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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资源整合视角下风景道体系构建
——以长春—农安段为例

□ 回   毅     刘   岩

[摘   要] 为了响应国家旅游生态指导方针，实现从片面的景观式资源管理向区域综合景观资源开发的过渡，本文以吉林省长安大路
为例，提出把景观资源和周边历史遗迹进行资源整合，通过对线路沿线周边资源的评估，将长春—农安风景道划分为多个风景区
域，再根据道路沿线资源类型特点和功能，全面规划长安大路沿线风景资源和生态人文环境，将风景道分为农业休闲特色区域、体
育运动特色区域、民俗体验特色区域，并对风景道的多个景观节点进行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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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道是一个包含旅游与交通且相互促进影响的特
殊景观道路，具有改善交通、打造景观、提供休闲、传
承历史、体验文化、亲近自然等多方价值[1]。近年来，
根据国内外对风景道的建设与应用得出结论，风景道在
保护本土生态环境、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辅助周边道路
路网延伸、为大众提供休闲娱乐需求等方面都取得较好
的成绩，由此可以看出，风景道建设是一种新型旅游发
展模式。目前，欧洲以及北美地区的风景道建设研究处
于世界前沿[2]。根据国外对风景道大规模实体景观模式
的调查，风景道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出现了剥离，这是适
应当地的规划所衍生得出的[3]，更多关注点在于具体旅
游路线或路径的规划和设计。本文将尝试从空间与多种
旅游生态模式相结合出发，探讨吉林省内的一种新型发
展体系，将风景道提升为旅游发展多融合模式，并认为
其不同于以休闲游憩为主的绿道（或绿色通道）[4]，不
同于纯粹的视觉景观或追求自然环境融合于道路（高
速公路）[5]，也不同于特殊的地域文化遗产廊道的文
化价值。将整合旅游资源、优化控制旅游节奏、旅游
管理与其他功能相辅相成，适合空间道路环境内的多
层次发展，最终用于缓解或彻底解决旅游发展中的多
方面问题[6]。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  研究背景 
近年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出台后，作为生态旅游首位的吉林省乡村旅游保持稳

中增速的发展态势，农家乐从粗糙、无序、混乱的经
营模式向精致、创新、包容的多模式经营转变，受到
越来越多的游客欢迎。2019年前后，全省乡村旅游接
待人次和旅游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4.77%、35.65%，均
高于全省旅游业平均增速2倍左右。在这其中农家乐游
客游玩人数约占游客总数的18.13% ，总人数约3122.18
万人次，增长28.11%；旅游收入约159.99亿元，增长
28.91%。吉林省乡村旅游运营单位突破2620家，其
中，A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超过400家。乡村旅游的新
模式转变迅速，旅游经济总体呈现稳中有进的态势[7]。
但同时，吉林省内的旅游发展也存在着其独特的阻碍因
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产业和产品出现结构不合理的状
况[8]。因此，在国家大力宣传“十三五”旅游规划的新
形势与背景下，作为产粮大省之一的吉林省亟须打破常
规的旅游业发展思路和模式，挖掘新的发展方向，以实
现乡村旅游业发展的优化和转型[9]。

1.2  研究意义 
基于吉林乡村景观的同质化背景，风景道的研究

可以实现交通、休闲、景观、文化、生态保护等复杂功
能，以及多价值的“融合—拆分—再融合”过程。详尽
开发的多重空间模式可以适应当前吉林省休闲和自助
旅游业快速发展趋势，并促进吉林省旅游业的转型和深
化。其更显著的特点是通过风景名胜区道路的建设与管
理，促进景区全面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可重新审视所
存在的问题，如景观严重同质化、大众审美疲劳、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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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开发不足、发展区域过热却总体松懈、项目资金和
建设活动混乱等一系列问题。

2  研究区域概况 
吉林省旅游资源资源具有独特的地方优势，有长白

山、北大湖、松花湖、查干湖、向海、集安高句丽等旅
游景区、度假区。农安县处于吉林西部旅游发展线上，
站在吉林省全域旅游、农安县域旅游高度看待本项目定
位，应抢占城市功能中心，搭乘区域旅游快车，享受吉
林旅游圈红利，发挥农安特色与农安优势。从资源规模
和短期发展来开，农安为非目的地型旅游城市。

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当时黄龙府“杂诸国风
俗”“凡聚会处，诸国人语言不能通晓，则为汉语以证
方能辩之”。这说明黄龙府是当时东北的大都会（金完
颜娄室亦有是语），而且汉人在当地占主导地位，汉语
是通用语言。

在农安境内出土了大量辽金时期的文物，农安城周
围有23座辽金古城遗址，它们见证了黄龙府当年的重要
地位和繁华景象。辽道宗时的佛教砖塔经历了900多年
的风雨，仍然屹立农安城内。从农安县境内的300多处
文化遗存来看，绝大多数属于辽金时代的。

3  长春—农安段风景道构建思路
长安大路风景道构建要根据自身地域属性进行开

发。我们应该把突破与保留作为构建风景道的主要思
想，依赖于传统资源和环境的理念需要突破。因破坏、
占用后会产生不利影响的需要保留，如逐渐被城市外扩
所占据而连年减少的生态用地，其较高的包容属性使其
本身理所应当地成了最为严重的受害者，因为任何一主
体的利用都不会与其他主体发生利益冲突。其中，湿地
因为其自身的脆弱性高、适用性广、开发成本低等特
性，在耕地征用被严格控制之后，首当其冲地成为城市
扩张中新的侵占对象[10]。

在做好长农内部旅游可持续发展上，以人文、环
境、项目作为着力点，把握住一切对于风景道发展的有
利因素。如图1所示 。

图1  风景道构建思路

以此为基础，确定构建风景道4项原则。其一为生
态，以生态基础为本，景观成体系化、差异化发展。其
二为文化，本土文化立地为根，保护历史脉络，塑造文
化传承的空间形态展示窗口。其三为产业，以经济转型
为媒，改善功能结构单一现状，丰富产业结构链条。其
四为可持续性发展，创建绿色基底，为城市发展预留绿
色弹性空间。风景道建成后，将增强农安—长春交通便
利性，大幅增强周边村落可达性，有利于乡村产业发展
与旅游资源的整合利用，为推动沿线旅游产业发展，构
建安全、便捷、绿色、多样的全域旅游环境提供交通           
基础。

4  长春—农安段风景道构建
4.1  结构体系规划
长安大路（开安—农安段）设计北起宝塔街，南至

开安，全长25.7km。风景道构建围绕两个层次展开：一
是项目沿线村落“旅游+”项目策划。整合利用现有资
源，通过挖掘自身优势，与长春周边、农安周边经济体
功能协作、错位发展、突出特色，实现沿线村庄的有机
发展。二是长安大路（开安—农安段）景观概念方案设
计，彰显区域文化，营造门户形象，打造农安特色景观
道路，构建乡村旅游环境绿色基础设施。如表1所示。

表1  长安大路沿线、节点主要旅游及景观资源分布

资源主导型 农业农村型 产业依托型 文化依托型

波罗湖 春江堰家庭农场 农安县种马场 农安辽塔
太平地国家

湿地公园
农安县现代

农业园 酒坊群 农安辽金时
代观光园

圈湖度假村 天明农家院 三岗马厂 金刚寺

4.2  沿线景观规划
长安大路风景道的景观规划应根据吉林省特殊的

生态、人文和区域因素，以农业休闲、体育运动、本地
文化等为指导，划分景观功能区域，纠正景观同质化问
题，可进行景观处理并创建若干个景观节点。第一，根
据长安路周边县市的资源属性和发展要求，将整条道路
周边分为辽金文化旅游区、风俗民俗旅游区、自行车旅
游区、马场牧区旅游区。第二，规划景观的风格要基于
景观的类型和属性，旨在获得客观和真实的体验，如图2
所示。第三，景观旅游点的构建必须基于旅游节奏的概
念，同时必须考虑功能配置、景观特征和资源影响3个因
素。在景观面积和景观风格的控制下，具体的景观建设
必须在不同的节点进行表现，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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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风景道沿线主要景观节点营造

节点类型 代表结点 景观营造措施

农业休闲型 农安现代
农业园区

结合数字化农业，利用现代信息
技术与传统农业相融合，并设采

摘、饮食等一系列配套服务。

体育运动型 农安县
种马场

开发植入属于自身马场特殊娱乐
项目，使骑马赏马更加平民化、

产业化、规模化。

民俗体验型 红高粱
酒坊

设计展示古法酿酒技术，把纯粮
酿酒等一系列流程相统一。使观
赏、学习、体验、享用、住宿一

系列特色化服务成规模化。

生态旅游型
太平地

国家湿地
公园

完善场地基础设施（服务中心、
停车场、道路指引等）。

文化观光型 辽金时代
文化园

挖掘文化底蕴，利用辽金文化元
素（山林兽纹佩、捺钵）等点

缀，并设民族服装、饮食、民族
舞展示平台。

5  结语 
吉林省内部生态环境并无明显差异，而农村经济发

展较为缓慢，对于历史文化传承做出的行动过于片面[11]。
笔者在农安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当地对于黄龙府文化
的提取表达只做到了新，而不够创新。街道整体风格偏
杂，仅是一条街的路灯就有几种风格不一的款式，无法
做到历史文化和人文风格的统一。风景道作为一种具有
创新的旅游发展理念，对于吉林省近些年仅是单一发展
农家乐的形式有更多的参考改进价值。而结果能否促进
旅游资源整合，优化旅游空间布局，在大型同质景观格

局背景下加强旅游环境保护，自然和经济环境是否能够
支持风景名胜区的发展，到最后促进整个地区的社会和
经济共同进步，我们还需继续深化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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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长安大路（开安—农安段）旅游资源类型图

论中式园林意象在居住区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 朱    杰

[摘   要] 本文简要阐述中式园林的特色，分析中式园林意象在居住区景观设计中的应用，以威海·金猴地块项目为例，对中式园林意
象在居住区景观设计中的应用路径进行深入探究，提出营造居住区植物意境、营造居住区水景意境、营造居住区空间意境、营造居
住区景观建筑的应用路径，以提升景观整体水平。

[关键词] 中式园林；居住区；景观设计

相较于欧式、美式园林，中式园林更加注重对自
然元素的运用，通过植物、水景、山石等自然元素的
灵活搭配，营造出一幅幅意境深远、幽雅静谧的景观，
为人们提供一个休闲放松的居住环境。在居住区中运用
中式意象元素，需要把握中式园林的特点：诗情画意、
力求神似、自然美与建筑美相结合，考虑自然景观与居
住区整体之间的协调感，营造不同的景观意境。目前的居
住区中式园林景观设计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如景观缺乏意
境、园林风格混乱、园林施工粗糙等。在山东省威海·金
猴地块项目中，设计人员要充分考虑居住区中的中式园林
风格特征，优化设计，合理搭配多种景观元素，营造不同
的景观意境，以良好景观设计提升居住区的整体档次[1]。

1  中式园林的特色
1.1  诗情画意
为突显诗情画意的特性，中式园林往往将自然中的

生态环境“迁移”于园林环境中，概括出一幅微缩山水
画，营造出独特的意境。如苏州园林以假山为中心，在
周边设置人工水流，以仿照自然山川流水，营造出小桥
流水、休闲恬适的江南山水画。在中式园林中游览，始
终给人以置身画境的感受，仿佛一草一木皆是流动着的
山水画的一角。秦汉的上林苑利用太液池所挖之土堆砌
成岛，模拟东海神山；颐和园采用挖湖堆山的方法营造
景观。中式园林布置要注意山石、流水、植物等景观与
建筑之间的动静、虚实、轻重、远近的关系，借助不同
的位置布局交错景观元素，衬托山石的坚硬、建筑亭台
的悠远、流水水景的灵动、自然植物的娴雅神态[2]。

1.2  力求神似
神似指在中式园林中，设计人员所打造的假山、

小桥、流水、景观局部要与自然景观有共通之处。不仿
形而仿神，就是指各式中式园林中，小桥流水、远山环

绕中所体现出来的意境与韵味，而非一味地照搬原本的
自然景观与搭配。根据明代造园专家计成在《园治》中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表述，设计人员打造中式园
林，可采用祥云、青龙、生肖等传统自然符号，将其融
入景墙、地面、廊柱等位置，将这些元素与植物、流水
相结合，达到“宛自天开”的艺术效果，营造出生动灵
活的园林景观。

1.3  自然美与建筑美相结合
中式园林中的建筑景观，是建筑物与自然植物之间

的合理搭配，是建筑物与水景景观之间的有效结合。苏
州园林运用漏窗限制空间，同时保证空间的半开放性，
人们能够从漏窗上看到丰富的图案和浓厚的民族韵味。
在威海·金猴地块项目中，设计人员利用蜿蜒曲折的过
道与枝枝蔓蔓的植物景观搭配，一眼望去，在柳暗花明
之处半露出人行过道一角，营造微风徐徐、岁月静好的
意境；从人行过道中向远处望去，能够看到层层叠叠的
植物与花卉，体现出恬静、含蓄之美[3]。

2  中式园林意象在居住区景观设计中应用的问题分析
在威海·金猴地块项目的景观设计前，设计人员对

国内的中式园林、部分住宅区域的中式景观进行了研
究，发现大部分居住区的中式园林营建均存在施工粗
糙、风格混乱、缺乏意境等问题。这一发现既明确当前
居住区景观设计中中式园林意象运用的不足之处，也为
本次景观设计工作提供参照。

2.1  施工粗糙
根据对中式园林居住小区内部情况的了解，发现除

了大家耳熟能详的精品中式园林大宅外，其他很多中式
住宅项目中的园林设计仍然停留在对中式传统元素的堆
砌之上，大量采用成品中式亭台楼阁、石桌石凳等景观
小品。一些设计人员模仿北京四合院的景观结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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