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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园林的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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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园林是指以江南私家园林和北方皇家

园林为代表的中国山水园林形式! 在世界园林发展

史上独树一帜! 是全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然

而! 目前风景园林界对待中国古典园林有两种截然

不同的态度#其一是古典园林休矣论$其二是古典园

林复兴论" 前者将古典园林看作是无法融入现实社

会的死物!否认发扬传统的积极意义$后者从弘扬民

族文化的高度出发!强调继承古典园林!却往往追随

其表现形式" 笔者认为!无论东方或西方%传统或现

代的园林形式! 采取全盘否定或照搬形式的态度都

是不可取的!无助于中国现代风景园林的健康发展"

尽管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日益成为国际风景园

林师一展身手的舞台! 然而中国现代风景园林的国

际地位还十分低下! 缺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设计师

和作品"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近现代风景园林始终

在追随西方近现代的形式与风格!亦步亦趋!既缺乏

理解西方现代风景园林内涵的社会文化背景! 又未

能 将 西方 的 理 论和 实 践 与本 土 的 实际 情 况 相 结 合"

究其原因! 一方面中国现代风景园林缺乏可以直接

继承的传统! 另一方面对国际风景园林设计理念与

发展趋势缺乏深刻认识"

事实证明!中国现代风景园林的健康发展!既不

能完全依赖境外风景园林师的作用! 更不能照搬西

方现代风景园林模式! 只能依靠大量真正具有良知

和职业道德的设计师的崛起! 营造既符合国际发展

趋势%又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风景园林作品" 而深刻认

摘 要：中国古典园林是全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优秀的部分对于现代园林设计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而中国

现代园林设计水平的提高迫切需要一批勇于创新%融贯中西%博采众长的园林设计师来引导" 园林行业的健康发

展!既要认真汲取西方现代风景园林发展的成功经验!又要深入研究中国古典园林文化和本土资源环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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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古典园林的现代意义! 对现代风景园林的发展无

疑具有巨大的启示作用"

1 中国古典园林的历史地位

1.1 发展历程

世界园林史表明! 各种园林形式不可避免地遵

循着发展#成熟$衰落的轨迹! 园林风格与样式的

形 成 经 过 长 期 的 发 展 演 变 并 成 熟 于 特 定 的 历 史 时

期% 中国古典园林从苑囿发展成人工山水园林类型!

历经 3 000 余年的历史演进才日臻完善! 其中凝聚

了 中华 民 族 政治 思 想&社会 经 济&文化 艺 术&科学 技

术和自然观念发展的全部精华" 尽管古典园林有着

种种局限性! 但如果因此而将它简单地全盘否定显

然是不可取的(图 1)"

1.2 历史功绩

中国古典园林在世界园林艺术史上有着重要地

位"如果说 17 世纪在欧洲掀起的’ 中国热(不过是受

喜爱异国情调的洛可可风格影响的话! 那么中国园

林对 18 世 纪英 国 自 然风 景 式 园林 的 出 现所 产 生 的

影响!却是十分广泛而深刻的(图 2)% 中国人崇尚的

’ 师法 自 然(的园 林 理 念和’ 诗 情 画意(的 园 林理 法!

在英国自然风景式园林中得到完整的体现! 而英国

风景园作为西方近代园林的开端! 对西方现代风景

园林设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后!中国园林一些惯

用的 设 计手 法 和 设计 语 言!如散 点 布 局&环 形 游 线&

动态景观&巧于因借等!均已完全融入西方现代园林

设计手法之中% 巴黎拉维莱特公园中的影片式散步

道处理手法就是典型的案例%

1.3 衰落的根源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衰落! 有着错综复杂的历

史原因% 主要原因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导致

国家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 国力的日益衰败!使西

方人对中国古典园林的评论从褒扬转为批评% 可见

综合国力的强弱是衡量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文化艺

术国际地位的重要准则之一%此后的 100 多年来!中

国古典园林始终未有适宜的发展环境% 而改革开放

后的中国人片面追求全盘西化! 使中国本土园林生

长的土壤日渐贫瘠% 国人既对外来文化缺少深刻的

理解!又对本土文化和景观资源缺乏认识!造成目前

中国一方面园林建设欣欣向荣! 另一方面园林理论

与实践水平均十分低下的尴尬局面%

1.4 中国园林发展的必由之路

旧的园林形式终将随着新时代的出现而逐渐走

向衰落! 新型园林也必定是在旧形式的废墟里成长

起来的% 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是园林形式衰落乃至消

亡的根本原因!而急功近利&盲目抄袭只能导致各种

园林思潮的加速消亡% 因此!继承与创新是园林艺术

生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保证! 而它又建立在对古今

中外园林艺术的全面了解! 尤其是对本土文化和景

观资源的深刻理解之上% 惟有继承传统中优秀的部

分&勇于创新&融贯中西&博采众长!才能使中国现代

园林真正走向健康发展%

2 中国古典园林的现代意义

关于古典园林的研究对现代人而言具有两方面

的作用) 一是古典园林的理念与理法对现代人的启

示*二是古典园林中的不足与糟粕给现代人以警示%

就中国古典园林的警示作用而言! 有以下几个

方面值得注意)

(1)中国 古 典园 林 是 在长 期 封 闭的 社 会 状况 下!

主要在私家领域里沿着山水格局一脉相承& 逐渐走

向成熟和完善的(图 3)!而这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相

距甚远% 这是中国古典园林使人们敬而远之的主要

原因之一%

图 1 杭州西湖三潭印月

图 2 英国谢菲尔德

（ S heffield）的花园水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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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一个世纪以来!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中国

的自然环境与景观资源发生了巨大变化! 北方城市

水资源十分贫乏" 因此!山水式园林更适合江南的自

然环境和资源条件! 而北方大部分地区并不适宜建

造大规模的山水园林" 像颐和园#圆明园这些大型山

水园林都是在原有水面或沼泽地的基础上加以疏浚

而成的(图 4)" 然而现在对一些新建水面的维持消耗

了大量珍贵的水资源! 正在建造中的奥林匹克森林

公园不惜在平地上挖湖堆山! 其实是劳民伤财的反

生态设计理念"

(3)由于 交 通 条件 的 改 善!现 代 人 融入 真 山 真 水

之中已十分便利!无须再在城市之中尽享山林之乐"

而真山真水的气势及其丰富的景观环境却是假山假

水难以比拟的! 导致以人工山水为主的古典园林失

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紧紧抱着古典园林形式不放不

利于中国园林的发展(图 5#6)"

(4)中国古典园林表现自然的写意手法和传统建

筑的体量与形式十分融洽! 但在高楼林立的现代城

市中则显得格格不入" 随着城市与建筑设计的全盘

西化!现代国人也趋向于西方园林形式"

(5)中国 古 典 园林 中 惯 用的 山 石#小品 和 木 结 构

建 筑 等造 园 元 素!或 因 材 料难 觅!或 因功 能 丧 失!或

因维护成本较高而更换材料$ 且精湛的技艺大多失

传!导致现代仿古园林作品设计制作水平低下!精工

细作荡然无存"

(6)中国古典园林大多营造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

环境中!对周围大环境的影响甚少!未能突破私家园

林的局限性" 在追求急功近利#希望全盘照搬的现代

社会中!也难免遭到摈弃"

虽 然 古 典 园 林 在 现 代 社 会 的 生 存 面 临 上 述 种

种 不 利 条 件 ! 但 它 所 蕴 含 的 思 想 文 化 内 涵 以 及 对

地 域 性 景 观 的 认 识 ! 有 助 于 现 代 人 对 本 土 景 观 资

源 和 历 史 传 统 的 深 刻 认 识 " 惟 有 营 造 出 既 符 合 本

土 地 域 景 观 特 征 ! 又 满 足 本 地 居 民 生 活 习 惯 和 审

美 趣 味 的 园 林 作 品 ! 才 能 使 中 国 现 代 园 林 真 正 走

向 发 展 与 成 熟"

笔者试图运用抽象概括的分析方法! 从空间和

元素的特点出发!运用现代园林的设计语汇!对中国

古典园林加以剖析! 力求揭示其本质特征并彰显其

现代意义" 虽然这种研究方法难免管中窥豹#有失偏

颇!但较于常见的文学化描述方法!无疑更有助于深

入认识中国古典园林的典型特征! 且对现代园林设

计更有借鉴意义"

概括起来! 一方面中国古典园林对东西方园林

图 3 苏州留园[2]

图 4 颐和园的昆明湖和

万寿山[3]

图 5 自然山水

图 6 传统园林中的人工

山水：苏州环秀山

庄的曲桥、问泉亭

和回廊[2]

3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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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共有的设计理念有着自己的处理手段! 另一

方 面"中 国古 典 园 林融 合 了 自己 的 历 史#人 文#地 理

特点后"也表现了自己的一些独到之处$

2.1 天人合一的自然崇拜

自然始终是园林创作的素材" 西方传统的规则

式园林认为自然是不完美的"必须经过加工才能达到

完美的高度"因而强调在园林中人工痕迹的表现$ 而

中国古典园林所追求的天人合一思想"在于寻求人与

自然的和谐$ 所谓%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源于自然

而高于自然$ 西方规则式园林和中国古典园林在本

质上都是以自然作为园林创作的对象和素材"前者力

求对自然不完美的地方进行修饰加工"后者则强调人

与自然共生共融$ 英国自然风景园和法国英中式园

林在借鉴中国造园理念时过分凸显了某一方面的特

征"因此有些变味$ 英国自然风景式园林因过分雷同

于乡野景观" 而法国的英中式园林又过于人工做作"

因此适得其反(图 7)$ 如今"人们逐渐意识到自然的高

度是难以逾越的"应师法自然&顺应自然$

2.2 仿自然山水格局的景观类型

东西方园林共有的典型特征之一" 就是要充分

利用本土的自然资源条件" 再现本土的自然景观类

型$ 因此"自然气候条件&地形地貌特征&水文地质状

况& 农业生产模式和乡土植被类型等等构成的自然

资源状况和区域景观类型" 既是园林设计的首要条

件"也是园林空间布局和构成要素的主体$

中国古典园林也是再现本土自然景观典型特征

的范例$ 中国的山地和丘陵约占国土面积的 2/3$ 在

传统文化和道教思想的影响之下" 国人始终认为无

山无水则不成园$ 而西方人则更为关注惯常的景观

类型"着重表现的是田园风光$ 这是造成中西方园林

形式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可以说"对国土景观类型

以及景观元素敏感性的差异" 加上生活情趣上的不

同"导致了中西方园林在形式上的巨大反差$ 因此"

对地域性景观的深入研究" 因地制宜地营造适宜的

景观类型"是现代园林设计的前提条件"也是体现园

林特色的主要方面$

2.3 诗情画意的表现手法

受中国山水诗画的影响" 古典园林着重表现的

是自然中的山水格局$ 在狭小的空间中表现恢弘的

自然山水之势$ 山石&林泉等成为中国古典园林的基

本素材"入画是园林设计的基本要求$ 相反"西方的

规则式园林最初都是由建筑师设计的" 习惯于用建

筑的眼光来观察自然" 用建筑设计的手法营造均衡

稳定的空间格局"台地&植坛成为园林中的基本元素

(图 8)$ 受中国园林的影响"18 世纪的英国人开始用

诗人的心理&画家的眼光来观察自然"导致了风景式

园林的出现(图 9)$

2.4 舒适宜人的人居环境

园林 是 人 类追 求 最 理 想 的 人 居 环 境 的 产 物"创

造更加舒适宜人的小气候环境" 是享受园林生活乐

趣的前提$ 因此"东西方古典园林都十分注重如何利

用自然气候条件" 在庭园中营造出舒适宜人的小气

候环境$ 就江南而言"闷热的夏季和阴冷的冬季都令

人感到不适$ 因此"众多的私家园林首先通过空间布

局来引导气流穿堂入室" 形成过堂风! 园内挖湖堆

山"既 有 利 于排 水"便 于植 物 生 长"又 可 在 山 丘 之 巅

享受微风拂面带来的清爽!而西北叠山&东南理水的

风水原则"目的是阻挡冬季寒冷的西北风"同时使夏

季的东南风从水面上吹过"更加凉爽宜人$

在现代园林设计中"光影&气流&温度&湿度等影

响人体舒适度的气候因子" 成为十分重要的设计依

据"影响到园林空间&地形&水系&色彩等设计元素的

处理手法$ 为人或动物以及植物群落提供更加适宜

的小气候环境"已成为众多现代园林作品的出发点$

例如巴黎拉维莱特公园中的竹园设计" 采用下沉式

空间处理"结合混凝土挡墙和抛物面光源的反射"有

效地改善了局部小气候条件$ 在本不太适宜竹子生

长的巴黎地区"成功地营造了拥有 30 多个品种的竹

专类园(图 10)$

2.5 巧于因借的视域扩展

中国古典园林大多建造在相对封闭的空间环境

中"与外界的自然或城市环境相对隔绝$ 为了使园林

景观 不 至 于孤 单 突 兀" 需 要 将 其 与 周 边 的 自 然&城

市&村 庄 等 景观 相 联 系"形 成 整 体性 园 林 景 观 特 色"

也起到扩大园林空间效果的作用$ 中国古典园林尽

管建造在封闭的空间中" 但并不局限于园址边界的

限定"而是以场地的视觉边界为设计范围"通过巧妙

的借景手法来形成完整统一的园林景观$ 正可谓巧

于因借&精在体宜$

借景不仅起到扩大空间效果的作用" 而且加强

图 7 法国英中式园林

———卢瓦尔河地区

建造的中国式塔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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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空间之间的联系!使各个空间相互渗透!形成整体"同时使园林

景观与城市和自然景观相联系#相呼应$ 此外!巧于因借还起到空

间的引导和指示作用!使得园林中的景致令人目不暇接$ 许多现

代园林设计师都把场地的视域空间作为设计范围! 把山脊线%天

际线或地平线等作为空间的参照!通过借景形成园林与周围环境

的融合!或把周围的地域性景观类型 引 入 园林!这 与 中国 古 典 园

林追求的无限外延的空间视觉效果有异曲同工之妙(图 11!13)&

2.6 循序渐进的空间序列

在人工环境和自然环境之间营造过渡空间!是中西方园林的

通用手法& 西方传统园林观念认为!园林其实就是人工与自然之

间的过渡性空间& 意大利别墅庄园和法国府邸花园都建造在自然

或乡村环境中!需要在外围的自然 与 人 工建 筑 之 间!营 造 从 自然

到人工的过渡空间& 而中国古典园林多建造在城市环境之中!在

园外的人工环境与园内的’ 自然(山水之间!也需要营造出一系列

从人工到自然的过渡性空间$ 西方园林是借助图案和植物的处理

来形 成 过 渡(图 14%15)!而 中 国园 林 是 以一 系 列 庭园 或 园 中园 的

方式来强调过渡关系的(图 16)$

2.7 小中见大的视觉效果

人体接受外界信息的 80% 都是通过视觉获得的$ 因此!中西

方园林都十分注重视觉效果的表现$ 而中国园林强调’ 小中见大(

的设计手法!所谓’ 以有限面积!营无限空间(!’ 一拳代山%一勺代

水(是中国园林典型的象征手法$

在现代园林设计手法中!如 何 以自 然 为 师!在 有 限 的空 间 中

表现出广袤的地域景观特征! 也是 设 计 手法 高 超 与否 的 衡 量尺

度$ 正如中国古典造园家所言!关键是’ 假自然之景!创山水真趣!

得园林意境(!营造出空灵的空间效果$

2.8 委婉含蓄的情感表达

受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中国古典园林善于以委婉含蓄的方

式表达丰富细腻的情感!给人以回味无穷的想象空间$ 这与西方

古典园林直截了当的表达方式形成强烈对比$

当代许多中国园林作品因注重形式表现!或以繁琐张扬的外

表!或简单直白地模仿自然乡村景观!都必然遭到人们的抛弃$ 法

国园林史学家格罗)莫尔* Georges Gromort+评价意大利园林时

说过,’ 文艺复兴中期的意大利园林像高贵的妇人那样!给人以端

庄典雅的感觉" 而后期的园林则像是职业妓女一般浓妆艳抹!迷

惑人心(& 这对中国现代园林设计所追求的方向亦不无警示意义&

3 中国现代园林的发展方向

中国现代园林的健康发展!既要认真汲取西方现代风景园林

发展的成功经验!又要深入研究中国古典园林文化和本土资源环

境特征& 抛弃古典园林的历史局限!把握传统观念的启示意义!融

入现代生活的环境需求! 才 是中 国 现 代风 景 园 林真 正 的 发展 方

向&

图 8 西方规则式园林的构图格局[1]

图 9 典型的英国风景式园林[1]

图 10 巴黎拉维莱特公园中的竹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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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与时俱进，拓展园林设计领域

中国古典园林的历史局限性之一!在于习惯 闭

门造车!与外界的联系相对较弱" 随着时代的发展!

中国园林如何自我更新! 拓展设计思路和领域!将

中国园林理念与内涵带入人居环境# 城市景观#风

景名 胜#自 然 保 护#郊 野 公 园#乡 村 景 观#工 业 园 区

以 及 道 路#河 流 等 风 景 园 林 规 划 设 计 之 中 !产 生 新

的思想与活力!是中国园林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

3.2 开阔眼界，研究园林发展趋势

中 国 园 林 要 走 向 世 界!前 提 是 开 阔 眼 界 !对 各

国园林发展史和现代园林发展趋势有清醒的认识"

在西方现代风景园林普遍尊重自然与可持续发展!

注 重 场 地 特 征 #空 间 塑 造 #时 空 效 果 #地 域 文 化 特

色!强 调 简 约 和 个 性 化 设 计 风 格 的 潮 流 下!中 国 现

代园林如果还停留在抄袭模仿中西方园林!大搞形

式 主 义!注 重 实 体 景 观 而 忽 视 空 间 塑 造!强 调 张 扬

和 人 工 堆 砌 的 设 计 手 法 上! 就 不 可 能 真 正 走 向 世

界"

3.3 立足本土，再现地域文化景观

中国现代园林的发展!必须依赖于本土风景 园

图 11 苏州拙政园借北寺

塔之景[2]

图 12 北京颐和园西面借

玉泉山之景[3]

图 13 巴黎凡尔赛宫苑中

以天际线作为视觉

的重点[1]

图 14 沃－勒－维贡特花园

由远处向府邸人工性

逐渐增强[1]

图 15 借助图案和植物的处

理来形成过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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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苏州留园以长廊作为园内外的过渡空间[2]

林师长期的艰苦努力和整体水平的不断提高# 不断

关注现代园林的本土化研究# 积极探索富有地域景

观文化特征的园林作品$ 好的园林作品是从% 乡土&

环境中% 生长&出来的$ 园林设计应针对大到一个区

域’小到场地周围的自然资源类型和人文历史类型#

充分利用当地独特的造景元素# 营造适合当地自然

和人文景观特征的景观类型$

3.4 博采众长，关注园林文化内涵

虽然中西方园林在表现形式上差异较大# 但 在

本质上存在诸多相通之处$ 中国现代园林的发展#也

应研究借鉴西方园林的成功经验$ 取西方园林之长#

补中国现代园林之短# 融西方园林现代理念与设计

方法于中国本土景观资源与文化内涵之中# 是加速

中国现代园林发展的捷径$

3.5 重科学，加强行业交流合作

当今#园林设计已成为一门十分综合的学科$ 这

就要求园林设计师不仅要用感性的眼光# 更要用科

学和理性的方法去观察’研究自然与环境#要用科学

的手段指导园林建设$ 园林设计师还必须密切与资

源’生态’生 物’水 保’哲 学’社 会 学 等 自 然 学 科 和 社

会学科的学者们交流与合作# 这样不仅能避免在园

林建设时浪费甚至破坏自然资源# 也能使园林设计

师产生新观点与新思路$

3.6 朴实无华，融设计于自然

现代园林设计最忌讳人工堆砌’矫揉造作#这 些

恰恰是当代园林设计中最常见的弊病$ 在中 西 方 园

林发展史上#真正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都是那些朴

实无华’简洁肯定’与地域景观和历史文脉紧密联系

的作品$

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和生态学的出现#改变了西

方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从自然界的 主 宰 转

变为自然中的一员$ 过去将自然看作是原材料#现在

将自然作为景观设计主体$ 传统园林被看作 是 人 类

对征服自然的炫耀# 而荒地则是人类征服自然 能力

的衰退$ 实际上#人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迁徙#而植

物也是如此$ 在一片荒地上#自然将运用它的所有能

力#使之成为各种迁徙植物的竞争之地$ 在传统园林

设计中#自然与人类作用在相互竞争$ 而好的园林设

计应该是减少’ 甚至没有人类参与而形成的 真 正 的

自然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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