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 

（或章节） 
项目一：园林文化内涵与特征（含课程介绍） 

授课类型 授课进度 班级 地点 周次 星期 节次 

理论  □ 

实验  □ 

实训  □ 

其它  □ 

符合 □ 

超前 □ 

滞后 □ 

停补 □ 

网络 1 班 313 4 二 1、2 节 

网络 2 班 313 4（双周） 二 3、4 节 

     

     

教学目标 

（知识/能力/素质） 

知识目标： 

1.掌握园林的概念和含义； 

2.掌握园林的产生和类型； 

3.掌握园林文化的主要特征； 

4.熟悉园林文化的发展阶段； 

5.掌握园林文化的作用和影响。 

能力目标： 

1.能阐述园林的概念和范畴； 

2.能梳理园林文化发展阶段和脉络； 

3.能运用园林文化内涵进行作品鉴赏； 

4.能运用园林文化特征进行作品鉴赏； 

素质目标： 

通过学习园林文化的内涵与特征、熟练技术技能和完成实训任务，
掌握园林文化的基本内容，为今后在现场指导和操作过程中提升
文化素养。培养学习者严谨细致、吃苦耐劳、语言表达、艺术审
美、团队合作、工匠精神的素质能力。 

重点与难点 

重点： 

1.园林文化发展的主要时期； 

2.园林文化类型与特征； 

难点：  

园林文化发展内涵和脉络梳理。 

主要教学方法 

与教学资源 

1.课件演示（PPT）结合板书教学，教学以理论讲授和课后辅导相

结合，并针学习内容，灵活使用教学方式方法。具体采用任务驱

动法、项目教学法、仿真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 

2.教学资源：投影仪、计算机、图书、网站、期刊、图纸、工程

项目专项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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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设计（主要教学环节、各环节要点、时间分配等） 

教学过程设计 

一、课程介绍（附加环节）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选修课（专业基础课程），集文化、美学、艺术、设计与工程施

工于一体的综合性课程。重点掌握造园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园林文化的特征和地位、

园林美学的原则和规律，园林表现形式与和审美方法。本课程性质与特征在实际应用

方面主要体现是与园林工程技术管理人员、设计人员、施工人员等交流思想和意图、

表现效果、指导施工、成本管控、现场制作、美观把握问题等。通过根课程改革，采

用“理实一体”、“工学结合”、“信息化教学”等教学模式。本课程理论严谨，涉及面

宽，实操性强，与园林工程项目建设及相关领域都有密切的联系，对培养学习者掌握

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创新创造能力、具备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快速设计表达、对接现场施

工与管理、提高审美意识、提升文化艺术修养、有效沟通协调、团队合作精神等方面

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以真实园林工程项目为载体，将所学知识点与实训实

践任务相结合应用于岗位工作中。 

通过学习本课程，学习者能具备熟练思考和表达园林文化与美学的能力，掌握园

林艺术鉴赏与创作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能独立进行园林审美与评价。培养科学严谨、

勇于创新的职业素质素养，具有“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经济、美观、实用”的意识，

做到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和绿色生态的规范标准，以培养专业核心技术技能和职业岗

位能力为重点，课程内容与行业企业工作岗位（群）需求和实际工作要求相结合，为

培养园建施工员、绿化施工员等基层一线生产、建设、服务领域的管理干部和技术骨

干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提供有力支撑，为后续专业学习和职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对学习目标、课程内容、项目/任务、考核方式、教学重点、实践实训等方面进行

说明。（可结合课程标准、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加以介绍） 

二、内容提要 

理论：学习园林的概念和含义、园林的产生和类型等内容； 

学习园林文化的主要特征、园林文化的发展阶段等内容。 

三、讲授内容 

子项目 1 园林的概念和含义（1学时） 

1.1 园林的概念  

园林的定义：园林是在一定的地块范围内，运用工程技术和艺术手段，依据自然地形

地貌，利用植物、山石、水体、建筑等主要素材，根据功能要求，通过改造地形（或

进一步筑山、叠石、理水）、种植树木花草、营造建筑和布置园路等途径创造而成的

优美环境。遵循科学原理和艺术规律，创造出的可供人们居住、游憩、观赏的境域。

园林在中国传统建筑中独树一帜，有重大成就的是古典园林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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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具有很多的外延概念：园林社区、园林街道、园林城市（生态城市）、国家

园林县城等等。现代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对于园林有着迫切的功能性和艺术性的要

求。对于我们现代的生活和未来的人民发展方向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园林包括庭

园、宅园、小游园、花园、公园、植物园、动物园等，随着园林学科的发展，还包括

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或国家公园的游览区以及休养胜地。 

中国最早的园林形式是囿和苑。（秦汉时才有宫苑，周文王灵囿，西汉时建章宫，

宋徽时大内艮岳）。 

园林的别称：园池，山池，池馆，宅院，别业（别墅）等。 

园林景观：园林景观的基本成分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软质的东西，如树木、水

体、和风、细雨、阳光、天空；另一类是硬质的东西，如铺地、墙体、栏杆、景观构

筑。软质的东西称软质景观，通常是自然的；硬质的东西，称为硬质景观，通常是人

造的。景观指某地区或某种类型的自然景色，也指人工创造的景色森林景观。泛指自

然景色，景象，是现代园林发展的一种主要形式。 

风景园林：（处理人和建筑、环境之间的学科，也可称为地景、造景） 

简单地说：用艺术的手段，处理人，建筑与环境之间复杂关系的一门学科。具体

解释为：是规划、设计、保护、建设和管理户外自然和人工境域的学科。其核心内容

是户外空间营造，根本使命是协调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园林规划：综合确定安排园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发展方向、主要内容、基

础设施、空间综合布局、建设分期和投资估算的活动。规划：泛指考虑长远发展计划

的过程。 

宏观上：对未来园林绿地发展方向的设想与安排。制定出发展的战略目标、发展

规模、速度、投资等。 

微观上：对具体的园林绿地的布局、要素的安排、土地的利用等。 

园林设计：使园林的空间造型满足游人对其功能和审美要求的相关活动。 

具体实施规划中某一工程的实施方案，使园林的空间造型满足游人对其功能和审

美要求的相关活动。一般指具体而细致的施工计划。包括：地形设计、建筑设计、园

路设计、种植设计等。 

园林工程：园林工程就是美化环境，主要目的除了改造周边环境，在特定范围之

内，非常具有科学性、艺术欣赏价值的合理建造于本地域的绿地或风景建筑。 

园林工程是指园林、绿地和景观环境中除建筑工程以外的室外工程。园林工程主

要包括计划、设计和实施三大阶段。其中，“工”是指执技艺以成器物；“程”是指施

工的进程、过程或者进度的意思。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运用工程技术和艺术手段，

满足功能和审美要求的前提下将各种园林要素有机组合，创造出所要求的景观效果。

主要涉及内容包括行业动态、工程管理、质量监督、施工技术（包含土方工程、种植

工程、园路工程、筑山工程、理水工程等）、工程造价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AD%E6%9E%97/32825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AD%E6%9E%97%E8%A1%97%E9%81%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AD%E6%9E%97%E5%9F%8E%E5%B8%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5%9B%AD%E6%9E%97%E5%8E%BF%E5%9F%8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5%9B%AD%E6%9E%97%E5%8E%BF%E5%9F%8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9%BA%E6%9C%AF%E6%80%A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A%AD%E5%9B%A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A%AD%E5%9B%A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4%8D%E7%89%A9%E5%9B%AD/58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3%AE%E6%9E%97/137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AF%E8%89%B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B0%E4%BB%A3%E5%9B%AD%E6%9E%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A5%E7%A8%8B%E9%80%A0%E4%BB%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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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园林的含义 

园林一般指的是风景园林，多为人工改造的建筑加上植物、水体等造景，具有审

美特征的自然和人工的地表景色，意同风光、景色、风景。其中，景观的概念要宽泛

得多，景观一词最早在文献中出现是在希伯莱文本的《圣经》（the Book Psalms）中，

用于对“三教圣城”耶鲁撒冷总体美景（包括所罗门寺庙、城堡、宫殿在内）的描述，

他的这个观点也许与他的犹太文化背景有关。“景观”在英文中为“landscape”，在中

文文献中最早出现景观一词目前还没有人给出确切的考证。但无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

方文化，景观是一个美丽而难以说清的概念。“景观”最早的含义更多具有视觉美学方

面的意义，即与“风景”（scenery）同义或近义。目前文学艺术界以及绝大多数的园

林风景学者所理解的景观也主要是这一层含义（俞孔坚，1987）。各种词典（如牛津英

语词典 1966、辞海 1995等）对“景观”的解释也是把“自然风景”的含义放在首位。 

风景园林的理解：“风景园林学”是规划、设计、保护、建设和管理户外自然和

人工境域的学科。其核心内容是户外空间营造，根本使命是协调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风景园林学横跨工、农、理、文、管理学，融合科学和艺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

特征，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空间与形态营造理论、景观生态理论和风景园林

学美学理论是风景园林学三大基础理论。它们分别以建筑学、城乡规划学、生态学和

美学为内核，广泛吸收以下学科的理论成果而形成：具体包括地理学、林学、地质学、

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公共管理、环境科学与工程、土木工程、水利工程、测绘

科学与技术等学科领域。 

●风景园林学空间营造理论：（Theory of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是

关于如何规划和设计不同尺度户外环境的理论，是风景园林学的核心基础理论。又可

细分为风景园林学规划理论和风景园林学设计理论。风景园林学规划理论包括表述模

型、过程模型、评价模型、变化模型、影响模型和决策模型等六个模型；风景园林学

设计理论包括如下 8个技术环节：确定范围与目标、数据收集与区域分析、现场踏勘、

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分析、完成现状调研报告、多方案比较、概念设计、项目概算和施

工设计。 

●景观生态理论（Landscape Ecology）：是风景园林学在解决其根本问题——人

与自然关系问题时的关键工具。它是以景观结构、功能和动态特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

一门新兴宏观生态学分支学科，是对人类生态系统进行整体论研究的新兴学科。景观

生态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景观格局的形成及与生态学过程的关系;景观的等级结

构、功能特征以及尺度推绎；人类活动与景观结构、功能的相互关系;景观异质性（或

多样性）的维持和管理等。 

●风景园林学美学理论（Landscape Aesthetics）：是关于风景园林学价值观的

基础理论，反映了风景园林学科学与艺术、精神与物质相结合的特点。它融合中国传

统自然思想、山水美学和现代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环境美学，提供了风景园林学研

究和实践的哲学基础。 

园林学科中所说的景观一般指园林的基本含义。园林景观：泛指自然景色；景象。 

http://www.baidu.com/s?wd=%E5%B8%8C%E4%BC%AF%E8%8E%B1&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nWnvnjTsPHb3rH0kP1bk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1cdPjRYPH0
http://www.baidu.com/s?wd=%E3%80%8A%E5%9C%A3%E7%BB%8F%E3%80%8B&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nWnvnjTsPHb3rH0kP1bk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1cdPjRYPH0
http://www.baidu.com/s?wd=%E8%80%B6%E9%B2%81&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nWnvnjTsPHb3rH0kP1bk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1cdPjRYPH0
http://www.baidu.com/s?wd=%E6%89%80%E7%BD%97%E9%97%A8&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nWnvnjTsPHb3rH0kP1bk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1cdPjRYPH0
http://www.baidu.com/s?wd=%E4%BF%9E%E5%AD%94%E5%9D%9A&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nWnvnjTsPHb3rH0kP1bk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1cdPjRYPH0
http://www.baidu.com/s?wd=%E7%89%9B%E6%B4%A5%E8%8B%B1%E8%AF%AD%E8%AF%8D%E5%85%B8&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nWnvnjTsPHb3rH0kP1bk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1cdPjRYPH0
http://www.baidu.com/s?wd=%E7%89%9B%E6%B4%A5%E8%8B%B1%E8%AF%AD%E8%AF%8D%E5%85%B8&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nWnvnjTsPHb3rH0kP1bk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1cdPjRYPH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AF%E8%89%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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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区域概念：专指自然地理区划中起始的或基本的区域单位，是发生上相对一

致和形态结构同一的区域，即自然地理区。 

类型概念：类型单位的通称，指相对隔离的地段，按其外部特征的相似性，归为

同一型单位，如荒漠景观、草原景观、景观学中指特定的区域概念。艺术家把景观作

为表现与再现对象，等同于风景；生态学家把景观定义为生态系统；旅游学家把景观

当做资源；建筑师把景观作为建筑物的配景或背景。 

景观是一个具有时间属性的动态整体系统，它是由地理圈、生物圈、和人类文化

圈共同作用形成的。当今的景观概念已经涉及到地理、生态、园林、建筑、文化、艺

术、哲学、美学等多个方面。由于景观研究是一门指出未来方向，指导人们行为的学

科，它要求人们跨越所属领域的界限，跨越人们熟悉的思维模式，并建立与它领域融

合的共同的基础。因此，在综合各个学科景观概念的基础上，要更好地将其应用于各

种土木工程建设、城市规划设计及人居环境的改善等具体项目建设上。 

 

                           

 

 

 

 

园林示意图                        园林景观示意图 

 

 

 

 

 

 

风景园林示意图                      园林规划示意图 

 

 

 

 

 

 

 

园林设计示意图                      园林工程示意图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D%92%E6%BC%A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AF%E8%A7%82%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AF%E8%A7%82%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F%E6%80%81%E5%AD%A6%E5%AE%B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F%E6%80%81%E7%B3%BB%E7%BB%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F%E7%89%A9%E5%9C%8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87%E5%8C%96%E5%9C%8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87%E5%8C%96%E5%9C%8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E%E5%B8%82%E8%A7%84%E5%88%92%E8%AE%BE%E8%AE%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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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项目 2 园林的产生和类型（1学时） 

2.1 园林的产生 

中国园林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遗产，它被举世公认为世界园林之母，世界

艺术之奇观。中国的造园艺术，以追求自然精神境界为最终和最高目的，以达到“虽

由人作，宛自天开”为宗旨。中国古典园林是五千年的历史的沉淀。 

据有关典籍记载，我国造园应始于商周，其时称之为囿。最初的“囿”，就是把

自然景色优美的地方圈起来，放养禽兽，供帝王狩猎，所以也叫游囿。在汉代称之为

“游苑”。汉朝在秦朝的基础上把早期的游囿，发展到以园林为主的帝王苑囿行宫，

除布置园景供皇帝游憩之外，还举行朝贺，处理朝政。这个时期涌现的名园有汉高祖

的“未央宫”，汉文帝的“思贤园”，汉武帝的“上林苑”，梁孝王的“东苑”（又

称梁园、菟园、睢园），宣帝的“乐游园”等 。明、清是中国古典园林创作的高峰期。

皇家园林创建以清代康熙、乾隆时期最为活跃。当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给建造大规

模写意自然园林提供了有利条件,“圆明园”、“避暑山庄”、“畅春园”等 “沧浪

亭”、“拙政园”、“寄畅园”等园林都是当时的佳作。 

西方园林 

起始阶段：世界上最早的园林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6世纪的埃及，从古代墓画中可

以看到祭司大臣的宅园采取方直的规划，规则的水槽和整齐的栽植。由苑的布局形式

后演变成游乐的林园，其中典型的带代表作是列宁格勒的彼得宫喷泉。巴比伦、波斯

气候干旱，重视水的利用。波斯庭园的布局多以位于十字形道路交叉点上的水池为中

心，这一手法为阿拉伯人继承下来，成为伊斯兰园林的传统，流布于北非、西班牙、

印度，传入意大利后，演变成各种水法，成为欧洲园林的重要内容。 

初步发展阶段：山庄园林，宫廷园林。古希腊通过波斯学到西亚的造园艺术，发

展成为住宅内布局规则方整的柱廊园。古罗马继承希腊庭园艺术和亚述林园的布局特

点，发展成为山庄园林。  

欧洲中世纪时期，封建领主的城堡和教会的修道院中建有庭园。 

持续发展：别墅园林（私人），园林风格化。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佛罗伦萨、

罗马、威尼斯等地建造了许多别墅园林。以别墅为主体，利用意大利的丘陵地形，开

辟成整齐的台地，逐层配置灌木，并把它修剪成图案形的植坛，顺山势运用各种水法，

如流泉、瀑布、喷泉等，外围是树木茂密的林园。这种园林通称为意大利台地园。台

地园在地形整理、植物修剪艺术和水法技术方面都有很高成就。后来法国继承和发展

了意大利的造园艺术。从 17世纪开始，英国把贵族的私园开放为公园。18世纪以后，

欧洲其他国家也纷纷仿效。自此西方园林学开始了对公园的研究。17世纪下半叶，法

国造园家勒诺特尔提出原则是：“要强迫自然接受匀称的法则”。18世纪欧洲文学艺术

领域中兴起浪漫主义运动。在这种思潮影响下，英国开始欣赏纯自然之美，重新恢复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5%86%E5%91%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89%E9%AB%98%E7%A5%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89%E9%AB%98%E7%A5%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AA%E5%A4%AE%E5%AE%A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89%E6%96%87%E5%B8%9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A%E6%9E%97%E8%8B%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2%81%E5%AD%9D%E7%8E%8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2%81%E5%9B%A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A3%E5%B8%9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86%E6%98%8E%E5%9B%A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5%85%E6%98%A5%E5%9B%A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A7%E6%B5%AA%E4%BA%A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A7%E6%B5%AA%E4%BA%A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B%99%E6%94%BF%E5%9B%A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F%84%E7%95%85%E5%9B%A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2%93%E7%94%B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7%E5%AE%81%E6%A0%BC%E5%8B%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D%BC%E5%BE%97%E5%AE%AB
http://www.baidu.com/s?wd=%E9%98%BF%E6%8B%89%E4%BC%AF%E4%BA%BA&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4mW9BnyDYPWbsPWc1PWw9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jb3nHDsPjT4n1n1nWT4rHmY
http://www.baidu.com/s?wd=%E6%84%8F%E5%A4%A7%E5%88%A9&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4mW9BnyDYPWbsPWc1PWw9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jb3nHDsPjT4n1n1nWT4rHmY
http://www.baidu.com/s?wd=%E6%96%87%E8%89%BA%E5%A4%8D%E5%85%B4%E6%97%B6%E6%9C%9F&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4mW9BnyDYPWbsPWc1PWw9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jb3nHDsPjT4n1n1nWT4rHmY
http://www.baidu.com/s?wd=%E6%84%8F%E5%A4%A7%E5%88%A9&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4mW9BnyDYPWbsPWc1PWw9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jb3nHDsPjT4n1n1nWT4rHmY
http://www.baidu.com/s?wd=%E4%BD%9B%E7%BD%97%E4%BC%A6%E8%90%A8&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4mW9BnyDYPWbsPWc1PWw9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jb3nHDsPjT4n1n1nWT4rHmY
http://www.baidu.com/s?wd=%E6%84%8F%E5%A4%A7%E5%88%A9&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4mW9BnyDYPWbsPWc1PWw9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jb3nHDsPjT4n1n1nWT4rH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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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草地、树丛，于是产生了自然风景园。英国申斯诵的《造园艺术断想》，首次使

用风景造园学一词，倡导营建自然风景园，但当时对自然美的特点还缺乏完整的认识。

18世纪中叶，钱伯斯从中国回英国后撰文介绍中国园林，他主张引入中国的建筑小品。

他的著作在欧洲，尤其在法国颇有影响。在建筑与庭园相接地带也使用行列栽植的树

木，并利用当时从美洲、东亚等地引进的花卉丰富园林色彩，把英国自然风景园推进

了一步。 

成立学科系统：19 世纪下半叶，美国风景建筑师奥姆斯特德于 1858 年主持建设纽

约中央公园时，创造了“风景建筑师”一词，开创了“风景建筑学”。他把传统园林学

的范围扩大了，从庭园设计扩大到城市公园系统的设计，以至区域范围的景物规划。

他认为城市户外空间系统以及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是人类生存的必然需要，而并不

是奢侈品。 

公元前三千多年——地中海东部沿岸古埃及产生世界上最早的规则式园林 

公元前五百年——古希腊的雅典城邦及罗马别墅园宅园 

公元七世纪——阿拉伯人建立的伊斯兰大帝国 

公元十四世纪——伊斯兰园林的鼎盛 

公元十五世纪——欧洲西南端的伊比利亚半岛 

公元十五世纪后期——欧洲意大利半岛的理水方式和园林小品的产生 

公元十七世纪——法国的中轴线对称规整的园林布局 

公元十七世纪末——法国尽量运用一切文化艺术手段来宣扬君威 

公元十八世纪初期——英国的风景式园林的盛行 

公元十八、十九世纪——靳诺特风格和英国风格的平行发展 

公元十九世纪中叶——植物研究成为专门的学科，大量花卉开始在经景观中运用 

公元十九世纪后期——大工业的发展，郊野地区开始兴建别墅园林 

二十世纪以来（一战以后）——现代流派的迭兴产生了现代园林 

2.2 园林的类型 

中国园林 

中国园林类型划分上，一般可以分为皇家园林、私家园林、自然风景园林和寺庙

园林四种基本类型。由于划分方法不同，园林类型也不同。 

【按园林所处地理位置分类】 

   北方类型  

    北方园林，因地域宽广，所以范围较大；又因大多为百郡所在，一所以建筑富丽

堂皇。因自然气象条件所局限，河川湖泊、园石和常绿树木都较少。由于风格粗扩，

所以秀丽媚美则显得不足。北方园林的代表大多集中于北京、西安、洛阳。开封，其

中尤以北京为代表。 

    江南类型  

http://www.baidu.com/s?wd=%E3%80%8A%E9%80%A0%E5%9B%AD%E8%89%BA%E6%9C%AF%E6%96%AD%E6%83%B3%E3%80%8B&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4mW9BnyDYPWbsPWc1PWw9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jb3nHDsPjT4n1n1nWT4rHmY
http://www.baidu.com/s?wd=%E4%B8%AD%E5%9B%BD%E5%9B%AD%E6%9E%97&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4mW9BnyDYPWbsPWc1PWw9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jb3nHDsPjT4n1n1nWT4rHmY
http://www.baidu.com/s?wd=%E8%8B%B1%E5%9B%BD%E8%87%AA%E7%84%B6%E9%A3%8E%E6%99%AF%E5%9B%AD&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4mW9BnyDYPWbsPWc1PWw9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jb3nHDsPjT4n1n1nWT4rHmY
http://www.baidu.com/s?wd=%E5%A5%A5%E5%A7%86%E6%96%AF%E7%89%B9%E5%BE%B7&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4mW9BnyDYPWbsPWc1PWw9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jb3nHDsPjT4n1n1nWT4rHmY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4%B8%AD%E6%B5%B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A4%E5%9F%83%E5%8F%8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7%84%E5%88%99%E5%BC%8F%E5%9B%AD%E6%9E%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D%97%E9%A9%AC%E5%88%AB%E5%A2%8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8A%E6%AF%94%E5%88%A9%E4%BA%9A%E5%8D%8A%E5%B2%9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4%8F%E5%A4%A7%E5%88%A9%E5%8D%8A%E5%B2%9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AD%E6%9E%97%E5%B0%8F%E5%93%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AD%E6%9E%97%E5%B8%83%E5%B1%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B3%E8%AF%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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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人口较密集，所以园林地域范围小；又因河湖、园石、常绿树较多，所以园

林景致较细腻精美。因上述条件，其特点为明媚秀丽、淡雅朴素、曲折幽深，但究竟

面积小，略感局促。南方园林的代；表大多集中于南京、上海、无锡、苏州、杭州、

扬州等地，其中尤以苏州为代表。 

岭南类型 

因为其地处亚热带，终年常绿，又多河川，所以造园条件比北方、南方都好。其

明显的特点是具有热带风光，建筑物都较高而宽敞。现存岭南类型最著名的岭南四大

园林在广东，顺德清晖园、东莞可园、佛山梁园和番禹余荫山房。 

除三大主题风格外，还有巴蜀园林、西域园林等各种形式。  

中国古典园林对东西方园林的一些共有的设计理念有着自己的处理手段；而且融

合了自己历史、人文、地理特点后，也表现了自己的一些独到之处。  

【按占有者身份、隶属关系分类】 

皇家园林  

是专供帝王休息享乐的园林。古人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统治阶级看来国家的 

山河都是属于皇家所用的。所以其特点是规模宏大，真山真水较多园中建筑色彩富丽

堂皇，建筑体型高大。现存为著名皇家园林有北京的颐和园、北京的北海公园、河北

承德的避暑山庄。属于皇帝个人和皇室所私有，古籍里称为苑、苑囿、宫苑、御苑、

御园等。  

私家园林  

是供皇家的宗室、王公官吏、富商等休闲的园林。其特点是规模较小所以常用假

山假水，建筑小巧玲珑，表现其淡雅素净的色彩。现存的私家园林，如北京的恭王府，

苏州的拙政园、留园、网狮园，上海的豫园等。属于民间的贵族、官僚、缙绅所私有，

古籍里面称园、园亭、园墅、池馆、山池、山庄、别业（墅）、草堂等。  

寺观园林  

佛寺和道观的附属园林，也包括寺观内部庭院和外围地段的园林化环境。  

【按园林基址的选择和开发方式分类】 

人工山水园林 

我国造园发展到完全自觉创造阶段而出现的审美境界最高的一类园林。这类园林均 

修建在平坦地段上，尤以城镇内居多。在城镇的建筑环境里面创造模拟天然野趣的小

环境，犹如点点绿洲，故也称之为“城市山林”。 

天然山水园林  

一般建在城镇近郊或远郊的山野风景地带，包括山水园、山地园和水景园等。兴造 

天然山水园的关键在于选择基址，如果选址恰当，则能以少量的花费而获得远胜于人

工山水园的自然风景之真趣。 

【按园林的艺术风格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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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式园林、自然式园林混合式园林。 

西方园林 

意大利文艺复兴园林 

意大利的台地园被认为是欧洲园林体系的鼻祖，对西方古典园林风格的形成起到重

要的作用。意大利园林一般附属于郊外别墅，与别墅一起由建筑师设计，布局统一，

但别墅不起统率作用。它继承了古罗马花园的特点，采用规则式布局而不突出轴线。

别墅的主建筑物通常在较高或最高层的台地上，可以俯瞰全园景色和观赏四周的自然

风光。 

代表作：哈德良庄园、兰特庄园、埃斯特庄园、美第奇别墅等。 

 

 

 

 

 

 

 

法国古典主义园林 

轴线规则式设计，气势恢宏，展现了皇家气派，以大运河、刺绣画坛、大丛林、

密园等造景要素。 

代表作：沃勒维贡特府邸、凡尔赛宫苑、巴黎等。 

 

 

 

 

 

 

 

 

 

 

 

 

 

 

英国自然式风景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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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国园林、绘画和欧洲风景画的启发，英国园林师开始从英国自然风景中汲取 

营养，主要以反映牧场田园风为主。 

代表作：伦敦邱园，慕尼黑英国园。 

 

 

 

 

 

 

 

日本园林 

日本特有的造园手法式日本园林的精华。特点：无水之庭,即在庭园内敷白砂,缀

以石组或适量树木,因无山无水而得名。 

●池泉园 

主要特点：以池泉为中心的园林构成,体现日本园林的本质特征,即岛国性国家的

特征。园中以水池为中心,布置岛、瀑布、土山、溪流、桥、亭、榭等。 

●筑山庭 

主要特点：在庭园内堆土筑成假山,缀以石组、树木、飞石、石灯笼的园林构成。

一般要求有较大的规模,以表现开阔的河山,常利用自然地形加以人工美化,达到幽深

丰富的景致。 

●平庭（枯山水平庭） 

在平坦的基地上进行规划和建设的园林,一般在平坦的园地上表现出一个山谷地

带或原野的风景,用各种岩石、植物、石灯和溪流配置在一起,组成各种自然景色,多用

草地、花坛等。根据庭内敷材不同而有芝庭、苔庭、砂庭、石庭等。平庭和筑山庭都

有真、行、草三种格式。 

●茶庭 

也叫露庭、露路,是把茶道融入园林之中,为进行茶道的礼仪而创造的一种园林形

式。面积很小,可设在筑山庭和平庭之中,一般是在进入茶室前的一段空间里,布置各种

景观。 

日本从汉代起，就受中国深厚文化的影响。到公元 8世纪的奈良时期，日本开始

大量吸收中国的盛唐文化，中国文化也从各方面不断刺激着日本社会。园林亦是如此，

日本深受中国园林尤其是唐宋山水园的影响，因而一直保持着与中国园林相近的自然

式风格。但结合日本的自然条件和文化背景，形成了它的独特风格而自成体系。日本

所特有的山水庭，精巧细致，在再现自然风景方面十分凝炼。并讲究造园意匠，极富

诗意和哲学意味，形成了极端“写意”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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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时代（公元 3～4世纪）→飞鸟时代（538年）→平安时代(794～1192年)→ 

封建时代（12世纪末）→室町时代(14～15世纪)→桃山时代(16世纪)→江户时代(17～

19世纪)→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后，日本庭园开始欧化） 

中国园林与日本园林的区别 

中日两国古典园林同属于区别于欧洲和西亚的东方园林体系，日本园林受中国园

林影响很大，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但经过日本长期的历史过滤与消化，逐

步形成了具有日本文化性格特征的园林艺术，与中国园林在许多方面又有着主要区别。 

  中国和日本园林同属于世界三大造园系统中的东方园林。（世界三大造园体系： 东

方园林、西亚园林和欧洲园林） 

 

 

 

 

 

 

 

 

 

 

 

子项目 3 园林文化的发展阶段（1 学时） 

3.1 园林文化主要发展时期 

http://www.baidu.com/s?wd=%E4%B8%9C%E6%96%B9%E5%9B%AD%E6%9E%97&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4uhRdnW-bmW9BrHN9PWnY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rjmYnHTvPWc
http://www.baidu.com/s?wd=%E6%97%A5%E6%9C%AC%E5%9B%AD%E6%9E%97&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4uhRdnW-bmW9BrHN9PWnY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rjmYnHTvPWc
http://www.baidu.com/s?wd=%E4%B8%AD%E5%9B%BD%E5%9B%AD%E6%9E%97&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4uhRdnW-bmW9BrHN9PWnY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rjmYnHTvPWc
http://www.baidu.com/s?wd=%E4%B8%9C%E6%96%B9%E5%9B%AD%E6%9E%97&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4uhRdnW-bmW9BrHN9PWnY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rjmYnHTvPWc
http://www.baidu.com/s?wd=%E4%B8%9C%E6%96%B9%E5%9B%AD%E6%9E%97&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4uhRdnW-bmW9BrHN9PWnY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rjmYnHTvP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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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园林主要发展阶段表 

 

 

 

 

 

 

 

 

 

 

 

 

 

 

 

 

 

 

 

 

 

 

 

 

 

西方园林主要发展阶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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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园林文化主要发展脉络 

文化是意识的外在表现，是人类的存在方式，人类的全部文化直接或间接的来源

并存活于自然中。园林景观与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其本身就是文化，也是文化的

一种载体，园林形式是自然条件、社会发展状况、宗教思想和人们生活习俗的综合反

映，建园的整个过程就是一种文化行为，通过不同的设计可以将不同的文化融入园林

景观当中，景观设计师将自己对园林景观的理解通过一定的景观形式表现出来，成为

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园林 

中国园林文化历史悠久，是世界三大园林发源地(东方、西亚和欧洲)之一。在园

林艺术创作、园林规划设计、园林工程建设方面积累了许多优秀的文化内涵以及造景

的成功经验。“虽由人做，宛自天开”是中国园林的最大特色，它是一种顺应自然的

的“风景式园林”。其模仿自然、重现自然的造园手法为旅游规划者和现代旅游景区

建设所推崇。 

中国园林发展经历的主要历史阶段有：萌芽期→形成期→发展与转折期→成熟期

→高潮期→变革期→新型期。 

主要历史阶段和发展过程： 

萌芽期 

中国园林的兴建是从商殷时期开始的，当时商朝国势强大，经济发展也较快。文

化上，甲骨文是商代巨大的成就，文字以象形字为主。在甲骨文中就有了园、囿、圃

等字，而从园、囿、圃的活动内容，可以看出囿最具有园林的性质。在商代，帝王、

奴隶主盛行狩猎游乐。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思想领域“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主

要有儒、道、墨、法，杂家等。绘画艺术也有相当的发展，开拓了人们的思想领域。

当时神仙思想最为流行，其中的东海仙山和昆仑山最为神奇，流传也最广。 

形成期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秦王朝封建帝国，开始以空前的规模兴建

离官别苑。这些宫室营建活动中也有园林建设，如《阿房宫赋》等。汉代，在同的基

础上发展出新的园林形式--苑，其中分布着官室建筑。苑中养百兽，供帝王狩猎取乐，

保存了囿的传统。苑中有观、有宫，成为建筑组群为主体的建筑宫苑，一池三山”的

形式开始出现。 

发展与转折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园林属于园林史上的发展、转折期。这一时期是历史上的

一个大动乱时期，是思想、文化、艺术上有重大变化的时代。这些变化引起乐园林创

作的变革。 

西晋时已出现山水诗和游记。当初，对自然景物的描绘，只是用山水形式来谈玄

论道。到了东晋，例如在陶渊明的笔下，自然景物的描绘已是用来抒发内心的情感和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7%85%E6%B8%B8%E8%A7%84%E5%8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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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趣。反映在园林创作中，则追求再现山水，有若自然。南朝地处江南，由于气候温

和，风景优美，山水目别具一格。这个时期的园林穿池构山而有山有水，结合地形进

行植物造景，因景而设园林建筑。北朝对于植物、建筑的布局也发生了变化。如北魏

官吏茹皓营华林园，“经构楼馆，列于上下。树草裁木，颇有野致。”从这些例子可

以看出南北朝时期园林形式和内容的转变 m园林形式从粗略的模仿真山真水转到用写

实手法再现山水；园林植物由欣赏奇花异木转到种草栽树，追求野致；园林建筑不再

徘徊连属，而是结合山水，列于上下，点缀成景。 

  南北朝时期园林是山水、植物和建筑相互结合组成山水园。这时期的园林可称作

自然（主义）山水园或写意山水园；佛寺丛林和游览胜地开始出现。南北朝时佛教兴

盛，广建佛寺。佛寺建筑可用宫殿形式，宏伟壮丽并附有庭园。尤其是不少贵族官僚

舍宅为寺，原有宅院成为寺庙的园林部分。很多寺庙建于郊外、或选山水胜地进行营

建。这些寺庙不仅是信徒朝拜进香的胜地，而且逐步成为风景游览的胜区。此外，一

些风景优美的胜区，逐渐有了山居、别业、庄园和聚徒讲学的精舍。这样，自然风景

中就渗入了人文景观，逐步发展成为今天具有中国特色的风景名胜区。 

成熟期 

  中国园林在隋、唐时期达到成熟，这个时期的园林主要有隋代山水建筑官苑、唐

代宫苑和游乐地、唐代自然园林式别业山居和唐、宋写意山水园、北宋山水宫苑。 

  隋代山水建筑宫苑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在东京洛阳大力营建宫殿苑囿。别苑中以

西苑最着名，西苑的风格明显受到南北朝自然山水园的影响，采取了以湖、渠水系为

主体，将宫苑建筑融于山水之中。这是中国园林从建筑宫苑演变到山水建筑富苑的转

折点。 

  唐代宫苑和游乐地 唐朝国力强盛，长安城富苑壮丽。大明宫北有太液池，池中蓬

莱山独踞，池周建回廊 400多间。兴庆宫以龙池为中心，固有多组院落。大内三苑以

西苑为最优美。苑中有假山，有湖池，渠流连环。 

  唐代自然园林式别业山居 盛唐时期，中国山水画已有很大发展，出现了即兴写情

的画风。园林方面也开始有体现山水之情的创作。盛唐诗人、画家王维在蓝田县天然

胜区，利用自然景物，略施建筑点缀，经营了辋川别业，形成既富有自然之趣，又有

诗情画意的自然园林。中唐诗人白居易游庐山，见香炉峰下云山泉石胜绝，困置草堂，

建筑朴素，不施朱漆粉刷。草堂旁，春有绣谷花（映山红），夏有石门云，秋有虎溪

月，冬有炉峰雪，四时佳景，收之不尽。这些尉林创作反应了唐代自然式别业山居，

是在充分认识自然美的基础上，运用艺术和技术手段束造景、借景而构成优美的园林

境域。 

  唐、宋写意山水园 从《洛阳名园记》一书中可知唐、宋宅园大都是在面积不大的

宅旁地里，因高就低，掇山理水，表现山壑溪流之胜。点景起亭，揽胜筑台，茂林蔽

天，繁花覆地，小桥流水，曲径通幽，巧得自然之趣。这种根据造园者对山水的艺术

http://www.yuanlin8.com/thread/114.html
http://www.yuanlin8.com/thread/114.html
http://www.yuanlin8.com/thread/1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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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和生活需求，因地制宜的表现山水真情和诗情画意的园，称为写意山水园。 

北宋山水宫苑北宋时建筑技术和绘匦都有发展，出版了《营造法式》，兴起了界

面。政和七年，宋徽宗赵估始筑万岁山，后更名为艮岳，岗连阜属，西延平夷之岭，

有瀑布、溪涧、池沼形成的水系。在这样一个山水兼胜的境域中，树木花草群植成景，

亭台楼阁因势布列。这种全景式的表现山水、植物和建筑之胜的园林，就是山水官苑。 

高潮期 

  元、明、清时期，园林建设取得长足发展，出现了许多着名园林，如三代都建都

北京，完成了西苑三海（北海、中海、南海）、圆明园、清漪园（今颐和园）、静宜

园（香山）、静明园（玉泉山），达到园林建设的高潮。 

  元、明。清是我国园林艺术的集成时期，元、明、清园林继承了传统的造园手法

并形成了具有地方风格的园林特色。北方以北京为中心的皇家园林，多与离宫结合，

建于郊外，少数建在城内，或在山水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或是人工开凿兴建，建筑宏

伟浑厚，色彩丰富，豪华富丽。南方苏州、扬州、杭州、南京等地的私家园林，如苏

州拙政园。多与住宅相连，在不大的面积内，追求空间艺术变化，风格素雅精巧，因

势随形创造出了“咫尺山林，小中见大”的景观效果。 

 

 

 

 

 

 

 

 

 

 

苏州--拙政园 

元、明、清时期造园理论也有了重大发展，其中比较系统的造园着作就是明末计

成的《园冶》。书中提到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相地合宜，造园得体”等主

张和造园手法。为我国造园艺术提供了珍贵的理论基础。 

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个时期，中国园林发生的变化是空前的。园

林为公众服务的思想，把园林作为一门科学的思想得到了发展。这一时期，帝国主义

国家利用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建立租界，他们用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在租界建造公园，

并长期不准中国人进入。随着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清朝末年便出现了

首批中国自建的公园。辛亥革命后，北京的皇家园囿和坛庙陆续开放为公园，供公众

参观。许多城市也陆续兴建公园，如广州的中央公园、重庆中央公园、南京的中由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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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新园林。到抗日战争前夕，在全国已经建有数百座公园。抗日战争爆发直至 1949年，

各地的园林建设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 

新兴期 

这一时期主要是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营建、改建和整理的城市公园。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城市园林绿化建设事业，把它视为现代文明城市的

标志。50多年来城市园林绿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截至 1959

年全国的绿地面积达 128 000h ㎡。但是，由于认识上的原因，在发展的过程中也走过

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文化大革命”当中，园林绿化首当其冲，惨遭浩劫，遭受严重

挫折和重大损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20世纪 80年代以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拨乱反正，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把园林绿化事业提高到两个文明建设的高度来抓，制定了一系

列方针政策，园林绿化事业恢复到了应有的地位，展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使

园林绿化事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城市公园建设正向纵深发展，新公园的建设和

公园景区、景点的改造、充实、提高同步进行，小园和园中园的建设得到重视，出现

了一批优秀园林作品，受到广太群众的欢迎。如北京的双秀园、雕塑公园、陶然亭公

园中的华夏名亭园、紫竹院公园中的筠石园，上海的大观园，南京的药物园，洛阳的

牡丹园等，都取得很大成功。例如，在公园建设中，以植物为主造园越来越受到重视，

用植物的多彩多姿塑造优美的植物景观，体现了生态、审美、游览、休息的多种功能。 

  总之，改革开放 20 几年来，我国园林绿化事业得到蓬勃发展，成果丰盛。早期统

计数据表明：截至 1995 年，全国城市平均绿化覆盖率达到 24.4%,人均公共绿地达到

5.3㎡，截至 1999年底，全国已有 19个城市达到“园林城市”标准，一个城区达到“园

林城区”标准。 

西方园林 

西方园林的发展历史同中国园林相仿，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和成熟期的数千年

发展过程。西方各民族的园林在当地气候条件和生活习俗的影响下，在历史长河中经

过多次演变最终形成特有的园林形式。 

西方文化开放、个性的特征较为明显：古代西方常以认识论作为处理人和自然关

系的法则之一，人们通过认识的自然规律和法则来改造自然。在西方人文哲学中，人

与自然便较多的处于对立的态度：要么对自然产生敬畏，进行膜拜，要么战胜自然，

体现人力的伟大。因而在园林的建造过程中，西方人会花大力气来磨平石块、修剪树

木花草，使其达到对称、整体化一的人为设计的标准，借此来体现人对自然界改造的

能力。另外，在欧洲的哲学思想中还十分强调理性对实践的认识作用，著名的“黄金

分割”理论最早就是由他们提出的。这种美学思想统治着欧洲达几千年之久，它强调

对称、均衡、整齐，推崇圆、方、正、直线等造型，欧洲几何图案形式的园林风格也

因此受到这种唯理美学思想的极大影响。英国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之下产生了以培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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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经验主义，相信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来源。因此，经验主义给 18 世纪造园艺术

的性准备了哲学基础和美学基础。西方的自然地理条件则为西式园林的设计提供了物

质基础。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是西方文明的摇篮，但其国土的大部分都是沙漠地带，

对长期居住在沙漠里的人来说，在一片炎热荒漠的环境里有水和遮荫树木的绿洲乃是

弥为珍贵。由于尼罗河长期的冲积作用， 沿岸地区土地肥沃形成了适于人居的绿洲，

因此古埃及人的园林都以绿洲景观作为设计的模板。尼罗河每年泛滥，退水之后由于

农业耕种，需要丈量耕地，因而发展了古代几何学。于是古埃及人便把几何的概念用

之于园林设计中，水渠和水池的形状方整规则，房屋和树木亦按几何规矩加以安排，

从而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人工化的园林。 

西方园林文化发展，是以 16世纪意大利义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造园术思潮为基

础，于 17七世纪下半叶在法国形成的。这种林崇尚开放，流行整齐、对称的几何图形

格局，通过人工美以表现人对自然的控制和改造，显示人为的力量。它一般具有中轴

线的几何格局：地毯式的花圃草地、笔直的林阴路、整齐的水池华丽的喷泉和雕像、

排成行的树木(或修剪成一定造型的绿篱)、壮丽的建筑物等。通过这些布局反映了当

时的封建统治意识，满足其追求排场或举行盛大宴、舞会会的需要，其中最有有代表

性的是巴黎的凡尔赛宫。这种古典主义的园林，曾得到当时社会的推崇，其中更多的

是诗人、画家们的赞许和歌颂，也就赋有了在当时社会上风行的“诗情画意”和特有

的“意境”。 

 

子项目 4 园林文化的主要特征（1 学时） 

4.1 中国园林文化的本质特征 

中国园林文化一向都是崇尚自然、崇尚城市建筑中的园林文化的。中国的园林文

化深受传统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可以说，中国的园林设计有着文化上的色

彩和思想上的意义。中国园林是自然式山水园林，园林的设计中体现着崇尚自然的原

则。中国园林的文化中，水、亭、景的相互映衬虽然是人工之作，但是讲究“清水出

芙蓉，天然去雕饰”，讲究“巧夺天工”。这种在精致的园林之上追求的自然，有着深

刻的道家思想上的含义。而道家的崇尚静的思想，也反映在了我国古代园林文化之中。 

我国古典园林多以静态的水面作为园林布局中心，以形成质朴淡雅、含蓄深沉的

园林氛围；而西方规则式园林以“动”水为美，注重水法的千奇百态，多以喷涌、流

动的水体为构园重心，以形成热闹、活泼的园林环境。而又由于佛家思想的影响，中

国的园林在讲究自然和天人合一的基础上，还比较讲究意境。意境一直以来都是一个

比较诗意并且讲究诗意之外的意的话题。中国园林的讲究意境，不但讲究客观景观的

自然美好，还要求这些客观的园林之境还可以与主人的心境和意识相互交融，完美地

融合起来，以体现一种诗意的追求。可以说，中国的园林承载中国人的文化，这些文

化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有着潜移默化的深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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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可概括为四大本质特征：  

●本于自然，高于自然 

●建筑美与自然美的融糅 

●诗画的情趣 

●意境的涵蕴 

模山范水的景观类型  

地形地貌，水文地质，乡土植物等自然资源构成的乡土景观类型，是中国古典园林 

的空间主体的构成要素。乡土材料的精工细做，园林景观的意境表现，是中国我传统

的园林的主要特色之一。中国古典园林强调“虽由人做，宛自天开”，强调“源于自

然而高于自然”，强调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感受。  

适宜人居的理想环境  

追求理想的人居环境，营造健良舒适，清新宜人的小气候条件，由于中国古代生活 

环境相对恶劣，中国古典园林造景都非常注重小气候条件的改善，营造更加舒适宜人

的环境，如山水的布局、植物的种植、亭廊的构建等，无不以光影、气流、温度等人

体舒适性的影响因子为依据，形成舒适宜人居住生活的理想环境。  

巧于因借的视域边界  

不拘泥于庭院范围，通过借景扩大空间视觉边界，使园林景观与外面的自然景观

等相联系、相呼应，营造整体性园林景观。无论动观或者静观都能看到美丽的景致，

追求无限外延的空间视觉效果。  

循序渐进的空间组织  

动静结合、虚实对比、承上启下、循序渐进、引人入胜、渐入佳境的空间组织手

法和空间的曲折变化，园中园式的空间布局原则常常将园林整体分隔成许多不同形状、

不同尺度和不同个性的空间，并将形成空间的诸要素糅合在一起，参差交错、互相掩

映，将自然、山水、人文景观等分割成若干片段，分别表现，使人看到空间局部交错，

以形成丰富得似乎没有尽头的景观。  

小中见大的空间效果  

古代造园艺术家们抓住大自然中各种美景的典型特征提炼剪裁，把峰峦沟壑一一

再现在小小的庭院中，在二维的园址上突出三维的空间效果。“以有限面积，造无限

空间”。“大”和“小”是相对的，关键是“假自然之景，创山水真趣，得园林意境”。 

耐人寻味的园林文化  

人们常常用山水诗、山水画寄情山水，表达追求超脱与自然协调共生的思想和意

境。古典园林中常常通过楹联匾额、刻石、书法、艺术、文学、哲学、音乐等形式表

达景观的意境，从而使园林的构成要素富于内涵和景观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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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园林文化发展史上独树一帜，是全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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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西方园林文化的本质特征 

西方园林的造园文化艺术以“完整、和谐、鲜明”为特征,完全排斥自然，力求体

现出严谨的理性，一丝不苟地按照纯粹的几何结构和数学关系发展。“强迫自然接受匀

称的法则”成为西方造园文化艺术的基本信条。 

  西方造园艺术主要以意大利、法国、英国的园林为代表。它们的造园艺术在不同

时期都十分显著地体现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魅力，并且有些艺术风格在几个世纪中都占

统治地位，有些艺术手法一直延用至今。 

西方造园文化是在理性的精神意识下，刻意追求的是一种有规律的形式美；汲取

大自然形式美的元素通过人工的创造，符合西方的审美意识和习惯。西方人认为自然

美有缺陷，为了克服这种缺陷而达到完美的

境地，必须凭借某种理念去提升自然美，从

而达到艺术美的高度。西方园林那种轴线对

称、均衡的布局，精美的几何图案构图，强

烈的韵律节奏感都明显的体现出对形式美的刻意追求。西方美学著作中虽也提到自然

美，但这只是美的一种素材或源泉，自然美本身是有缺陷的，非经过人工的改造，便

达不到完美的境地，也就是说自然美本身并不具备独立的审美意义。“美是理念的感

性显现”，所以自然美必然存在缺陷，不可能升华为艺术美。而园林是人工创造的，

他理应按照人的意志加以改造，才能达到完美的境地。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各民族的文化艺术也趋向于一元化发展。中国现代公园在

园景设计手法上，应当继承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做到现代娱乐休闲生活

内容与民族化的园林艺术形式相统一。很多园林企业认为，园林是由生命的，其最本

质的内容在于对愉悦的纯粹精神活动的追求。 

中国悠久的历史，有着辉煌灿烂的文化，传统的古典园林是举世瞩目的文化遗产，

可以成为我国现代园林景观设计的借鉴。中国现代园林的布局和整个园林的内容、形

式、工程技术和文化艺术融为一体，遵循起、承、转、合的章法，使景观移步异景，

弥补了场地的缺陷，自由灵活的进行空间的分隔。用空间对比、渗透的手法凸显出空

间的层次。平缓、含蓄、连贯的节奏，充满天然之趣和自然的宁静，使自然环境与现

实生活协调起来，产生美的境意。中国现代园林是对中国传统园林的继承与发展。现

当今的人们已经深刻的认识到，现代园林应充分的尊重自然的园林传统，有意识的改

变忽视自然功能的形式主义手法。现代园林设计以自然为主体，更具自然规律进行规

划设计，减少对自然的人为干扰，进而形成具有自然活力的人类活动空间。 

http://www.baidu.com/s?wd=%E8%A5%BF%E6%96%B9%E5%9B%AD%E6%9E%97&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nHRsPvm4nW-Bn1w-nv7b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HmknHnsrHcvPHcknjfzrj0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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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阐述中西方园林的产生及其特征。 

2.中西方园林文化内涵与特征比较。 

课后 

辅导 

要点 

每周二、四晚修时间辅导和答疑；对学习者反映较多的问题在班级进行讲解；

对学习困难学习者，在其他时间进行单独指导。 

课 

后 

记 

本课程项目教学内容主要为基础知识学习，学习者能够全面掌握和应用。采

用“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学习者在理论学习中注重和强化技术技能。 

（说明：原则上每 2 节课撰写 1 份教案，可加页） 

在以倡导尊重自然为主体的国际现代园林设计发展潮流下，中国园林需要融入到

其中去，并且深刻的阐释本土的自然文化特征，才能为国际园林文化的发展作出相应

的贡献。 

 

内容小结 

1．园林的概念和含义； 

2．园林的产生和分类； 

3．园林文化的发展阶段； 

4．园林文化的主要特征； 

5．如何将专业知识运用于岗位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