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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都市圈自然公园中通过声乐公共艺术作品
彰显地域特色的研究

——以咸宁为例
张　莹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咸宁 437100）

摘要：本研究聚焦于武汉都市圈内自然公园中通过声乐公共艺术作品来彰显地域特色，特别以咸宁为研究案例，探讨了该形式在文

化展示与传播中的有效性。研究通过文献综述、实地调研、艺术作品设计与实践，以及效果评估，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解释了声乐公

共艺术如何传递地方文化特质。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声乐公共艺术作品，不仅能够提升自然公园的文化氛围，还能增强游客的文化认同

感与参与度，为武汉都市圈内其他城市的公共文化建设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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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实现跨越式升级。随着全球化和城市

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各地城市面临着如何在现代化发展的同时保留

并展示其独特的地域文化的问题武汉都市圈作为中国中部地区的

重要经济文化中心不仅在经济发展方面表现突出在文化建设上也

面临着如何彰显地域特色的挑战咸宁市作为武汉都市圈的一部分

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自然公园作为城市中的重

要绿色空间不仅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更是展示和传递城市文化

的重要平台通过在自然公园中引入声乐公共艺术作品可以有效彰

显咸宁的地域特色增强市民的文化认同感提升城市的文化品质因

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如何通过声乐公共艺术作品展示咸宁的地域特

色并为其他城市的自然公园文化建设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武汉都市圈自然公园文化发展的现状与挑战

（一）武汉都市圈自然公园文化发展的现状

1. 文化与生态的平衡发展

武汉都市圈作为中国中部地区的重要文化经济中心，近年来

在城市化进程中一直注重文化建设与自然资源保护的平衡发展。

自然公园作为城市绿色空间的一部分，不仅是生态保护的重要区

域，也是文化展示的关键平台。武汉都市圈内的自然公园通过各

种形式的文化展示和艺术创作，试图将城市的文化底蕴与自然景

观相融合，以丰富市民的休闲体验。

2. 文化设施与艺术作品的应用

随着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武汉都市圈内的自然公园中逐渐

增加了各类文化设施和艺术作品，这些作品包括雕塑、壁画、戏

曲舞台等，旨在为游客提供文化熏陶和艺术享受。然而，这些文

化设施和艺术作品多以静态展示为主，缺乏与游客的互动，且在

内容上较为同质化，未能深入挖掘和展示本地独特的文化元素。

3. 地域文化特色的缺失

在全球化背景下，武汉都市圈的自然公园面临着如何凸显地

域文化特色的挑战。尽管这些公园在文化展示方面投入了大量资

源，但由于缺乏对本地文化的深度挖掘和展示，许多公园的文化

内容显得雷同，难以吸引游客的长久关注。例如，许多公园中展

示的艺术作品和文化内容偏向全国统一的文化符号，缺少能够代

表武汉都市圈独特文化的元素，导致文化展示的效果大打折扣。

（二）咸宁市自然公园面临的挑战

1. 传统文化展示形式的局限性

咸宁市作为武汉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丰富的自然资

源和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而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优势。然而，在

实际发展中，咸宁的自然公园在文化展示方面面临着传统展示形

式的局限性。传统的文化展示形式，如雕塑、碑刻和标志性建筑，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地方文化，但由于这些形式大多为静态

且缺乏互动性，未能充分调动游客的参与热情和文化认同感。

2. 缺乏创新与互动性

咸宁市的自然公园在文化展示内容和形式上普遍缺乏创新。

例如，许多公园内的文化展示内容长期未进行更新，导致其吸引

力逐渐下降。游客在公园内难以体验到能够激发他们兴趣和好奇

心的文化活动或艺术作品。此外，现有的展示形式过于单调，缺

少与游客的互动，未能有效引导游客参与文化活动，导致文化展

示的影响力有限。

3. 地域特色不突出

尽管咸宁拥有丰富的地方文化资源，但在自然公园的文化展

示中，这些特色未能得到充分体现。许多公园的展示内容未能有

效结合咸宁的地方民俗、历史传说和自然景观，导致文化展示缺

乏地方特色。例如，在一些公园中，展示的内容往往与其他地区

的公园雷同，未能充分展示咸宁特有的文化风貌和历史底蕴，无

法形成鲜明的文化记忆点。

二、声乐公共艺术在地域文化传承中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一）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声乐公共艺术与地域文化展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

何通过公共艺术提升城市文化形象和增强市民归属感。例如，钟

艺洁（2021）在《交互性景观设计理念在城市失落空间中的应用

研究》中，详细分析了声乐艺术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指

出声乐艺术是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翁剑青（2022）在《公

共艺术的观念与取向——城市声乐公共艺术的创新与实践》中，

探讨了如何在城市建设中融入声乐公共艺术，以彰显城市的地域

特色。这些研究为本课题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在声乐公共艺术作品的地域特色研究方面更为成熟。

Mike Featherstone（2021）在其著作中深入探讨了声乐公共艺术在

塑造城市文化形象中的作用，并提出了通过声乐公共艺术作品传

承和弘扬地域特色的具体策略。Lewis Mumford（2021）从多个角

度分析了地域特色与声乐公共艺术的融合方式，为声乐公共艺术

作品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这些研究不仅揭示了声乐公共艺

术在文化展示中的重要性，也为本研究在咸宁的实践提供了启示。

（三）研究现状的分析与总结

尽管已有大量研究对声乐公共艺术的文化功能进行了探讨，

但如何将这一艺术形式更好地融入自然公园，并与地方文化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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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仍然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本研究通过结合咸宁的地

方文化特点，对武汉都市圈内自然公园的声乐公共艺术展示进行

了探索，以期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

三、武汉都市圈自然公园中声乐公共艺术作品的实地调研与

案例分析

（一）调研概况

为了深入了解武汉都市圈内自然公园中声乐公共艺术作品的

现状和发展潜力，本研究团队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调研，特别是对

咸宁的多个自然公园进行了重点考察。调研的主要对象包括潜山

国家森林公园、陆水湖国家湿地公园、九宫山风景区和咸宁温泉

谷生态公园。通过对这些公园的走访和分析，团队深入了解了现

有文化展示的形式和效果，并收集了大量关于游客文化体验和认

同感的反馈意见。

（二）调研的主要对象

1. 潜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文化展示现状与建议 

潜山国家森林公园是咸宁市内最具代表性的自然公园之一。团

队在这里详细考察了公园现有的景观设计和文化展示设施，特别是

公园内的露天剧场。这一剧场目前主要用于地方戏曲和民歌的演出，

虽然能够展示一定的地方文化，但其内容单一、互动性不足，难以

吸引大量游客。团队在调研中还发现，该剧场的使用频率较低，文

化展示的效果未能达到预期。基于这些调研结果，团队提出了在潜

山国家森林公园内设立“咸宁民歌角”的建议，通过定期举办地方

民歌演唱会，提升公园的文化氛围和游客的参与度。

2. 陆水湖国家湿地公园的声乐艺术与水景结合分析

陆水湖国家湿地公园以其独特的湿地生态系统和丰富的水资

源景观而著名。团队在这里的调研重点是水上表演设施与声乐艺

术的结合。现有的音乐喷泉设施主要播放流行音乐，与地方文化

联系不大，难以体现咸宁的地域特色。基于调研结果，团队建议

在现有音乐喷泉的基础上，融入咸宁地方民歌的旋律，并结合水

幕投影展示咸宁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故事。这种新的文化展示形式，

不仅丰富了公园的文化内容，也增强了游客的文化体验和认同感。

3. 九宫山风景区的历史文化展示与声乐艺术结合

九宫山风景区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悠久的历史文化背景成

为调研的另一个重点。团队发现，该景区的文化展示多以自然解

说为主，缺乏与地方文化的互动，难以有效展示九宫山的独特文化。

通过与当地文化专家和艺术家的访谈，团队了解到九宫山地区拥

有丰富的民间传说和独特的地方戏曲资源，这为声乐公共艺术的

展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基于这些调研结果，团队建议在九

宫山风景区内开辟一条“文化走廊”，通过声乐装置讲述九宫山

的历史传说，并结合地方戏曲的表演形式，打造一个富有文化内

涵的旅游体验。

4. 咸宁温泉谷生态公园的温泉文化与声乐公共艺术结合策略

咸宁温泉谷生态公园因其丰富的温泉资源和独特的生态环境

吸引了大量游客。然而，在调研中，团队发现，公园内的音乐设

施与温泉文化的结合不够紧密，未能充分展示咸宁的温泉文化特

色。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团队建议在温泉区内设置与温泉文化相

关的声乐公共艺术作品。例如，可以利用温泉水声作为背景音，

结合当地温泉民俗故事创作声乐作品，通过声音和视觉的结合，

提升游客的文化体验和认同感。

四、基于声乐公共艺术的地域文化传递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一）构建“声乐公共艺术地域特征传递模型”的理论基础

通过对声乐公共艺术与地域文化的深入研究，团队提出了“声

乐公共艺术地域特征传递模型”。该模型解释了声乐公共艺术作

品如何通过旋律、歌词和表演形式有效地传递地方文化特质。特

别是在咸宁，声乐公共艺术作品以其独特的地方民歌和戏曲为载

体，深刻展现了该地区的文化内涵。模型的构建过程不仅基于理

论研究，还结合了实地调研的具体案例分析，确保了模型的实际

应用价值。

（二）模型的实践应用与效果分析 

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团队在咸宁的多个自然公园内进

行了实践应用。具体实施包括在潜山公园设立“咸宁民歌角”、

在陆水湖公园设计并安装“音乐与水的对话”喷泉表演、在九宫

山风景区打造“文化走廊”以及在温泉谷生态公园设置与温泉文

化相关的声乐公共艺术作品。实践结果表明，这些声乐公共艺术

作品不仅丰富了自然公园的文化氛围，还增强了游客的文化体验

和认同感。游客对这些作品的反馈普遍积极，尤其是在互动性和

文化深度方面，得到了广泛认可。

（三）模型在其他城市自然公园中的推广应用前景

基于咸宁的成功经验，团队制定了“武汉都市圈自然公园公

共艺术提升方案”，并探讨了将这一模型推广应用到武汉都市圈

其他城市自然公园的可行性。方案包括如何选取具有地域代表性

的艺术元素、如何将这些元素融入公共艺术作品中，以及如何通

过艺术作品增强市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通过将这一模型应

用到其他城市的自然公园，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提升城市文化品质，

增强地域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本研究通过对武汉都市圈自然公园中声乐公共艺术作品的实

地调研与理论分析，成功提出并应用了“声乐公共艺术地域特征

传递模型”，展示了声乐公共艺术在提升地域文化展示与游客文

化体验中的巨大潜力。研究表明，通过将地方民歌、戏曲等传统

文化元素巧妙地融入公共艺术作品，不仅能够丰富自然公园的文

化内涵，还能显著增强游客的文化认同感展望未来，我们希望在

更多城市的自然公园中推广这一模型，并继续探索多样化的文化

元素和创新的艺术形式，以丰富和提升声乐公共艺术的表现力。

此外，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将声乐公共艺术与数字媒体技

术相结合，创造更加沉浸式和互动式的文化体验，为现代城市的

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我们期待这项研究能够为推动武汉都市

圈及其他地区的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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