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艺术生考察报告的(精选5篇)
报告在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出建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掌握报告的写作技巧和方法对于个人和组织来说都是至关重
要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仅供参考，大家
一起来看看吧。

艺术生考察报告的篇一

一、实习地点：

1、北京

2、安徽(黟县)

3、浙江(乌镇)

二、实习时间：

20xx年06月16日――20xx年06月25日

三、实习内容：

1、课程实习总结报告；

2、考察展示设计。

四、艺术考察的意义和目的：

通过本次艺术考察，让我开阔了眼界，挖掘了创作潜力，加
深了对本专业的认识。同时，为更好地了解当今社会的发展
趋势，认识当今最为前沿的设计潮流提供了一次绝佳的机会！
这也进一步激发了我对艺术追求的热情！让我更加热爱艺术，
在艺术中享受人生。



五、艺术考察的过程与体会

(一)20xx年06月18日――天安门、故宫、首都博物馆、王府
井

1.天安门、故宫：

实习的第一个目的地便是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我们首
先来到了这座城市中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地方――天安门和
故宫。在建筑布置上，它们都用形体变化、高低起伏的手法，
组合成一个整体，同时达到左右均衡和形体变化的艺术效果。
通过它们，可以看出，中国建筑的屋顶形式是丰富多彩的。
天安门的造型威严庄重、气势宏大，是中国古代城门中最杰
出的代表作。高大红漆巨柱、色彩斑斓与雕刻图案结合使其
独具特色！故宫建筑屋顶满铺各色琉璃瓦件，主要色彩为红
色、黄色，这是中国古建筑的一大特色！而蓝色、紫色、黑
色、翠色以及孔雀绿、宝石蓝等五色缤纷的琉璃，多用在花
园或琉璃壁上。一言以蔽之，天安门、故宫可谓是中国古代
建筑艺术的精华。

2.王府井：

的玻璃门，它更彻底地欢迎着来往目光的注意，少了很多神
秘感，多了人人可视、可观、可享的亲切世俗感。我想这应
该是其成为最繁华小吃街的原因之一吧！

(二)20xx年06月19日――长城、明皇宫、中国美术馆、鸟巢、
水立方

1.长城：

回忆起长城，我不知道要用怎么样的形容词表达，此刻的激
动还未退去！工程之大，古无其匹，为世界独一之奇观。墙
身是城墙的主要部分，凡是山岗陡峭的地方构筑的比较低，



平坦和紧要的地方构筑得比较高。历史文化内涵之丰富，的
确是世界其他古代工程所难以相媲美的。中国伟大的民主革
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曾感慨：“中国最有名之工程者，万里长
城也。”

2.中国美术馆：

在美术馆中感想颇深的要数皮影戏。皮影戏是通过皮影来演
绎民间戏剧，它以在灯光照射下用兽皮刻制的人物隔亮布演
戏而得名，是我国民间广为流传的傀儡戏之一。皮影戏虽然
看似拙朴，但拙中寓巧，蕴含着劳动人民丰富的想象力和奇
巧的艺术创造力。不仅手上功夫绝妙高超，嘴上还要说、念、
打、唱，脚下还要制动锣鼓。这样的表演方式及传播渠道显
然无法让皮影戏走入城市，乃至走向世界。而相比之下，我
认为数字化的皮影动画能克服上述种种的局限性。它不仅真
实地再现了皮影戏的原理，制作也相当的方便，可以根据观
众的需要随意的进行修改，可以在动画中应用制作电影所采
用的各种长镜、短镜以及蒙太奇手法，可以用皮影戏的方法
来演绎现代的故事。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现代网络的
技术，让皮影戏(而不仅仅是皮影本身)在世界各地流传，被
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这一切都不需要制作者有多少雕刻、
表演手艺，只需要有足够的热情，足够的创意即可。我也相
信这样的表现手法能够赋予传统皮影戏新的生命及活力。

3.鸟巢、水立方：

如果说北京天安门、故宫和长城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精华的
话，那么鸟巢、水立方则是现代艺术建筑的标志！走近周围，
体会到的是科技的发展，感受到的是一种强烈的震撼。独特
的结构设计思想使它有了别具一格的视觉效果！

(三)20xx年06月20日――798艺术社区

原有的工业厂房被重新定义、设计和改造，带来了对建筑和



生活方式的全新诠释，本身成为新的建筑艺术品。在历史文
脉与发展范式之间、实用与审美之间，都与厂区的旧有建筑
展保持了完美的对话。

“798艺术区”所形成的具有国际化色彩的“soho式艺术区”
和“loft生活方式”，已经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是最具
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区。在这里，当代艺术、建筑空间、文化
产业与历史文脉及城市生活环境的有机结合。其中就包括丰
富多彩的动画衍生品，这让我更深层次认识到动画衍生品在
市场上的分量。标示出当代个人生活与社会经济形态之间新
的可能性。也促使“798”演化为一个极具活力的中国当代文
化与生活的崭新模式，对各类专业人士及普通公众产生了前
所未有的强大吸引力，并在城市文化和生存空间的观念方面
产生了前瞻性影响。

“798艺术区”意味着先锋与传统共存，实验与责任并重，精
神与经济互动，精英与大众的相生。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
现象，为当代中国都市发展、生产和消费模式带来了深刻启
示。

(四)20xx年06月23日――杭州乌镇

具有典型江南水乡特征的乌镇，抛弃了繁华都市的喧嚣，完
整地保存着原有晚清和民国时期水乡古镇的风貌和格局。以
河成街，街桥相连，依河筑屋，水镇一体，组织起水阁、桥
梁、石板巷、茅盾故居等独具江南韵味的建筑因素，体现了
中国古典民居“以河为美”的人文思想，以其自然环境和人
文环境和谐相处的整体美，呈现江南水乡古镇的空间魅力。

传承千年的历史文化；淳朴秀美的水乡风景；风味独特的美
食佳肴；缤纷多彩的民俗节日；深厚的人文积淀和亘古不变
的生活方式使乌镇成为了东方古老文明的活化石。智慧的传
承伴随脉脉书香，在这儿展现一幅迷人的历史画卷。这是一
种与生俱来的美丽，让我为之感动、为之倾倒！



六、艺术考察的收获

这么一路走来，使我触动很深，收获很大！

我们清楚，当今城市与城市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的
竞争，而文化竞争的背后是其历史底蕴和由历史塑造而成的
独特人文精神之间的竞争。失去城市精神和独特个性，城市
就没有灵魂和活力，在日趋激烈的城市竞争中，就难有一席
之地。所以，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发展、不可重复的人文遗
迹和历史典故的永续承传，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话题。
在当今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保护各种独具特色的文化建筑
与创建城市艺术氛围并举，正是构成城市个性和城市精神最
为重要、最无可替代的要素。对艺术的体验，其实就是一种
经历。这就是为什么艺术的存在就如同我们的存在一般，艺
术的价值将永存于艺术本身的创作之中。

第一次发现原来艺术它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像是空气弥漫空中
一样。我想这就是他的使命吧！这使我追求艺术的脚步更加
肯定！

艺术生考察报告的篇二

这一次艺术考察收获丰富，一方面加深了对古建筑的感性认
识，积累了传统的建筑知识，地理知识、风水学知识、规划
知识、古代环保知识及各种其它人文知识，了解了中国先贤
的智慧与能巧;另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资料和图片，为艺术创
作与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收集了良好的素材。以下是结合本专
业，对那些本人认为较有代表性的人文景观或自然景观作一
些描述。

婺源是江西东北部一个历史悠久的xx县，被旅游书籍冠
以“中国最美丽的乡村”。与浙江、安徽为邻，有着丰富的
人文和自然风光。她是南宋理学家朱熹的故里，也是中国铁



路之父詹天佑的家乡。这里文风鼎盛，古迹遍布，尤以明清
古建筑为代表，而自然风光更是如诗如画：田园、小溪、古
木、翠竹环绕村落，飞瀑、驿道、路亭、拱桥散布乡野……
婺源不仅有江南层峦叠翠的山林，碧绿绸绢般的小河，还有
蜿蜒的石板路连着一个个依山傍水的村落，更为突出的是这
里的徽派建筑，其风格体现在“粉墙黛瓦”，即雪白的墙身，
青黑色的瓦，屋顶是刻着各式图案的飞檐翘角，直指苍穹，
在蓝天绿树映衬下分外瞩目。婺源古民居既具有浓郁的徽州
特色，又不乏匠心别具的独特格局。婺源的油菜花跟古朴的
徽派建筑相结合，是其他油菜花开的地方不能比的。他们相
互融合，构成了一副最美，最和谐的图画。行驶在婺源的林
间小路上，仿佛就是在山水画中走。

赣中古建筑的每栋建筑都有明显突出徽派风格的风火山墙、
高耸的垂脊和起翘，还有家具、木椅的设计风格，都是精雕
细刻的经典之作。在婺源沱川古村落间行走，感觉最突出的
一点，就是民居布局非常讲究与山、水、林木等自然环境的
和谐结合，文化品位很高。背靠郁郁葱葱的山林，一股清澈
的山溪曲曲弯弯绕过幢幢明清古宅，穿过小桥和村中心后流
向村外，一道道翻水坝形成的小瀑布激起哗哗的水声。在村
边遇到一帮正在写生的美术院校师生，他们迷恋于这儿古代
人文建筑与自然生态的和谐融合：穿村而过的溪流、村边小
山岭上的古道、苍翠的古樟和松林、茶园农田、一排排的青
石古溪埠、明清古宅群错落有致，简直就是一个大型生态园
林，尤其从山岗上望下去，几乎每个角度都能入画。

在学校，我们大都在室内画着静物。这次写生，增长了我们
的见识，让我们走出了课堂，融入了自然，使我们的心灵放
飞在山水，老屋，人间。我们懂得了光线与构图的关系，明
白了建筑与文化的“血源”。在写生中，我们更深切地体味
到：美无处不在，关键是要善于发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美
丽的风景，还有感受到了那淳朴的乡村乡情，在考察中同学
之间的互帮互助的那份友谊，老师在我们画画和生活上的帮
助，这一切将永远珍藏于心。



学校给了我们这次“江西婺源写生之旅”的机会，让我们来
到这么优美的地方写生，拓展了我们的视野，深化了我们对
艺术深层次的了解，让我们真切的体会到了自然与人文之美，
传统与现代的完美契合，感叹艺术的殿堂原来如此美妙! 然
而，看着眼前婺源的湖光秀色，真让人陶冶在这巧夺天工的
自然风光之中!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感谢婺源的先
辈们，建造出了这么神奇的一处“牛形村落”，惊艳之余，
也情不自禁地惊叹前人的智慧与结晶，深思人类智慧的无限
宽广和深邃!

几天的考察时光一晃而过，美好的时光总是在逝去之后令人
那么依恋，短暂的总是那么令人回味!通过考察使我们由一个
对婺源一无所知的“外行”变成了一个熟练徽派建筑的“内
行”。其中，我对徽派建筑最深的印象就是“凸”字形
的“马头墙”。它是徽派建筑的重要特色。马头墙高低错落，
一般为两叠式、或三叠式、较大的民居，因有前后厅，马头
墙的叠数可多至五叠，就是俗称“五岳朝天”了，总而言之，
江西婺源的徽派的风土人情和民俗习惯已经在我们脑海中深
根了，我们也酷爱这块土地。

通过这次实习，我们在专业上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同时也在
纪律、团队协作、艰苦朴素等方面经受了锻炼和考验。这是
一段值得一生好好珍藏的记忆。

设计专业考察报告艺术考察报告3000字

艺术生考察报告的篇三

20xx年4月19日—4月22日，我有幸到扬州宇花小学参观和学
习，在历时四天的考察学习中，我们先后听取了南京宇花小
学校长、扬州师大附小校长关于特色办学的工作报告，并实
地参观了这两所小学特色办学及文化氛围，听了两节高质量
的课。虽然这次考察学习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所参观的学校



的校容校貌、教育理念、办学特色、师生风采无不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使我感触颇深，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胸中似
有千言万语，却无从下笔。疏理了自己的思绪之后，下面我
就谈谈这次考察学习的一点感受和体会。

实施素质教育是当前我国教育的主旋律，不再单纯的以语数
成绩来衡量学校办学的优劣了，学校要彰显出自己的办学特
色来。我们所参观考察的学校（宇花小学）是一所小班化教
学的实验学校，集中优势教育资源，体现艺术特色，办优质
教育，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着眼于学生的德、智、体、美、
劳等五育并举，特别是艺术教育大力彰显了办学特色。大到
学校的硬件设施，小到校园中的一草一木，无不展现着良好
而又务实的育人氛围，无不体现着素质教育旺盛的生命力。

独特的艺术展厅中由学生代表分版块介绍他们的绘画作品
（特色粉画）、书法作品、摄影、小制作、工艺品等，在细
微之处体现着教育者为学生才能的展现和拓展所做的努力与
良苦用心。这些做法对我们都是一种启发和提醒，如果我们
能有一间艺术展厅，并在这些方面进行一种常规教育的话，
也是不难做到的。

接下来我想就所听的两节课谈一谈自己感受：

先来说说《美丽的盘子》一课，该课以生活中最常见的盘子
为基础，向学生展示了古今各式各样的陶盘、瓷盘等艺术品，
使学生了解到盘子这一生活用品，通过装扮、描（毛丰美事
迹心得体会）绘变成美丽的艺术品。通过本课的学习，让学
生掌握了在盘子上的绘画技巧，把大自然中的美丽景色和生
活中观察到的美通过自己的作品展现了出来。教师语言生动，
有亲和力，课的环节清晰完整，教师示范过程中能够与学生
共同思考，让学生自己找到解决的方法，解决了教学的难点，
讲解清晰透彻，在课堂上关注到了学生，给了学生充分的发
展空间，学生作评丰富多样，不愧是一节值得学习的好课。



总之，此次考察学习是一次难忘的学习经历。对我来说是受
了一次极好的教育，也是对我教育教学工作的鞭策！以上仅
是我个人考察学习的一点体会，并不能展现此次参观考察的
全貌。通过学习，我认识到，作为一名教师，树立终身学习
的意识，不作井底之蛙，在反思中调整自己，努力践行新课
程理念，努力实施素质教育才是根本，才能不虚此行！我在
今后的工作中，要多学习先进经验，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方
法，力争使自己做的更好。

艺术生考察报告的篇四

、

1、北京

2、安徽(黟县)

3、浙江(乌镇)

1、课程实习总结报告;

2、考察展示设计。

四、艺术考察的意义和目的：

通过本次艺术考察，让我开阔了眼界，挖掘了创作潜力，加
深了对本专业的认识。同时，为更好地了解当今社会的发展
趋势，认识当今最为前沿的设计潮流提供了一次绝佳的机会!
这也进一步激发了我对艺术追求的热情!让我更加热爱艺术，
在艺术中享受人生。

五、艺术考察的过程与体会

(一)20**年06月18日——天安门、故宫、首都博物馆、王府



井

1.天安门、故宫：

实习的第一个目的地便是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我们首
先来到了这座城市中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地方——天安门和
故宫。在建筑布置上，它们都用形体变化、高低起伏的手法，
组合成一个整体，同时达到左右均衡和形体变化的艺术效果。
通过它们，可以看出，中国建筑的屋顶形式是丰富多彩的。
天安门的造型威严庄重、气势宏大，是中国古代城门中最杰
出的代表作。高大红漆巨柱、色彩斑斓与雕刻图案结合使其
独具特色!故宫建筑屋顶满铺各色琉璃瓦件，主要色彩为红色、
黄色，这是中国古建筑的一大特色!而蓝色、紫色、黑色、翠
色以及孔雀绿、宝石蓝等五色缤纷的琉璃，多用在花园或琉
璃壁上。

一言以蔽之，天安门、故宫可谓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

2.王府井：

王府井可以说是密度最大、最集中的大型商场、宾馆与专卖
店。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王府井的小吃街。各
个小吃摊位紧挨着门柱两边，依次展开，延伸至街的另一头，
这种敞露的线性分布，使众多小吃很醒目地展现在过往行人
的眼前。而小吃街装饰性的大门，其实也只是个空空的门框，
比起商场透明的玻璃门，它更彻底地欢迎着来往目光的注意，
少了很多神秘感，多了人人可视、可观、可享的亲切世俗感。
我想这应该是其成为最繁华小吃街的原因之一吧!

(二)20**年06月19日——长城、明皇宫、中国美术馆、鸟巢、
水立方

1.长城：



回忆起长城，我不知道要用怎么样的形容词表达，此刻的激
动还未退去!工程之大，古无其匹，为世界独一之奇观。墙身
是城墙的主要部分，凡是山岗陡峭的地方构筑的比较低，平
坦和紧要的地方构筑得比较高。历史文化内涵之丰富，的确
是世界其他古代工程所难以相媲美的。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
先驱xxx先生曾感慨：“中国最有名之工程者，万里长城
也。”

2.中国美术馆：

艺术生考察报告的篇五

为期三个星期的艺术考察，对南昌的景观设计有了更深入的
了解，紫禁城、八大山人、象湖公园、滕王阁、厚田沙
漠、791艺术中心等。通过老师的介绍，八大山人是最值得考
察的景观，由于我是学景观方向的，所以对八大山人景观做
了较为细致的整理。

第二站是位于昌南梅湖景区中的八大山人纪念馆，距市中心
大约有10余公里。所谓的梅湖景区也是依托八大山人旧址的
这一人文景观进行规划的，整体的规划是采用现代的造园手
段对景区的道路，水系，景点等进行布置。其中已建成的包
括了商业街，原八大山人纪念馆，程允贤雕塑艺术馆等，还
有在建的农家乐生态园等。建筑形式主要是仿古建筑，再现
诗意的江南水乡。

当然这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八大山人纪念馆了。它是整个景区
的规划中心和立意基础，据老师介绍今天的八大山人纪念馆
是80年代修过的而且在前几年进行过大面积整治所以并不具
有准确的历史原貌，但整个园林风韵犹存。

整个园林分建筑区（原住宅区现为展览区）和庭园区，东园
西宅。并没有落传统布局的俗套，灵活的利用了东南部的开



阔水面建园，有些类似苏州沧浪亭以水环园的格局但在手法
上却更加内向，例如在临水一面砌筑了围墙，东边的复廊也
没有漏窗，园外看到的只是园里郁郁葱葱的古树。建筑群也
围合出若干个四合院式的小庭院，有的栽植松柏，有的开辟
小池培植睡莲、荷花。面积不大，都由建筑之间围合而成，
并且同建筑群的轴线重合。在欣赏展品的同时便能通过窗上
的花格见到庭院中的一抹翠绿。建筑物本身也很素雅，暗红
的木架和深灰色的瓦，装饰也不繁琐，并带有浓郁的地方风
格。

庭园区的东南面有一小丘上面建有一亭，高于围墙，透过浓
密的树丛能观看到园外的水面和远处风光，并与园内水边的
亭形成对景，而水边的亭又与廊桥相应成趣，环环相扣。园
内有一池水，被廊桥和竹林分割。并有榭、廊、亭等建筑相
伴左右。榭和廊桥都是砖木结构，极富地方特色。复廊没有
漏窗，只有各种形状的门沟通内外，墙上是青石石刻相错的
补白。园内，数百年的古樟树、苦楮树、罗汉松青叶苍干，
繁荫广被，在明媚的阳光下带来忽明忽暗的光线效果，一阵
清风吹过，带来刺耳的蝉鸣和鸟叫，我们也就伴着它们的叫
声，各自找地方考察拍照。下面是对八大山人景区资料的具
体整理与分析。

南昌八大山人梅湖景区位于南昌市青云谱区昌南大道的南面，
西临金沙大道，东接青云谱区南莲路朱姑桥梅村，规划总面
积约3200亩，建筑总面积约48.5万平方米.

青云谱区历史文化悠久，人杰地灵。根据有关资料查找，自
古就有“城南胜地、人世蓬岛”之美誉，常有文人雅士留下
墨宝。在景区内有中国艺术史上划时代的画家—八大山人，
中国雕塑家—程允贤等，其中八大山人画品至上，尤受推崇，
名满天下，区境内拥有徐孺子故里、朱桥梅村、铁柱万寿宫
等一批人文历史景观。

提出了以传统文化为主轴，以八大山人纪念馆为核心，以梅



湖水系为纽带，全面整合八大山人纪念馆与梅湖、梅汝敖故
里、程允贤雕塑艺术馆等文化资源.整个景区由水墨丹青区、
文化博览区、水乡风情区、岁寒三友区、农耕休闲区、梅村
思贤区和综合娱苑区七大景区组成。主要景点包括二馆二居
二园二街二场二院、一水一道一廊一阁一楼一台一岛一塔、
十林。

下面介绍的是八大山人几个景观区域的规划。

文化博览区——位于景区北入口东面，与墨香街隔湖相望。
突出文化艺术主轴，目前兴建有景区服务中心、游船码头、
八大雅苑、墨客亭、木栈道等景点。

水乡风情区——发挥梅湖生态美景价值，着重打造江南水乡的
“桥”文化，将大小不同、形态各异的30余座古桥浓缩到景
区的园林造景之中，同时在水系分隔的绿岛上营造以桃花、
垂柳、樱花、杜鹃等植物为主的生态景观，达到了四季皆景
的意境效果。

岁寒三友区——以中国传统绘画意境而创作的植物生态景区，
结合“岁寒三友”的'历史故事适当整治现有地形，营造出松
岗、竹坡、梅林的植物景观，使原野的苍翠之色融入景区。

传统风貌街——又名墨香街，位于八大山人景区西入口，由
原定山路改造而成。作为景区的一条主园路和唯一一条旅游
商业街，青云谱区将沿街店面统一承租，按照徽派建筑风格
对临街建筑进行全面仿古改造建设。使整条街呈现出“白墙
黛瓦翘檐马头墙”建筑特色，集聚传统风貌。与此同时，区
城投公司正逐步对整街经营业态和服务功能进行调整，招商
引进书画、旅游产品、民间工艺品等具有地方特色产业产品。
待改造全部完成将成为八大山人梅湖景区吸引人气、聚集商
气的一个重要景点。在景区内细致布点，精制了庭院、曲廊
亭、台等各类园林、特色建筑。其中数以万计的草坪石、千
层石、鹅卵石、水冲石等各类景观石，或是做成假山、或是



点缀在庭院里，或是掩映在小坡丛林中，或是砌在道路、湖
边，高低屈曲任其自然。断续的山丘、曲折的水面与亭台、
曲廊、洲岛、桥堤、奇石等既浑然一体，又将广阔的空间分
割成大小十余处山水环抱、意趣各不相同的风景群。整个景
区山复水转、层层叠叠宛如江南水乡般的烟水迷离、郁郁葱
葱。泛舟湖面，移步异景，人如画中，真可谓：虽由人造，
宛若天成。

与低树俯仰生姿，落叶树与常绿树相得益彰，花时不同的多
种花树穿插种植，一丘一壑既四季常绿又特色鲜明。审视景
区的资源、环境等优势的同时又发现一些问题的存在。首先
是具有良好的生态资源，但是生态资源的特点不够强，文化
资源的感染力与影响力需要弘扬。其次是有较好的环境资源，
但是却没有一定的旅游的氛围，更需要多元化格局的形成。
第三点是景观拥有世界性的文化资源，但由于景观还不够完
善，宣传力度等问题都没有处理好，造成的现状就是景区游
客比较稀少。最后一点我认为旅游的产品有些单一，游客到
此消费形式不新颖，没有形成多层次、关联性强、高附加值
的旅游产业链。

通过一些对八大山人现状的了解，认为应该融入更多推进景
区发展的元素。依托八大山人的品牌效应，整理一些相关的
产业，实现产业间的协调发展。八大三人梅湖景区，重点发
展旅游、展览、工艺品、艺术培训、娱乐演出等产业，承担
起打造书画交易。工艺品贸易文化品牌的功能。将梅湖景区
建设成以美术文化为核心，以生态为特色，休闲观光、商务
会议、创意设计、展示交易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旅游文
化产业。

对游客进行分析，应该满足南昌市民休闲游憩的需要，满足
江西周边、全国游客、旅游观光团等的需求。同事更应该满
足美术、设计等专业人士交流、会议、度假等需求。根据景
观独特魅力更应该提供对专业人士交流创作的长期居住需求。
专业游客的进驻，尤其是创作类的专业游客的长期停留将形



成景区极具特色核心的吸引，成为普通游客的欣赏，带动人
流与完善产业链的同时，也为景区的差异化发展、目的发展
奠定基础。

谈不上用合适的语言去点评余秋雨眼中南昌唯一值得去的地
方，在繁华喧闹之中能有如此宁静优美之地，是书画界的瑰
宝，更是都市人和世俗人寻求历史感悟和自然理解的绝佳课
堂，用自己的眼睛，用自己的双脚，沿着八大山人的历史背
景、人生履历、妙笔奇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