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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介绍传统图案的概念与分类出发，阐述了传统图案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重要性，并论述了传统图
案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应用与体现，以增强人们对传统图案的认知、重视和理解，从而提高人们对园林景观设计

中优美环境的欣赏力与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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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图案是具有实用性、装饰性和审美性的

纹样。我国传统图案内容丰富、源远流长，是我

国灿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在长期

的生产劳动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渐抽象出来的一

种既具有装饰作用，又具有丰富意蕴的纹样。

传统图案题材丰富、类型多样，有植物纹样、

动物纹样、风景纹样和人物纹样等。传统图案来

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与生活中的自然美相比，

它更典型、更强烈、更集中、更理想。将传统图

案融于城市园林设计不仅是设计的创新需要，更

是体现民族文化的需要［ 1～3］，传统图案在园林景观

设计中的合理运用不仅可以让园林设计锦上添花，

更能让园林景观设计的生命力历久不衰。

1 园林景观设计的现状与不足

园林景观设计是一种感官审美的实体，是一

种协调人与社会坏境、人与自然之物关系的物化

形态。园林景观设计的个性、奇特、有内涵，不

仅可以满足人对社会环境的审美需求，更能承载

民族的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能起到传播与发扬

的作用。也可以让人们在散步休闲的同时对民族

的发展与市场的不断变化，油茶业需要基础科学

研究为其提供新的支撑，如茶油掺假检测、茶油

中有害物质的去除、医学及其它行业功能茶油的

开发、改性工程茶油开发等方面。目前安徽省尚

无在油脂工程方面具有研究优势的研究所和高校，

在油茶领域更为匮乏，造成基础研究的薄弱，不

能在基础科技研究方面为油茶的品质、安全和新

市场开发提供有力保障。

3 展望

油茶是我国特有的木本植物，符合国家“不与

粮争田”的食用油发展战略，其健康、低碳的品质

也迎合了市场需求，在保障国家食用油安全的战

略下，发展茶油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市场意义。

近几年在各级政府的扶持政策和农户的积极参与

下，安徽省油茶种植面积突飞猛进，不断有新的

投资进入油茶种植加工领域，但较短的油茶产业

链和较低的产业化生产经营水平限制了安徽省油

茶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只有积极推动油茶产业

整合升级、延长油茶加工产业链与推动技术进步

才能提升安徽省油茶产业发展动力，将我国特有

木本油料—茶油真正开发成为我国高端食用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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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有初步的认知与理解。但我国的园林景

观设计目前还处于初级发展的阶段，然而随着社

会高速发展与人们更高审美的需要，现有的城市

园林景观设计就呈现出许多不足，例如设计方案

程式化、设计图景单调化及主题内容浅薄化等。

像这样形式上的单一与雷同，主题内容上的重复

与浅薄，设计理念上的陈旧与简单，既不能跟上

时代进步的要求，又不能承载传统与地域的文化

特色，因此，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亟需改进与创新。

只有通过对民族的、传统的与地域性的文化进行

分析与研究，才能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将其呈现出

来，使园林景观设计既有继承传统的厚重感，又

有与时俱进的时代感。

2 传统图案与园林设计的关系

因各类艺术之间存在极大、极多的共性，艺

术各门类之间原本就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尤其是

同类艺术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同属于艺术领域

的图案与园林景观设计学科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图案设计是现代设计的基础课程，图案是艺术设

计造型的基本要素，现代园林景观设计要素具有

逐渐图形化趋向［ 4］，因此，有必要将传统图案应

用于城市园林设计中。

3 传统图案在园林设计中的广泛应用

3.1 传统图案形式美在园林设计中的应用

3.1.1 均齐 均齐是图案设计的形式之一，即

指图案的左右两边或上下左右四边纹样的图形、

色彩等基本相同，呈对称状。均齐式图案设计

纹样的形、色、技法等重复使用，给人以庄严

肃穆、整洁有序的美感。均齐图案在城市主干

道规划设计与人行道的分割绿化带设计中被广

泛应用，从而体现出城市规划设计的规整感和

现代感。

3.1.2 平衡 平衡是图案设计构图的基本要素，

即图案的左右两边或上下左右四边并不完全相同，

但大致呈相等或相同状，图案设计的重心落在其

中轴线的中心点上，以保持图案画面的平衡。平

衡式图案设计在城市绿化带中也得到广泛的应用，

在整洁划一的规整感之外寻求变化之美。构图的

选择在保持统一的前提下讲究变化之丰富，不仅

可以避免给人造成审美疲劳，而且还能起到移步

换景的审美感受，同时还有设定地标的作用，有

利于人们确定正确方位。

3.1.3 角偶式 角偶式图案是以一角为起点的均

衡或对称构图形式。在园林设计中角偶式图案的

应用，既可以起到填补空白或压角点缀的作用，

还可以以它独特的构图形式给人别出心裁的艺术

美感，别有一番景致。角偶式图案多用于城市道

路绿化分割带的起始或末尾处，可以起到提示性

或标识性的作用。

3.2 传统图案色彩美在园林设计中的应用

传统图案的色彩搭配讲究和谐统一，即使用

同一色系的颜色进行搭配，给人以柔和舒心的审

美享受。传统图案和谐统一的色彩搭配在城市绿

化设计中也得到广泛的使用。例如街道分隔带绿

化设计，在植物选材上可以选用同一种植物作为

绿化色彩基调，再选用同色系的色彩植物点缀其

中，这样能给人以和谐统一、整齐美观、舒心愉

悦的审美感受。

传统图案色彩搭配讲究对比统一。传统图案

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应

用，如园林布置、建筑装饰的柱头、陶瓷装饰纹

样设计、服装的面料设计等，无不体现传统图案

的色彩美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3.3 传统图案意境美在园林设计中的应用

图形所传达的文化寓意信息是不需言语表达

的，它以直观的形状，亮丽的色彩展现给人们意

蕴之美。传统图案以其抽象、夸张、寓意丰富的

造型向人们传达着深邃的意境之美，例如有寓意

平安吉祥、寄托美好理想与向往美好生活等，它

们都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将传统图案简明、精

练、易懂的形状融入现代城市园林设计中，能收

到意想不到的审美效果。

4 结语

传统图案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合理运用不仅

是设计的增色需要与创新需要，更是承载文化与

提升品位的需要。传统图案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

合理运用可以让人们在休闲娱乐的同时对传统文

化进行关注与认知，理解与欣赏，从而领略传统

文化的博大精深。传统图案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

合理运用在承载传统文化信息的同时，注重协调

人与社会坏境、人与自然之物关系的和谐统一，

并让人们对传统图案与传统文化产生共鸣，获得

精神上的愉悦。传统图案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合

理运用既可以传递传统文化，又可以提升一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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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面对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环境退化的严
峻形势，生态文明就此被提出。文章就生态文明的缘起、概念等方面做了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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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人类发展进步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

界物质与精神的总和，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象征。

人类社会文明经历了 3个阶段，即原始文明、农

业文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造成的严重后果如

果不及时制止，那么人类同自然将一起遭受灭顶

之灾，所以，人类对工业文明进行了反思。在反

思过程中，生态文明便露出了端倪［ 1］。随着环境

问题的不断出现，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致使生

态文明逐渐成为现实，预示着人类正步入生态文

明社会。

1 生态文明的缘起

从目前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国外最早用生态

史观来研究生态文明的人是日本著名的民族学家、

生态学家梅棹忠夫（Tadao Umesao）。1957年，他

以生态学方法来探讨世界文明史的规律，并发表

了《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1967年在《文明的生态

史观：梅棹忠夫文集》中提出的生态史观，指出重

视自然环境、生态条件对文明史进程的重要作

用［ 2］。20世纪 70年代中期，生态环境问题被看

作是人类生存、发展、未来的重大问题而提升到

哲学高度加以研究。前苏联理论界对生态文明的

最早阐述是在 1984年第 2期《莫斯科大学学报·科

学共产主义》杂志刊登的《在成熟的社会主义条件

下培养个人生态文明的途径》一文中，提出培养生

态文明是共产主义教育的内容和结果之一［ 3］。虽

然该文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但也只是将生态

文明看作是生态文化。直到 1995年，美国著名作

家、评论家罗伊·莫里森（Roy Morrison）在其撰写的

《生态民主》一书中，才明确使用了“生态文明”这

一概念［ 3］。

在国内，20世纪 80年代末，中国著名生态经

济学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思华教授在《企业生

态环境优化技巧》一书中指出：“我们把保护环境，

创造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一项战略任务，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生

态的协调发展”，并提出了“现代文明”是“物质文

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内在统一”的观点［ 3～4］。

1987年，著名生态学家、中国生态经济学会顾问

叶谦吉先生在全国生态农业问题讨论会上首次明

确并使用了生态文明的概念，提出“大力提倡生态

市的文明形象与人文素养［ 5］。传统图案在园林景

观设计中的合理运用不仅可以提升园林设计水平，

更能让园林景观设计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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