏较为统一的界定。地域文化的构成方面理论众多，这些理论大多具有一些相同点，但

在细节上会存在不同，这也有待进一步分析和总结。 

3.2. 国外有关地域文化演变与构成的研究 

较早期关于地域性保护的理论被古罗马时期的建筑学家 M. V. Pollio 所提出，他将地域性理论正式引

入到建筑设计领域中。在景观设计领域，美国学者 W. H. Tishler 认为景观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对文化的

保护应体现在设计建造过程中的每个细节[6]。美国地理学家 J. B. Jackson 认为地域景观是在没有外部权

力干预的情况下，完全匹配地域文化，且与当地自然地理环境高度适配的一种景观表达方式[7]。另外，

在 2004 年颁布的《欧洲风景公约》中，景观被定义为是在一定的区域内，人与自然的互相作用的结果[8]。
公约中肯定了景观对于人的重要性，明确了景观与文化的关系，地域文化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认可，这

也肯定了公园中地域文化景观的必要性。 

4. 公园绿地中地域文化元素调研与应用研究 

地域文化景观最初都是从模拟一定区域内的自然原始风貌与生产生活环境开始建立，后来随着研究

的不断深入与拓展，如场所精神等理论融入到地域文化景观的表达之中，形成了更系统、更完善的景观

处理手法。 

4.1. 国内有关公园绿地中地域文化元素调研与应用研究 

对于国内有关公园绿地中地域文化调研与应用研究而言，通常分为以公园绿地整体为研究对象和以

公园绿地中某种景观要素为研究对象这两种情况。 
将公园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又可按照不同的公园类型分为综合公园、专类公园和游园等。其中，徐

欢将城市综合性公园作为研究对象，从自然环境、地域文化和经济技术三个方面研究探索了城市综合性

公园地域特色塑造的原则及方法[9]；张千千将本地文化公园作为研究对象，将白洋淀传统地域文化梳理

为船艺文化、芦苇文化、红色文化、荷花文化、民俗文化五部分，阐述了其在文化公园中的表达方法[10]。
黄微归纳总结出了南京市具有代表性的地域文化，并对南京地域文化元素在口袋公园中表达的方法进行

了探索[11]。 
另外，也有学者选择公园绿地中某种景观要素作为文化表达的主体深入研究。其中，王群华等对湖

南省永顺县观音寺中园林建筑的地域特色进行了探究，观音寺与它所在的山、岩形成了“山抱寺、寺抱

岩、山寺相抱”的自然与建筑紧密结合的园林建筑，是一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案例[12]；陈泽提炼创新

出独具中山古国特色的纹样要素，并将其运用到中山公园小品的设计中，弥补了国内中山古国艺术与景

观融合的文献空白[13]。目前，许多学者对地域文化在公园绿地整体或组成要素的表达上进行了较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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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针对游园等一些地块较小的公园研究相对较少。 

4.2. 国外有关公园绿地中地域文化元素调研与应用研究 

国外许多国家也在通过公园展示本国文化，依照本地特色对地域文化进行深层次挖掘，如德国步入后

工业时代后，鲁尔区的传统制造业开始衰退，留下了大量的矿坑、机械设备和烟囱等工业遗存，它们构成

了鲁尔工业区的地域景观特征。德国景观设计大师 P. Latz 最大限度的利用场地内遗留的工业设施，完成

了杜伊斯堡公园等一批延续工业时代文脉的工程。他强调生态保护原则，提倡尊重场地历史与现状。他认

为景观设计应保持场地的自然状态，减少人为干扰，并尽可能的在场地中寻找可以二次利用的元素[14]。 

5. 地域文化视角下公园绿地景观评价 

5.1. 国内有关地域文化视角下公园绿地景观评价 

在知网以“景观评价”为主题搜索，并对结果进行可视化分析，可以发现文献发表数量自 2001 年起

逐年增多，景观评价方法也趋于多样化。张静怡将目前使用频率较高的评价方法进行了总结，分别是层

次分析法(AHP)、模糊综合评价法、美景度评价法(SBE)、语义差异法(SD)、归类评价法(LCJ)、审美评价

测量法(BIB-LCJ)、意愿调查法(CVM)、ASG 综合法和使用后评价(POE)等[15]。 
不同评价方法的适应范围与应用广度有所差别，在进行实际评价时，一些学者会选择某种评价方法

构建景观评价模型。其中，冯京昕等运用层次分析法从地域文化视角构建了乡村景观风貌评价指标体系，

从自然景观风貌、人文物质景观风貌和非物质文化景观风貌三个方面对杨家山里村群的景观风貌进行综

合量化评价与特征解析[16]。当然，也可以采取多种评价方式结合，张艳茜运用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

价法构建了基于地域文化视角的沈阳近代城市公园景观评价体系，对沈阳市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公园进行

了评价，并根据结果提出了改进意见[17]。对景观评价而言其最初多使用定性的评价方法，但这种方法受

主观因素影响较大。因此，应综合考虑不同评价方式的优缺点，从定性与定量两个方面构建景观评价模

型，以增强评价结果的可信度。 

5.2. 国外有关地域文化视角下公园绿地景观评价 

国外可查询到的最早关于景观评价的研究开始于 1970 年左右，D. M. Brancher 和 K. D. Fines 二人先

后在《Regional Studies》杂志上发表了两篇以东萨塞克斯郡为研究对象的景观评价相关文章[18]。目前，

国外的景观评价方法可归纳为三大类：第一为定性描述法，以景观美学为理论，使用专家的观点进行评

判，主观性较强；第二为物理元素法，基于美学和生态学，对选择出的物理元素进行科学地量化分析，

最终结果具有较强的科学性；第三为心理学方法，基于人的主观反应进行心理统计分析，最贴近游客视

角，但评价结果随景观对象和评判人员的不同而变化[19]。这三类方法常常根据研究的实际情况互为结合

使用，以扬长避短。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城市规划和景观设计等相关领域展开了景观评价研究。A. Dzikowska
等对波兰–捷克边境地区的历史圣地，即墓地和教堂进行了景观特征评价，表明了该地区建筑形式的多

样性，证明了该地的旅游潜力[20]。 

6. 结语与展望 

对已有公园绿地进行地域文化元素调研与景观评价，可以具体分析地域文化元素表达的优缺点，同

时进一步提炼实际地域文化并结合场地现状，提出一些针对性的建议，这也是提升地域文化视角下公园

绿地景观的有效路径。目前我国公园绿地地域文化景观研究已经取得一些成果，但由于部分相关理论起

源于外国建筑学，虽然国内景观领域学者在理论基础上针对我国现状进行了一定拓展延伸，但仍存在一

些定义不统一、相关理论重叠等问题，这当然需要正视和给予更科学合理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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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地域文化视角下公园绿地的研究中，也要进一步重视社区公园、游园等小面积公园绿地对

于当地人民群众的作用，并加以针对性研究。相比综合公园、专类公园等大型公园而言，如口袋公园等

小型游园与当地居民的生活联系更为密切，若对其景观赋予更多的地域文化元素，有理由相信这将会以

潜移默化的方式更有效地增强居民对地域文化的认知，进一步提升人们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同时，对于地域文化的元素和内涵也要深入挖掘，比如可多走入当地民居村庄，深入观察当地文化对建

筑、布局等方面的影响，并将其应用在当地公园绿地景观设计中。当然，相关地域文化研究的成果在当

地公园绿地的实地应用问题也值得进一步探讨。随着地域文化相关研究的数量不断增加，有必要针对已

有研究提炼出的合理科学的地域文化应用策略，探讨一下在已有或即将新建公园绿地相关地域文化景观

的营造和提升的可能性。随着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与社会各界对传统文化复兴的呼唤和重视，地域文

化元素在今后城市公园绿地景观营造中将有望得到更加广泛和针对性的体现。 
地域文化景观来自于人们对周边自然景观和生产生活景观的模仿。公园绿地对于一个城市而言，是

地域文化元素呈现的重要载体，也是广泛传播地域文化的有效途径。有针对性地促进地域文化在公园绿

地景观设计中的应用，可以突出和强化每个城市的特色，加强当地居民的归属感，在一定程度上也将助

推城市旅游业的发展，这也将进一步助力文化中国和美丽中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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