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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主题性公园造园特色及策略研究

———以安阳市汉字公园为例

梁文玉
(安阳易园管理站,河南 安阳 455000)

摘要:安阳市汉字公园及中国文字博物馆等展馆群联成一体,是以汉字文化为主题的大型高品质综

合性公园。 通过实地调研,从山体、理水、园林小品、植物四大造园要素进行分析,研究其造园艺术

特色,对“汉字之韵”“汉字之变”“汉字之趣”“汉字之源”“汉字力量”“汉字之美”等庭院空间进行

造园策略探讨,总结造园中的不足,探讨新时期风景园林融合历史文化元素的应用新模式和新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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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nyang
 

Chinese
 

Character
 

Park
 

and
 

the
 

Museum
 

of
 

Chinese
 

Characters
 

are
 

a
 

large,
 

high
-quality

 

comprehensive
 

park
 

with
 

the
 

theme
 

of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e,
 

integrated
 

into
 

a
 

group
 

of
 

exhi-
bition

 

halls.
 

Through
 

on-sit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e
 

four
 

major
 

garden
 

elements
 

of
 

mountains,
 

water
 

management,
 

garden
 

sketches,
 

and
 

plants,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art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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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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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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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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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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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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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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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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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coming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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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the
 

new
 

models
 

and
 

methods
 

for
 

integrati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elements
 

into
 

landscape
 

ar-
chitecture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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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玉:文化主题性公园造园特色及策略研究

1 公园概况

　 　 汉字公园坐落在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南北中央

景观带上,占地面积
 

14. 25 hm2,是高规格汉字文化

主题景观公园。 公园中间部分为中国文字博物馆、
博文馆和徽文馆 3 个展馆,中国文字博物馆是中国

唯一一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展馆内展

示文字发展演变等历史与研究成果,展馆外部是高

品质国家级汉字公园,汉字公园依托殷墟发祥地和

甲骨文故乡安阳,贯彻保护传承殷商文化、高度重视

甲骨文的精神,以丰富的汉字文化园林空间,展示博

大精深的汉字文化历史。 作为文化性主题公园,公
园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园林优秀思想,融合建筑、山
池、园艺、诗词、绘画等多种艺术为一体[1] ,追求“虽
由人作,宛自天开”“步移景异”“因地制宜” [2] 等造园

手法,达到天人合一。 汉字公园的造园艺术发扬中国

传统文化精髓,运用新时代思想和新手法,采用新技

术、新材料,力求创新设计,体现亮点。 文化景观与园

林景观需要高度融合,才能体现景观的高雅和艺术

性,造园需要推陈出新,与时俱进。 汉字公园积极探

索文化性景观在新时代风景园林中的新技艺和新范

式应用,同时融合注重生态、生产、生活的和谐发展,
创造出宜居宜人、文化内涵深厚的公园环境[3] 。

汉字公园位于河南省安阳市中央景观带轴线

上,与南侧 CBD 公园、市政文化广场、党政综合院、
易园、北万金游园和洹河绿地等形成南北景观廊道,
体现厚重的殷商、周易和汉字文化,彰显安阳浓郁地

域文化特色。 汉字公园南依人民大道,东接永明路,
西邻中华路,北靠文博街,中心博物馆与北部的东西

场馆呈双手合抱态势,寓意“天人合一”理念,汉字

公园以中国传统园林为主,围绕汉字文化为主题脉

络,挖湖营造特色水系、堆山塑造自然地形、配置多

样花草树种、设计特色空间、构建浓郁汉字文化小

品,通过多样园林空间展现博大精深的中国汉字文

化历史,形成特色汉字文化户外客厅,让人们在轻松

游园赏景中领略汉字的文化和魅力。
汉字公园有“汉字之源”“汉字之变”“汉字之趣”

“汉字之美”“汉字之韵”和“汉字力量”6 个分区,把
中华汉字的形成、文韵、变化、趣味、汉字之美和汉字

力量融合在园中,形成情景交融、景致多变的文化主

题园林。

2 造园特色

通过实地调研,汉字公园模拟自然山水体现中

国传统园林文化,配置合理的乡土植物,设计体量适

宜的园林小品,营造特色庭院空间,通过题材新颖、
景观丰富的园林空间体验来展示中国博大精深的汉

字文化历史,体现诗情画意的园林文化空间。 分析

汉字公园山体、理水、园林小品、植物配置等造景元

素,总结造园艺术特色和造园策略。
2. 1 山体

园区地形设计以中国山水园林理念为依托,模
拟自然景观以期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之境。
整个园区的地势为东西高,中间低,以衬托庄重典雅

的文字展馆的中央地位。 整个骨架地形遵循西高东

低的地势布局,园区东西两侧为地形骨架,种植树木

形成屏障,以隔离四周道路的繁华,营造相对安静的

环境。 最高的山体位于西北部,呈 L 型分布,高 4. 5 m
的山脉卧如鲸背,山上置亭,可登高鸟瞰全园,山体

从中部断裂成平地,形成西北角广场入口,两侧崖壁

石刻,篆刻错字,形成趣味文化景观。 整个园区的小

块微地形山体,根据园路地块特性,山脉整体控制在

0. 8 ~ 1. 8 m,形成高低错落、相互呼应的地形脉络,
整个微地形上栽植花草树木,形成空间饱满的园林

景观。 中国文字博物馆南侧主入口两侧地形起伏有

致,形成开敞阳光草坪空间,背景是浓郁的大叶女贞

林带,天空中飞翔着白色鸽群,远处的中国文字博物

馆在蓝天碧草的映衬下,格外美轮美奂。
2. 2 理水

园林造景贵在理水,水是中国传统园林的灵魂,
公园水系分成 3 个部分:(1)以文字博物馆为中心,
四周环绕水系,水面横跨 4 座小桥,控制全园的视线

景观,水系作为天然屏障隔离通行,便于日常管理;
(2)东部水系位于中心展馆群的外部,自然弯曲成

狭长的玉带河,与展馆相互映衬,突出中心展馆群的

庄严和艺术性;(3)西部水域面积宽阔,岸线曲折蜿

蜒,采用一池三山的传统造园做法,湖中配置 3 座小

岛,岛屿之间互为对景和借景,隔岸相望,有汉白玉

小桥连通,水面清澈秀丽,岸边柳丝轻抚,平湖秋月,
四面湖风,通过大小岛屿的虚实变化,营造出丰富的

水面景观,岛屿之间相互借景,空间蜿蜒多变,登汉

白玉桥上,可赏四面湖凤朗月、听风吟诗,岛屿上布

置了“汉字之源”和“汉字之趣”园林景点,丰富的汉

字文化更是让人目不暇接,遍地文化景观融合在园

路两侧的小品中,移步异景,步步生莲,处处文韵,环
视四周湖山岛屿小桥流水,走在曲折的栈道湿地中,
宛若置身于西湖山水园林中。

驳岸有垂直的硬质驳岸、斜坡草地、鹅卵石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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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形式,硬质水池较浅,清澈可见池底卵石,水面平

静如镜,可见远处湖水中野鸭浅飞。
2. 3 园林小品

汉字公园造园以不同材质和艺术造型体现汉字

历史和文化,选取殷商时期的历史符号和图案,亭廊

以新中式为主,小品秉承中国传统园林风格,题材多

样,形式丰富,构思巧妙,做工精致,与场地环境契合

自然,在园林中体现浓郁的文化,展现出不同的空间

形式。 西南入口两侧对称布置大型甲骨风云汉白玉

浮雕墙,上边篆刻仓颉造字和王懿荣等甲骨文历史

人物,展示汉字文化的发展历史。 “汉字之源”内甲

骨文碑林小品以仿真出土甲骨文为样本,展示在园

路两侧;通过出土的陶罐、瓦缸、水槽、磨盘、院落小

门和景墙,营造农家院落(图 1),反映良渚文化和龙

山文化。 “汉字之韵”以 4 组不同的庭院空间,通过

精心设计的花岗岩诗词小品,从《诗经》到唐诗宋词

元曲明清诗词、毛泽东诗词来展示中国古典诗词文

化历程。 “汉字之美”通过营造不同的新中式特色

铁艺碑林廊架空间,展现不同朝代的名人字帖、碑刻

和历代印章文化,体现汉字之美,汉字美在风骨,美
在力量,美在风韵。 湖面汉白玉直桥、拱桥和曲折多

变的木栈道湿地分隔成丰富的水面空间,汉白玉直

桥和拱桥具有典型的传统园林风格,木栈道与柳树

掩映,跨越水面,波光粼粼,如杭州西溪湿地自然风

光。 “汉字之趣”通过多处生动有趣的景观空间,提
升人景交互感受和体验[4] 。

 

图 1　 田园农家

Fig. 1　 Rural
 

farmhouse

2. 4 植物

植物配置以传统园林自然式为主,因地制宜选

择乡土树种,全冠栽植,以中央文字博物馆为视觉中

心,整个绿地以草坪打底,以本地适宜的植物为主,
组团配置,运用桂花、山桃、山杏等令人愉悦的香花

植物[5] ,注重感官体验,风格简洁明朗,视线舒朗通

透,景深深远,除少量障景外,其余空间开阔明朗,每
个区域均看到典雅庄重的展馆伫立在公园中心位

置,透出金碧辉煌、典雅大气的宫殿之美。 汉字文韵

园区竹林庭院,三面环绕早园竹林,庭院经竹林障

景,欲扬先抑,犹如半抱琵琶,“复行数十走,豁然开

朗” [6] ,遂见庭院深深入口,入口景观灯上的竹图案

与竹林呼应,体现竹的正直、高洁情操。
西部临湖园路点缀桂花、海棠,纷红骇绿,桂子

飘香;沿湖多植垂柳,岸植海棠,有柳丝多情、海棠点

水之境。 主要大型入口以高大挺拔的银杏树作为迎

宾树阵;其余组团绿地内搭配乡土树种,多以朴树、
核桃、白蜡等乔木结合白皮松、油松、桂花等常青树,
配置山杏、山桃等花灌木,形成乔灌草结合的园林绿

地。 主要乔木有白皮松、油松、大叶女贞、银杏、白
蜡、柳树、朴树、玉兰、桂花、石楠等,主要灌木有梅

花、紫薇、海棠、樱花、山杏、山桃等,下层植被有红叶

石楠、金叶女贞、大叶黄杨、八宝景天和月季等。
 

3 营造策略

公园围绕汉字的历史文化,以地形、水体、植物、
小品巧妙营造的不同园林来表现形式多变的庭院空

间,体现中华悠久的汉字历史。
 

1) “汉字之韵”以 4 个开放性园林院落空间展

示汉字文韵。 以镶嵌在 4 个院落景墙上的历代名人

诗词为特色,营造不同时期的汉字文化,展示汉字文

韵主题。 每个庭院以广场为中心,外围景墙篆刻诗

词,从先秦《诗经》、乐府诗、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词

到毛泽东诗词,院落内布置中式特色座凳和花池,4
个院落植物按照梅兰竹菊配置,入口景观灯上篆刻

“梅兰竹菊”图案,体现“琴棋书画养心,梅兰竹菊寄

情”的君子人格精神[7] 。
2)“汉字之变”分布在西部湖中岛上,以仓颉、

李斯、王羲之等汉字历史人物为主题(图 2),创作

10 组雕塑和文化墙,自然分布在园路草地两侧,通
过动态游览,移步换景,品读文字发展与演变,了解

汉字春秋。
3)“汉字之趣”通过儿童涂鸦墙、跳跳格、拼接

成语故事墙等儿童趣味活动,增加儿童互动游玩,寓
教于乐。

 

4)“汉字之源”通过农家庭院、甲骨文立柱文化

广场(图 3)、塑山文化艺术墙等不同风格场景,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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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王羲之雕塑

Fig. 2　 Sculpture
 

of
 

Wang
 

Xizhi
 

图 3　 甲骨文立柱

Fig. 3　 Column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

汉字起源历史,每处景观与园林巧妙结合,过渡自

然。 中心岛南侧的塑山小品与山体契合自然,山壁

立面以结绳记事、伏羲八卦、河图洛书等文化为主

题,通过崖壁上的结绳记事、契刻铁艺小品,巧妙营

造景观性、文化性和艺术性兼具的塑山景观,与园

路、水面、山体和植物自然衔接,相得益彰。
5)“汉字力量”在东南角入口广场两侧文化墙

体上刻写李清照、岳飞、毛泽东等历代名人志士的名

言名句,两侧为疏林草地空间,体现汉字的力量和

风骨。
6)“汉字之美”通过新中式铁艺廊架连廊空间

展示历代名人诗词碑刻和印章文化,从曹超的衮雪、
李隆基的石台孝经,到欧阳修的昼锦堂记和苏轼的

寒食帖,琳琅满目,古韵悠悠;廊内墙上错落有致分

布古代各种印章,每处印章均是艺术品,与园林空间

结合,展示汉字“风骨”主题。

7)公园的夜景温馨浪漫,富有特色。 全园以展

馆为中心进行亮化,所有河道采用灯带,河道和展馆

采用暖黄光亮化,重点突出中心展馆的视线焦点,体
现展馆群庄重大气、金碧辉煌的氛围,倒影四周水

中,璀璨逦迤,形成壮丽的双面镜像。 公园绿地与园

路为暖白色灯光。 公共设施、导视系统及园林小品

设计巧妙,定制化的公共设施小品具有浓郁汉字公

园品牌 Logo,精微之处体现汉字公园的文韵特色和

艺术效果,独特夜景成为公园亮点。 博物馆入口设

计的金色灯具,选取殷商饕餮纹、凤鸟纹图案,外观

美丽典雅、装饰效果浓郁。 博物馆入口凤鸟小品金

碧辉煌,富有传奇色彩(图 4)。
 

图 4　 凤鸟小品

Fig. 4　 Sketch
 

of
 

phoenix

4 结　 语

汉字公园深入挖掘汉字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
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和园林艺术,以
汉字的起源和发展历史为载体,在园林呈现三维和

四维历史空间,形成景色丰富、内涵深厚的文化游览

动线,通过活化汉字文化历史,创造诗情画意园

林[8] ,提升公园周边活力指数,展现新时代公园光

彩,为古都安阳增添浓郁的文韵色彩,为中华民族新

时代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增强了中华民族文化软实

力和文化自信。 汉字公园吸取中国优秀造园理念和

手法,采用不同营造策略,推陈出新,古为今用,融合

创新元素[9] ,应用新技术和新方法,积极探索文化景

观在新时代风景园林的应用,提升高品质景观建设,
应用智慧停车、监控、照明、科普等智慧园林管理。

经过对公园的考察分析,发现还存在一些不足:
(1)常青树种比例未达到30%,不能体现“三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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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四季常青”;(2)多处活动空间缺乏林荫;(3)色

彩树种不够丰富;(4)缺乏水生植物;(5)植物文化

性不够突出,特色需要加强;(6)亭廊小品匾额楹联

缺失。 以上不足希望后续完善,打造国内汉字文字

主题公园的示范高地,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高品质

审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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