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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国画构图艺术在景观设计中的创造性转化研究
陈景燕 杜胜坤 吴敏朱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山东青岛，266100；

摘要：本文探讨了传统国画构图艺术在景观设计中的创造性转化。通过分析传统国画的空间布局、意境表达、笔

墨运用、色彩搭配以及传统元素与象征意义等特点，揭示了国画构图艺术与景观设计之间的内在联系。文章进一

步阐述了国画构图在景观设计中的具体应用，并提出了国画构图艺术的景观设计创新策略，旨在将传统艺术精髓

融入现代景观设计，提升景观的文化内涵与审美价值。本研究不仅丰富了景观设计的理论与方法，也为传统艺术

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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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统国画，作为中华文化瑰宝，其构图艺术蕴含着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审美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何将

这一传统艺术精髓融入现代景观设计，成为了一个值得

探讨的课题。本文致力于研究传统国画构图艺术在景观

设计中的创造性转化，旨在通过深入剖析国画构图的特

点，探索其在景观设计中的具体应用与创新策略。通过

这一研究，我们期望能够为景观设计注入新的文化元素，

提升景观的文化内涵与审美层次，同时也为传统艺术的

传承与发展开辟新的路径。

1 传统国画构图艺术的特点分析

1.1 空间布局与意境表达

传统国画的空间布局注重“留白”，追求画面的空

灵与深远。通过虚实相生、远近高低、错落有致的空间

处理，营造出独特的意境。这种空间布局手法在景观设

计中同样适用，可以通过景观元素的巧妙布置，形成开

敞与封闭、通透与遮挡的空间对比，引导观者的视线与

心理感受，达到“步移景异”的效果。留白不仅是一种

视觉上的休息，更是一种情感上的延伸，它让观者在欣

赏画面时，能够有更多的想象空间，从而产生更为深远

的意境。在景观设计中，留白可以是水体、天空、或是

未被植被覆盖的地面，这些元素在视觉上形成一种“静”，

与周围的植物、建筑形成动静对比，使整个景观显得更

加生动和富有层次。

1.2 笔墨运用与色彩搭配

传统国画的笔墨运用讲究“笔墨情趣”，通过轻重

缓急、干湿浓淡的笔触变化，表现物象的质感与生命力。

色彩搭配则以墨色为主，辅以淡雅的色彩，形成清新脱

俗的画面效果。在景观设计中，可以借鉴国画的笔墨与

色彩的运用，通过材质的选择与质感的表现，以及色彩

的搭配与调和，营造出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富有文化内

涵的景观氛围
[1]
。例如，使用天然石材、木材等自然材

料，其纹理和色彩能够与周围环境和谐相融，同时，通

过植物的色彩搭配，如在春天以嫩绿为主，夏天以深绿

为主，秋天以金黄为主，冬天以枯黄为主，形成四季变

化的色彩景观。

1.3 传统元素与象征意义

传统国画中常出现松、竹、梅、兰、菊等具有象征

意义的元素，这些元素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还承载着深

厚的文化内涵。在景观设计中，可以融入这些传统元素，

通过植物的种植、雕塑的设置、景观小品的布置等方式，

传达出特定的文化寓意与象征意义，增强景观的文化内

涵与感染力。例如，松树象征坚韧不拔，竹子代表节操

高洁，梅花寓意坚强和高洁，兰花象征高雅，菊花则代

表隐逸和长寿。通过这些植物的合理布局，可以创造出

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景观空间，让观者在欣赏自然美景

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此外，传统国画中的构图技巧，如“高远法”、“平

远法”、“深远法”等，也可以被景观设计师借鉴
[2]
。

这些构图技巧能够帮助设计师在有限的空间内创造出

无限的视觉深度和空间感。例如，“高远法”通过在画

面中设置高耸的山峰和深远的天空，营造出一种高远、

开阔的视觉效果；“平远法”则通过水平线的延伸，创

造出一种宁静、平和的氛围；“深远法”则通过前景、

中景、远景的层次分明，形成一种深远、幽静的空间感。

总之，传统国画构图艺术的特点在景观设计中具有

重要的借鉴意义。通过运用传统国画的空间布局、笔墨

运用、色彩搭配以及传统元素与象征意义，设计师可以

创造出既符合现代审美需求，又富有传统文化内涵的景



聚知刊出版社 2024年 1卷 11期

JZKpublishing 建筑技术与创新

80

观空间。这样的景观不仅能够满足人们对于自然美的追

求，还能够成为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2 国画构图在景观设计中的创造性转化

在景观设计中，将国画构图的精髓进行创造性转化，

不仅能够赋予传统艺术新的生命力，还能为现代景观设

计注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魅力。

2.1 虚实相生的景观空间营造

在景观设计领域，设计师们常常借鉴国画构图中的

虚实处理原则，巧妙地运用各种自然元素，如水体、植

被等，作为“虚”的部分。这些自然元素以其柔和、流

动的特性，营造出一种轻盈、灵动的氛围，为人们带来

视觉上的享受。与此同时，建筑、雕塑等硬质景观则被

作为“实”的部分，它们以固定的形态和坚实的结构，

形成视觉焦点和支撑点，为景观空间提供稳定性和力量

感。这种虚实相生的布局方式，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景观

空间的层次感和动态感，而且还能有效地引导游客的视

线流动，增强景观的引导性和趣味性。通过这样的设计

手法，景观设计师们成功地实现了传统与现代、自然与

人工的完美融合，创造出既具有传统韵味又不失现代感

的景观空间。

2.2 宾主分明的景观元素布局

在进行景观设计时，设计师们会借鉴国画构图中的

宾主关系原则，明确各个景观元素之间的主次关系。主

要的景观元素会被放置在显要的位置，成为整个景观空

间的视觉中心，吸引游客的目光，突出其重要性。而次

要的景观元素则作为陪衬和点缀，它们的存在是为了烘

托主题氛围，增强主要元素的表现力。这种宾主分明的

布局方式，使得景观空间的结构更加有序、和谐，不仅

凸显了主要景观元素的重要地位，而且提升了整体景观

的艺术效果和观赏价值。通过精心的布局和设计，景观

设计师们能够创造出既美观又实用的环境，为人们提供

更加舒适和愉悦的体验。

2.3 疏密有致的景观节奏把控

在景观设计中，设计师们运用了国画构图的疏密对

比原则，通过巧妙地将景观元素进行疏密搭配，营造出

层次感和节奏感。在广场设计中，主要活动区域被密集

布局，以提供丰富的活动空间；而绿化带、休息区等次

要区域则相对稀疏，以营造宁静、舒适的氛围。这种疏

密有致的布局方式，不仅满足了游客的不同需求，还提

升了景观的实用性和舒适度，使景观空间更加富有韵律

和动感。设计师们通过这种精心的布局，让游客在享受

活动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景观的节奏和韵律，体验到一

种动态的美感。

2.4 留白艺术的景观意境拓展

景观设计师们借鉴了国画构图中的留白艺术，在景

观空间中巧妙地留出空白区域，如草坪、空地等，以营

造宁静、空灵的氛围。这些留白区域不仅为游客提供了

休息和活动的场所，还引导视线向远方延伸，增强了景

观的深远感和层次感。同时，留白区域与周围景观元素

形成鲜明对比，使景观空间更加富有变化和层次感，拓

展了景观的意境和审美空间。留白艺术的应用，让景观

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的享受，更是一种心灵的触动，让游

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设计师的匠心独运。

2.5 散点透视的景观空间表现

在景观设计中，设计师们常常运用国画构图中的散

点透视原则，通过巧妙地组合和布局多个景观元素，从

而营造出具有立体感和层次感的景观空间。在景区规划

的过程中，山峰、水系、建筑等关键的景观元素被进行

散点布局，这样的布局方式使得游客在游览的过程中能

够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欣赏到多样的景观。这种散点透

视的布局方式，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景观空间的立体感和

层次感，而且显著增强了游客的游览体验和视觉享受，

使得整个景观空间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充满了探索的

趣味。

2.6 意境营造的景观情感表达

景观设计师们在设计过程中，借鉴了国画构图中的

意境营造手法，通过巧妙地组合和布局景观元素，营造

出具有独特氛围和情感表达的景观空间。在园林设计的

实践中，设计师们运用假山、水池、植被等自然元素，

创造出宁静、优雅的氛围；同时，通过建筑、雕塑等硬

质景观元素，表达出文化、历史或地域的特色。这种意

境营造的手法不仅提升了景观空间的文化内涵和艺术

价值，还激发了游客的情感共鸣和审美体验，使得景观

空间成为连接人与自然、历史与现代的桥梁，让游客在

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韵味。

3 国画构图艺术的景观设计创新

在传承传统国画构图艺术的基础上，我们亟需进行

创新与发展。通过结合现代景观设计理念与技术手段，

我们可以将传统国画构图艺术与现代景观元素进行有

机融合，创造出既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又符合现代审美的

景观设计作品。

3.1 数字技术模拟传统国画艺术

3.1.1笔墨与色彩效果的数字化

利用数字技术，设计师可以精确地模拟传统国画的

笔墨和色彩效果。这些效果可以被应用于各种景观元素

的设计中，如景观墙、景观灯等。通过数字技术，设计

师能够轻松调整线条的粗细、墨色的深浅以及色彩的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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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使得景观元素在保留传统国画神韵的同时，更加符

合现代审美和功能需求。

3.1.2三维建模与虚拟现实

通过三维建模软件，设计师可以将传统国画中的山

水、花鸟等元素转化为三维空间中的实际景观。此外，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参观者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传统

国画构图艺术所营造的意境和氛围。这种技术不仅丰富

了景观设计的表现手法，还提升了参观者的体验感和互

动性。

3.2 现代材料与技术手段运用

3.2.1传统元素的现代演绎

现代材料如玻璃、金属、混凝土等，通过巧妙的设

计，可以呈现出传统国画中的意境和质感。例如，利用

金属的反光特性模拟水波纹效果，或使用混凝土材料通

过特殊处理技术营造出类似水墨画的肌理效果。这些现

代材料的应用，使得传统国画构图艺术在现代景观设计

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3.2.2节能与环保技术的应用

在景观设计过程中，我们应注重节能与环保技术的

应用。例如，使用可再生材料制作景观元素，或者利用

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为景观灯等设备供电。这些技

术的应用不仅减少了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还体现了我

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

3.3 创新设计思维与融合策略

3.3.1深入理解传统国画构图原理

设计师需要深入理解传统国画的构图原理和艺术

特色，如“留白”、“虚实对比”、“意境表达”等
[5]
。

这些原理在现代景观设计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巧

妙运用这些原理，设计师可以营造出具有传统韵味和现

代感的景观空间。

3.3.2现代景观元素的融合

在传承传统国画构图艺术的基础上，设计师应积极

融合现代景观元素。例如，在园林设计中融入现代雕塑、

水景等元素，或者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增强现实（AR）

和虚拟现实（VR）提升景观的互动性和参与性。这些元

素的融合使得景观设计作品更加多元化和富有创意。

3.4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融入

3.4.1生态环保理念的体现

在景观设计过程中，我们应始终贯彻生态环保理念。

通过合理的植物配置和水体设计，增强生态系统的自我

调节能力，实现景观设计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同时，

我们还应注重景观的可持续性和可维护性，确保景观作

品能够长期保持其美观和功能。

3.4.2文化传承与创新并重

在传承传统国画构图艺术的同时，我们也应注重创

新与发展。通过结合现代设计理念和技术手段，我们可

以创造出既具有传统韵味又符合现代审美和功能需求

的景观设计作品。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我们的城市景观，

还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同时，深入理解中国

画构图的精髓以及在中国画构图美学中汲取文化营养

已经成为中国现代设计师们所推崇的，因为只有文化性

与艺术性的结合才能创造出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设计。

4 结语

本文深入探讨了传统国画构图艺术在景观设计中

的创造性转化。通过分析国画构图的空间布局、意境表

达、笔墨运用、色彩搭配以及传统元素与象征意义等特

点，我们揭示了国画构图艺术与景观设计之间的内在联

系，并阐述了国画构图在景观设计中的具体应用。在此

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利用数字技术模拟传统国画艺术、

运用现代材料与技术手段、融合创新设计思维以及融入

可持续发展理念等策略，以实现国画构图艺术的景观设

计创新。研究不仅丰富了景观设计的理论与方法，也为

传统艺术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创造性转

化，我们能够将传统国画构图艺术的精髓融入现代景观

设计，提升景观的文化内涵与审美价值，使其既符合现

代审美需求，又富有传统文化底蕴。未来，随着科技的

不断进步和设计理念的不断更新，我们有理由相信，传

统国画构图艺术将在景观设计中展现出更加多元和丰

富的面貌，为城市景观的塑造和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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