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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夹 园林：在一定的地段范围内，利用、改造天然山水地貌

，或者人为地开辟山水地貌，结合植物栽培、建筑布置，辅

以禽鸟养畜，从而构成一个追求视觉景观之美为主的赏心悦

目、畅情舒怀的游憩、居住的环境。 旅游，在追求精神需求

上是共通的：是人们在旅行和游览中对于自然美和人文美的

追求与享受。对自然美和人文美的追求与享受，也是人们旅

游的主要动机之一。人们通过旅游活动，达到在美中愉悦，

在美中陶冶情操、激发热情、增长知识和才干。本文来源:百

考试题网 园林，是旅游的主要载体。英国哲学家培根于《论

造园》一文中说：“文明人类先建美宅，营园较迟”。可见

造园艺术比建筑更高一筹。旅游的动机是使旅游者对旅游的

对象有吸引力，因此，以自然美学的理论来探讨和运用于造

园，是发展风景园林旅游经济的重要环节。旅游资源的存在

，为旅游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旅游资源大体上可

分为两大类：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园林美与自然美既相通

而又有所不同。园林美是人们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

一种审美活动的产物。自然美则是客观存在，诸如福建的武

夷山、江西的庐山、安徽的黄山、山东的泰山以及云南的西

双版纳、四川的峨眉山、九寨沟、湖北的神农架等等。只有

当人们认识到自然美的存在时，才能在欣赏的同时对其加以

改造和运用，如武夷山的紫阳书院，庐山的仙人洞、御碑亭

，黄山的始信峰，泰山的岱庙、玉皇顶等等。园林美是人们



在改造客观世界以获得物质生活需要的同时，逐步按自己的

物质需求和审美情趣来改造自然，创造主观世界，以获得精

神上的享受。园林美既要有“貌似艺术”的自然美，又要有

“貌似自然”的人文美，是将这两者的和谐与统一的创造。

如颐和园、避暑山庄等以皇家园林为代表的北方园林，其特

点是建筑规模宏大、稳重大方、浓墨重彩，且常与苍松翠柏

为伍，特具一种庄重、宁静、和谐之美，展现出北国风光的

博大而崇高、富丽而堂皇。亭、台、楼、阁的檐角平稳、沉

重，有异于江南园林建筑的翼角高耸，展翅欲飞。再如叠石

造山，江南崇尚“漏、透、瘦、皱、丑”的太湖石，以玲珑

秀丽为审美标准。而北方园林的叠石多采用浑厚的大青石或

黄山石，以竣拔、雄奇为主。又江南园林多属私家园林，一

般规模都较小，所以造园讲究“小中见大”，运用“园必隔

，水必曲”，借自然之美，把一座园子，隔成若干个小天地

，显现出委宛多姿、层次丰满，透过花墙，看到的是“柳暗

花明又一村”的境界，讲究的是“庭院深深深几许”。所谓

“借景，就是把园景延伸到远山云际，梧竹田野，以及利用

错觉等”。所以江南园林多以玲珑纤巧见胜，其色调素静、

淡雅，展现给观赏者是灵秀可掬的人造景观，其间墙垣如云

若龙，跌宕起伏，道路回环曲折，山峦奔趋错落，建筑檐角

高挑，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运动感，是一种静中取动的手法

。游客徜徉其内，可近观细品。由此可见，由于地理条件不

同，风土人情不同，审美情趣不同，园林美的表现手法也就

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欣赏园林能提高一个人

的审美水平，陶冶人的情操，使人进入更高更美的境界。因

此，创造园林美，是发展旅游的重要基因，旅游的人文景观



直接影响到发展旅游经济的繁盛与衰落。 一、运用美学理论

指导风景园林管理经营工作，促进旅游经济发展 随着社会经

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准和综合素质的不断

提高，旅游者的旅游欣赏活动对旅游管理经营部门也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一是具有地域特色文化内涵的景观要有艺术性

。来源：www.100test.com 首先要有引人入胜的艺术美，也就

是要满足旅游的吸引力的要求。自然风景区要有自然美，如

黄果树瀑布、九寨沟风光等等。名胜古迹要有丰厚的文化积

淀和人文景观，如法国的凯旋门、凡尔赛宫，北京的颐和园

等等。园林景点则要有意境和特色，不同的园林景点，通过

山水建筑、植物造景和布置陈设，和谐地烘托出特定意境和

文化内涵，让游客陶冶情操，激发起爱国爱家的热情，从而

更加珍惜生活，向往未来。 其次，要有地域特色。如西方园

林，讲究方正工整，中轴对称，主题直露，让旅游者一目了

然。而我国古典园林，讲究意境和借景，曲径通幽，小中见

大，寓意深远含蓄，回味无穷。我国园林从地域上来讲，又

有各自特点，如以北京为代表的皇家园林和北方园林，相对

中国古典园林来讲，高大宽敞，气势恢宏，富丽堂皇，典雅

端庄，强调的是建筑美。以苏州园林为代表的南方园林，其

特色是小桥流水，粉墙黛瓦，玲珑精细，强调的是意境美。

这些特点的存在，对旅游经济的发展无疑会起到一个推波助

澜的作用。 第三，要有各自的景观季象和管理特色。尤其是

我国的园林行业，强调文明服务、规范服务和优质服务，与

精神文明建设结合紧密，形成了我国的园林管理特色。值得

一提的是，管理、陈设一定要强调多元化和灵活性。当然要

使旅游的经济上一个大的台阶，优质的服务也是必不可少的



。它是一笔很大的隐藏的资源。 二是寓情于景，触景生情，

情景交融的境界。来源：考试大 中国古典园林的构思与构筑

，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无不寄托了造园者的思想与感情，

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营造出古典园林的深远意境和细腻感情

。如故宫的珍妃井使游人触景生情。人伫景前，深深同情珍

妃的苦难与不幸，对光绪的软弱和慈禧的专制残暴表示激愤

。 三是景观构造手法的多样化。采集者退散 现代公园在构造

手法上，一般呈现为旅游环境宽敞，建筑高大，简洁明快，

旅游设施科技含量高，旅游项目新颖、惊险、奇特且富于知

识性、趣味性、参与性；配套服务设施前卫、齐全、舒适。 

此外，尚有借景入园、旱园水做、引景、点景等造园构景手

法，这里不一一列举。 二、运用美学理论，创造全方位的艺

术化的风景园林，是发展旅游经济的前提和基础 园林美源于

自然美和人文美，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打个形象的比

方，自然美是园林的形体，人文美是园林的精神，这形与神

的统一，才是园林美的极致。人们营建园林时，必须正确运

用美学理论，以自然美为基础，以人文美为特色，通过人类

主观能动的规划、提炼、建筑、装饰等一系列开发活动，使

之适应人类生活的理想需要，符合人类人文传统和审美规范

，达到为人们普遍认可和欣赏的所谓“真境逼而神境生”形

神兼备的艺术境界。 为此目的，在运用美学理论创造风景园

林之美时，必须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1.必须创造一个和谐愉

悦、诱人欣赏的境界。 一座园林，一处风景名胜遗存，其基

本格局和主题是基本不变的，但其主题的深化，局部意境的

拓展，环境的美化乃至于厅、堂、馆、榭内的布置陈设是可

作调整的。上述变化，不仅可拓展主题，深化意境，而且可



直接美化游览环境，改变旅游氛围，调动游人的欣赏情趣和

游览欲望，从而引起游人的遐想和思维的延伸，得到旧地重

游兴更浓的效果。其中植物景观布局，是园林美的发展趋势

。如扬州个园北区1998年的植物造景，应是成功的一例。该

区域采用40余种高低错落，不同层高的品种观赏竹，结合起

伏地形，配植合适的辅助植物，构筑了竹文化观赏区，再点

缀与竹文化相关的古建筑小品，与点睛之笔“竹石图”相呼

应，整体布局极有韵味。扬州尚有柳文化，其与花桃相间，

每逢烟花三月，各色花桃姹紫嫣红、异彩纷呈；杨花吐絮、

柳丝婆娑，活脱脱一幅风情万种的“桃柳”图，使人不禁忆

起“街垂千步柳，霞映两重城”的著名诗句，进而重新激起

人们“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热望。又如扬州琼花、

芍药与广陵古琴、古筝可组合起春游的第二高潮，以延续春

游的旺季时间，增加旅游经济收入。 2.必须突出地方特色的

人文景观。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各地均有颇具特色的

人文景观。如广西的“刘三姐对歌台”，昆明的“阿诗玛”

传奇故事，杭州“白蛇传”的故事等。要将这些地方特有的

历史文化和人文景观发掘出来，与现有的园林景点及名胜古

迹和谐地统一起来，形成旅游点、线、面系列格局，必将促

进旅游经济的发展。 3.必须注意人文景观的文化内涵和周边

生态环境的统一。 如苏州的“枫桥夜泊”，特定环境里的霜

天、枫林、扁舟、渔火以及隐约可见的寺庙、随风飘来的钟

声，构成了一种立体美的感受，成为人们千古仰慕的胜地。

4.决不让不宜商品的宣传破坏了怡情养性的环境整体。 旅游

资源的开发，必须遵循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

一的原则。因此，在对旅游经济开发的同时，还要兼顾社会



效益和环境效益。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之间和生物与周围环境

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也就是指自然环境中的物质与能量的

输入与输出保持相对平衡的各项内容。其中，如何调整好生

物之间、人与植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无疑是园林工作者的重

要职责，花园设计亦不能例外。改善环境要做到：（1）在建

造花园的范围以内应尽量保护未经人工破坏过的地形、地貌

及原有的乔灌木、地被植物。（2）弄清楚植物本身的生态要

求与它的环境效益。（3）人类的生理要求比较一致，寒暖、

饥饱及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等等，人与人之间虽稍有差异，但

总的测试结果出入不大。景区景点内，既有游人观赏，就应

有旅游配套服务。此类服务，不但是游客之需，而且应与周

边环境氛围相协调。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人们都注重了商

品的宣传。旅游景点，客流量大，境内外游人多，是商家传

播商品信息，宣传自己产品的绝佳阵地之一。作为风景园林

旅游管理经营者，必须把好商品宣传入口关，绝不能让不宜

商品的宣传进入景区景点，避免“煞风景”。 三、发展风景

园林旅游经济的运作来源：考试大 一座价值很高的园林，一

处秀美的风景名胜区，旅游经济的效益如何，其自身运作十

分重要。 其中所处的地理环境、交通便捷程度及与所处地区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关系都十分重要，运作起来，比较

复杂，受制约因素也较多，需作缜密的思考与实施。 一是理

顺风景园林管理体制，加强对旅游业的领导，是发展风景园

林旅游经济的关键。 风景园林部门也要加强自身建设。首先

要树立全局观念，其次要加大内部改革工作力度，改变目前

在用工、用人和分配制度上的陈规陋习，逐步建立起与市场

经济接轨的积极向上的激励机制。第三，要运用市场经济的



宏观调控手段，适度经营，促进自身发展。来源

：www.100test.com 二是宣传，也就是告诉旅游者，我是什么

，我有什么，我能给你什么的宣传。 首先是旅游资源和潜在

的资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宣传。只

有旅游管理经营者亮出了自己的底牌，游人才能做出取舍。

特别要注意宣传自己的特色，也就是宣传旅游管理经营者的

“拳头产品”，即自己所拥有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的精华

部分，也包括为游客提供的健康的特色旅游服务。 其次要着

力抓好导游服务。导游也是一种宣传，而且是一种最直接、

最有效的面对面的宣传，可以互相询问、交流和探讨。因此

，要重视导游员的选择与培训。导游员不但要有相应的学历

、必备的知识、良好的素质、气质和品质，而且要经过严格

的专业培训，才能为游人提供规范化的服务，使游人在享受

导游服务过程中接受宣传，欣赏美景，了解历史和现状，从

中受到熏陶和启发，从而实现旅游的经济价值。 再次，宣传

的形式要多样化。可以出版景区、景点专题宣传册，也可以

出图文并茂的折页，还可以在专业报刊上开辟专栏、出专版

，在电视、广播上开辟专题节目。但现在人们往往运用现代

信息传播载体，制作录像带、VCD光盘，既可上市销售，又

可作礼品赠送，以扩大宣传。目前，最先进的宣传方式当数

上因特网，宣传速度快，信息量大，覆盖面广，宣传效果好

。 四是旅游景点要与相近部门联合作战。世界是统一的世界

，园林部门应与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旅游社团组织、旅游经

济实体、宗教、文化等部门组成联合兵团，因时因地，因景

因资源，审时度势，内招外联，想方设法，把境内外游人组

织到本地来观光旅游，从而带动所在地第三产业的兴旺发展



，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总而言之，园林管理经营部门

，只有正确运用美学理论来设计构造园林，陈设布置园林，

管理经营园林，使园林更具有自然美、人文美、意境美、建

筑美、工艺美、环境氛围美，再加上正确的宣传，辅之以文

明、优质的旅游服务，园林经济定当成为一支不可忽缺的社

会经济力量，为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为推动社会

经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相关推荐：主题公园建筑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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