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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untry’s emphasis on ecological garden landscapes, the restoration of rural idyllic landscapes has become an urgent devel-
opment trend in the modern Chinese landscape industry. The idyllic poetic landscape require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poetic beauty of 
human survival art on the basis of ecological beauty. From the poetic point of view,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odern national living en-
vironment from the cultural factors in Chinese culture, such as poetry, traditional aesthetics, literati philosophy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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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家对生态园林景观的重视，乡村田园诗意景观的还原，已成为近现代中国景观行业亟待发展的趋势。田园诗意景观，
要求在讲究生态美的基础上，去探索人类生存艺术的诗意美。论文从诗意的视角，从中华文化中的文化因素——诗词、传
统美学、文人哲学等角度去审视现代国民居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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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诗意田园的景观元素有很多，均以乡村田园为肌底。尊

重乡村原有的场地肌理，延续乡村建筑与环境的空间关系，

将田园景观元素做到极致，就能更好地铸就诗意之美。

论文从诗意的视角，从中华文化中的文化因素——诗词、

传统美学、文人哲学等角度去审视现代国民居住环境。力争

在诗词、传统美学、哲学与田园景观营造中寻找一个最佳切

入点，以期营造出既具有美观性、实用性、生态性、经济性

的田园诗意景观，同时又能解决当前中国乡村居住环境的突

出性问题。以此满足国民深层次的审美需求，达到陶冶情操、

升华人格修养之目的。

2 田园诗意景观的发展现状

2.1 中国政策优势

十九大报告以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

经成为现代国民宜居环境的发展目标。从 2012 年开始，中

国逐渐重视集中分布在边缘的乡村地带。目前数据统计：

已有 6799 个保持着传统栖居环境的风水布局、空间序列、

植物造景等文化特色的传统古村落得到初步挖掘，因此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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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理论文化和实际探讨出发，探索出田园诗意景观的最

佳营造模式，让田园诗意文化，在这些乡村瑰宝中得到体

现并延续。

2.2 丰富的理论资源指导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诗词文化，是当代各项领域借鉴的文

献资料之一，亦是论文的丰富理论资料。以诗人的眼光，以

一种诗意化的精神和境界去领悟并挖掘田园山水诗词中的意

象、画面、情怀等，并从这些独特的诗意文化，展开对田园

诗意园林景观还原模式的探讨。

2.3 人们的思想由物质层面转向精神层面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国民对诗意情怀与田园梦想

的向往和追求这种与身具来的渴望愈来愈强烈。但更多时候

只能从古人诗词的字里行间去感受诗意的韵味，借助前人的

文字去想象诗意田园的风采。田园诗意场境还原，就是将人

们心中的渴望转化为精神享受。

朝视白露，晴朗明空；晚沐夕阳，倦鸟知还。与天地相伴，

为自然梳妆。

2.4 田园景观由边缘化向集中化发展

随着现代城市化的进程，田园景观已经从乡村边缘化往

城镇周边集中化发展。因此研究出田园诗意场境的还原模式，

是景观设计行业急需解决的难题。

3 田园诗意景观各肌理概念探讨和处理方式

3.1 田块肌理诗意还原探究

布局特点：平面上以线条分割为主，区块之间看似随意

但不散乱，如棋盘上星罗棋布的布局。立面上以地形高低错

落为主，借助地形营造出视线上的节奏变化和韵律感，体现

出自然之美。（高田如楼梯，平田如棋局。）

3.2 诗意营造手法

（1）利用田埂道路对大面积的田块进行分割，不同田块

间种不同种类的农作物，可以丰富田块景观色彩。（水清田

畴稻叶齐，日光穿树晓烟低。）

（2）大面积平坦的土地可以适当地做些微地形的处理，

果树与农作物套种，可体现出高低错落的立体感，营造出视

线变化的韵律美和自然美。（高田二麦接山青，傍水低田经

本耕。）

3.3 水系肌理诗意还原探究

3.3.1 布局特点

（1）水系以包围的形式或在村中穿过，形成护城河，水

系环绕田块，民居分散在两侧。（一水护田将经绕，两山非

闲送青来。）

（2）水系穿插在农田之间，主打灌溉功能，水面不宽不

深，水底清澈可见偶有小鱼游过，水面不时有野鸭游过。水

面种植荷花，岸边多种植柳树。微风吹过，荷动鱼散，柳条

低垂水面，静谧之感十足。（谭清疑水浅，荷动知鱼散。）

（3）水系形态多采用蜿蜒曲折的状态，且多环绕于村落

外部或建筑周边，水质澄澈，可供灌溉以及农民的日常农事

劳动所需要。（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3.3.2 诗意营造手法

（1）将绿水和动物巧妙地结合一起，营造出一种集诗意

化和生态化为一体的文化动态空间。（燕于飞时，绿水人家绕。）

（2）将水作为分割空间的元素，用于灌溉的同时还可以

分割田块，将生产工作和空间格局巧妙地结合起来。

（3）水体可以倒映岸边景观，且水系的颜色随周边植物

的搭配而变化，虚实空间结合在一起，增加空间体验感。（糊

条百尺排银塘，且莫保青只浅黄。）

4 道路肌理诗意还原探究

4.1 脉络特点

（1）道路宽度相对较窄，路距保持牛马车羊畅行无阻，

材质以原生态材料为主，体现出自然质感。（山下兰芽短浸溪，

松间沙路净无泥）

（2）道路两边多以乡村植物为装点，如花草、青苔、篱

笆等。（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

（3）分支干道一般通往民户家中，道路两边配置一些枝

条低矮的藤蔓植被，两边相互映衬，起着引导视线的作用。（应

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

4.2 诗意营造手法

（1）道路两旁设置一些小型低矮的植物，硬质的铺装和

软质的植被结合，视线落脚点和谐一致。（花径不曾缘客扫，

蓬门今始为君开。）

（2）道路形态以曲折为主，不会刻意控制道路的宽度，

多以人们生活习惯为主要标准，不同地区选用不同的材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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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道路铺底。

5 空间布局肌理还原探究

5.1 布局特点

（1）一般选址在亲山近水之地，周边以河流环抱，或以

林木环绕，整体环境较为隐逸与幽静。（绿树村边合，青山

郭外斜。）

（2）民居布局一般以三五建筑为一个组团，组团内部呈

不规则排列，或者各个组团之间相距稍远，多以土生土长的

乡花乡草装饰的道路连接。（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5.2 诗意营造手法

（1）点面式布局：在以大面积田块为基底的情况下，建

筑散落在田块之间，以点的形式呈现，田块作为主体，建筑

作为辅体。（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2）遮点式布局：建筑群中要有一定的遮掩效果，种

植乡村树种，将建筑群隐逸在树群之中，形成柳暗花明、忽

而通透的诗意精神体验。（山重水复疑天路，柳暗花明又

一村。）

6 田园诗意景观植物配置概述

6.1 配置特点

以当地的乡花乡草乡树为主，形态肆意张扬，无需人工

修剪。同时，也可以将果树蔬菜经过精心栽培作为观赏之用。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

6.2 诗意营造手法

院墙处一般种植竹子，以此将院墙隐匿。（林断山明竹

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前庭种植桃树、李树，后院栽种榆树、

柳树，互相映衬，半遮半掩。（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围墙边缘，种植一株杏树，感受“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

杏出墙来”的灵动诗意。

6.3 田园诗意植物四季要素探讨

6.3.1 春景一时新

构成春景的要素很多，从构成园林五大要素的地形、植

物、建筑、园路与小品，到自然界中的风、雨、雷、电、雾等，

再到一些动态的景观要素，如春暖花开、草长莺飞、百鸟争鸣、

泉水泠泠等。因此春景的诗意体验，主要在于色彩的斑斓和

植被的丰富，以及和各种要素搭配所形成的动态灵动美。

表 1 春景诗意构成要素表

代表诗词 解析

植物

① . 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

杏出墙来。

② . 小楼昨夜听春雨，深巷明

朝卖香花。

③ .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

寒杨柳风。

④ . 杨花点点是春心，替风前

万花吹泪。

代表

植物

红杏、桃花、梨花、梅花、杨花、腊梅、柳树、

水仙、牡丹、芍药、山茶、风信子、报春、

瑞香、迎春花、海棠、樱花、杜鹃、君子兰、

丁香、金盏菊、马蹄莲、琼花、金雀花、

仙客来等。

江水

① .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

暖鸭先知。

② .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

水绿如蓝。

③ .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

蒙雨亦奇。

春天的水系，除了是植物生长所需水源之外，也

会是水生动物的活动空间。同时，水面可以倒映

岸边的景色，使得空间虚中带实，实中带虚。

虫鸟

① .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

鹭上青天。

② .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

燕啄春泥。

春天中最常见的这些鸟虫无形中增加了春景营造

的活力，使得春天的画面鲜活起来。

气候

春风

① .东风吹雨衣不湿，

我在桃花深处行。

② . 风乍起，吹皱一

池春水。

③ . 白浪摇天，青阴

涨地，一片野情幽意。

春风的诗意，在于无形和 “ 有形 ”。无形是因为春

风看不见摸不着。而有形，则在于春风和其他元

素的互动，形成了一种灵动的生机。

春雨

④ .柳色烟光正斗青，

桃花落尽杏花惊。

⑤ .白花笑对紫花开，

土暖风轻春雨来。

⑥ .天街小雨润如酥，

草色遥看近却无。

春雨的诗意，在于朦胧。朦胧细雨中，草色半遮

半隐，垂柳青色如同笼罩一层轻烟，景色仿佛有

了一种若有若无的表达。婉约春色在雨幕中，如

闺中少女。

6.3.2 夏绿久相眠

夏季植物造景要突出其繁郁葱绿，景观营造应突出浓荫，

呈星片状布局，此外，还可引进大面积的荷花，形成“街天

河叶无穷碧”的壮阔美。初夏，有“竹摇清影罩幽窗，两两

时离噪夕阳。”的清幽诗意，也有“梅子流酸溅齿牙，芭蕉

分绿上窗纱。”的精神体验。灼灼的夏日并不是只有燥热与

沸腾，还有“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幽静，同时可

以收获“山光悦鸟性 , 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惟余钟磬音。”

的心情与宁静 [1]。

6.3.3 秋来红叶深

在诗情画意的景观营造中，秋天的肃静，带着一种枯槁

之美。秋天的一切景观，是尊重自然规律的体现，所以在营

造秋天诗意植物景观的时候，要客观按照自然界自身的变化

特点。最具代表性的是诗中一组景物：枯藤老树昏鸦，小桥

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首

诗中，巧妙地将一切和秋天有关的景物结合在一起，形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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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苍茫壮阔的诗意景观。

按照中国古典园林的诗意设计手法，枯槁、萧条和冷寂、

凄清，是秋天景观里的特别要素和情感。秋天之美，在于枯槁，

丑中求美，荒诞中求取平常，在枯朽中追求生命。因此，“外

枯而中庸，似淡而实浓”的人生智慧，在诗意的秋景中得到

了体现，能唤起人们对生命活力的向往。比如：怪石和红叶

等秋色叶植物组合在一起，原本毫无生气的石头，多了几分

生机和活泼，是不加修饰的热闹。这在中国的哲学思想里，

就是枯槁中求取欢脱情感的体现。

6.3.4 冬霜待繁荣

冬季景观，因雪花落白，至纯至净，无色的平淡素白才是

冬季至纯之美，给人一种深邃的宁静感。冬景诗意景观营造中，

最重要的是看无色之色，而冬季的田园诗意，就是在这样的素

白空间里得到了最直观的营造。因此造景要素要求简练干净，

以期还原至纯景观。在此基础上，还原冬季诗意景观的植物也

要求给人一种苍茫深邃之感，如雪松、腊梅、竹柏等。

7 结语

遵循大自然设计肌理、遵循国民对居住环境的更高要求，

构建自然、现代、和谐、可持续的人文精神居住理念，是对

传统居住文化、诗意文化的传承和研究。田园诗意景观独特

的风格设计体系为中国田园诗派诗词所赋予，借助自然山水

基底，全面挖掘现有条件中所存在的田园诗意景观要素，提

炼人工营造模式，将诗情画意还原到现代田园诗意景观营造

中，更好地打造“诗意栖居”文化居住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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