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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遗产在园林景观小品中的设计应用研究
——以南小里村木版年画主题空间设计为例

◎刘忱悦 鹿芷毓 田梦杰 王雨琴
摘要：景观小品是当前景观设计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随着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发展，挖掘具有特

色的景观小品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景观小品设计在乡村环境设计中也发挥了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

值。通过设计具有地方特色，比如凤翔木版年画传习所空间的具体案例研究，通过实地考察、分析、和拍

照以及专家咨询等方式了解农村景观小品的表现类型和内容，结合实际需求，区域文化传播以及改善环境

等目标，提出民俗文化遗产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景观设计，以进一步促进乡村的振兴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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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南小里村木版年画传习所位于陕西省

宝鸡市，地处关中平原西部，宝鸡市东北

部，县城距宝鸡市区 44 公里。凤翔县古

称雍，是周、秦的发祥之地、秦始皇的领

地、中国的九州之一。南小里村木板年画

传习所空间总面积约 150 平方米，分为入

口展示区、民俗互动区、通道区、休息区

四部分功能区。

空间的主要景观文化小品设计放置在

民俗文化展示区，处于空间最核心的区段。

在主入口处，可直接看到互动区木版年画

非遗的景观文化小品与装置，向人们展示

了空间的特色与趣味性，入口即抓住来访

者的眼球，调动兴趣，激发对这一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兴趣与喜爱。

二、景观小品概述

景观小品是园林整体设计规划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被放置在广场、公园、

绿地等室外环境中，是园林中的点睛之

笔，被称作“放在室外的艺术品”。园

林小品一般包括雕塑、山石、壁画、石

刻等内容。规格较小、内容精炼是园林

小品的显著特点，并具有一定的使用功

能，对周围起到点缀的作用，使园林景

观更富有表现力。我们一般将景观小品

分为两大类，艺术性景观小品和功能性

小品。艺术类景观小品风格偏向艺术化，

造型独特，观赏特点显著，是设计者的

重要主题表现形式。功能性景观小品更

加注重其实用性，但同时也要做到造型

美观，文化内涵深刻，与周围环境做到

和谐统一。

三、民俗文化遗产元素在景观小品设计中

的应用现状分析

景观小品在景观设计中是一个重要内

容，一个景观设计中，主要运用景观小品

来表达这个景观设计的主题，通过景观小

品的艺术性和个性，能够凸显景观设计的

整体水平。现阶段传统地域文化元素在景

观小品表达上有缺失现象，或者表达得过

于直白，没有很好地理解地域文化进行提

炼，在小品的设计中也没有考虑到周围景

观的设计。以陕西省凤翔县田家庄镇南小

里村为例，通过设计具有地域特色、趣味

实用的景观小品来强化文化振兴背景下乡

村景观小品设计应用。

（一）植物景观方面

凤翔县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

明，凤翔县南起川塬栽培区，北部为深山

区，植被较好；南部为浅山区，水土流失

严重。区内以栎类、油松、山杨、灌木、

藤木等群系为主。还有药用草本植物及低

等植物。由于位于村镇，植物配置随意，

没有合理规划，植物种类少并且也缺乏欣

赏性。应该结合当地的本土树种设计植物

搭配，由于村镇周围都是田地，村民的活

动区域少，没有好良好的景观设计，缺少

景观节点设置，凤翔县以木版年画和凤翔

泥塑出名，都是中国传统技术，在设计景

观小品中应该体现当地的民俗文化，将地

方特色展现出来。

（二）结构类型方面

由于近些年来经济的发展，凤翔县建

筑结构种类丰富，整体规划其传统民居的

共同特点都是坐北朝南，注重内采光；以

木梁承重，以砖、石、土砌护墙；以堂屋

为中心，以雕梁画栋和装饰屋顶、檐口见

长，凤翔县一部分建筑体现了历史的文化，

也有在墙体上进行木版年画人物的彩绘，

建筑风格没有特别进行规划，有些杂乱，

没有很好地展现当地的民俗风貌。

 四、木版年画主题空间的设计分析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手法相结合

设计着重研究探析当地传统的文化传

承，深挖当地的民间艺术特色，将当地的

传统文化融入到设计中，使主题空间的整

体设计紧紧围绕木版年画民间艺术这一主

题，凸显主题空间自身的独特魅力。

从园林的整体布局到园林中的小景观

蕴含着当地的传统文化特色，为了更好地

达到这一效果，在将这些元素展现出来的

过程中，运用现代的建设材料，采用了传

统的设计风格。在整体的设计搭配中运用

现代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方式，景观的色彩、

形态和整体的布局都积极契合园林的设

计理念，将传统民间艺术和现代技术完

美融合。在主题空间的方案设计中，将

凤翔县传统民间艺术中的木版年画文化

通过雕塑等形式展现，为了能够达到更

好的观赏效果，在对这些雕像排列布局

时充分利用现代研究出的排列手法，吸

引观赏者继续探索。墙脚的景观小品下，

点缀年画形象雕塑。 

（二）突出空间的地域特色和趣味性

凤翔县丰富的文化传统是当地人民的

精神依托。民间艺术蕴含着人们对历史的

记忆，所以在主题空间的设计过程中着重

强调地域特色的展现。在主题空间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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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过巧妙地设计，使景观小品不仅能

使当地的居民产生精神共鸣，同时能够展

现当地的发展历史，向人们展现时代变迁，

传达一种在现代文化下的历史感。在具有

地域特色的同时，景观小品的设计应该充

分具备趣味性，在展现历史的沉淀感的同

时增添景观的趣味性，拉近观赏者和园林

景观的关系，提升观赏者和设计者思想的

互动。

（三）主题空间的设计亮点分析

南小里村的建筑形式属于典型的关中

建筑，旧时期的门楼、出入口的石雕、屋

顶的砖雕都被新材料所取代，故使主题空

间的主入口正对着照壁，山墙面外砌青砖，

在建筑空间上也增加了层次感。场地一侧

设计为景亭与植物群落景观，另一侧设计

为景墙与树池，地面铺设传统年画形象地

雕，照壁铺设传统年画形象浮雕，其中有

点缀路灯或地灯。支路以“丁字路口”为

主，寓意不泄风水。其文化气氛能够一眼

吸引游客眼球，凸显主题空间主题。同时

吸引游客进一步探索，勾起游客对木版年

画主题空间观赏的兴趣。

五、民俗文化遗产元素在景观小品设计中

的应用

探讨并深入研究运用承载传统民间民

俗技艺、反映民俗心态、美化装点园林环

境景观的陕西凤翔木版年画所具有的各种

造型构图特点、色彩协调搭配等设计语言，

并直接或加以提炼地将其运用到现代园林

景观艺术设计中，有助于陕西民间文化艺

术的内涵、民俗文化的艺术价值与民间艺

术表现形态在我国现代园林景观设计艺术

领域的传承和发展。

（一）色彩元素的应用

一般提到色彩，都会想到美学上的七

色或更复杂的配色。但中国的传统颜色一

般指的是：水湖蓝、草青、靛青、赤红等

这样的颜色分类，从名称就可以看出各自

所代表的情感因素和色彩因素。可以说中

国的颜色不仅仅是颜色，更是内心世界的

抒发和表达。

凤翔木版年画的色彩构成通常带有强

烈的东方艺术神韵和浓郁的地方民族文化

特色，其用色手法强调浓墨重彩，色彩对

比强烈，善于运用颜料的天然原色，追求

大紫大绿大红等多种颜色的配合使用，甚

至还经常有叠色的使用，从而逐渐形成了

热烈、奔放的色调，色版艳丽，各色块形

状相互穿插、变化丰富而有秩序，处处形

成对比而又相互呼应和谐。画面各种点线

面、色块的强烈对比很是富有节奏感。

因此，在设计期间应着重于民俗文化

遗产所具有的独特的色彩搭配，同时考虑

当地人对色彩的认知。本次南小里村木版

年画主题空间设计中，景观小品以木版年

画的手工雕版为主要提炼要素，侧重了对

木版年画色彩的应用，以红、绿、黄、紫

为主，对比强烈。

（二）形态元素的应用

与色彩元素的应用相同，形态元素在

景观小品的设计中也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形态元素是一个设计作品最直观的视

觉效果。在地区发展中，传统文化形态元

素必然会凭借悠久的民族历史和灿烂的传

统文化而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特点。随着

历史的不断变迁，传统文化形态元素虽然

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却更彰显出了别

样的民族特色及它的时代特点。从整体设

计方面考量，形态具有丰富性的特点，属

于一种可变性强的元素，因此，利用形态

元素既可以让轮廓变得更抽象化，又可以

丰富景观的肌理，甚至可以直接应用。但

具体又该选择应用何种办法，还需要我们

结合实际情况，形态元素的选择提取，小

到纹样，大到完整的事物，都有可能将其

作形态的选择对象。

（三）材质元素的应用

我国传统手工艺创造出了很多富有时

代气息的材质，给人以视觉与触觉等方面

的多重体验。可以说，材质元素决定了景

观小品的形态、色彩等心理效能。为了将

景观小品个性化全面彰显出来，应强化对

材质元素的应用。

凤翔木版年画的手工篆刻雕版材料采

用的是花梨木，此木出产于陕西凤翔的南

岭北山。梨木的纹理极为细腻，硬度适中，

吸水性好。在本次南小里村木版年画主题

空间设计中，景观小品的设计以木材作为

主要材质元素，借鉴吸纳凤翔木版年画的

传统手工木塑雕版，设计了具有鲜明木版

年画艺术特点的雕塑群。

六、木版年画主题景观小品的效果分析

景观小品属于园林景观的总体规划

中，使其整体设计协调，符合设计理念，

包含文化特征，在陕西民俗文化公园的设

计中，景观小品在美化景观方面起到了重

要作用，同时也起到承载历史文化的传承

作用。木版年画民俗的主题公园建设的目

的首先是为当地居民的服务，其次发挥着

一定的服务功能。为了起到传统文化遗产

在空间中的传承作用，在空间入口处设置

地刻影雕图案（门画、十美图、风俗画、

戏剧故事、窗花、家宅六神等）小品均结

合凤翔木版年画题材作品，不仅符合传习

所空间的文化承载作用，还能对来访者具

有一定的科普作用，同时在功能性的景观

小品中展现传统文化特色，增添园林的趣

味性。

七、结语

随着人们对美好文化生活的需求不断

增长，传统民间艺术形式逐渐被大众发掘

并广泛运用。木版年画在园林景观小品中

的应用，不仅满足人们对传统民俗文化的

需求，又能使园林独具特色，独树一帜，

吸引更多游客。相对而言，将木版年画特

色运用到园林景观小品中，让更多的人了

解木版年画，发现到传统文化艺术的美和

内涵。需要注意的是，木版年画在园林景

观小品中的设计应用需要注重木版年画特

色和现代化园林特色的适当结合，不可盲

目将木版年画相关元素盲目堆砌，两者的

结合需要达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完美

融合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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