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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景观旅游开发规划实务/旅游理论》

前言

　　前言　　从广义来说，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泛指一
般知识。水文化，实质上是关于水的一种理念，一种信仰，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表现形式。　　水是
人生活中接触最多、应用最广、须臾不能离开的物质，所以人们对水的感触最多。久旱逢甘霖、春雨
贵如油，表达的是人们对水的渴望；洪水猛兽、水患无情，表达的是人们对水的憎恶；相濡以沫、鱼
水深情，说的是感情至深；覆水难收、落花流水，则表现出几多无奈。　　水是有形的，因她无处不
在；　　水是无形的，变化万千不可捉摸；　　水是刚毅的，因可水滴石穿；　　水是温柔的，恰如
中国古代之贤妻良母；　　水是纯洁的，既可以水为净，也应以水为镜，以水为鉴；　　水是浪漫的
，载着童子、诗人、画家云游梦幻天国。　　水是生命的源泉，孕育所有生机，包括人类，而且构成
人身之主体；　　水博大精深，既用宽阔温暖的胸膛包容人间万象，又用豪迈奔放的气概荡涤世间污
浊。　　辞海里关于水的词条，仅首字为水者即达400多个；　中国文学、历史书籍中，关于水、涉及
到水的成语、俚语、俗语数不胜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确实构成一种文化现象。　 广义水文化
：水科学+水文学+水艺术　　狭义水文化：水文学+水艺术：成语、俗语、典故、传说、音乐、美术
、电影、电视⋯⋯　　水文化隐含了河流文化、湖泊文化、海洋文化、泉文化、桥文化、船文化等，
如序图所示，可以进一步引申为酒文化、茶文化、汤文化、粥文化、龙文化等。正如我们生息的这颗
蓝色星球上的水体一样，水文化亦可谓博大精深。　　本书从不同侧面阐述了水文化内涵和表现，探
讨了水体景观旅游开发设计方法，结合实践研究了河流、湖泊、海滨、海岛旅游开发规划问题。本项
研究过程中得到了大连市长兴岛开发区管委会、李官镇政府、辽宁省鞍山市政府、湖北省黄冈市黄州
区政府、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源研究所、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出版社等单位的支持与帮助。本书也
是北京师范大学旅游规划研究中心集体研究成果，宋金平、张文新等老师，武聪颖、殷萍、李莉、马
丽、田杰杜瑜、王欣、荀怡等研究生参加了野外调研。各章节除注明外，均由我本人主笔。撰稿过程
中，参阅和引用了前人的很多成果，特此说明和致谢。　　吴殿廷　　2003年5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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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景观旅游开发规划实务/旅游理论》

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多年教学和科研实践基础上撰写的、关于水体景观旅游开发的专门著作。全书分三大部分：
水文化的一般研究，侧重于理论探讨，包括水与人生、水与爱情、水与人才等；水体景观及其开发设
计，包括水的景观吸引功能和特点，静态水，动态水的景观设计、水体装饰和水旁绿化等；第三部分
是关于水体景观旅游开发规划的实践，结合具体案例分别探讨了湖泊旅游开发规划、河川旅游项目策
划、海滨和海岛旅游  开发规划、水域旅游度假区开发规划等。   作为学术专著，本书以实例案例为主
，因而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但又不局限于案例，对水文化的内涵和表现方式、水体的景观价值及其开
发设计也作了系统的、比较深入的探讨，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般方法与具体做法融合，既
有比较深入的探讨，也有简单实用的方法、做法的阐述。适合于旅游管理、园林规划设计人员阅读，
也可作为大专院校旅游、规划等专业的教师、学生相关课程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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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第四节  风水现代化及其旅游开发意义    传统风水研究在二十世纪后半期逐渐被学者所认识，开始
对其内涵和操作途径进行具体分析。风水现代化成为学者、甚至部分术士努力的研究方向。作为空间
组织学的风水研究，形法要领可作新解，理法和日法是风水动态研究方向。风水从个例定点转向区域
风水研究可以更有实践意义。风水的内涵分析必须以易经为根据，以象数法进行类推论证。区域旅游
开发，不论导游说明，还是景点规划，若能注意与风水结合，可以更有旅游吸引力，甚至提高相应建
筑的物业价值。  一、科学与术学  学者重视发现规律的科学，科学强调逻辑思维，实证规范化是其研
究途径，强调发现的可重复性。“一个原因产生一个结果”的机械因果律深入学者的人心，尽管概率
因果关系已被科学哲学所承认，但一般的学者对此认识不深。    与科学相反，传统的“术数”研究可
称之为“术学”，术士研究术学，走象数灵感化的途径，强调象数思维。术数预测是一种概率预测，
视术士的水平而有不同的概率准确度，某些术士以邵康节再世自居，自称百分之百的绝对准确，并不
符合“术数”预测的历史发展。    科学与术学是否有共通之处，卡普拉[美]的《物理学之道》一书(中
文摘译本为《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阐述了这方面的共通之处。科学必须看到，术士的预测概
率常不低于学者的预测概率，并承认其研究的相应地位；术学也必须从象数灵感化提高一步，阐述其
与科学共通的实证规范化，这是术学研究现代化的正确途径，也是学者研究术学的途径。    近十多年
来，陈传康因从事区域旅游开发研究，为了开发具有传统术数历史的众多胜迹，接触了易经的象数思
维和传统风水观念。文化素材要转变为旅游产品必须进行旅游吸引力分析，与传统文化有关的术数历
史，早巳根植于中国社会，成为人们广为乐见的习俗，若将其与风光胜迹相结合，可以大大提高该胜
迹的旅游开发价值。    传统风水理论形成于农业社会，在工业社会因其不符合机械因果论，曾经被斥
为迷信，为学者所不齿，但在海内外华人社会却一直很流行，经商、置产、卜葬等几乎都离不开风水
。这种长期被视为迷信的“风水”观念重新流行海内外，其主要原因是众多华人华裔发财致富，提高
了其在当地社会的地位，逐渐成为当地社会的上层，“财大气粗”。过去电影多谈洋人收华人为养子
，现在则谈华裔巨商收洋人为养子。由此可见，世界华人华裔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观念变化，华裔
行善于洋人，风水之说也为洋人所信，甚至洛杉矶的西来寺和宗教游艇也收了不少洋和尚和洋教徒。
与此同时，马褂长袍、西瓜帽和辫子这类被洋人视为落后象征的中国传统服饰，也作为奇装异服在西
方广为流行。    二、风水现代化    风水观念重新流行，传统的天人感应“福荫”观念是其存在的最主
要依据，风水观念现代化力图摆脱这种福荫观念，因而把风水视为一门关于“环境选择”的学问，是
关于阳宅佳居和阴宅卜葬的环境生态学。    实际上，除了环境选择外，风水还要求“拆成”。也就是
根据环境情况怎样更好地组织空间，并有所布置，因而把风水视为“空间组织学”更为合适。    阳宅
首先强调按气候(包括建筑气候)，甚至整个地理环境(景观特征)的要求去构建有利于人们生活和生产
的室内外景观生态，若再考虑心理要求。因而还应包括室内外的合理景观心理组织。    阴宅卜葬也要
求有一个山明水秀、排水良好、不发生剥蚀或堆积的稳定环境，若还有四神砂结构的开口小盆地相配
，自成一定形势结合，则更能提高墓地对扫墓者的崇敬感，因而也是一种景观生态和景观心理结合的
空间组织。    风水的天人感应福荫观念是从形法定点过渡到理法定向，日法定时的“目标”，现今在
港澳台更为流行。阳宅和阴宅充分考虑这两方面的术数要求加以布置，常能获得更合适的环境生态和
环境心理组织，以及“时运”流行周期的预测，或许原先总结出这种定向定时的方法便是从景观生态
和心理的象数关系总结出来的；另一方面考虑这两方面更能吸引港澳台投资，甚至高物业产值，当属
何乐而不为的事，斥之为“迷信”，是不适应市场观念的“陈旧”认识。水体装饰和水旁绿化第一节 
水体装饰    园林理水的艺术手法，除了以上形色声光之外，小品的安置与设计也十分重要，它能起到
画龙点睛的作用，这些装饰手法，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一、叠石    “水随山转，山因水活”这是园
林理水的基本概念，在山与水构成的总体效果中，在无山的地形环境中，堆山叠石就成为园林理水的
重要环节了。    水边的叠石可以形成石洞、石矶和石岸等等。即使在较小的园林中，于池岸旁突出一
块石头于水边，既可护岸，又可观赏。    如果以自然的叠石与人工砌驳岸相结合，则岸边景观更为丰
富活泼，而在水中叠石，就是一种水体的装饰了。澳门的芦帘若花园水池中的立石，置于水池一侧，
鸭群游于其旁，与石矶、石桥构成水池主景，十分幽静雅致。    山东的阙里宾舍方形池中设置了一个
古式的造型立柱，表现出庭院的古朴、典雅的气氛。    水中叠石，首在石材的选择。石本身的形、色
、质地及大小要与所在水面的性质、比例相协调，如果水池环境是静雅的，则宜选用湖石，以其漏透
瘦皱的形、色、质加强这种雅致的情调。如果湖面很大，又处于游人众多的环境中，则宜选用黄石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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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塑石，以其旷、壮、昂、防增加其开阔、舒展的气氛。其次是石的位置，一般最忌居于中心，以
避免将水池等分，宜稍偏于一侧，既可开拓景深，也便于游人欣赏角度的选择。    二、水边建筑及小
品的设置    在中国传统园林中，建筑物如亭、廊等多环绕水池而建，形成如水榭、不系舟、陆水平台
、水廊等，这些临水建筑物可以产生优美的倒影，扩大了园林的欣赏面积，丰富了园林的造型艺术。
一般地说，以水面高度接近建筑为上，如江苏吴江市的退思园，名曰贴水园，似乎建筑物浮漂于水面
，看起来显得平远、闲适、静雅；但也有建筑物离水面很高，将柱的基础也露出于水面，则又是另一
种情趣了。    至于跨水而过的桥或桥亭，则更是影响到水景的重要景物，如小溪中的小桥，表现出一
种乡野的情趣，而九曲桥是委婉曲折、姿态婀娜，表现出官宦私家园林的华贵气氛，前者处于寻寻觅
觅的隐蔽处，后者位于落落大方的水面成为主景，可以在桥上停歇、赏景、观游鱼。至于桥亭之设，
如拙政园的小飞虹以及避暑山庄的水心榭，前者偏于水池一角，后者居水之中，其景观情趣迥然不同
，但都是桥与园林水面相配的成功实例，或作点缀，或为主景，都由设计者及园林水面的环境条件而
定。    寺观园林中放生池中的桥，一般是在规则式放生池中心横跨而过，比较严整，则又是另一种风
格了。    三、雕像设置    早在我国秦代的兰池中已有“石鲸鱼”雕塑的设置，据记载，石鲸鱼长达二
百丈，堪称水中雕塑之最。汉代长安城西南的昆明湖中的石鲸鱼体量虽小些，亦有三丈，“每至雷雨
，常鸣吼，霞尾皆动”，可见制作的精细，能利用天候产生动感。这时并已能引人河水，制造铜龙吐
水的雕塑，是为水与雕塑结合，成为中国园林动态水景之始。此外，在昆明池中的东、西两端，立二
石人，仿如牛郎织女，以象征天河，可见当时的水中雕塑已具一流艺术水平。    不同性质的水体环境
，应设置与之相适应的雕塑。如在荷塘中设置“荷花仙子”；在以月为主题的月坛蟾宫水池中设置“
嫦娥奔月”雕像；在体现云南傣族风光的广州勤苑水池中设置傣族少女雕像；流花湖公园内浮丘的小
水池中放置小孩泼水的雕像⋯⋯这些雕像的造型及风格大都能符合所在环境的性质及内容，或作主景
，或为点缀，以达到采莲、赏月、舞蹈、嬉戏的艺术效果。有的在水中设一壁画墙体，既分隔了水面
，又装饰了水面。    以上所述都是静态的雕塑，还有一种是动态的、不固定于一处，而是随风漂浮于
水面的雕塑，如某酒店前庭圆形水池中的雕塑，共3只鹅，其中两只塑料制的鹅可随风漂游于水，另
一只则为石质鹅，固定于一处，以两只动态的鹅，随风变动位置与另一只不变动位置的鹅，从不同的
视觉角度看，产生3鹅不定位游水的错觉，从而丰富了水景的动态与变化，这在那些仅供观赏的小水
面中也是较为可取的一种水体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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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从广义来说，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泛指一般知识。
水文化，实质上是关于水的一种理念，一种信仰，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表现形式。    水是人生活中接
触最多、应用最广、须臾不能离开的物质，所以人们对水的感触最多。久旱逢甘霖、春雨贵如油，表
达的是人们对水的渴望；洪水猛兽、水患无情，表达的是人们对水的憎恶；相濡以沫、鱼水深情，说
的是感情至深；覆水难收、落花流水，则表现出几多无奈。    水是有形的，因她无处不在；    水是无
形的，变化万千不可捉摸；    水是刚毅的，因可水滴石穿；    水是温柔的，恰如中国古代之贤妻良母
；    水是纯洁的，既可以水为净，也应以水为镜，以水为鉴；    水是浪漫的，载着童子、诗人、画家
云游梦幻天国。    水是生命的源泉，孕育所有生机，包括人类，而且构成人身之主体；    水博大精深
，既用宽阔温暖的胸膛包容人间万象，又用豪迈奔放的气概荡涤世间污浊。    辞海里关于水的词条，
仅首字为水者即达400多个；  中国文学、历史书籍中，关于水、涉及到水的成语、俚语、俗语数不胜
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确实构成一种文化现象。       广义水文化：水科学+水文学+水艺术    狭
义水文化：水文学+水艺术：成语、俗语、典故、传说、音乐、美术、电影、电视⋯⋯    水文化隐含
了河流文化、湖泊文化、海洋文化、泉文化、桥文化、船文化等，如序图所示，可以进一步引申为酒
文化、茶文化、汤文化、粥文化、龙文化等。正如我们生息的这颗蓝色星球上的水体一样，水文化亦
可谓博大精深。    本书从不同侧面阐述了水文化内涵和表现，探讨了水体景观旅游开发设计方法，结
合实践研究了河流、湖泊、海滨、海岛旅游开发规划问题。本项研究过程中得到了大连市长兴岛开发
区管委会、李官镇政府、辽宁省鞍山市政府、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政府、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源研究
所、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出版社等单位的支持与帮助。本书也是北京师范大学旅游规划研究中心集
体研究成果，宋金平、张文新等老师，武聪颖、殷萍、李莉、马丽、田杰杜瑜、王欣、荀怡等研究生
参加了野外调研。各章节除注明外，均由我本人主笔。撰稿过程中，参阅和引用了前人的很多成果，
特此说明和致谢。    吴殿廷    2003年5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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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专业类书籍，看着还不错，里面很多观点对于我很有启发
2、在此购买的图书都很满意，包括贵方的服务很周到，非常感谢！以后希望能否多一些旅游规划、
旅游度假区、旅游景区等有关旅游规划方面的书籍，特别是国外规划案例之类的书籍，谢谢！
3、用来增加点理论知识 为写论文做准备
4、做水利方面的规划可以作为参考资料
5、正版，专业，折扣，给力。专业的知识性强，覆盖面广，一般书店都很难看到这么全的专业书籍
，有的话也是很少折扣的。活到老学到老的时代中，这些专业书籍是我们园林人宝贵的资源。
6、里面理论的知识多一些。案例少！其实看规划主要看案例，理论的东西不实用
7、以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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