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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美术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应用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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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通过对 民间美术在现代 生活中应用价值的分析
,

探 索现代景观设计对民间美术的应 用与创新之路
,

并以

滩坊风筝纪念广场景观设计为例做简要的分析
。

旨在通过提炼 民间美术的精华
,

使其成为我 国现代景观设计的新

活 力
,

使景观设计体现民族性
、

历 史性
。

同时
,

希望通过景观设计对民间美术的创新
,

使 民间 美术 自然地融入到

现代人的生活中去
,

使民间文化得到传承与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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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美术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以美化环境
、

丰富民间风俗活动为目的
,

在 日常生活中被

广泛应用的美术
,

它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随

着全球化进城的推进
,

各国之间经济技术与政治文化的交

流日益增多
,

现代主义
“

国际化
”

设计趋势所引起的单一性

和地方精神的缺失逐渐吸引世人的 目光
。

人们认识到这种

模式正在吞噬着人类古老的传统文化资源
,

扼杀着全球文

化多样性和独创性
,

随后引发了景观设计中对地域文化的

深刻反思
。

将民间传统文化和民族精髓融人到现代景观设计

中
,

突出景观更深层次的含义
,

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景观
。

1 民间美术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应用价值

民间美术作为一个具有民族特性的设计元素
,

必将以

其浓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现代景观的内涵
。

对于景观设计而

言
,

民间美术起到协调周围环境
、

反映地方特色的重要载

体的作用
。

探讨民间美术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应用价值
,

是寻找民间美术有何可利用性
,

如何将民间美术移植和借

鉴到现代景观设计中
,

进行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景观设计

的探索
。

其 目的是让民间美术完美地融人到现代景观设计

中
,

使它成为体现地域文化特色的手段
。

1
.

1 认识价值

民间美术的认识价值首先反映出景观所在地域的社会

审美观念
,

将民间美术丰富的题材灵活地运用到景观设计

中
,

使它的传统审美与现代审美相融合
;

其次它是不同地

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
,

对于区分场所的地域来源有着重

要意义
。

如将民间美术的地域性与景观设计相结合
,

就能

增强景观对民众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

景观设计师要想打造

一个优秀的景观作品
,

就必须了解当地的风俗特征
,

充分

研究传统民间美术的艺术符号与其具备的历史底蕴
,

运用

适当的民间美术提升景观的造型和内涵
,

向人们展示当地

的地域风采
。

1
.

2 情感价值

俗话说
“

穷家难舍
,

故土难移
” ,

民间美术传达了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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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 乡情怀和淳朴的乡土气息
。

我国传统文化得以延续的

精神支柱便是民间美术所拥有的历史感受和故土情怀
。

民

间美术所包含的内容 (老人所讲的传说故事
、

当地历史上

的忠诚义士等 )都是人们的情感联想和精神归宿
。

在一个

来 自五湖四海的人共同生活的城市里
,

如何让这些
“

移民
”

在新的环境中产生归属感
,

民间美术的情感价值在城市设

计中就有了很大的利用空间
。

1
.

3 文化底蕴价值

隐藏在民间美术作品背后的文化背景
,

不仅有着比艺

术作品本身更深层次的内涵
,

更充分体现了民间社会的文

化与生活状态
,

也可以更好地解释民间美术作品的诸多意

义
,

使我们真正了解到民间美术是民间文化的物质形态这

一说法
。

这种文化底蕴价值是民间美术的精髓所在
,

民间美术

的形式可以千变万化
,

但其内在的文化底蕴却是相对稳定的
。

2 现代景观设计对民间美术的应用与创新
2

.

1 民间艺术对现代景观设计发展的启示

2
.

1
.

1 民间美术人与物关系对景观设计的启示 无论是民

间美术
,

还是现代景观设计
,

其 目的都是造物活动
,

人与

物的关系是首要的问题
。

而在这个问题上
,

民间美术这一

与人们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文化现象
,

在处理人与物的关

系上比之于现代景观设计要亲和
、

和谐
。

它根据人的需求

和人的精神寄托而创造
,

直接反映广大人民的思想情感和

审美趣味
,

无论在形体或精神上
,

都充分体现
“

以人为本
”

这一重要的设计理念
。

相比之下
,

我国现代景观设计却或

多或少地忽略对人的关注
,

空旷的大广场
、

大草坪
,

粗糙

的设计现象便说明这一点
。

对于民间美术这种生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
,

并伴随着

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绵延至今的艺术
,

它的合理性亦被现

代科学和社会发展所证实
,

所以它必定为现代景观设计所

吸收
。

因此
,

我们应该从民间美术中人与物关系处理的实

践中去借鉴
、

汲取营养
,

在景观设计中充分体现
“

以人为

本
”

的思想
,

创造人性化景观
,

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

2
.

1
.

2 民间美术人与 自然关系对景观设计的启示 我国民

间美术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

这一观念来源于
“

天人合

一
”

思想
,

它把
“

天
”

作为宇宙或 自然的总体
,

把
“

人
”

作

为人本身或社会的总体来考虑
,

同时把
“

天
”

与
“

人
”

作为

对立统一的整体来考虑
,

这一思想观念具有很强的辩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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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析性
。

正是受
“

天人合一
”

这一造物观念的影响
,

民间

美术作品所表达的形象大多来源于 自然或生活
,

体现人与

自然的密切关系
。

充分运用 自然材料
,

就近取材
,

因材施

艺
,

将这些元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

展示民间美术适应 自

然材料的品质特征
,

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
。

然而
,

今天有相当一部分景观设计师们并没有处理好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

他们在景观设计时
,

太重视景观的

视觉效果
,

忽略景观的生态性
。

这种设计切断了人与自然

的联系
,

降低了景观对人的亲和性
。

因此
,

现代景观设计

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应注重向民间美术学习
,

从

中汲取营养
,

正确处理人与自然
、

自然与景观的关系
。

2
.

2 用现代景观设计赋予民间美术新的功能

民间美术的某些内容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

被现代文明所淘汰
。

景观设计师应该充分了解和掌握民间

美术的内涵和本质
,

通过艺术手法和技巧进行重新组合
,

达到
“

取其形
” 、 “

延其意
” 、 “

传其神
”

的要求
。

在现代景观

设计中运用引借
、

夸张
、

转化等表现手法将民间美术与现

代设计相结合
,

寻找一种将传统美学与现代生活相关联的

艺术形式
,

达到
“

古为今用
”

的目的
。

3 潍坊市风筝纪念广场景观设计研究
3

.

1 风筝纪念广场概况

山东潍坊是风筝的发祥地
,

是举世闻名的世界风筝都
,

是
“

国际风筝会
”

庆典活动的固定举办地点
,

又被称
“

世界

风筝之都
” 。

潍坊世界风筝纪念广场位于潍坊市中心
,

是一个集人

防工事
、

商贸购物
、

休闲娱乐等多功能于一体
,

凸显
“

环保

特色
” 、 “

人文特色
”

和
“

风筝文化特色
”

的市民活动广场
。

在景观设计中引人当地传统民间美术
,

不仅向民众展示当

地传统文化
,

还突出景观的地方特色
。

风筝纪念广场平面

图如封二彩图 1 所示
。

3
.

2 融汇民间美术的风筝纪念广场景观设计

3
.

2
.

1 风筝纪念广场景观中融 汇民间美术的设计手法 潍

坊的民间美术题材丰富
、

图形繁多
,

为广场的设计提供了

丰富的艺术符号
。

设计师在充分了解当地民俗文化后
,

对

民间美术符号进行一定地传承与创新
。

通过将民间美术融

人到广场设计
,

将古老的文化承接到现代生活中
,

体现广

场的人文关怀和地域特色
。

对民间美术符号的运用
,

主要

通过以下方法融入到现代景观设计中
。

(l) 直接挪用
:

根据周围环境
、

历史文化等因素
,

将民

间美术中平面或立面的造型直接引用到景观设计中
,

赋予

景观特定的内涵
,

建立与民众共同的认知
。

(2) 比例夸张
:

将民间美术的造型或形象
,

以现实为依

托进行放大或缩小
,

强调景观局部的作用或影响
,

突出设

计无主题
,

同时吸引大众的注意
。

(3) 取形重塑
:

从原有民间美术符号中选取一种或多种

典型的形式
,

根据现代景观设计的要求进行缩放或加人其

他元素
,

形成新的图案
。

这种既传承历史文脉
,

又融人现代

人文特征的重构使景观展现 全新的风貌
,

而又不失传统韵味
。

(4 )空间转化
:

将优秀的平面民间美术作品
,

通过排列

组合
、

透视等方法转化为立体效果
,

创造出与环境相匹配

的优美的景观小品
。

3
.

2
.

2 风筝纪念广场中民间美术融汇 的具体表现 风筝纪念

广场最主要的目的是向世人展示潍坊作为
“

风筝之都
”

的地

方特色
。

因此
,

在对民间美术的应用上
,

主要提取风筝这一

元素的特色
,

并通过
.

定的设计手法
,

将其融入到现代景观中
。

(l) 展现风筝制作历史的浮雕与布老虎石凳采用直接挪

用手法
,

将民间美术渗人到公园主题中
,

在保证实用性的

同时
,

又显得古朴大方
,

彰显特色 (见封二彩图 2
、

3)
。

(2) 经比例夸张后的虎头鞋与风筝轴的表现手法
,

强调

广场的民间美术色彩
,

放大而不失美观
,

细致而不至于过

度
。

成功利用比例夸张手法
,

在强调广场基调的同时
,

留

住游客的心 (见封二彩图 4
、

习
。

(3) 广场的中心雕塑通过对传统风筝的取形
,

再将其重

塑
,

成功地将风筝元素巧妙地融人高大的雕像中
。

同时
,

地面铺面也与雕塑形象互相呼应
,

形成整个广场的视觉中

心 (见封二彩图 6)
。

位于潍坊风筝博物馆门前的鲁班雕塑
,

将鲁班的双手设计成风筝的两翅
,

铜像张开双臂仰望天空
,

寓意当地的经济
、

文化必将展翅高飞 (见封二彩图 7)
。

雕

塑从风筝与民间艺术人物中取形
,

通过合并与重塑
,

在突

出广场特色与深刻寓意的基础上
,

不仅展现民间著名人物

的传说和民俗文化
,

同时也展现人们对潍坊未来的美好向往
。

(的广场中的立体剪纸景观小品将平面的精美剪纸通过空

间转换
,

利用组合
、

透视方法将剪纸立体化
,

将平面的民间

艺术作品景现小品化
,

融合在周围自然环境中 (见封 {彩图 8)
。

(习除此之外
,

在广场景观中
,

也加人其他民间美术形

式
。

如广场中的座椅
、

灯柱等也将风筝这一传统民间美术

符号运用得淋漓尽致
。

景观墙与浮雕的结合
,

雕塑与民间

习俗的融合等
,

处处体现潍坊的民俗文化与地域特色
,

使

身临其中的人们了解当地民间美术
,

理解当地的风俗
。

4 结语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
,

现代景观设计伴随着国

际化的浪潮
,

不断向前发展
,

不仅给民间艺术带来巨大的

冲击
,

同时也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

新的审美与思维为我们

重新审视民间美术及对其进行再创造提供了多样性
,

实现

了传统和现代的接轨
。

在面对民间美术展示出深邃的内涵

时
,

景观设计师应该取其精髓
,

去其糟糠
,

让优秀的民间

美术得以最大的延续
。

在景观设计中
,

善用民间美术符号
,

创新地继承传统文化
,

让民间美术 自然地融人到现代生活

中去
,

满足人们对地方性景观的基本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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