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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而多样 *

——地域特色现代转译的本土理论实践
Unity and Diversity：Local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odern Translation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1 园博会概述

中国园林博览会（以下简称“园博会”）自

1997年举办，由住建部及承办城市所在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一般两年一届，

是我国园林行业规模最大的展会，至今已历十二届

（图1）。

自举办至今，园博会始终聚焦城市绿色发展，

以“弘扬生态文明、彰显地域特色”为目标，提升

城市经济效益和社会管理水平。近些年，住建部对

《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管理办法》进行了多次修

订，从可持续健康发展视角，鼓励创新设计，倡导

利用新理念、新方式、新技术、新材料、智能化及

装配式建设等手段展现城市建设成果，强调园博会

的后期利用及保护管理工作。

2 南宁园博园规划设计

2.1 设计理念

回望历届园博会，从主题、举办理念、布局特

点、建筑特色等角度进行分析总结，我们发现展区

规划存在“主题重复、手法单一、偏重会时效果、

会后冷清萧条”等问题（表1）。

在南宁园博园设计前期，通过合理的项目定

位，提出以人为本、切实考虑使用者需求的设计理

念，充分尊重当地文化特色，采用新型技术和绿色

摘  要

针对目前我国建筑无法真正从传统营建理念及建筑文

化中汲取营养导致的建筑风貌千篇一律的问题，指出

建筑设计必须以本土理论为指导，合理回归地域特色，

重视传统营建方法的现代转译。2018 南宁园博园工程

实践从广 西 多 民 族 地 域 特 色 和 建 构 技 术 中 提 取 创 作

元 素、 符 号、 标 识， 通 过 变 异、 提 炼 等 手 法 转 译 为

建筑形体或肌理，是对西南地区自然环境、气候特征、

多元文化、地域特色的全方位回应。依据工程实践项

目，进一步探索西部绿色建筑的地域表达及场所营造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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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iven the common problem that Chinese architecture can't really draw 
nutri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construction concept and architectural 
culture, which leads to the same architectural styl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must be guided by the local theory, return to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reasonably,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modern 
transl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onstruction methods. In 2018, Nanning 
Garden Expo Park project extracts creative elements, symbols and signs 
from Guangxi multi-ethnic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translates them into architectural forms or textures 
through variation and refinement, which is a comprehensive response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climate characteristics, multi-cultural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Southwest China. According to the project 
practice, further, explore the regional expression and site construction 
methods of green buildings in the West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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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方式，展现城市特色，重视会后运营管理及保

护利用，从而真正起到对城市文化宣传和对城市经

济的带动作用。

2.2 总体规划

南宁地处广西南部，拥有1 700年悠久历史。

从地形特征看，南宁位于云贵高原东南边缘、两广

丘陵西部，南边朝向北部湾，整个地势呈山地丘陵

性盆地地貌，丘陵错综分布，区域河流众多，河网

密布，地形特征明显。

为突出地域特色及多民族传统文化，推动南宁

“重点沿江”发展的目标，特将园博园工程用地选

于邕宁区的顶蛳山地块，西临八尺江，北、东、南

三面均为城市道路。场地内不仅包含山水、丘石、

梯田、林泉、村落等多重造园要素，还有多处国家

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遗址。

我们把“心象自然”的设计理念应用于南宁园

博园规划与景观设计之中。所谓“心象”，是指

设计者内化于心的主观意向；“自然”是客观存

在的自然界。“心象自然”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以自然为本的设计理念，通过“形由念起”的

设计，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天人合一的超凡

境界。在南宁园博园的规划设计中，从梳理场地

自然条件出发，形成了“生态、文化、共享”

的理念，又借自然而成心象，通过主要景区的

具体设计，在原有山水格局中融入人的活动，进

而把内心想要表达的理念呈现出来。同时，在保

留场地原有地形地貌的基础上，利用水系湖泊和

梯田、草林等景观要素打造生态宜居的特色园博

园。优化文保单位和历史遗址空间环境，将其

作为游览节点，并适当增加配套服务设施满足

游人需求。

在交通结构上，园区形成“一轴、五环、多节

点”的特征。“一轴”为四季花谷核心景观轴，串

联“五环”；“五环”分别为外环游览环线、花车

游览环线、精品游览环线、湖心观光环线以及遗址

观光环线（图2，3）。

3 理论研究与技术路线

在上述规划的基础上，为避免历届园博会的

表1 历届园博会主题、理念、布局及建筑特色

届数 时间 地点 主题 理念 布局特点 建筑特色

第八届 2009.09~2010.05 重庆
园林，让城市更

加美好
节俭高效、关注未来

分为六个规划分区，打造“园中隐院，院融景

园”的空间格局

采用传统巴蜀空间组织手法，结合山峦之势，依山而建，展现了

山地建筑艺术特色

第九届 2013.05~2013.11 北京
绿色交响，盛世

园林

和谐发展、可持续发

展、生态文明发展

空间布局为“一轴、两点、三带、五园”：贯

穿东西的园博轴；园林博物馆与锦绣谷；三条

绿色景观走廊；五大核心展区：传统展园、现

代展园、创意展园、生态展园和国际展园

主展馆以市花月季为原型，螺旋状辐射，融入园区景观；园林

博物馆拥有6个固定展厅和4个临时展厅及“畅园”“片石山

房”“余荫山房”三个等比例复建室内展园；永定塔由永定塔组

群、文昌阁及文源亭三组建筑组成

第十届 2015.09~2016.05 武汉
生态园博，绿色

生活

生态、绿色、人文、

和谐、创新

对垃圾填埋场进行绿化改造作为园博会举办场

地，会后增加居民游憩场所，带动旅游资源开

发和区域经济发展

长江文明馆形如洁白飞鸟；园林艺术中心外形简洁，建筑未体现

“园林”味道

第十一届 2017.09~2018.05 郑州
引领绿色发展，

传承华夏文明

百 姓 园 博 、 文 化 园

博、海绵园博、智慧

园博

南向广场采用中轴对称式街道走向，与中国园

林“移步易景”的特点相违背

主入口大门源于中岳汉三阙；轩辕阁为宋式风格；主展馆选自中

国传统大屋顶元素—宇；山水豫园传承传统园林文化精神；华盛

轩临水而建，形式源于中原“广宇名堂”，取“飞宇”之势

用地红线 

1 北侧入口 

2 景观桥 

3 玲珑湖 

4 东侧次入口 

5 防洪堤 

6 玲珑岛

7 园林艺术馆 

8 商业街 

9 东盟馆 

10 园博广场 

11 东侧主入口 

12 游客中心 

13 码头

14 雨水花园 

15 水杉林 

16 服务区 

17 健康花园 

18 清泉湖 

19 赛歌台 

20 清水泉 

21 贝丘遗址

22 顶狮山贝丘遗

     址博物馆 

23 清泉阁

24 沙滩 

25 广西园

26 菜石场花园

27 体验馆

28 东侧次入口

29 临时入口

30 停车场 

31 临时花市

32 公共管理用房

33 展园

34 田园风光

35 南侧次入口 

36 水利设施用地

37 企业展示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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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园博会举办地一览图

2  南宁园博园总体规划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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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真正实现“根植本土、传承文脉、适应气

候、以人为本”，我们从国家、城市、居民等不同

主体的需求入手，对园博会的设计目标进行了总结

（表2）。

带着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困惑，我们利用本土

理论去寻找解题之路和设计对策。《关于本土》一

文中如此阐述：“本土的意思是立足土地，这土地

是很具体的建设场地，并不是泛指一个地域……本

土设计强调的是一种立场，一种思考创作的路径，

一种方法论，而不特指某类建筑……弗兰姆普敦的

‘批判的地域主义’有很广泛的影响和认同感，它

特指在地域文脉的传承上反对形式模仿，强调创新

和与时俱进，这无疑是正确的，与我所说的立足本

土的内涵是一致的……本土设计更容易理解。”

表2 园博会设计目标

需求主体 自然生态 历史文化 产业经济 以人为本 技术创新 未来发展

国家
弘扬生态

文明

传承中国历史文化

和营城理念

促进中国—东盟经贸

合作

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

活需求
促进技术进步 引领行业发展

城市
城市绿色

发展

彰显地域特色、历

史文脉传承

促进城市经济、促进

旅游、提升影响力
人居环境改善

智 能 化 建 设 、 装

配 式 建 筑 、 绿 色

环保材料

具 备 时 代 特 征 、

便 于 运 行 维 护 、

保护管理

居民
生态环境

修复
保留乡土记忆

带动片区建设、提升

房价

提供市政配套设施，

满 足 日 常 娱 乐 、 健

身、休闲等生活需求

智慧建筑 永续利用

游客
欣赏园林

植物
感受地域文化特色 -

不渴、不晒、不累、

有得玩、有得逛
- -

参展方 环境优美 体现身份认同 吸引更多游客 - 展示新技术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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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自然生态、地理环境、文化因素等条件的

制约，不同地区的建筑存在极为明显的地域差异，

这种差异或表现于建筑材质，或表现于建筑肌理与

风貌。也正是这种差异，让建筑拥有了人文色彩。

而所谓的本土设计，便是根植于建筑所处的建设场

地的设计手法。汲取本土营养、结合地域特色和建

构技术、选取恰当的地域符号和文脉标识，通过抽

象表达，转译为多元的创作元素，并避免夸张建筑

语汇。因此，南宁当代地域性建筑的创作应当根植

于南宁的人文环境，在满足建筑功能等物质层面需

求的同时，营造地域文化氛围和场所精神，体现南

宁的历史传统、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文化内涵，

满足人们在精神层面的追求，同时通过地域文化强

化建筑的地域性特征。

在此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对广西地域传统村落

进行调研，寻找并总结传统民居营建智慧，再运用

本土理论进行现代转译，因地制宜、因时就势。同

时借助现代高新科学与技术，遵循山水格局，构建

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脉络。

4 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调研

广西山地丘陵众多，山地毫无疑问是这座城市

的自然肌理，在达到土地利用最大化的同时，也展

现了丰富多彩的建构关系。此外，广西特殊的地形

条件和气候环境孕育、创造、并呈现出不同于其他

地区的独特空间组织形式，蕴含着建造者对当地自

然气候、地理环境、建造材料、宗族传统的思考。

传统村落及建筑是广西地域文化的典型载体，空间

是环境、聚落、建筑与人互生关系的基本，在传统

村落及建筑中抽象、显现、理清其宏观、中观和微

观的空间特征及其演变方式，是连接传统、现代和

未来聚落及建筑的关键。

因此，我们在设计之初对广西传统村落及民居

进行了详细的调研。广西全境有18多万个自然村，

尚保留传统村落600多个。面对如此庞大的优秀传

统村落，我们将调研范围缩小到南宁市所在的广西

西江流域，并通过文献资料搜集、卫星云图研究，

筛选出各类型中颇具代表性的10个村落进行实地调

研，包括南宁市三江坡、昭平县罗旭屯、黄姚镇、

钟山县龙道村、贺州市祉洞村、恭城县凤岩屯、富

川县秀水村、龙州县板梯村、白雪屯、隆林县平流

村（图4~7）。

为期16天的调研让我们领略了广西传统村落

及民居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在选址布局方面，秀水

村背山面水，村中有孤峰——秀峰山，山下地势平

坦，有水系流过；罗旭屯围绕山中盆地而建，盆地

内水系丰富，有水田、鱼塘，民居则散落布置于盆

地四周山坡上，像是在守护养育他们的这方土地；

平流村依山而建，民居逐级递上，呈组团式布局，

屋檐出挑深远，层层叠叠。在民居样式上，最为常

见的是就地取材的土砖木梁式建筑，也有青砖、黑

瓦、马头墙的徽派式建筑（如秀水村民居）、穿斗

干栏式建筑（如板梯村民居），甚至某些建筑将这

些式样融合，用青砖及石板将建筑架高，底层用来

蓄养家畜或作为杂物间使用，从而提升了建筑耐

火、耐水、防潮、防雨的性能（如龙道村民居）。

在感叹广西传统聚落及乡土民居丰富性的同

时，我们对该地区的建造技术也进行了系统梳

理，得出乡土聚落回应各气候因子的生态策略和

文化要素。

（1）风力高值区中的聚落，在选址上通过山

体（山地）和防风林（平地）控风引风；布局上聚

落为梳式结构，长边通风，短边防风；民居以三间

形制居多，基本为青砖、硬山顶，在山墙方向结构

紧密，具有防风特征；在纵墙方向墙面通透、开窗

较大，具有通风特征。

（2）降雨高值区中的聚落，在选址上利用山

地陡坡（山地）和石灰岩地表（平地）排水、防

水；布局上聚落为散点结构，山地聚落利用排水

沟、山沟、陡坡、堡坎等形成场地排水体系，快速

排水；平地聚落利用青石板街道及排水暗沟体系排

水、防水。

（3）日照高值区中的聚落，在选址上主要

利用山体（山地）、水系（平地）改善下垫面热

容。西江流域民居注重遮阳，主要有出檐和外廊

两种形式。民居朝向为偏东或偏西方向，避免南向

阳光直射。

在调研时我们也了解到，当地居民虽然热爱家

园、难离故土，却也对现代的生活方式有所诉求。

现代的城镇化进程和新的建造技术、材料正在冲击

着传统村落与乡土民居，希望我们这种面对面的交

流能提高传统村落与乡土民居在当地居民心中的份

量，慢慢树立起文化自信，感受到家乡建筑的独特

魅力。

6

54

7

3  南宁园博园鸟瞰图

4  龙道村

5  板梯村

6  平流村

7  秀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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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域特色的现代转译

5.1 现代转译

建筑设计通过提炼地域特征元素、挖掘历史

文脉，继而展现传统的民族文化精神，以此达到

继承和演绎广西地域建筑特色的目的，体现传统

和朴素相结合的农业智慧和生活智慧。园区建筑

各有主题，特色鲜明，突出“山地”“聚落”“桥

廊”“构架”“屋顶”和“材料”六大广西传统要

素，每个建筑针对其中的若干项结合自身功能和场

地条件，分别进行主题设计，实现整体建筑风貌和

而不同的意境（图8）。

（1）山地与聚落：园博园建筑设计以广西乡

土聚落回应日照、风力、降水等气候因子所产生的

生态策略和文化为设计依托，以本土设计理念为创

作思路，创造出生动、活泼的建筑空间与形式。

（2）桥廊：风雨桥是承载着侗族天人合一的

人居观和多神崇拜等观念的静态物。从其建造工艺

看，风雨桥是集桥、廊、亭于一身的建筑，集合了

侗族干栏民居和鼓楼的木构工艺，是侗族建筑艺术

的集大成者。风雨桥的结构设计颇为严谨，皆以木

凿榫衔接，再加上其独特的造型与外观，成为当地

极有代表性的建筑形式。东盟馆便是以此为原型展

开设计，流线型“木楼”轻巧的结构和通透的木质

格栅掩映出朦胧的薄膜帐篷，变幻的特色花卉展陈

影像，营造出一样的东南亚建筑风情，不一样的十

国特色展览。

（3）构架：在建筑结构设计过程中，对地震

荷载、风荷载、雪荷载、温度荷载等自然条件荷载

进行针对性识别与正确选用，能有效提升建筑结构

设计成果的经济合理化水平。园博园建筑工程设

计借鉴广西民居穿斗式木构架做法，塑造了整体性

强、用料少的建筑形式。

（4）屋顶：叠层的屋檐和起伏的山势相结

合，是最能代表广西民居的元素之一，这是文化的

痕迹，生活的记忆。游客服务中心连绵起伏的屋顶

覆盖着入园廊道，为大量排队检票的人群提供了遮

阳避雨的舒适等候场所；指状布局融入自然的服务

建筑，也为游览者提供了景观中游走的休闲场所。

（5）材料：选择当地本土材料，创造多样的

建筑表情及质感，不仅向游人展现了广西的色彩，

更使广西当地人民深感亲切，让建筑真正属于人

民、属于广西。同时，以现代视角挖掘地方传统材

料与营造经验，探索传统建构与多种结构体系结合

的可能，并将其合理应用在当代建筑设计的工程实

践中。

5.2 园林艺术馆

园林艺术馆位于游客中心南侧、体验馆东北侧，

是园区内体量最大的建筑物，建筑面积2.56万m2

（图9）。在建筑设计过程中，围绕地域传统聚落

及生活方式，对场地、聚落进行文化层面的解读和

分析，形成建筑间互动、建筑与自然间共生的关

系，构建现代绿色建筑的场域。运用蚁群算法，

将融入地形地貌的原生乡村聚落肌理进行转译。

利用软件对广西古村落路网结构进行模拟，找出

路网形成的深层次算法和参数选择，构建南宁园

博园路网，使其在算法层次上融入地域文化与村落

肌理。

项目在空间组织上适应地形地貌，汲取了传统

山地建筑贴山嵌入的理念，利用场地内原有两座小

山坡，将建筑一层能耗较大的大空间展厅嵌入山坡

中，一方面在外观上隐没了建筑庞大的体量，使其

融入园区自然景观；另一方面通过半覆土建筑的方

式，降低大空间展厅的能耗（图10）。

山地 聚落 桥廊

构架 屋顶 材料

一层主题展厅

二层园艺相关展厅

体验馆
二层：向自然过渡，馆园结合，以园艺相关展为主，

会时打开部分展厅。

屋盖：延续山形，融入环境

车库：巧用山坳空间。

底层：嵌入山体。以书画，根雕等主题展为主。

游客服务中心

浦兴大道沿街立面关系

停车库

多功能厅

山体

会时开敞院落

屋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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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西南地区聚落分布方式后，结合地域自

然气候条件，模拟地方传统村落空间布局，将园林

艺术馆原有的展览空间打散，形成小空间，最终形

成聚落化的展览空间布置（图11）。将串联展厅

的联系空间和公共休息空间设置在遮阳避雨的屋盖

下，结合下沉边庭、内街水井、景观圆筒、流线型

天幕等空间设计要素，形成气流廊道，共同营造馆

内微气候。场地中部切开山体，形成南北向的下沉

内街和分散、聚落化布局的展厅，配合顶部天幕一

起营造区域微气候，形成局部温差与气压差，实现

高效的自然通风与气流导引。低碳设计的目的是针

对建筑、结构及设备等对碳排放影响程度大的部分

进行节能优化设计，控制和减少公共建筑的生命周

期碳排放总量。

使用当地传统建筑材料，形成石笼、夯土、木

色格栅、毛石的外立面材料系统。园林艺术馆在结

构上依托西南民族地区“聚落”传统建筑特色，钢

筋混凝土地上结构采用分离式结构单体群组，有

效控制结构规则性。依托西南民族地区传统建筑

“构造”方式，采用树杈形钢结构支撑体系，降

低结构跨度，节约钢材。依托西南民族地区典型

“阶地”地貌特色，采用随地势起伏的连续型钢结

构屋盖体系，合理控制屋盖钢结构体型，降低结构

内力，有效控制结构材料用量，提升材料利用效率

及可循环利用比例，体现传统营建原理的现代转译

（图12）。最终园林艺术馆通过嵌入山体、织补大

堤、散落布局、过渡自然、整合环境的设计手法，

使设计与自然环境密切联系。

5.3 保护管理和后续利用

园博会作为展会告一段落，但园博精彩永不落

幕。园博园将作为综合性城市公园永久保留，继续

开门纳客，成为南宁市城市发展进程中永久的生态

财富。南宁市政府也建立了会后运营管理机构，提

高服务质量。他们利用展会遗留展园增加季节性观

赏花木，保持四季观赏效果，开发更多优质文化主

题活动，将民生福祉与生态环境有机结合，提升大

众文化品位和园林文化修养，让群众长久享受幸福

美好的生态环境。

6 结语

朴素的中国传统文化自然观是东方建筑师设计

的根，是创作的思想、态度、策略和方向。回到园

博园设计的基本逻辑，即尊重和善意地面对这片土

地上的一草一木、风土人情，寻求创作线索，运用

当地材料、适用技术和传统自然智慧，让建筑回归

自然。南宁园博园工程设计从传统聚落和民居中总

结归纳绿色生态营建的朴素智慧，以气候与空间、

技术与文化为纽带，将地域特色通过设计得到显

现。在设计方法上延续了本土理论，使园区建筑具

有现代精神和传统灵魂，是“天人合一”“道法自

然”“因地制宜”“因时就势”等中国传统思想的

充分体现。

* 注：本研究由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绿色建筑及建筑工业化重点

专 项“ 基 于 多 元 文 化 的 西 部 地 域 绿 色 建 筑 模 式 与 技 术 体 系”

（2017YFC0702400）之课题“西部典型地域特征绿色建筑工程

示范与设计工具”（2017YFC0702405）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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