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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文化

杨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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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设计创作角度看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特征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 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 and Creation

摘要：在国家强调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政策背景下，中国古典园林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继承的同时，有必要纠正当今园林工作中易出现的相关误解和不良作法。在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下，首先梳理了有关

古典园林艺术特征的经典论述，并基于园林设计创作实务需要，从思想方法、内容体系建构、技巧和技术运用 3 个层面，

分析了古典园林艺术特色运用的现实意义，最后提出了今天园林设计中继承和弘扬传统园林文化特色的准则和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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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policy background of the promo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enhancement of confidence 
in Chinese culture, it’s necessary to correct the misunderstandings and bad practices in today’s landscaping work, and inherit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 culture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classical exposition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 art, then it analyze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application of classical garden art features from three aspects: ideological method, content system 
construction, skills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rinciples and key points of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raditional garden culture in today’s garde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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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任

何民族、任何国家本该具有的国民

基本素质和意识形态。传统园林文

化中哪些内容和形式值得传承和发

扬，在设计实践中应如何把握？从

园林设计领域的现实情况看，存在

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试加探

讨，以求正于方家里手。

1 当前“中国园林”营建中的
不良现象

传统意识上的“中国园林”营建

项目大体可分为仿古式和“新中式”
两类。近年来这两类园林的营建，虽

在传承园林文化、提升园林建设品质、
丰富园林环境体验方面均取得许多成

就，但也存在许多不良现象。

1.1园林文化继承表面化和碎片化

对传统园林文化理解不足，导

致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对其继承的

表面化、碎片化。“仿古式”园林

营建，最常见的现象是往往模仿甚

至照搬古典园林样式，却缺乏传统

写意山水园作为灵魂的“意”的内

容构想。偶有涉及，也多生搬硬套

古人诗文名句，不仅做不到寓情于

景、情景相生，也很少考虑古代诗

文中之“意”是否与今天的时代需

要吻合，更处理不好古代文人追求

之“意”与今天一般民众的精神世

界和接受能力是否协调的问题。另

一种常见现象是只按照古典园林必

有楹联、匾额、题咏的表面认识，
在营建中加以模仿，但文字内容及

其书写不入流甚至错漏频出。

“新中式”园林营建中，文化

流失现象更严重，多数基本上舍弃

了传统园林“写意”的根本特点，
形式风格的继承往往变成肢解传统

所得碎片化元素的置入和夸张。

1.2 设计中曲解和误读传统文化

这种现象一般由对中国文化知

识认知不足导致。典型例子是对“自

然”概念的误解。中国古典园林有

“本于自然而高于自然”之说，因

此凡做“中国园林”就都强调“自然”
概念。然而很多设计者所强调的“自

然”却不准确。一种误解是把自然

要素简单理解为大自然，有些团队

甚至宣称自己是“自然的搬运工”。
殊不知大自然不可能“搬运”，“搬

运”之后它便不是大自然了。另一

误解是把自然片面理解为自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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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与规则式相对的园林形式，并在

园林布局及景观造型上极力回避几

何化形态。

1.3“口号式”继承园林文化

某些情况下，建设者为迎合潮

流或出于宣传需要，营建过程中声

称继承和发扬中国古典园林精华，
而实际并没有了解中国古典园林的

真谛，导致风格不明确，出现基本

做法与之毫不相干的现象，这属于

工作中动机不实在，应该彻底摒弃。

1.4 脱离时代背景和实际需要

具体常表现为实际工作中不能

很好结合当下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

要，削足适履地继承古典园林的做

法。在技术手段层面常见现象如：
把本属于古代家居生活使用的空间

模式照搬到今天的公共园林中，生

硬套用建筑形制，不论何种场合都

做假山、水池等等。在思想观念层

面如：不恰当地沿用封建社会中的

行为规范和精神教诲，不加甄别地

迁就所谓的风水格局，滥用诗歌意

象等。

2 前人对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特
色的总结

彭一刚先生在《中国古典园林

分析》中概括古典园林特点为：1）
把人工美与自然美巧妙结合而实现

的“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效果；2）
在文人、画家的直接参与下经营而

成的园林，开始便带有诗情画意般

的浓厚感情色彩；3）“外师造化，
内发心源”的绘画理论影响下形成

的倾心于自然美的追求；4）儒、道、
佛 3 种思想体系综合作用下形成的

恬静淡雅、浪漫飘逸、朴质无华的

文人特质 [1]6~9。
周维权先生把中国古典园林艺

术特点概括为本于自然而高于自然、
建筑美与自然美的融糅、富有诗画

的情趣、意境的蕴涵 4 个方面 [2]。
罗哲文先生在《中国古园林》

中总结中国造园艺术特色，第一个

方面是受崇尚自然的传统哲学思想

影响：1）“天人合一”观，具体表

现为 4 点，即人类是天地的产物，自

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有普遍规律，
人也要遵循自然的规律；人性即天道，
道德与自然规律一致；人生的理即是

天人的协调。2）黄老道家学派的神

仙境界衍生出来的园林意境。3）佛

教思想中的“禅机悟道”“隐性止欲”
等理论衍生出来的寺院园林和园林禅

意。第二个方面是景观布局营构体现

的特点：1）步移景异或移步换景；2）
小中见大，曲径通幽；3）山重水复，
柳暗花明；4）巧于因借；5）虽由人

作，宛自天开 [3]。
周武忠在对中西方园林的比较

研究中，概括中国园林艺术风格为

3 个方面，即思想方法上崇尚自然，
营造方法上重视写意手法，艺术追

求上强调意境创造 [4]。
苏州园林在中国园林史上有特

殊地位，其艺术特色在一定程度上

代表着中国园林的艺术特色。魏嘉

瓒在《苏州古典园林史》中用“小巧、
幽曲、含蓄、精雅”8 个字概括苏

州园林的艺术特色 [5]。
中国园林与文学有密切关系，

中国文学讲究物我交融，在园林中

的体现则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

化。中国园林的特点之一是营建者

与游人之间存在一个交流平台—
楹联、匾额、石刻等言语作品。小

中见大也是中国园林的特点，扬州

“八怪”之一郑板桥的“室雅何须大，
花香不在多”就是很好的概括 [6]。

朱建宁从文化角度概括中国园

林有 4 个特征：1）天人合一的哲学

思想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观，及对

“大巧若拙”“大朴不雕”的天然

美的推崇；2）君子比德观念对自

然美学观念局限性的突破及人化自

然思想的演进；3）寓情于景的追求

及由此而最终形成的山水园写意品

质；4）虚实相生的手法和艺术追求

及由此而成熟的园林意境论 [7]。
以上观点大体上是基于古典园

林艺术逐渐成熟的明清园林而总结

的，且似乎说古典园林就是指古代

园林。但历史上早期以苑、囿为主

体的园林，与唐宋时期的园林，以

及明清时期以宅园为代表的私家园

林，在各方面都有明显差异。因此

郭明友认为应区分古典园林和古代

园林的概念，从园林艺术历史发展体

系再认与重构的角度，对不同时期的

中国园林艺术特点作更细化的概括，
并认为明代是古典园林全盛与成熟阶

段，此时期完成了艺术理论的归纳

和建设，写意山水园成熟 [8]。

3 从当代园林建构看古典园林
的艺术特色传承

3.1 思想方法层面

3.1.1 传统自然观的自觉践行

古典园林的首要特点是中国文

化中自然观念的自觉践行。崇尚自

然乃至“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
源头在老庄，儒、道、释 3 种主要

思想体系按照自己的需要，对这种

观念有解释和发挥。中国哲学的“自

然”不是简单地指向自然界，它与

道、“无为”等哲学范畴联系在一

起，是物自性的体现。殷商时出现

了非单纯指天空的“天”的概念，
但直到在孔子的思想中，其涵义仍

然接近殷商卜辞中拥有至高权威的

“帝”。战国之后，百家争鸣，不

约而同地重视“天”的问题，因为

此时的思想家们努力要构建一个庞

大完整的宇宙模式。这时的“天”
不仅空前大，而且囊括万物，并成

为宇宙本体 [9]271~273。
老子所说的“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建立了一种

宇宙秩序，“天”统摄万事万物，
但它遵循“道”，而“道”却是“自然”
的。这里的“道”非实体、非对象、
非原则，是纯粹原始的“自然态势”。
所以“道法自然”的真正含义在于

道是自然而然的，道的化生是自然

天成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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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讲，“自然”的含义包括

2 个方面：1）作为“道”的特性和

状态，即“自然而然”的状态。传

统哲学认为，天地万物不是凭藉外

部作用，而是依靠自身内在动因存

在和呈现，整个宇宙体系的和谐及运

行也是如此，其内在的运行法则亦被

称为“自然”，是宇宙的本体。2）
作为客体的自然界，即大自然 [9]302。

所谓道法自然不能简单理解为

“向自然界学习”，更非“搬运”
大自然到人居环境。古典园林中也

没有“搬运大自然”的做法。真正

循其本义的做法应是重视自然界（就

是传统的“山水”）的价值并加以

模拟运用，更重要的则是要做到“自

然而然”。从观念上是尊重和充分

体现“物自性”，行动上则要遵循“无

为”的原则。“无为”也不是不作为，
而是不过分地人为，不扭曲物自性，
实际是“无伪”[11]，通俗点说就是“该

怎样就怎样，不做作，不折腾”。
目标则是实现和谐，即人与环境，
以及环境中物与物之关系的和谐。
3.1.2 中和思想的贯彻和体现

中和思想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观

念之一，后来的诸子百家及历代思

想发展都深受其影响，并成为各自

的最高原则 [12]。“中”是一种立场

选择，既不太过也无不及，即不偏

不倚的立场。“和”是“和谐”，
本质是平衡，是一种追求的目标，
也是一种价值取向。中和思想就是

要平衡“太过”和“不及”两个极

端，面对事物时把握合理的“度”，
大体相当于“中庸之道”[13]。

中和思想易被曲解为保守思想和

“折衷主义或调和主义”，甚至是一

种“骑墙”态度。但本源上中和思想

强调的是立场和出发点，并不涉及具

体观点，且其本身蕴涵着积极进取和

勇于变革的精神信念。《易传》核心

思想中，“中”乃“时中”，是依时

而中、随时而中之意，强调生生不息

的动态平衡；“和”乃“和同”，是

和而不同、取和趋同之意，强调多方

的共存和协调，具有包容倾向 [14]。
中和思想在历史上渗入到社会

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情感上推崇“哀

而不伤、乐而不淫”；艺术上则形成

对委婉含蓄、实在充盈的追求，并表

现为风格趣味上的温润平和 [13]。古

典园林中的中和思想是一种形而上

的理念形式的物质化表现。这既是

实用态度，也是“以人为本”又兼

及“万物中和”的思想观念。
自魏晋以降，传统园林营建宗

旨首先是形成一种理想、圆满的生

活情境，而非某种理论模式的体现：
1）自然伦理上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

互融。这对古人而言是内在价值观

的自然流露，与今天许多设计者动

辄基于某某理论或某某模式进行设

计操作的做法完全不同。2）格局上

强调整体和谐、圆融通畅，既不过

分追求形式的特异，也不过分强调

局部或单体的突出。3）风格和趣味

上强调简淡冲和、不激不厉，自觉

避免狂怪、恐怖、感官刺激等做法。
4）服务对象上，虽有尊卑之分，但

在社会准则允许的范围内，总体上

强调人际和谐。
3.1.3文化价值观念的自觉传承和弘扬

古典园林中应用的言语作品（楹

联、匾额、题咏等）和各种景观、
景物图式的寓意和象征，无不体现

出对文化价值观念的自觉传承和弘

扬。儒家对个人修养有“君子隐恶

扬善”的要求，于是在园林中便随

处都或明说（例如言语作品的直接言

说）、或暗示（例如松、竹、梅及其

文化符号对人格的暗示）、或隐喻（例

如冰裂纹隐喻“冰心玉洁”）地宣扬

那个时代所认为的善之价值观念。
3.1.4“物 - 我”关系和人际关系的

超越性处理

在“物 - 我”关系方面，古典

园林首先也是处理功利性利用的问

题，而且强调物尽其用，但往往超

越 物 质 功 用 层 面 而 导 向 精 神 世 界

的建构。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重要

成就之一，就是实现了利用眼前之

物引发心中之境的产生和活跃，这

种心中之境并非简单的物我关联之

情，而有更复杂的内容—对世界

的深沉思索。
人际关系的超越性处理指在古

典 园 林 营 造 中，似 乎 随 时 都 存 在

着一个不在场的、抽象的审视者，
园林营造会面向这个实际不存在的

“人”，即随时从游赏者的角度看

待景物、景观和空间建构。这使得

建造和设计的人，能够和游赏者以

及后来的人有了交流平台—言语

作品（楹联、匾额、题咏等）就是

跨时空交流平台的一种 [6]。

3.2 内容体系建构层面

3.2.1 园林生活化和生活园林化

唐代以后，士人园林逐渐成为

主流，园林开始趋于生活化。唐诗

文记载的园林中，常常开展宴游雅

集、纳凉高卧、读书弹琴、泛舟垂钓、
饮酒品若、谈议、耕种、习禅、修道、
下棋、品画等活动，便是园林生活

化的体现 [15]。它表明了中国文化对

美好人居环境的追求，这是中国人

诗意栖居的理想模式。宋代及往后

的元、明、清代，园林生活化的趋

势一直发展，并借用画论中可行、
可望、可游、可居 [16] 的理想标准进

行指导，使之达到封建时期中的最

成熟状态。
当园林营建成为美好生活形态

的榜样，有条件的阶层就会加入追

求的行列。杜甫草堂就被研究者当

作园林营建和生活化的案例 [15]。虽

然其营建出发点不是为了做园林，
而是建住宅，但同时注重了园林化

环境的构建。院子是中国人的一种

居住文化常态，不论何地的院子，
多少都有一点园林化的做法。条件

有限的，就盆栽一些观赏植物，摆

几块好看的小石头；条件稍好一点

的会种植果木；再好一点的就会出

现堆山叠石、配置花木等真正的园

林小景。“宅居”和“园居”反映

了不同的生活品质层次，而且往往

伴随“人文化”—人文意象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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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山水文化的融合应用

一般认为山水文化主要集中于

山水诗、山水画和山水游记。笔者

认为园林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山水文

化的组成部分，排除迷信内容的风

水学说包含了许多朴素环境科学观

念，也可以算入。山水文化融入古

典园林体现在 2 个方面：
1）以自然山水形胜为蓝本的山

水格局基本模式。中国传统园林总

体上属于山水园，早期苑囿的“一

池三山”至明清时期的写意山水园，
均以模拟和营造理想山水格局为基

本建设模式。
2）山水诗、山水画中蕴涵的审

美意象的应用。晋代山水诗兴起后，
历代山水诗创作延绵不断，积累了

无数经过诗化的山水审美意象，成

为园林造景的取材资源。如拙政园

雪香云蔚亭一带景观赋意为“山花

野鸟之间”，就与唐代钱起的《山花》
诗的意象有关：“山花照坞复绕溪，
树树枝枝尽可迷。野客未来枝畔立，
流莺已向树边啼 [17]。”山水画中审

美意象的应用也是如此，计成在《园

冶》序页中就有相关说明。山水文

化融合应用于园林，构成了中国古

典园林以自然审美为主的特点，因

为山水本身就是自然美的代表者，
且是取之不尽的美的源泉 [18]。
3.2.3 园林言语作品的应用

“言语作品”用以指称园林中

楹联、匾额、题咏等文字内容。今

天能见到古典园林实物中的言语作

品非常普遍，它们有引起人们的审

美注意和审美期望、丰富景观意象、
扩展审美效果、补充景观状态、激

发深层次思想活动等多重作用 [19]。
中国古典园林具有精神文化的累积

性特点。这种累积性通过园林与文

学跨时空的互动往来得以实现。唐

代及以后，有大量以园林为歌咏对

象的诗歌创作，它们将园林物象转

化为诗歌意象；积淀了文化意蕴的

诗歌意象在后来的造园中又被物化

应用成为园景。如此往复，紧密互

动，逐渐形成审美范式和审美意境，
使园林由客观的物质建构上升为主

观的精神建构 [20]。
3.2.4 从意象到意境的追求

悠久的历史决定了中国园林拥

有无数历史文化意象。文人意趣濡染

而成的古典园林的重要特点之一，就

是对这些历史文化意象的自觉应用。
略举网师园数例就能说明 [17,21]：小

山丛桂轩—取意自汉代淮南小山

《招隐士》中“桂树丛生兮山之幽，
偃蹇连蜷兮枝相缭。山气巄嵷兮石嵯

峨，溪谷崭岩兮水曾波”；可以栖迟

—取意自《诗经·陈风·衡门》中“衡

门之下，可以栖迟”；竹外一枝轩

—取意自宋代苏轼《和奉太虚梅花》
中“江头千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

更好”；槃涧—取意自《诗经·卫
风·考槃》中“考槃在涧，硕人之宽。”

意境追求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

同特点，园林亦复如是。古典园林

中的景物和景观设置往往有特定的

意象作为目标，而意象的运用最终

要导向意境的追求—经由真实或

想象中的环境适意，象外之意的暗

示和诱导，形上超越的境界思索 3
个层次实现。
3.2.5 多种艺术的综合运用

中国古典园林仿佛一个多种艺

术门类的大舞台，建筑、雕塑、书法、
绘画、刻石、木刻等等，甚至包括

戏剧，都会被有机融入其中。它们

不仅作为造景要素丰富着景观空间

体验，而且客观上为这些艺术形式

提供了有效传承的契机。

3.3 技巧和技术运用层面

3.3.1 优先建构山水格局

计成在《园冶》中说“故凡造作，
必先相地立基”，“假如基地偏缺，
邻嵌何必欲求其齐”，“园林巧于因

借，精在体宜”，“因者，随基势高下，
体形之端正，碍木删桠，泉流石注，
互相借资”[22]⋯⋯强调人工建造对

基地条件的因袭顺从。古典园林的

建构首先是整理和塑造山水格局，
然后将建筑、道路等人工设施因地

制宜地融入到山水格局之中，这是

中国哲学自然观指导实践的必然结

果。这种营造思路和次序，与西方“赋

形式予质料”艺术观念指导下以理

性形式控制和改造对象的做法大相

径庭，在今天“形式创造”几近泛

滥而弊端丛生的背景下，尤其显示

出向“自然”回归的特殊价值。
3.3.2 以人为本的尺度感和节奏感

古典园林生活化的特点体现在

营造做法上便是处处以合用为度，
在强调人服从于自然的同时，又处

处以人为本。景物设置、景观塑造

和空间安排都以人的良好体验为前

提，体现出适宜的尺度感和节奏感。
3.3.3 物 - 物、空间 - 空间、时 - 空

关系处理

成熟时期的古典园林在物与物

之间、空间与空间之间、时间与空

间之间的关系处理上，已达到妙化

自然的高度。彭一刚先生总结的看

与被看、主从与重点、空间对比、藏

与露、引导与暗示、疏与密、起伏与

层次、虚与实、蜿蜒曲折、高低错落、
仰视与俯视、渗透与层次、空间序列

等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1]17~41。
3.3.4 成熟的掇山理水技术

本于自然而高于自然观念下缩

移山水于园林的长期实践，造就了

高度成熟的掇山理水技术，这已经

发展成专门学问，成为古典园林留

给我们的文化遗产。
3.3.5 天文气象要素的借用

天文气象要素的借用也是中国

古典园林特有的做法，具体分 2 种

情况：1）天文气象要素直接作为景

观的有机构成部分，例如拙政园的

与谁同坐轩景观、网师园的月到风

来亭；2）景观在特定的天文气象条

件下呈现不同的状态，而形成不同

的时空效果 [19]。

4 继承和弘扬古典园林艺术成
就的准则和要点

今天的园林建设中理所当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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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继承和弘扬古典园林艺术成就，
在建设实践中，尤其设计创作中，
笔者认为应遵循下列的准则和要点。

4.1传承古典园林艺术成就的准则

古典园林艺术成就传承应坚持

4 个准则：1）坚持文化自信，珍惜

文化财富；2）加强传统园林文化研

究，在深入理解基础上再谈弘扬；
3）珍视文化基因，但不因循守旧，
更不应泥古不化；4）充分重视园林

文化的跨领域和综合性的特点，不

局限在专业内部固步自封。

4.2弘扬古典园林艺术成就的要点

1）从时代需要出发，正确把握

传统自然观。自然既是自然界，应

该在保护的基础上利用；自然又是

物自性的体现，讲究的是“无伪”，
这点尤须重视。在建设中应注意：
尽可能为越来越趋于人工化的人居

环境保留自然要素；场地固有价值

的充分发挥；对原有环境状态的充

分尊重，而不是把出于一时之需的

观念和形式强加于场地。
2）坚持造园及造景立意的人文

特点，即景观要有“表意性”或“表

现性”。尚意的传统使得中国的艺

术倾向于以表现性艺术为主，再现

性的艺术居于相对次要地位。侧重

表现性的追求必然促进“寓情于景”
的特点被强化，从而反过来强化人

际情感和思想交流，尤其是间接的

情感和思想交流。因此，古今能够

对话。
3）以山水格局的整理和塑造引

领园林营建。应特别注意正确面对

形式继承问题，如果一开始就以某

种先决形式或概念构想园林营建，
将导致新发现、新功能、新形式等

被有意无意舍弃。
4）坚持园林生活化，努力实现

生活园林化。园林生活化要求在设

计和营造中，首先要关注的是人们

生活情境的考量，而不是单纯感官

愉悦的景观建造。
5）体现诗情画意情趣，坚持意

境追求。诗情画意的情趣多与自然

因素相关联，除山水格局塑造之外，
古典园林中花木为胜的特点也应发

扬。此外，要重视言语作品应用，
充分发挥精美言语文字的作用。

6）坚持多种艺术门类综合运用

的传统。园林营造不是简单的场地

绿化，其艺术性既体现在自身的内

容和形式上，也体现在其他艺术内

容的加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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