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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野趣之美在郊野园林视觉导向中的设计转化路径，提升视觉导视系统与郊野园林空间

的审美契合性。方法 通过对野趣之美的意象构成进行解析，将基于环境属性的天然之趣与基于交互行

为的游观之趣融入导视系统的设计语境，并通过现状调研与案例分析梳理当前园林导视存在的局限性，

结合透明性原理、地域文脉与诗歌意象及野趣交互行为，探究郊野园林野趣美的内在逻辑。提出适用于

展现郊野园林野趣特质的视觉导向设计策略。结论 野趣之美的感官意象在郊野园林视觉导向系统设计

中可转化为三重语境，野趣隐境注重巧于因借的视觉构成，野趣文境注重文脉溯源与形意融合，野趣情

境注重意趣互动与情境感知。通过对“中国郊野园林第一家”习家池视觉导视系统设计验证策略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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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ance System of Suburb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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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to study the design transformation path of the wilderness beauty in the visual guidance of 

suburb gardens, and improve the aesthetic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visual guidance system and the country garden spac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imagery composition of the wilderness beauty, the natural interest based on environmental at-

tributes and the interest of the visitors based on interactive behaviors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design context of the visual 

guidence system. And through the current situation research and case analysi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current garden guid-

ance are sorted out, combined with the principle of transparency, regional context, poetic imagery and wilderness interac-

tive behavior, the inner logic of the wild beauty of suburb gardens is explored and a visual guide design strategy suitable 

for showing the wilderness beauty of country gardens is proposed. The sensory images of wilderness beauty can be trans-

formed into a triple context in the design of the visual guidance system of suburb gardens. The hidden context of wilder-

ness interest focuses on the visual composition that is ingeniously caused by borrowing, the contextual context of wilder-

ness interest focuses on the integration of context tracing and metaphysics, and the context of wilderness interest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 of interest and situational perception. Validat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strategy is verified through the de-

sign of the "Xijiachi" visual guid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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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即城市周边自然荒野地带，依托自然山水 和人文底蕴的郊野园林具有“野趣美”的本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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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具有野趣美的郊野园林视觉导视系统，可较大程

度地保持郊野园林在自然属性、空间属性、色彩属性

等层面的整体性。在满足导视功能的同时，对郊野园

林视觉空间层次进行有效提升。 

1  郊野园林野趣意象构建 

郊野园林审美意蕴注重对野趣意象的表达。野趣

意象是将原始的自然风貌与地域文脉等特质进行高

度凝练，形成具有较高识别性的视觉符号，同时使观

者从感性层面产生触动感[1]。因此，郊野园林的野趣

意象构建主要包含 2 个层面，自然层面及游观层面。 

1.1  野趣意象构建自然层面 

野趣意象构建注重天然属性，强调以自然山水和

野态风貌为基础，展现原有本土特色痕迹为手段，表

现为乡野农耕景观、山林生态景观、自然水系景观等

形式。遵循野趣景观内在发展演化规律，可构建自成

天然之趣的意象空间[2]。野趣意象的天然属性源于中

国古典审美共性认知。明计成在《园冶》中阐释了郊

野构园的自然意趣，在选址、理水、置石、植景等方

面注重“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核心理念，这种对

自然意象的构建使人体验到与自然的亲近感，从生理

与心理得到满足，进而产生野趣审美感知。 

1.2  野趣意象构建游观层面 

野趣意象构建的游观层面注重交互属性，强调人

与自然互动交流产生情感上、心理上的共鸣活动，强

调人与景观的互动行为中所彰显的野趣之妙。从行为

感官层面来看，可在游观山水中感受体物、得情、传

情、审美，形成自我、本我、超我的观念意识。正如

王夫之所说：“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

神，自有灵通之句，参化工之妙。”[3]这种体验是感

性的，感知自然状态下景观所蕴含的情景，是对野趣

意象的浓缩与提炼，是人、情与景互相影响，共同作

用的互动关系。文人名士于山水游观中曲水流觞、泛

舟垂钓等亲近自然的游观行为也逐渐演化成为具有

野趣美的人文景观。 

2  园林视觉导视系统现状分析 

导视系统以借助色彩、图形标志、文字和图形符

号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方式，通过科学恰当的位置，

对行人、车辆进行指引，同时也是营造风格、提升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4]。而园林导视系统除了具有寻址

问路的功能，同时也是景区地域文化建设和情境营造

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现代化批量生产的时代，我国园林导视系统与

传统文化的传承受到冲击，失去了地域人文特色[5]。

以“中国郊野园林第一家”习家池为例，其园林建设

在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方面相得益彰，但其导视系统

与地域文脉、自然景观、园林定位等存在一定的分离

性。国内郊野园林的指示标识、介绍标识、警示标识

等在设计上未能与园林特质进行融合，标志彼此之间

既缺少系统性的外在关联，也缺乏整体性的内在联

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同质化现象严重 

导视系统的环境要素包含自然、人文、社会三个

层面[6]，导视系统设计形式单一、缺乏与环境要素的

关联是很多园林的共性问题。与园林环境契合的导视

系统使游客能够清晰地了解到园林的精神内核，感受

文化氛围。通过对国内现存园林调研发现，导视系统

在形式感、材质选取、图形意象及色彩象征方面缺乏

创新性。一方面，郊野园林导视标识形式与其他风格

的园林或风景区中的标识相似，形成千园一面的现

象；另一方面，郊野园林导视标识未能展示出野趣内

涵，缺乏与园内建筑和景观的关联性。而纵观习家池

现有的导视系统，在展现与环境要素的关联性层面仍

有极大的完善空间。 

2.2  地域文脉断层 

野趣景观作为郊野园林地域文化的具象表征，构

景采用低干预的方式，使其保留天然、质朴意趣的同

时亦有浓厚的文化意蕴，同时具备良好的游憩、观赏、

科教作用。然而，多数园林的导视系统设计缺乏与文

脉的契合性。导视在空间环境中既是信息载体，又兼

顾地域文化传播的功能，能够影响人对环境空间的易

用性、互动性、文化性的直接感知。有些园林的导视

系统设计，虽然结合了现代化材料，采取易于辨认的

形式，却将传统纹样简单套用，缺乏提取、凝练与创

新，使园区内导视系统与地域文脉断层，缺乏人文特

征，无法使游观者在导视系统中感受到地域文化氛围。 

2.3  情境感知缺失 

导视系统中以文化概念形成的符号语言、图形语

言，既可以凸显城市的文化底蕴, 也使导视系统具有

辨识度、整体性和艺术性。导视系统不仅需要满足传

递信息的基本需求，同时也应当兼顾审美和情感需

求。质朴自然、承袭汉晋文化特色的习家池，其导视

系统在郊野意趣的情境营造上有所缺失，难以使游观

者在导视标识的形象上产生“野趣”的共鸣。随着信

息技术的发展，用户需求正从二维静态视觉感官向多

维动态视觉感官转变[7]。用户对导视系统的标识也由

二维视觉感知需求逐渐向多维互动上转变。导视系统

中增加交互性，能够有效促进用户与环境空间的有效

交流，满足人的心理和行为需求。然而，习家池导视

系统形式缺乏能与游观者有效互动的设置，难以与用

户产生良性互动，在空间环境中以孤立且分离的形式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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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野趣之美在郊野园林视觉导视系统中的

应用与转化 

郊野园林导视系统需兼顾指引、营造情境、文化

提升等作用，并应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兼顾易用性、

地域化、互动性，突出野趣之美的内涵。习家池作为

郊野园林典范，以隐而不露的自然意趣展现悠然隐逸

的质朴气韵，草木苍翠茂盛、莺飞燕语，具有隐逸悠

然的隐境之美；园内设有文物保护区、祭田、高阳池

馆、怀晋庄园区、禊饮区 5 个区域，汉晋文化风貌和

文人雅集活动使其展现了历史积淀的文境之雅。在郊

野园林导视系统中，以野趣之美所提取的自然意象作

为符号语言，能够使导视系统与郊野园林空间更具融

合性与整体性，同时更能够营造文化氛围；以野趣意

象所提取的交互形式作为促进用户行为认知的方式，

能够为用户提供一个多维感知的公共空间，使用户感

受野趣之美的同时亦能沉浸在郊野园林的空间场域中。 

3.1  野趣隐境——巧于因借的视觉构成 

“巧于因借，精在体宜”是《园冶》中所提出的

园林造景方法。“借景”即为“借宜造景”和“借因

造景”，也就是借“自然”或“人文”来营造园林中

的情境，使园林中的形式美与意境美能够相辅相成[8]。

而在郊野园林中，借自然之景通常能够营造一种“虽

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隐逸之境。郊野园林主要以天

然意趣，传达出自然的神韵，使观赏者感受自然野趣。

习家池景区中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融合，协调

合宜，将“人作”与“自然”结合得恰到好处，有着

不显露的秀美神韵。习家池所展现出的“隐境”，一

方面是园林本身与自然神韵相契合，展现出隐秀，另

一方面则是人文景观中所蕴含的隐逸。自古流传的与

习家池相关诗句多表现出肆意洒脱的隐逸，文人墨客

雅集于此隐世中，寄情山水、挥洒肆意，如“且醉习

家池”“山公常醉习家池”“昔年居汉水，日醉习家池”

等诗句，都表现出文人雅集时的闲情逸致，触及心灵

的放松悠然。因此，“隐”是习家池景观中的特质之

一。具体到郊野园林导视系统的设计，其野趣隐境可

体现在两个方面：视觉拟物化的隐性设计和视觉层次

化的隐性设计。 

3.1.1  视觉拟物化的隐性设计 

视觉拟物化设计通常赋予载体更为直观、形象、

具体的视觉感受，能够降低用户的学习成本，具有一

定的显性特性。导视系统中拟物化设计通过提取和模

拟真实环境中的色彩、形态、材质、肌理、结构等相

关要素[9]，通过视觉感官的感性认识和经验体会的逻

辑认知，将设计载体的信息要素与自然环境相融合，

形成拟物仿生的视觉效果。 

三维空间中的导视标识拟物化设计，不再局限于

二维空间的具体形态，更应当关注导视载体与空间的

契合。视觉拟物化设计实际上就是在视觉上模仿自然

的一种仿生设计，即借自然之材、借自然之形、借自

然之景。导视标识的载体有多种形式，利用仿生的形

式，能够展现出更为浑然天成的视觉效果。园林或景

区中的导视标识设计可通过形态、色彩、材质等方面

来营造自然景象，以达到“隐”的视觉效果。这种回

归自然的拟物化设计，并非直接挪用或简单地模仿，

而是通过设计加以提取与整合，使“物”与“境”能

够更好地契合。例如，蒙特利尔山地公园导视设计，

利用仿石造型作为公园中的导视标识，将指引信息隐

藏在石墩之中，无论从色彩、形态、材质方面都具有

天然意趣，更为贴合公园本身的自然风貌，见图 1。

南非桌山国家公园利用地脉及石块、树木等天然材料作

为导视标识载体，使标识信息与自然环境融合，见图 2。 
 

 
 

图 1  蒙特利尔山地公园导视设计 
Fig.1 Visual guidance design for Montreal Mountain Park 

 

 
 

图 2  南非桌山国家公园石材导视标识 
Fig.2 Stone visual guidance signage in Table Mountain 

 National Park, South Africa 
 

郊野园林导视系统中的隐性设计主要体现在形

式上隐匿于自然中，即仿生设计，能够与自然环境融

合。可采用石材、木材、花草等取借于大自然中的材

料，使花草树木、山石水景本身即为导视载体，与郊

野园林中的自然风光融为一体，交相辉映。基于拟物

化的习家池导视标识设计，可以采用 3D 地图形式展

现景区全局地图概况信息，在整体形态上选取天然石

墩状，面向游客的石墩切面，采用立体形态。当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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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视导视标识时，能够明晰习家池整体风貌及其景区

建筑、山体之间的相对比例，见图 3。此外，为使标

识语义更加清晰，在导视标识设计上可采用金属材质

以标注游客所在方位，在野趣中增加标识的易用性。

基于拟物化“隐性”设计的习家池导视标识，还可采

用石材或原本园内已有的石材景观，作为导视标识的

载体。通过地面喷洒装置与防水涂层结合，将字体和

符号标志等指路信息周围的岩石材料进行防水处理。

通过喷洒装置淋湿岩石表层，字符与岩石表层因吸取

水分含量的差异，显现出不同深浅的色彩，以达到显

现出标识信息的目的，对导视信息进行隐现处理，营

造出隐逸的自然感观，与环境融为一体，见图 4。 
 

 
 

图 3  习家池导视标识-3D 全景地图 
Fig.3 Wilderness hideaway-3D panoramic map of Xijiachi visual guidance signage 

 

 
 

图 4  习家池导视标识拟物化路标 
Fig.4 Wilderness hideaway- skeuomorphic road sign of Xijiachi visual guidance signage 

 

3.1.2  视觉层次化的隐性设计 

借景作为园林造景的常用手法，能够营造出更为
丰富的视觉体验层次，营造隐逸的意境，在导视系统
设计中同样适用。借景能够以视觉障碍的方式对人的
行为产生诱导，产生多维视觉层次、延伸心理形象与
空间深度层次，从而带来多维度视觉体验[10]。柯林·罗
和罗伯特·斯拉茨基在《透明性》一书中将透明性原
理拆分为物理层面与现象层面的透明[11]。物理透明性
指的是物质材料事物原本的透明现象；现象透明性是 

指人在三维空间中所看到的两个交叠形象具有一定

的独立性与完整性。即使前后两个物体之间具有遮挡

关系，人们仍然会以自身的想象力、判断力将其转化

为完形。 

郊野园林视觉层次化的隐性设计主要体现在借

景，通过借景将开阔空间进行一定的分割，形成部分

视觉透景，观者可通过导视指引前往较佳的观景位

置，同时导视本身亦可作为视觉层次中的前景，提升

视觉空间层次。例如，波兰卡托维兹 Giszowiec 导视



352 包 装 工 程 2022 年 3 月 

 

标识，将导视标识的载体上加入“窗口”形式，借用

标识周围环境，使游客在阅读标识信息的同时，也可

以通过标识上的“窗口”以最佳视角观看风景，并且

随着游客视点的变化，“窗口”的风景也是步移景异

的，见图 5。这与中国传统园林中运用借景来营造多

层次空间的手法一致。苏州园林的窗栏通常采用镂空

纹样，借窗外风景以实现多维空间层次，见图 6。 
 

 
 

图 5  波兰卡托维兹 Giszowiec 导视标识 
Fig.5 Giszowiec visual guidance signage in Katowice, Poland 

 

 
 

图 6  苏州园林窗栏借景 
Fig.6 Borrowed scenery of Suzhou garden window fence 

 

习家池视觉层次化导视系统设计可以采用借景

方法将景点说明信息与自然景观结合，突出展现郊野

场域中对“借”的感官意趣，同时也以潜移默化的方

式引领游观者在游览中形成远景、中景、近景的层次

观赏体验，达到“精而合宜，巧而得体”的境界。基

于借景的导视标识可以石材载体，与周围山石环境相

互融合。借景手法的导视标识将园林内的空间进行了

分割，通过视觉遮挡增加空间视觉层次，同时指引游

客前往较佳的观景地点。游客透过导视系统的窗栏，

能够隐约看到导视标识载体后的部分美景，亦能隐约

想象、联想出风景的全貌，见图 7。 

3.2  野趣文境——文脉溯源与形意融合 

野趣的审美内涵除了静态观赏山水相合的自然

环境之外，同时也体现在人与环境具有意趣的互动行

为中。习池垂钓、游观雅集、醉卧高阳、曲水流觞、 

 
 

图 7  习家池导视标识-借景立牌 
Fig.7 Wilderness hideaway-borrowed scenic stand 

 of Xijiachi visual guidance signage 
 

泛舟赏芙等基于人的主观行为与自然景观的融合碰

撞形成了多维度感官的野趣意象。人与自然景观的交

互行为借诗歌、古文为载体，经过历史的沉淀与打磨，

逐渐内化形成了郊野园林独特的人文底蕴。通过提取

与转化具有代表性的文脉符号，构建郊野园林导视系

统的野趣文境。 

明代计成在《园冶》中以“构拟习池”明确了习

家池作为郊野园林典范的价值和地位。习家池两千多

年以来屡废屡兴，最早记载见于习凿齿的《襄阳耆旧

记》[12]。从现有规划来看，习家池园林整体承袭汉晋

质朴自然的风格，坚持“惜墨如金”的原则，使其保

留天然意趣的同时亦有浓厚的文化意蕴，园内营建的

怀晋庄园通过提炼古籍纹样、建筑柱式等方式再现了

质朴大气的汉晋之风[13]。汉晋时期可谓是习家池最为

兴盛的时期，以文脉溯源的视角看，在习家池导视系

统的纹样提取方面，可以借鉴汉晋风格纹样。汉代建

筑雕刻多以云纹为主，斗拱、柱式造型简朴自然，从

汉代帝王服饰绣制的章纹、汉代漆器装饰花纹、汉代

瓦当纹样等多个视角可以看出汉代具有崇尚自然的

艺术审美情趣。基于汉代文脉元素的分析，其导视系

统的色彩应以材料本色为主。材质的选择上，取之于

自然，用之于自然，能够使游观者切实感受汉代郊野

园林展现的古朴自然的天然意趣，见图 8。 

导视系统野趣文境的营造还可以从描绘习池野

趣的诗歌意象中汲取灵感，东汉时襄阳侯习郁，依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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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汉代文脉元素提取 
Fig.8 Extraction of countryside garden elements in the Han Dynasty 

 

蠡养鱼之法，筑堤修池。唐宋有孟浩然、皮日休、李

白、欧阳修、米芾等文人墨客雅集于此，且殇且咏，

留下千古名作。恰如唐代皮日休的“一番芙蓉含日

开”、唐代孟浩然的“澄波澹澹芙蓉开，绿岸毵毵杨

柳垂”等习家池野趣之景的相关名句，展现出汉代雅

士对习家池内具有野趣之美的芙蓉、杨柳等自然景物

的喜爱。“出于水者，谓之水芙蓉，荷花是也；出于

陆者，谓之木芙蓉。”根据诗词中的“芙蓉”意象描

述，应当指水芙蓉，即莲花，且现有的习家池园内亦

有莲花。因此，基于野趣文境的习家池导视标识设计

中，可提取诗词中的芙蓉意象与园内景致相辅相成，

见图 9。 
 

 
 

图 9  习家池导视标识-诗词意象立牌 
Fig.9 Wilderness interest - poetic imagery stand of  

Xijiayi visual guidance signage 

3.3  野趣情境——意趣互动与情境感知 

随着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虚拟现实技术能够从

视觉、听觉、感觉、嗅觉、触觉等多维度营造情境[14]。

诺曼·唐纳德·A 认为科技的发展带来的不仅是设计

功能上的满足，更应当使人愉悦，满足心理需求[15]。

创设认知情境有利于促进知识在人际与环境之间的

转化，同时有助于意趣营造。郊野园林野趣情境主要

从技术层面提升园林导视系统的意趣互动性和情境

故事性，有助于游客通过多维感官体验具有野趣意味

的情境。 

3.3.1  野趣情境的功能化展现 

意趣互动旨在以技术手段增加郊野园林导视系

统的功能维度，从行为层面引导游客进行互动，并提

供一定的设施功能性。增加园林内导视系统的互动

性，实际上也是从行为层面增加了园林的趣味性，能

够使游客沉浸于园林野趣中。可通过现代技术将具有

野趣特质的自然声效、植景气味等元素与导视系统的

功能性相结合，形成沉浸式的野趣感官体验。例如，

将园林内用于休憩的石墩、用于通行的石阶与导视标

识进行结合，将石墩、石阶内置感应装置，当游客分

别与其进行有效交互时，产生相应的反馈。当游客走

在石阶路面时，会通过不同石阶发出的音阶高低来感

知目标单位距离的远近，起到信息指向的导视作用。

游客坐在石墩上时，会传出阵阵如竹林萧萧般的自然

之声。不同导视石墩可产生不同的自然声音，多个石

墩之间相互鸣响，可形成一定节奏的乐感。 

3.3.2  野趣情境的故事化展现 

导视系统的情境故事化营造主要是以文人雅士

褉饮游观的园居活动为故事文本，习家池是具有代表

性的郊野园林，文人雅士于园中游观山水，通过具有

参与性的审美体验涤荡情怀，获得亲近自然的野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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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郊野园林的导视系统野趣情境营造可通过信息技

术将观者在自然场域中的感官进行多元展现，还原习

家池古代雅集活动时的情境意趣，以多个情境化的故

事引导游客感知、认识、沉浸于景点中，能够使游客

更为愉悦。例如，采取虚拟现实技术在临水空间搭建

习池垂钓的故事情境，当游客靠近至该景点的导视标

识时，触发虚拟影像装置，通过声、光、影等多维感

官展现古代名士充满野趣的园林活动。习家池内宗祠

文化，传承了饮水思源的精神，当游客畅叙其间，便

会想起在此间所创造的诗歌、历经的历史，感同于文

人们的心境与思想，感受汉晋文化。因此，通过声音、

光效、影像等多种技术手段，可以将习家池的历史故

事进行还原，诸如山简醉酒于高阳池、习凿齿登亭著

史等雅集活动，使游客感受文人雅士于郊野园林中体

悟山水、畅神怡情、诗酒相酬的野趣情境。 

4  结语 

文中通过对“野趣之美”的天然属性与交互属性

的挖掘，提出野趣隐境——巧于因借的视觉构成、野

趣文境——文脉溯源与形意融合、野趣情境——意趣

互动与情境感知 3 个层面的设计策略，从多维度将导

视系统与郊野园林特质进行结合，从而形成自然环

境、空间层次、历史文脉之间的秉承关系。郊野园林

导视系统不仅具备寻址问路的功能，同时也承担行为

导引、风格营造、文脉传承等功能。基于园林导视系

统同质化现状，探寻野趣的审美意象在郊野园林中的

应用具有指导性意义，提升园林导视系统与自然环

境、地域文脉的契合性，拓展郊野园林导视系统设计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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