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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项目1 
园林美学的概念和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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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美学是应用美学理论研究园林艺术的审美特
征和审美规律的学科。

园林美是对生活（包括自然）的审美意识（思想
感情、审美趣味、审美理想等）和优美的园林形
式的有机统一，是自然美、艺术美和社会美的高
度融合。它是衡量园林艺术作品表现力强弱的主
要标志。

一、园林美学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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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美学是应用美学理论研究园林艺术的审美特

征和审美规律的学科。园林美学从哲学、心理学、

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园林艺术的本质特征，研究

园林艺术和其他艺术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分析园

林创作和园林欣赏中的各种因素、各种矛盾，然

后找出其中的规律来。

园林艺术是通过园林的物质实体反映生活美丑、

表现园林匠师审美意识的空间造型艺术。它常

与建筑、书画、诗文、音乐等其它艺术门类相

结合，而成为一门综合艺术。园林艺术是一定

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审美理想在园林形式上的反

映。它运用总体布局、空间组合、体形、比例、

色彩、节奏、质感等园林语言，构成特定的艺

术形象，形成一个更为集中典型的审美整体，

以表达时代精神和社会物质文化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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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美是园林美学的基本含义，它和园林概念一样，在园林美
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园林美是园林思想内容的外在形式。具
体地说，园林美是园林的思想内容通过艺术的造园手法用一定
的造园素材表现出来的符合时代和社会审美要求的园林的外部
表现形式。园林美不是园林的外在形式，而是园林的内在形式。
它和园林的思想内容直接相关，是园林主要的、本质的形式。

美是对人而言的，自从有了人类和人类社会，伴随着人们的生
产劳动，就有了美的意识和美的思想。

二、园林美学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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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与园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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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美

园林美的表达方式

生活美 艺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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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美的园林 丑陋的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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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项目2 
园林美学的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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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园林美学思想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深具空间意识、着意空间审美关系。中国园

林属于特殊的建筑艺术、空间艺术。特别注重美的创造，将空间艺

术之美发挥到极致。以江南园林为代表的私家园林十分讲究山水、

花木、屋宇诸要素之间，各种要素纷繁的支系之间，园内之景与园

外之景之间，通过巧妙的构思和方法组合成一个和谐精丽的艺术整

体。局部看，“片山多致，寸石生情”；全局看，“境仿瀛壶，天

然图画”；大观小致，众妙并包。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尊尚心灵净化、自我超越为最高审美境界。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以传统士人审美思想为主流，不摒弃园林耳目声

色愉悦，但要求由此更上一层，与心相会，体验到心灵的净化和提

升，摆脱尘垢物累，达到自由和超越的审美境界。由此看来，对山

水环境、空间关系、生命超越的崇尚，盖次三者构成中国园林美学

思想的精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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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园林美学思想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特别注重园林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共生同构。以

万物同一、天人和一（合）的哲学思维关照天地山川，山为天地之

骨，水为天地之血，山水是天地的支撑和营卫，是承载、含育万物

和人类的府库和家园。人必有居，居而有园，园居必择生态良好的

山水之乡。古昔帝王构筑园囿皆准“一池三山（岛）”模式已发其

端，后世论园林构成要素也以山水居首，论造园家素养以“胸有丘

壑”作为不可或缺的条件。山水精神是中国园林美学之魂，园林美

学与山水美学，环境美学密不可分。

“一池三山” 是中国一种园林模式，并于以后各朝的皇家园林

以及一些私家园林中得以继承和发展。一池指太液池，三山指神话

中东海里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并有仙人居之，仙人有长

生不老之药，食之可长生不老，与自然共生。
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一池三山”有着极其深刻的文化渊源,是与中国的道教是分不开的。道教是中国

土生土长的宗教之一，它与儒教、佛教并称三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尊老子为教主,老子
以“道”为最高范畴，认为“道”是宇宙的本原而生成万物,亦是万物存在的根据。他指出“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同时主张“大地以自然为运,圣人以自然为用，自然者道也”。后来,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
子“道法自然”的思想，以自然为宗,强调无为。他认为自然界本身是最美的，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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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园林美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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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园林美学思想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深具空间意识、着意空间审美关系。中国园林属于特殊

的建筑艺术、空间艺术。特别注重美的创造，将空间艺术之美发挥到极致。

以江南园林为代表的私家园林十分讲究山水、花木、屋宇诸要素之间，各种

要素纷繁的支系之间，园内之景与园外之景之间，通过巧妙的构思和方法组

合成一个和谐精丽的艺术整体。局部看 “片山多致，寸石生情”；全局看

“境仿瀛壶，天然图画”；大观小致，众妙并包。论者认为，“位置之间别

有神奇纵横之法”。经营位置是中国画论“六法”之一，也是园林家们经常

谈论的命题，还提出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美学范畴，如疏密、乱整、虚实、聚

散、藏漏、蔽亏、避让、断续、错综、掩映等，议论精妙辩证。

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尊尚心灵净化、自我超越为最高审美境界。中国园林美

学思想以传统士人审美思想为主流，不摒弃园林耳目声色愉悦，但要求由此

更上一层，与心相会，体验到心灵的净化和提升，摆脱尘垢物累，达到自由

和超越的审美境界。栖居徜徉佳园，如临瑶池瀛台，凡尘顿远，既有“养移

体”的养生功能，更具“居移气”的养心功能，故园林审美最高目标在于超

尘拔俗，涤襟澄怀。由此看来，对山水环境、空间关系、生命超越的崇尚，

盖次三者构成中国园林美学思想的精核。

《园林文化与美学》课程
项目二 园林美学思想与原则



二、西方园林美学思想

西方园林所体现的是人工美，不仅布局对称、规则、严谨，就

连花草都修整的方方正正，从而呈现出一种几何图案美，从现象上

看西方造园主要是立足于用人工方法改变其自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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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造园虽不乏诗意，但刻意追求的却是形式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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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一种形式美。

早在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就从数的角度来探求和谐，并提出

了黄金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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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园林美学思想
西方造园的美学思想是人工化自然化。既然是造园，便离不开

自然。但中西方园林对自然的态度有很大不同。西方园林美学提到

的自然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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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达不到完美的境地，也就是说自然美本身不具

备独立的审美意义。“美是理念的感性体现”，所以自然美必然存

在缺陷，不可能升华为艺术美。而园林是人工建造的，理应按照人

的意志加以改造和创造，才能达到完美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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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结 束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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