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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基于风景园林学与文化地理学的交叉视角，以《园冶》"巧于因借"理论为研究框架，对豫南地区传统村落景

观进行系统性解析。通过对豫南地区传统村落的深入调研，分析了其乡村景观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园冶》中的“巧于
因借”理念，提出了针对性的景观设计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巧于因借”理念在豫南传统村落乡村景观设计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有助于提升乡村景观的文化内涵和生态价值，可有效解决当代乡村建设中景观同质化、千村一面等问题，为乡村振兴提供本土化
设计范式。

[关键词] 《园冶》；传统村落；乡村景观；巧于因借

一、引言
（一）课题研究背景
1.研究目的
乡村景观设计因其彰显乡土文化内涵、体现地域特色、

实现景观价值，反映了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文化内涵和精
神实质。本文通过文献查阅的整理以及案例的借鉴，分析研
究乡土景观设计“巧于因借”的独特表达手法和设计思想，
为景观设计提供参考。重点考虑乡村特色景观的保护，同时
对于乡村景观整体活力的提升提出相应的策略。将乡村所独
有的自然环境与《园冶》中“巧于因借”理念相结合，试图
通过景观设计策略与在地关联，来真正的展现乡土风情、重
现乡村魅力。

2.相关概念阐述
（1）巧于因借的渊源
《园冶》中提出的"巧于因借"理念并非计成凭空所创，

文中皆是对中国传统造园思想的系统总结与升华，其渊源可
追溯至先秦时期的自然观、魏晋南北朝的山水审美，以及唐
宋的园林实践等。

正如中国山水园林典则《园冶》中所述“相地合宜，构
园得体，巧于因借，借景偏宜

[1]
”，其作为中国古典造园理论

的精髓，是我国传统园林中的一种重要造园原则。其思想内
涵可从四个维度进行深入阐释："因"强调对自然条件与场地
特性的顺应与利用；"借"注重对周边景致的吸纳与融合；"
体"讲求空间格局的规划与塑造；"宜"则追求整体意境的和谐
与妥帖。这四个相互关联的要素共同构成了一个系统的造园
理念体系，体现了中国传统园林艺术中天人合一、师法自然
的哲学智慧，也为中国传统园林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2）传统村落乡村景观
所谓乡土景观是指当地人为了生活而采取的对自然过

程、土地和土地上的空间及格局的适应方式，是此时此地人
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大地上的投影

[2]
，“景观”一般意义上，

指的是在一定范围内所呈现的视觉景观效益，主要包括人造
景象和自然景观，即是集生产、生活、生态与人文于一体的
综合性景观体系。通过乡村自然的地形利用、建造技艺、资
源利用方式，展现出独特的人地关系智慧。其景观要素涵盖
自然环境、建筑群落、公共空间及精神文化场所等多个层次
共同构成反映地域特色。传统村落景观是指那些保留着历史
文化和自然风貌的乡村聚落，通常具有独特的建筑风格、传
统技艺。这些景观通常反映特定地域文化和历史，是乡村旅
游、文化传承和生态保护的重要资源。

（二）国内研究动态
在造园理论中，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巧于因借，精在体

宜”这一贯穿全书的造园思想进行展开评述。主要围绕“因”
“借”“体”“宜”４个核心进行展开论述，并提出了相对独

到的见解。李世葵
[3]
认为贵“因”思想是造园的基本准则，

景观与造园者应互为主客体，指出在借景过程中需要增添历
史文化的属性因素源于中国古代先秦时期的顺其自然、无为
而治的道家哲学理论；冯仕达等

[4]
把借景描述为“渐进向前、

模糊、蜿蜒向前”的游走性思维，文中重点强调了在浏览中
所需达到独立自思考的过程，此为借景的关键所在；韩建华

[5]

分析了“巧于因借”辨析了“因”与“借”，强调要重视景物
的利由于用与变化。我国古村落的空间形态同样处于一个因
借互利的空间发展模式中，体现着城市空间与乡村空间之间
的宏观因借关系

[6]
。

我国对于乡村景观的研究起步较晚，现存的评价标准并
没有完全适用于乡村景观资源，近年来国内景观资源的相关
研究呈现出内容多样化的趋势，俞孔坚

[7]
率先提出了景观美

学质量评价的依据，界定了“乡土景观”的概念；刘滨谊
[8]
，

首次提出了“乡村景观园林”这一概念，文中阐述了“景观”
与社会、风俗、文化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认为它是的自然、
人工聚居环境与社会文化的综合体；彭一刚在《传统村镇聚
落景观分析》一书中，从自然和社会因素等角度分析了中国
传统村镇聚落的成因和发展过程，及其不同自然条件和社会
因素下传统村镇聚落表现出的独特的景观形态。

综上，研究既注重传统理论的深化，如借景的时空维度，
也关注乡村景观的多元价值，在有关传统村落乡村景观发展
的研究成果中，大多为基础概念为主。建立在对村落保护、
开发的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策略，立足于村落景观层面
运用“巧于因借”理论，并对其实际地情进行乡村景观设计
的研究是相对匮乏的。

二、“巧于因借”理念的理论解析
（一）《园冶》的“巧于因借”理念概述
“巧于因借”理念主张在园林艺术设计中，巧妙精确的

利用现有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尽可能将原有的自然资源
进行最大化的保护与利用，而并非简单地改变或重构。

在园艺设计中，“因”是指利用和保留原有的自然环境和
条件，如地形、山水、植物等。设计应该遵循原有的环境条
件，设计要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尺度适宜，尽可能完整的
保留和利用自然元素，方才能营造出极佳的园林气韵。“借”
则是内外的联系指利用视觉、听觉、嗅觉等感官元素，将原
有的环境条件与景观设计相结合，创造出一种借景的效果。
总之，“巧于因借”的造园原则强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
尽可能少的改动自然条件，充分利用现有条件来创造出与自
然环境相协调的景观效果，将原有的自然环境与景观设计融
为一体，创造出一种生态、自然、协调的乡村景观。

（二）“巧于因借”理念与传统村落景观设计的关系
“巧于因借”的理念主张在景观设计中，要充分利用现

有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借助周围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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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与周围环境相协调的景观。在传统村落景观设计中，这
一理念同样适用。传统村落通常拥有丰富的自然和文化资源，
如山水、古建筑、传统手工艺等。合理利用现有资源，借助
在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创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景观风
貌。

例如，在传统村落景观设计中，可以利用现有的山水地
形、古建筑群等资源，创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景观，使其与
周围的环境相协调，同时保留其历史和文化价值。此外，还
可结合当地的民俗民艺创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景观。通
过运用“巧于因借”的理念，可以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传统村
落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同时也可以提升传统村落的景观品质，
呈现出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风貌。

三、“巧于因借”理念在豫南传统村落乡土景观设计中的
实践探索

（一）豫南传统村落乡土景观的特点与现状
山水格局：豫南地区地形涵盖平原、浅山和深山，风貌

复杂，资源丰富。因此其主要的特征可以用山、水两个字简
单概括，这种地理环境形成了村落依山而建的格局，具有天
然的防御能力。村前水塘河流能提供水源，形成网格化的排
水体系，构成具有豫南地区特色的“山水”村落格局。

传统建筑：豫南地区的传统村落中，建筑多采用地方材
料，如石材、木材等，形成了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建筑群。
这些建筑整体布局因山就势，层次错落，完美结合所处自然
环境。

乡土文化：村落保留了传统的农耕文化、民俗文化等，
将这些文化元素在融入进乡村景观中，不仅仅局限于装饰性
的打造以及满足视觉观感需求，更需要将乡土景观更好地融
入当地环境，使其能够成为乡村特色景观的重要资源

[9]
。

（二）豫南传统村落乡土景观的现存问题
1.保护不力：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现代生活方式的

冲击，豫南传统村落的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都面临着衰落
的趋势。现今的大多数乡村景观设计规划，只是注意到建筑
的更新换代，没有考虑到硬质化建设以外的乡土元素保护，
例如一些古树古井、戏台、宗庙祠堂等传统建筑的损坏，文
化遗产传承困难等，使得乡村原有风貌特色消失殆尽。

2.开发过度：在乡村旅游背景下，豫南传统村落的旅游
开发力度不断加大，缺乏当地特色，同质化严重。村落在开
发过程中存在过度商业化、模式化的问题，使得各个村落逐
渐丧失了自己的特色与风貌。针对不同的项目，通过图纸很
难区分出这是在何地域、是何地貌，因此也导致乡村建设出
现千村一面、同质化的现状，破坏了传统村落的原真性及乡
土特色。

3.缺乏规划：缺乏系统规划，资源利用不当。建设的关
键抓手是前期规划，乡村的景观提升与改造是否能够较优质、
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取决于前期的相关规划

[11]
。豫南地区传

统村落数量众多，缺乏统一规划和管理。村落的基础设施建
设和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乡村的建筑布局不合理，景观结
构混乱的现象，影响了原住民的生活质量和游客的体验感，
使得乡村的景观建设不够科学高效。

（三）“巧于因借”理念在豫南传统村落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巧于因借”是中国传统园林设计的重要原则之一，它

强调在景观设计中，要巧妙地利用现有的自然和人文条件，
通过合理的布局和构思，创造出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富有特
色的景观。

在豫南某传统村落景观设计中，“巧于因借”原则得到了
很好的体现。豫南何家冲村是一个拥有丰富历史和文化遗产
的传统村落。其设计充分考虑了村落所处的自然环境、地形
地貌、文化等因素，以及村落的建筑风格和文化特色，使新
旧元素相互融合。在何家冲村的景观设计中，“巧于因借”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借景自然：通过利用当地村落周围的山水、树木等
自然景观，将其合理的布局和空间组织，将自然景观引入乡
村内部，使在地居民和游客可以在村落中欣赏到美丽的自然
风光。

（2）借地势：豫南地区地势多变，根据不同的地势的高
低起伏，因地制宜地进行景观设计。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利
用高地势建造观景台、共享空间等，利用低洼地带建设水景
等，使景观与地势完美结合。

（3）借历史人文：何家冲村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如村落的建筑、民俗民艺、选址格局、院落空间和街巷空间
等能够显示村落特征的社会文化、民风民俗等。通过乡土景
观展现不同的特点，借助乡土景观在外观上的不同、与所在
环境进行结合的不同，更能通过乡土景观体现各地对于农耕
文化的内在差异

[12]
，增强了村落的历史文化底蕴。

综上所述，通过合理地借景、借地势、借历史人文等手
段，成功地打造出一个既保留传统风貌又具有设计感的村落
景观。这种设计理念对于传统村落文化遗产起到了保护与传
承的作用，同时也为乡村景观设计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四、结语
“巧于因借”理念在豫南传统村落乡村景观设计中具有

重要指导意义。通过充分利用现有自然条件和环境因素，以
及原有的景观元素，可以创造出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的乡村
景观，从而达到提升文化内涵和生态的价值。在豫南传统村
落乡村景观设计中充分考虑因地制宜、借景造景、顺应自然
和师法自然等策略的应用，可以有效解决现有乡村景观中存
在的问题，如景观破碎化、文化内涵缺失等。这些策略有助
于实现乡村景观的可持续发展，为乡村经济、文化和社会发
展提供有力支持。

在实际应用中，“巧于因借”理念需要结合具体的情况进
行灵活运用。需结合豫南地区的气候、地形、植被等自然条
件，以及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制
定针对性的景观设计策略。同时，需要注重保护原有生态环
境和文化资源。不断完善和拓展“巧于因借”理念的应用范
围和深度，对于探索中国传统园林在乡村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助于推动中国传统园林的传
承和发展，为乡村景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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