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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城市文化景观导视系统设计在当前的社会发展环境下的创新路径。方法 由景观设计的

概念谈起，结合当前城市文化景观导视系统设计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重要作用以及其在主题定

位不准确、对文脉把握不当、缺乏个性等方面存在的现实不足进行探讨，接着以尊重自然、尊重文化、

尊重人为主要原则，就城市文化主题公园景观导视系统、城市街道文化景观导视系统和城市园林景观导

视系统为着力点进行全方位的设计思路与方法探究。结论 城市文化景观导视系统的设计应在与环境相

互和谐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设计原则与重点，以更加新颖的创意与更富情感的表达，实现城市文化景

观导视系统的文化性、艺术性和情感性表达，从而有效促进城市建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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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Urban Cultural Landscape Guide System 

ZHANG Hong-mei 
(Shazhou Profession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angjiagang 21560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innovation path of urban cultural landscape guide system design in the current 
soci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Starting from the concept of landscape design, the important role of current urban cul-
tural landscape guide system desig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its deficiencies in reality such as inaccurate 
theme positioning, improper grasp of the context and the lack of personality were discussed. Then, with respect for the 
nature, culture and people as the main principles, all-round design ideas and methods were explored by focusing on the 
guide systems of urban cultural theme park landscape, urban street cultural landscape and urban garden landscape. The 
design of urban cultural landscape guide system should further clarify the design principles and key points on the basis of 
mutual harmony with the environment, and achieve the cultural, artistic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of urban cultural land-
scape guide system with more innovative creativity and more emotional expression, so a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e-
velopment of urba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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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设计既是一门科学，同时是一门艺术，其在

划分城市空间、展示地方文化和城市风貌上有着重要

作用，更对人们缓解压力和疲劳有着良好的舒缓效

果。其中，城市文化景观导视系统设计更是一种独特

的存在，它将自然景观元素和人文景观元素充分艺术

化，再合理融入景观设计中，是文化的一面镜子，在

一定程度上保护和延续了特定地区和特定人类群体

的文化[1]。在当前这个经济水平不断提升、人们的生

活不断满足的社会中，人们的视线已经实现了转移，

开始对周围的环境景观、建筑、室内等设计方向有了

更高的审美要求，希望其在提供物质功能之外，进一

步升华功能，让人们能够从中感受和体验空间文化，

印证自己的意象，进而升华出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2]。城市文化景观导视系统的存在同样要依附于这一

现实，从人们的精神与审美诉求出发，以文化引导景

观设计，提升景观导视系统的层次和立意，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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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意义上的升华。 

1  城市文化景观导视系统设计现状 

1.1  定位不准确，忽略了生态环境 

部分城市文化景观导视系统在设计上存在定位

错误的现象。突出体现在设计建设过程中没有摆脱旧

有观念和思想的影响，甚至存在模仿跟风、追求高大

上等情况，完全忘记了文化景观的规模与实际的自然

条件，有的更存在间接地破坏文化所依附的物质环境

和生存土壤的现实，造成了整体设计定位与风格并不

符合现实环境与受众需求，其存在价值大大降低[3]。 

1.2  偏离初衷，对文脉把握不当 

在当前这个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加速发展的社

会背景下，城市文化景观导视系统设计很容易出现偏

差，忽视文化现象，丢失了原本的初衷[4]。比如，西

化倾向的影响，使得很多文化景观设计背离了本土景

观特色，直接照搬西方文化景观设计思想与元素，导

致整体设计效果不理想，缺乏必要的文化传承；对文

脉的把握不当，更多的时候是千篇一律、单调乏味的，

难以从真正意义上吸引受众的关注。 

1.3  缺乏个性，形象工程泛滥 

无论是仿古复古之风，还是高速度、高效率的形

象工程，城市文化景观导视系统设计都或多或少地受

到了影响，出现了许多风格雷同的现象。如此，城市

文化景观导视系统设计就进入了一个死循环，止步于

为人们提供了易于接受的文化景观环境，忽略了风土

人情、水文地貌、当地艺术等相关文化元素的植入，

整体缺少对设计文化和对人关怀的考量。 

2  城市文化景观导视系统设计原则 

为了将城市文化景观导视系统设计推向更加有

意义和价值的层面，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开始了更加多

样的尝试，探索其基本设计原则。第一，尊从自然。

一切文化产生的基础就是自然环境。同理，城市文化

景观导视系统的设计必须以当地的地形地貌、气候、

植被、水文条件及人文景观情况为依据，尽可能地减

少对当地生态环境的改变，时刻以自然为基础，在不

破坏的同时拓宽设计思路。第二，顺应文化。城市文

化景观导视系统设计过程中，必须对当地人的生活方

式、商业模式、空间格局进行保护，同时充分提取本

土文化元素，将其融入设计中，确保文化的延续，赋

予时代文化烙印。第三，尊重人的存在。以人为本是

情感化设计得以实现的保证，因此，在城市文化景观

导视系统设计中必须从当地人的生活习惯与审美倾

向出发，摆脱元素的叠加与形式的模仿，更多地去强

调景观的功能性，使其与受众形成良好的互动。只有

做到了自然、文化与人的和谐统一，才能更好地实现

情感化的设计表达，提升城市文化景观导视系统的魅

力与价值。 

3  城市文化景观导视系统设计策略 

3.1  城市文化主题公园景观导视系统设计 

作为诠释城市形象、地域文化、生态环境的重要

载体，城市文化主题公园在城市景观环境设计中占有

重要地位，其凭借集中、直观地展现城市风土人情、

历史文化，起着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拓展居民户外活

动空间的作用，满足了人们对休闲、娱乐与文化的多

元化需求[5]。这样的城市文化主题公园景观导视系统

设计必须是富含情感的，是满足当地人生活与审美需

求的，更是满足外来游客对城市风土风貌、历史人文

等文化景观的需求和选择的[6]。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主

体性强，整体围绕某个主题展开，所要营造的是一个

能够激发人们游园兴趣的轻松、活泼的环境氛围。从

目前的发展来看，城市文化主题公园景观导视系统设

计已经开始向反映地方特色和历史文化为主题的方

向迈进[7]。在具体的设计上，城市文化主题公园景观

导视系统设计主要应遵循以下原则。在地域性原则的

要求下，设计师必须深入把握城市的地域特征和乡土

景观、人文景观中的精髓，对其进行尊重与创新，实

现地域性的文化情感表达。在协调统一原则的要求

下，设计师必须从整体入手，对公园景观设计中的气

候、植被、地形、土壤等元素进行协调和统一，使整

个环境获得更加完美的视觉效果。在创新原则的要求

下，城市文化主题公园景观导视系统设计应进一步凸

显独特性和新颖性，将更多有趣有意义的元素融入其

中，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在可持续原则的要求下，

城市文化主题公园景观导视系统设计除了具备游憩、

教育、科研的作用外，还要突出城市文化与生态环境

的可持续性，强化自身的存在价值和遗产价值。在参

与性原则的要求下，城市文化主题公园景观导视系统

设计要进一步凸显互动性，寓教于乐，让人们乐于参

与其中，打造一个立体的、全新的体验环境。另外，

在层次性设计上，城市文化主题公园景观导视系统设

计还要从时间、空间、文化等不同的层面考虑，设计

出情景式的文化序列景观，以更加深远的意境提升人

们的游园兴趣和乐趣。 

3.2  城市街道文化景观导视系统设计 

城市街道景观导视系统设计是一个城市整体形

象与面貌的基本展现载体，对其进行合理设计可以让

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感到身心愉悦，也可以让路过的外

来人员感到一些美好[8]，因此，遵循人性化、生态化

的原则，设计建造一些富有情感因素的城市街道景观

导视系统，可以成为展现城市魅力的主要表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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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上看，城市街道景观导视系统设计必须遵循以

下原则。第一，整体性。在对城市街道景观导视系统

进行设计时，整体性原则必不可少[9]。它要求设计师

必须从城市的整体角度出发，在统一中寻求变化，在

变化中寻求统一，在考虑到整个街道个性的同时，兼

顾城市的整体发展布局。第二，人性化。无论怎样发

展，以人为本的原则是始终不变的，因此，在进行街

道景观设计时，设计师必须考虑到不同人群的不同行

为习惯和爱好，并以此为依据，合理安排整体的元素

搭配与色彩调和，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身心的舒展与愉

悦。第三，地域性。结合城市的发展脉络，将城市的

历史演变、自然地理风貌、传统风俗习惯进行科学融

入，再配合新材料、新技术、新形式进一步强化城市

街道景观导视系统的魅力与个性，实现地域文化的充

分表达，进而提升整体设计效果。 
在细节上分析，城市道路景观设计主要应从以下

几方面进行情感的表达。在铺装上，设计师可以对路

面进行更加独特的设计，以彰显个性[10]。比如，在人

行道的硬质铺地上采用图案等形式将其与整体的城

市历史、环境相结合，进一步强化人文性。在道路景

观小品应用上，虽然这是一种雕塑、壁画、坐椅、电

话亭等装饰性室外艺术品，但是在设计时同样可以进

行功能性和人文性表达，实现一种情感性表达。比如，

街灯的设计就可以改变造型，以更加新颖的材料作为

设计素材，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景德镇采用陶瓷为

材料做的街灯，既实现了基本的照明功能，又以突出

的个性化设计实现了情感功能的表达。在标示系统设

计上，除了能方便辨认方向外，更要根据具体街道的

功能和特色，进行多方面协调，以情感化的表达为最

终目的，尽最大努力实现个元素的协调配合，便于行

人根据自己的意图高效准确地找到目的地，同时在无

形中形成一种情感化体验。 

3.3  城市园林景观导视系统设计 

园林景观的设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逐步走

进了人们的视线。由于这一文化景观的设计是对我国

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所以不必追求高

大上的格调，而是要结合当地文化及环境的的特殊

性，根植于本土文化，理解地域文化与园林景观设计

的深层关系，从中找到两者的结合点，实现共融共  
生[11]。从这一视角看，当前的城市园林景观导视系统

设计必须从文化与气候等地域性方面逐一探寻。从地

域文化上分析，园林景观存在的城市，必定有着自身

独特的地域文化，如地质地貌、水文条件、土壤环境、

动植物等自然方面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价值观

念等人文方面，这些都是对园林景观进行设计的重要

依据。当然。地域文化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其随着时

间与历史的演进不断发展与完善[12]。这就给了园林景

观设计以更多的灵感，在融合地域文化元素时，可以

将不适合的元素进行删减，将与自身相融合的元素进

行放大，表现出形态稳定性、历史传承性和文化独特

性等特点。从气候这一视角看，园林景观的文化性、

情感性设计必须尊重当地的气候特点。比如，南北方

民居的差异就是从不同的气候、地理地形等因素出发

才最终形成了突出特征，各自有着独特的形式与文化

的特点。 

4  结语 

城市文化景观导视系统设计的创新性表达，是当

今这个设计风格多样化发展的时代的必然选择[13]。鉴

于此，我们必须正视现实的困难与不足，从基本的设

计原则和策略出发，寻找到更加科学、有效的情感化

文化因素，唯有如此，城市文化景观导视系统才能更

好地发挥价值与效果，为人们的生活增光，为城市的

发展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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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耀州窑构图形式在统一中求变化，变化中求统

一。构图装饰意象认知因骨骼形式的差异而变化多

端，各有各的风采，各有各的情趣，与其丰富多样的

题材，精湛娴熟的技艺，共同赢得了“北方青瓷之冠”

的美誉。耀州窑装饰纹样无论是内容、造型，还是精

神内涵，都为现代创意设计提供了可以借鉴的丰富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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