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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玛丽宫苑与巴黎雪铁龙公园空间构成比较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Spatial Composition of the French Estate of Marly and Parc 
André Citroën

姚佳纯
YAO Jia-chun

现代景观设计大师们在游历欧洲以后，受到西方古

典园林启发，研习其园林空间布局、造景手法和景观元

素等，并应用于现代园林设计中 [1~3]。由此可见，西方古

典园林对于现代园林设计有重要的影响，了解西方古典

造园手法和要素等，有利于现代景观设计的创新实践。

然而，由于现代园林广泛受到现代主义思潮冲击、设计

方法更新、工程技术发展、多学科合作模式构建，以及

现代社会结构和功能改变等的影响，辉煌一时的西方古

典园林设计成就逐渐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

西方古典园林和现代园林的关系是风景园林历史与

理论学界探讨的主要话题之一。吴爽等 [4]通过文献搜集

和研究，分析阿兰·普罗沃斯（Allain Provost）多个设计

阶段的主要作品，解读其设计思想的形成过程，并将古

典主义融合到自己的设计风格中。林箐 [5]分析丹·凯利

（Dan Kiley）等人的作品，从形式语言和空间结构方面阐

述现代风景园林与古典园林之间的联系。杨鑫等 [6]总结

得出法国现代园林景观从空间布局、形式语言以及设计

要素等方面传承古典园林设计手法。上述研究主要采用

“归纳论证”模式，通过观察、整理、归纳概括现代设计

作品或者现代园林设计手法等方式，阐述现代与传统的

联系。然而现有文献缺乏对具体、典型案例的演绎推理，

受限于对具体大师设计作品的深度挖掘，欠缺具体的西

方古典园林空间构成模式在现代园林设计的应用研究，

不能证明西方古典和现代园林关系的必然性，必须通过

验证性研究加以改进和补充。

针对以上思考，笔者采用“演绎论证”方式 [7]，首

先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出发，

在现有理论研究基础上建立分析框架；接着采用对比分

析法，通过对比2个典型案例，分析其内在联系，研究

其共同规律和差异特征；最后检验西方古典园林和现代

园林的关系，并为将来风景园林设计提供新思路。文章

选取经典案例法国玛丽宫苑（Estate of Marly）和雪铁龙

公园（Parc André Citroën）来研究古典园林和现代园林的

关系。雪铁龙公园的规划设计借鉴了玛丽宫苑，设计者

普罗沃斯受到建筑都市主义的影响，用现代的空间概念

和构成手法诠释古典园林，并赋予场地全新的功能和意

义 [8]。由于两者在地域场所、气候条件、文化背景等方面

有共同点，因此将比较重点放在场所与空间、空间组织

以及空间构建方面。

摘要：西方古典园林对现代园林的发展有深远影响。采用演绎论

证的研究方式，以玛丽宫苑和雪铁龙公园2个法国古典和现代园

林为例，比较分析西方古典园林和现代景观的空间构成差异，从

场地与空间、空间结构与组织、空间形式与构成3个维度，论证

西方古典和现代园林的构图联系。从比较研究中得出，现代园林

可以继承和借鉴古典园林的空间组织、布局和构成等，同时需要

结合时代加以创新，并转化成现代语汇，满足现代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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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析框架与因子选择

玛丽宫苑和雪铁龙公园比较研究框架主要包括场地

与空间、空间结构与组织、空间形式与构成3个维度（图

1）。分析框架的制定和因子选择主要考虑2个方面：1）
遵循宏观到微观的设计逻辑，探讨环境、场所、空间的

关系；2）基于国内外现有文献和研究成果，借鉴现代景

观规划设计方法论，理解案例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

境和人文环境，从场地出发，在多空间 /复合空间组合与

秩序，空间形式与构成等方面分析2个案例的设计逻辑，

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古典与现代的关系。

1.1 场地与空间
不论现代园林或是古典园林，其选址、朝向、功能、

空间分布等受到场地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场地物质条件，

包括地形地貌、气候、水文、交通、城市、建筑、视线

等，是现代和古典园林空间设计的前提和基础。

1.2 空间结构与组织
现代园林和古典园林是由一系列空间组合而成，并

由交通流线和视线给予合理的控制和引导。对于空间结

构的分析主要关注建筑在园林中的地位，如何利用轴线

组织空间，主次空间分布等方面。

1.3 空间形式与构成
分析空间形式与构成主要关注场地内空间形态特征、

比例和尺度、园林空间限定方式，以及景观元素等方面。

2 玛丽宫苑与雪铁龙公园比较

2.1 场地与空间
玛丽宫苑始建于17世纪80年代，选址在凡尔赛宫西

北7 km处，是路易十四的小型休闲行宫之一，是他狩猎、

宴会以及接待少数官员的休闲娱乐场所。玛丽宫苑的

设计体现了法国古典勒诺特式园林风格。场地靠近塞纳

河，背山面水，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占地约87 hm2。本

文分析范围为玛丽宫殿主题花园部分，面积约18 hm2（图

2-a）。
雪铁龙公园位于塞纳河左岸，建于 1992 年，占地   

14 hm2，地势较为平坦（图2-b），公园的规划建造反映了

20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和政治风潮。20世纪20—70年代

该地块由雪铁龙汽车制造公司拥有并运营。1980年代在

城市重建热潮的影响下，为了与法国左翼政党主导的巴

黎东北角的拉维莱特公园竞赛抗衡，法国右翼政党提出

了巴黎西南角的雪铁龙公园设计竞赛。巴黎城市规划部

门向雪铁龙公司购买这块土地，将其改造成以公园为中

心，周边为医院、旅馆、学校、办公场地、居住区等的

具有复合功能的社区 [9]。作为对全世界展示法国优秀传统

园林的途径，并满足当代社会需求，雪铁龙公园被定位

为城市的公共空间，而不是私人花园，被赋予向公众传

达公园协调城市和当代景观的愿景。

2.2 空间结构与组织
2.2.1 空间结构

玛丽宫苑的空间组织采用中轴对称式以及放射状布

局结构。玛丽宫殿是全园中心，位于南北和东西主轴的

交点。南北轴线以玛丽宫殿为中心，一侧连接叠水瀑布，

另一侧穿过镜面水池并延伸至玛丽城镇，统领区域性景

观；而东西主轴则分别延伸至东西两个入口。中央镜面图1 比较研究框架

                                                          a. 玛丽宫苑                                                                                                              b.雪铁龙公园

图2 场地范围及周边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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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池的景观经过设计师的精心设计和精确计算，一方

面制造步移景异的效果，引导游客的行为，延长游园时

间；另一方面在主节点处回看主建筑群，建筑、森林、

天空、倒影形成平静雅致的视觉效果。水池两侧如众星

拱月般对称排列12座附属建筑以及小型林下空间 /游憩花

园，再从主轴线引出次轴线深入森林（图3-a）。
雪铁龙公园的空间组织布局形式与玛丽宫苑既有相

似又有区别。雪铁龙公园主轴线从玻璃大温室和喷泉广

场延伸至塞纳河；并从南部的黑色园引出次轴线斜插入

大草坪区域，并引导向塞纳河，打破其严谨的对称式轴

线布局结构，构成多中心布局形式。雪铁龙公园空间构

成受到玛丽宫苑的影响，主轴两侧等距排列绿篱、构筑

物以及小尺度林下空间 /游憩花园等次要空间（图3-b）。
中央矩形草坪向玛丽宫苑的镜面水池致敬 [10]，周围一圈

水渠暗示可以进入草坪的通道限制在与次轴线的两个交

点处。次轴线的应用一方面是保留并纪念雪铁龙汽车加

工厂的运输线路，另一方面联系周围建筑和河流，强调

公园是城市空间的一部分。

2.2.2 交通及视线联系

玛丽公园的视线和交通流线基本一致，主要在二维

平面上展开。而雪铁龙公园应用抬高、下沉等空间设计

手法，结合坡地、台阶、挡墙和建筑，利用高差和错层

交通，形成多样化视线组织和交通引导方式，空间之间

视线互相渗透，创造出丰富的多维多视角空间体验效果。

2.3 空间形式与构成
玛丽宫苑的形式语言以矩形为主，并用圆形、三角

形等形状打破规则的方形阵列，在统一和规则中赋予形

态的变化；空间比例和尺度严格按照古典形式美法则，

并根据透视和光学原理推导而成。雪铁龙公园使用统一

简洁的线性、规则形式语汇，并运用黄金比例的几何模

数控制空间比例和尺度（图4）。
玛丽宫苑利用森林和地形形成封闭的边界，主轴线

上主要的开放空间由水池、台地、修剪绿篱以及森林围

合而成。设计师利用水池镜面反射将天空纳入景观中，

增加景深和空间层次，形成干净纯粹的空间感受（图5）。
雪铁龙公园善用地形创造错层交通，边界向外打开，与

城市界面联系；主轴线上的开放空间由草坪、水渠、绿

篱以及围墙围合而成，中心景观元素为大草坪，可以容

纳多种活动类型（图6）。

                                                a. 玛丽宫苑                                                                                                          b.雪铁龙公园

图3 轴线与空间组织分析

                                                 a. 玛丽宫苑                                                                                                           b.雪铁龙公园

图4 比例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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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虽然玛丽宫苑和雪铁龙公园地域

条件相似，但是两者的建造和设计处

于不同时代背景、社会状况、政治因

素、经济条件，其建设目的、侧重解

决的问题、功能与使用等方面多有差

异（表1）。因此，两者在风景园林空

间构成方面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3.1 两者联系
雪铁龙公园学习和借鉴玛丽宫苑

的建筑布局、轴线组织、景观空间分

图5 玛丽宫苑空间围合分析

图6 雪铁龙公园空间围合分析

研究
对象

场地与空间 空间结构与组织 空间形式与构成

选址 朝向 建筑布局
轴线与空
间组织

空间分布 交通与视线 空间形态
比例和
尺度

空间围合 景观元素

玛丽宫
苑

凡尔赛
宫西北

背山面水，
山谷

主 建 筑 位 于
主轴线中间，
附 属 建 筑 位
于轴线两侧

几 何 式 规 则
式中轴对称、
放射式

主 空 间 在 轴 线
上，小型林下空
间在轴线两侧

二 维 平 面 、
视线方向和
交通流线基
本一致

矩形、圆
形、三角
形等

黄金比例，
1:2，1:1

封闭的边界，
绿篱、墙体、
水池、叠水

水（大型瀑布叠水、
大型镜面水池、小型
喷泉）；修剪型植物；
花架；草坪；森林

雪铁龙
公园

巴黎城
市近郊

城市界面、
面水

主 建 筑 位 于
主轴线两侧，
附 属 建 筑 位
于轴线两侧

几何式对称、
斜 线 打 破 规
则式布局

主 空 间 在 轴 线
上，小型林下空
间在轴线两侧

错 层 交 通 、
多视角空间
体验

矩形、直
线、自由
式曲线

黄金比例
开 放 边 界 ，
草坪、绿篱、
墙体、水渠

草坪；水（小水渠、
大 水 渠 、 跌 水 、 旱
喷、大型镜面水池）；
森林

表1 玛丽宫苑和雪铁龙公园比较

布、比例与尺度等。玛丽宫苑的轴线

系统和空间组织方式为雪铁龙公园所

继承，普罗沃斯通过轴线，将城市肌

理延伸入公园并引向塞纳河，统一公

园和周围城市环境，强调公园作为城

市空间的重要功能。

3.2 两者区别
玛丽宫苑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

私人行宫，是国王以及随从休闲娱乐

的场所。设计师运用透视及空间设计

手法，使玛丽宫殿统领所有景观元

素。因此，玛丽宫苑的建造侧面反映

了法国君主集权制。而雪铁龙公园是

法国民主制度的产物，是普通民众共

享城市公共空间的场所。设计师运

用轴线和空间组织将公园融入城市肌

理，增加公园与周围城市的互动，保

留古典园林特点和场地记忆，倡导民

主、平等、开放的公园设计理念。此

外，在交通与视线、空间形态、空间

围合、景观元素等方面，雪铁龙公园

结合时代特征、技术发展以及社会需

求等进行大胆创新。比如玛丽宫苑中

轴线焦点景观是一个镜面水池，而雪

铁龙公园将水池肌理替换成草坪，满

足公园的社会性需求；并且雪铁龙公

园利用抬高、下沉等现代设计手法对

空间进行改造，创造错层交通，形成

丰富多变的空间效果。

3.3 两者空间构成存异的原因
第一，场地的空间布局受到地

形、水源、城市肌理、道路网格等条

件的影响和制约。玛丽宫苑选址在靠

近塞纳河的山谷北坡，空间布局受

到周围地形限制。而雪铁龙公园的选

址、设计和建设发生在 1980年代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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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城市更新政策背景下，当时政策的主旨是改造城市环

境，带动区域发展，提供公共空间，将曾经的工业废弃

地改造成健康社区中心。因此，雪铁龙公园空间朝向和

组织受到周围土地利用性质、交通流线、城市肌理等影

响 [11]。

第二，玛丽宫苑和雪铁龙公园空间组织和布局的异

同，反映了不同创作时期的哲学和美学。玛丽宫苑是法

国勒诺特园林风格经典代表作，完美遵循古典主义美

学的原则进行设计和建造。设计师按照对称式、放射式

布局组织空间，运用轴线统一构图，强调主次空间，从

整体到细节都讲究比例和尺度，以达到完美的理性主义

标准。雪铁龙公园是法国现代园林代表作之一，普罗沃

斯在继承法国古典主义基础上，勇于打破古典主义美学

的束缚，并应用旋转、移位、加减法、放大、缩小、抬

高、下沉、肌理变换等现代主义设计手法，使空间组织

富于变化，符合现代社会活动特点，创造更加自由的空

间体验。

第三，空间形态和空间构成是由场地功能和使用决

定的。根据周边场地特点和使用需求差异，形成不同的

边界限定和空间围合方式，并配置不同景观元素，以达

到复合功能使用。玛丽宫苑是路易十四为逃离凡尔赛宫

宏伟的建造和宫廷而建的后花园 [12]，边界受到严格限定，

主要活动空间集中在主宫殿周围的空地，空间的构成和

景观要素都是为了强调轴线景观，满足主宫殿的视觉效

果。雪铁龙公园根据周围用地和公众使用需求来限定空

间，普罗沃斯模仿了玛丽宫苑主空间及建筑群的布局方

式，但是把镜面水池换成草坪，满足大量人流使用需求，

并利用小型林下空间、水渠以及地形隔绝人群和噪音。

4 结论及启示

从玛丽宫苑和雪铁龙公园空间构成对比分析的结果

可以看出，雪铁龙公园的设计借鉴玛丽宫苑的景观结构、

建筑布局、空间组织、形态构成和比例尺度等，并结合

现代设计手法和新材料、新技术进行创新。相对于玛丽

宫苑的内向封闭型园林景观，雪铁龙公园打开边界，融

入城市肌理和社会生活。同时，雪铁龙公园简化古典园

林空间形态，强调空间的灵活性，并将二维观景转变成

三维空间体验，将中心轴线景观转变成为服务大众、满

足现代使用者需求的参与性景观。

两者的比较研究对于中国城市公园建设的启示是：

科学客观地认识和学习西方古典园林，并为现代景观设

计所用。

第一，学会辩证地看待园林的发展。园林设计具有

明显的时代特征，因此现代园林和古典园林设计势必有

区别，两者必然体现当时的政治条件、社会背景、工程

技术、生活方式、审美价值等。工业革命以前，古典园

林服务于上层社会的国王和贵族；而工业革命以后，启

蒙运动的影响带动了社会发展的变革，普通民众可以享

有进入“公共”园林的权利。因此，公园不应该独立存

在、与城市割裂，而是应该主动融入城市发展中。现代

城市公园设计应当反映时代特征，满足当代社会需求，

成为城市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合理学习、借鉴古典园林和现代园林，避免

复制其平面构成。近年来，现代园林设计照搬古典园林，

全面模式化仿制古典园林空间的情况时有发生。这种做

法追求表面形式，而忽略古典园林的内涵和意义。因此，

理解、学习古典园林和现代园林需要结合时代特征，构

建科学、合理、系统的研究框架，分析场地外环境与园

林的关系，再研究场地内空间组合方式、形式与构成等，

最后探讨不同的景观元素、不同材质在场地中的景观效

果和空间体验。

第三，古典园林的优秀传统可以为现代所用。中国

城市公园设计如何体现传统园林艺术，又符合现代社会

发展需求，是设计师需要思考和探索的问题。正如普罗

沃斯从玛丽宫苑中学习空间结构、布局、比例，并且在

雪铁龙公园中转化成现代设计语言，满足现代社会需求。

笔者希望由此比较研究抛砖引玉，为中国城市公园建设

提供思路，从古典园林传统中汲取养分，在继承中创新。

注：图2由杨涵绘制；其余图片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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