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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园林造园设计运用到民宿的景观设计中,可以使民宿具备更高的景观价值。 文章阐释园林

造园设计及民宿景观设计的理论基础,认为园林造园设计赋予民宿景观审美情趣,民宿景观设计应

强化园林诗化意境。 分析目前民宿景观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藉此以北京市房山区“姥姥家”民宿为

例,阐述园林造园手法在其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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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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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den
 

desig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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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cape
 

design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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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stay
 

inn
 

have
 

higher
 

garden
 

value.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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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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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den
 

design
 

and
 

homestay
 

inn
 

land-
scape

 

design,
 

and
 

considere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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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gave
 

aesthetic
 

interest
 

to
 

homestay
 

inn
 

landscape,
 

and
 

the
 

homestay
 

inn
 

landscape
 

design
 

should
 

strengthen
 

the
 

poetic
 

artistic
 

concep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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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den.
 

By
 

analyz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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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cap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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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homestay
 

in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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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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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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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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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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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
dening

 

techniques
 

in
 

landscap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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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悄然改

变带动了旅游业的蓬勃兴起。 民宿的出现,也为人

们解决出行的住宿提供了新的方式。 民宿的本质特

征决定了其较传统住宿产业更加强调休闲、放松的

功能,在建筑氛围上追求实现艺术化的审美意境。
我国的园林造园艺术,对园林的形态要求和规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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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们经验和智慧的总结。 它在园林风景中,能
够将自然情境巧妙地融入到人们对美的印象中[1] 。
因此,民宿住宿方式在追求生活品质、工作之余进行

休闲旅游的人群中具有较高的呼声。 同样,民宿的

景观品质也影响着它的受欢迎程度。 从美学设计角

度去看待民宿,就是园林造园艺术在物质文明高速

发展的今天,要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体现出

设计者智慧和审美特点的应用实例。 坐落在田野间

的乡村生态民宿成为人们寻求精神寄托的外部环

境,使民宿建筑功能不再单一,将传承和发展表现在

优秀的设计中,达成精巧的民俗景观设计作品[2] 。
对于园林造园艺术在民宿景观设计中的运用研

究,相关学者开展了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黄和平

等[3]认为民宿微空间的文化感知包括地域文化、景
观建筑、主题氛围、宗教艺术、历史记忆、人物符号 6
个维度,各维度指标对游客地方认同具有显著影响。
尹若冰等[4] 指出,旅游民宿发展应具地方特色,基
于当地地域文化的同时,根据不同旅客需求定位民

宿的功能倾向,进行旅游民宿改建,最终通过特色民

宿把握乡村的差异性。 吴兰桂[5] 构建了以乡村人

或返乡人为最优乡村民宿经营主体的多功能乡村民

宿空间和基于物—事—意三元素的新乡土表达路

径。 常江[6] 提出因地制宜,科学规划民宿景观空

间;因材施策,统筹民宿景观传统地域元素;利用植

物,营造生态一体化民宿景观氛围等民宿生态景观

设计策略。
本文通过创作方式空间之美和情景结合的形式

予以分析,并以实际案例展示园林造园手法在项目

中的应用,不但可以将二者巧妙地结合进行艺术形

式和空间意境的创新,也使民宿发展中合理的美学

意识和布局得以延续。 突破现代景观设计思维,追
求民宿整体住宿空间的美学构建,对提高民宿的游

客满意度,从而提升经济效益都具有着重要意义。

1 园林造园设计与民宿景观设计的相关理论

1. 1 概念的界定

1. 1. 1 园林造园设计

园林造园设计指的是以园林的相关工程技术为

艺术载体,在设计地域的范围之内进行的地形地貌

景观改造。 这些造园设计的元素包括路线、山石、水
体等,综合调动各要素,布置园林景观统一的自然环

境效果。 园林造园设计是世界范围内园林景观设计

中所倡导的一门艺术科学技术。 它根据工程原理,
通过对各要素小品结构的改造,营建良好的空间环

境。 园林造园设计需要融入相应国家或地区自身的

传统文化思维,追求自然的平衡,讲求人与自然的和

平共处这一精神内核[7] 。
1. 1. 2 景观设计

风景园林学是景观设计的基础,它是在土地或

其他能够承载观赏要素的载体上,所构建的人类活

动与自然风景交互式环境。 景观设计就是指在此基

础上,对风景和园林进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要

素的统一生态规划,使用多学科交叉理念在规划设

计中呈现不同景观体系和空间形态。 设计常常就地

取材,利用当地的传统文化符号,突出传统与现代的

文化碰撞,打造中国式景观空间。 此外,还需要重视

文物古迹等历史要素在景观中的组织运用。
1. 1. 3 民宿

“民宿”一词起源于日本,其内涵在当地指的是

家庭提供给外地游客的集小型住宿设施、休憩场所

为一体的沉浸体验式住宿场地。 民宿在各国家或地

区的名称和运营方式也有所不同。 我国民宿的概念

来自于《民宿管理办法》的要求:“对自住房进行有

效的改造,合理利用内、外部的空间,再结合风土人

情,以生态农业生产活动的形式提供服务的乡村住

宿场所。”和传统星级酒店的模式完全不同,它的设

施没有统一的标准[8] 。
1. 2 园林造园设计理论

1. 2. 1 指导思想

我国园林造园设计的指导思想源于传统文化中

儒家、道家思想。 园林的营造通常采取“天人合一”
的基调,强调人超脱于自然的思想境界,体现出对心

灵的自由以及行为放松的极致追求。 园林造园设计

所遵循的标准,是基于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和亲近相

汇集的复杂情感,这从古至今都影响着园林造园的

设计和表达。 此外,美学意境、氛围也与此类设计有

很大关联。 “诗情画意”是文人创作山水画等作品

的艺术表现形式,更是对氛围和意境的整体把握。
这一理念投射到园林造园中,就有“以诗入画,以画

为景”的意境之美。
1. 2. 2 特色

园林造园设计的特色,本质上是追求含蓄意境

与建筑自然美的融合,进阶为艺术表现形式。 设计

者将自身对自然和景观因素的认识和感受带到设计

中,包含了自然景观和设计者的互动,也展现出山、

·971·第 6 期



林
 

业
 

调
 

查
 

规
 

划

水、花等各设计要素的组合状态。 园林造型设计从

来都是将有关元素从初始的形态有意识地设计为典

型自然联想派艺术[9] ,使人们在园林中看到精致的

自然之美。 此类设计既能够感受到氛围的美感,也
能在区分主体意象时,减少人们对人造景观的排斥。
1. 2. 3 方法

园林造园设计的方法包含了景观园林空间的几

种处理方式,主要有空间的对比和空间的序列。
“空间的对比”是在景观园林造园设计中最为常用

的方式,它也是设计者综合运用自身的设计理念,使
空间大小比例的变化关系更加突出。 在设计中,以
大小空间的转换对比烘托出人们游园时的不同心

境。 使用形状各异的景观框架,运用不规则的庭园

廊径进行视觉的强烈对比,给人们带来景观空间的

变化;“空间的序列”这一设计方法表达出空间组合

的布局安全的重要性。 将多种空间组合不断变化的

形式呈现在观赏者眼中,成为立体的山水画卷[10] 。
该效果是普通平面艺术作品难以企及的,它将每一

处景观相连接,在院落中围绕着空间序列所辐射到

的不同院落走廊节点,能够让人们目光所及的景观

逐渐变换,形成“移步换景”的观感。

2 我国民宿景观设计的原则及存在问题

2. 1 原则

民宿景观在设计中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

需要满足游客视觉的需求、心理的审美,以及绿色协

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民宿的景观设计都需要围绕

设计基本原则来进行。 它通过双重需求的满足,提
高人们对民宿的认可,从而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特

色景观有着更佳的心理期待。 同时,设计中重视自

然生态环境,不但是对环保的尊重,也是注重可持续

发展及人们追求亲近自然的本能保护。
2. 2 存在的问题

2. 2. 1 文化归属感淡化

民宿景观设计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在文化归

属感方面,本应尽可能地还原传统文化、融入民俗亲

切感。 然而,目前的民宿景观设计有时并非根据当

地的自然风土和传统文化的情感积淀为指导去调动

设计要素,而是在各地区“网红”民宿中复制现代要

素效果,忽视了文化归属感的建立。 盲目地对民宿

进行改造,是当前部分民宿景观设计的现状,忽视了

游客的主观感受,也与淳朴的民宿风格相背离,无法

使游客在住宿空间中找寻到自然的心情。

2. 2. 2 地域化定制方案缺失

园林造园方式中现有的定制方案,缺少对不同

地区历史、人文环境的了解。 这使民宿无法在建筑

和艺术的审美中,体现造园手法与景观设计的高品

质地域性条件。 目前,这种地域化定制方案缺失的

情况普遍存在。 生硬地照搬其它民宿的风格成为了

目前的流行趋势,但也会导致造景失败的结果;方案

的缺失也体现在民宿的植物等景观要素的搭配中,
设计者明显没有将绿色植被的分区和人们的休闲需

求结合在一起,这就无法在民宿的公共区域形成文

化符号。
2. 2. 3 特定精神氛围的剥离

民宿景观设计是对民宿进行场景改造,需调查

其历史、人文的背景,融合现代社会人们对审美和风

俗习惯的体验性意愿,追求住宿的多样化风格空间。
特定的精神氛围缺失表现在设计者对景观所在地

理、气候和精神文化等存在曲解,使此类民宿设计缺

乏一种特定的灵魂。 这对形成高品质的民宿景观有

着一定的影响。 建筑设计师如果过度追求住宿空间

利用最大化,抛弃了指定氛围感的营造,就会使民宿

作品缺乏必要的生存空间,无法引起游客心灵上的

共鸣。
2. 2. 4 空间景观元素冗杂

空间景观元素庞杂,就是在整体的民宿景观设

计中缺乏对设计元素的协调,仅考虑了设计酒店的

住宿便利,缺乏对室内外空间的小品配置和建筑的

风格统一。 从理念上使民宿作为较大的空间体,缺
少独立性,也显示出景观美不够突出的建筑设计外

观。 空间景观元素的选取需要用到庭院中的山、水、
石等园林要素。 进行设计时,设计者对复杂元素的

不同处理行为,体现出民宿景观设计的形象,表现在

冗杂的元素堆叠下,游客无法感知到某一园林空间

所蕴藏的精神内核[11] 。

3 园林造园设计与民宿景观设计的联系

3. 1 园林造园设计赋予民宿景观审美情趣

园林造园设计基于村落中民宿建筑的原始形态

进行改造,以其基础自然风景元素兴建而成。 设计

者赋予了民宿景观自身的审美情趣和思想感悟。 良

好的民宿景观设计既体现设计者丰富的精神世界,
也能够引起住宿者心灵的契合。 民俗景观中的审美

情趣是一种回归自然的情境,它兼容了建筑与自然

的美学特征,将造园艺术中的美好效果以棱镜形式

积极补充到民宿的景观设计中,传导美学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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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民宿景观设计强化园林诗化意境

民宿景观在设计中会考虑加入人欣赏自然界面

貌的主观感受。 它不仅是人们旅游的住宿场所,也
是文人、画家在诗与画中注入的诗画情节。 民宿景

观设计会在前期营造绘画艺术之美,并追求诗画的

情趣,是人们对“悠然见南山”等古典诗情画意的自

然解读[12] 。 景观民宿设计强调的是将意境蕴藏在

传统艺术审美中,其艺术品味与游客的视觉感官相

融汇,以实际的体验触发游客的通感,引起以“形

态”“声音”等为感知来源的意境之美。

4 园林造园设计在民宿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4. 1 “情与景”的完美互动

在民宿景观设计中,通常使用园林造园的设计

原理实现情与景的完美互动。 它不仅是设计者借助

民宿建造景观,也是依靠地域的特色文化底蕴,充分

渗透古人的智慧成果,借鉴空间技术方式,将情境思

想灌输到空间组织形式中,进行二次创作,取得民宿

景观设计的关键节点,形成园林景观丰富的内容。
并以此呼应“情与景”的对称性,为人们在有限空间

中带来无限遐想(图 1,图 2) [12] 。

图 1　 “借景”
Fig. 1　 Borrowed

 

scenery

4. 2 “实与虚”的创作方式

园林造景设计讲求“实与虚”的巧妙变化之美。
在人们视线所及之处虚实结合,实中有虚,能够体现

出景观的神秘之感。 在民宿景观设计中应用此方

法,本着虚实变化的自然情境,描绘出游客视角中的

景色变化,可使民宿的外观和内部取得体现建筑和

景色的互补效果[13] 。 总体来讲,“实与虚” 的创作

方式,主要通过将鲜活的景物与其他景物相对比,互
相掩映,形成微妙而变幻莫测的景观(图 2)。

图 2　 “框景”
Fig. 2　 Enframed

 

scenery

4. 3 “内与外”的隐逸空间

民宿设计也要遵循一般园林造园设计的主要形

式,在其应用中履行“内与外”隐逸空间的分配。 抓

住内、外部空间的布局方式,烘托出内、外景的主次

之分。 并以主要的元素塑造建筑特点,形成不同区

域的景观搭配,注意景观与人们的心理连接。 “内

与外”空间变换的应用,也体现出空间序列的实际

价值,使民宿的室内空间与室外的灰色空间依次排

列,构成有层次感的观赏空间[14] 。 交代景观的秩

序,着墨于空间的层次合理性,体现出“内与外”空

间相互错落、自然的景观(图 3)。

5 以北京市房山区“姥姥家”民宿景观设计

为例

5. 1 项目概述

“姥姥家”民宿项目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具备北

方典型的民宿景观特征。 它具体坐落于房山区周口

店镇黄山店村,距离北京城西 60 km。 黄山店村处

于京西山脉的狭长地带,四季气候分明,周围青山环

绕,具有承载京郊休闲娱乐的自然风光,其地理位置

使民宿项目具有发展优势(图 4)。 此地各季节的景

色变化明显,是京郊的一处世外桃源。周边山脉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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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空间对比分析

Fig. 3　 Spatial
 

contrast
 

analysis

于幽兰山,昼夜温差较大。 设计者在民宿景观改造

上是基于传统晚清村落宅院,对其进行适当的园林

造园设计,以提升景观观赏性。
5. 2 项目的文化内涵

“姥姥家”以晚清老屋作为设计基础,使“小巷

大院”的内、外空间互相掩映,呈现出造园设计中的

传统古典文化意境之美。 在内部空间,院落的幽静

环境中散发出设计者对建筑和历史文化的精准把

握。 在人与自然的元素中采用了现代化的景观风

格,对晚清的老房子进行了重新的设计,既保持了传

统建筑的结构安全,也使用极简主义思想,体现出室

内外景观的强烈对比,丰富了项目的文化内涵。
5. 3 项目的空间结构

造园设计充分借鉴了当地原有的老宅结构—多

重式院落结构,再运用现代简约风格,衬托院落的观

景路线,体现出庭院的层次分隔。 使用空间错落的

布局,展示近身的景观氛围。 “姥姥家”的空间结构

主要分为入口处、庭院、跨院以及平台 4 个部分。 它

们有机搭配,构成不同的活动空间。住宿的游客由

图 4　 房山区周口店镇黄山店村落

Fig. 4　 Huangshandian
 

Village,
 

Zhoukoudian
 

Town,
 

Fangshan
 

District

主入口进入后,从狭窄通道来到较大的开阔场地,具
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此庭院中设置的座椅和植物,
也反映出休闲的氛围。 跨院是民宿的餐厅,餐厅和

庭院之间不设遮挡,游客可以移步换景。 最后是平

台区,整体的活动交流线功能明晰,既相互分离,又
可互动,产生了空间结构的环境氛围(图 5)。

图 5　 “姥姥家”空间结构的环境氛围

Fig. 5　 Environmental
 

atmosphere
 

of
 

“Grandma′s
 

Home”
 

homestay
 

inn
 

spatial
 

structure

5. 4 项目的景观配置

“姥姥家”民宿的景观设计,融通了现代与传统

园林造园方式,更具时代特点。 设计者在建筑景观

配置上,更多地采用砖瓦和不锈钢等现代建筑材料

进行造景、布置。 其间植入众多的竹子作为主要的

景观植物,配以当地气候条件适宜种植的乔木等常

绿植物,营造景观的色彩。 此外,也选取了灌木、藤
本植物和地被植物等不同的代表,配以常绿植物,进
行景观的搭配。 大面积玻璃墙所展示的特殊现代风

格,则侧重于使住客理解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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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代的景观配置弥补庭院的植被不足,让其景观

具有自身独特的建筑艺术感(图 6)。

图 6　 “姥姥家”民宿景观和植被

Fig. 6　 Landscape
 

and
 

vegetation
 

of
 

“Grandma′s
 

Home”
 

homestay
 

inn

5. 5 项目的造园设计

“姥姥家”民宿的造园设计,脱胎于传统民居中

的墙体文化,添加质朴的色彩。 设计者通过院墙内

外的虚实呼应,完成其独有的园林框景。 实际考量

庭院中不同区域的空间变化,使民宿的住户不会产

生枯燥之感,而是对景观的时刻变换具有兴趣。 此

外,还在民宿建筑的线条方面进行规划,调整线条的

柔软度,对原有的造型进行修葺,保留建筑中的中式

纹样装饰,使其庭院在现代金属框架中形成一幅幅

具有空间层次感和韵味的园林景致(图 7)。

6 结语

将园林造园设计应用于景观设计中较为常见,
其方式、特点和相关方法也较多。 而民宿景观作为

景观设计的一个分支,不但蕴含着别具特色的文化

归属感和精神元素,也是设计者所追求的将商业环

境与当地风土文化相融合的智慧沉淀。 本文通过阐

释园林造园设计和民宿景观设计基本的思想方法、
原则及存在的问题(文化归属感淡化,地域化定制

方案缺失,特定精神氛围的剥离以及空间景观元素

的冗杂),提出了园林造园设计在民宿景观设计中

的应用方法。 并以“姥姥家”为例,介绍了北京市房

山区基于旅游产业乡村规划而兴起的民宿项目在实

际景观配套中的设计应用情况,是在继承和发展前

人理论的基础上,对民俗景观设计中现代与传统文

化精神融合的研究。

图 7　 “姥姥家”民宿景观局部

Fig. 7　 Partial
 

landscape
 

of
 

“Grandma′s
 

Home”
 

homestay
 

i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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