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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岭南和园设计探索岭南园林的历史传承
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Inheritance of Lingnan Gardens in the Design of Lingnan Heyuan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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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园林是中国传统造园艺术的三大流派之一 [1]，

以求实兼蓄、精巧秀丽 [2]的特质独树一帜。岭南园林的

创作在不同时期有着各式各样的创新探索。通过梳理现

存的广府岭南园林实例，包括现场实景或画像遗址，发

现岭南园林的风格和形式既有统一的传承，又在明清、

清末民初、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4个历史阶段

各具特色。位于广东顺德的岭南和园集不同历史时期岭

南园林的特色于一体，表现了当地人居环境和地域文化，

展示了岭南传统园林精髓，其设计实践是对岭南园林的

历史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深入探索和大胆尝试。

1 岭南古典园林的风格与特征

中国园林历经几千年，造园艺术在宋代就达到了极

高的水平，至清代达到极致。现存的古典园林基本上是

清代的作品。中国传统园林讲究情景交融、寓情于景，

基于以表现自然美为主旨的山水诗、山水画和山水园

林 [3]，达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4]的意境。造园一般

遵循北山南水、山环水抱的格局，讲究起承转合、曲径

通幽、移步异景的环境。各时代的园林形态仿自然山水，

功能为人服务，其形式与风格取决于这个时代人们的生

活方式、文化取向及经济技术水平 [5]。

北方园林规模宏大、色彩华丽、林木掩映，江南园

林以小空间近距离观赏为主，构筑仿自然园景，采用曲

折而自由的布局，色彩素雅 [6]。岭南古典园林以宅园为

主，围绕园主的生活起居、私人聚会等活动，适应雅

俗共赏的居家会客环境，规模相对较小，空间布局讲究

“小中见大”，在围合的宅园中创造无限景观。其造园理

念秉承“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造自然山水园，达到园

主寄情山水的目的，有风水格局和营造法式的完整造园

体系，工程艺术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效果。

岭南庭园与江南宅园不同，其与住宅建筑结合或有一定

分隔，功能适应生活起居，结合水石花木，增加自然气

氛 [7]。岭南文化的中心广州是近代中国最早开放的通商

口岸之一，广府岭南园林较早接触和汲取国外文化艺术，

华侨文化糅合中西、交融古今，乡土情结炽热 [8]。岭南

地区水网密集，各式小桥（拱桥、曲桥、桥亭、板桥）遍

布，水乡民居的生活娱乐特色鲜明，如在河涌上龙舟竞

渡、埠头梳洗戏水、看戏台上粤剧表演、逛石板街巷等。

笔者通过观察总结，认为岭南园林设计的总体布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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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造型、材质色彩、植物搭配设计，较北方园林和江南

园林更灵活、自由无拘束。

2 岭南园林的发展阶段

通过梳理现存的广府岭南园林实例，笔者认为大众

认知的岭南园林存在4个特色鲜明的历史阶段。

2.1 明清时期
岭南园林以私家庭园和书院居多。书院并非宅居，

可理解为半公共建筑空间。宅居园林以现存的岭南四大

名园（梁园、清晖园、可园、余荫山房）为代表 [9]，可作

为园林参考；广府地区的顺德祠堂书院、佛山祖庙、碧

江金楼等可作为建筑参考。

该时期追求居住环境的舒适和情趣，水石庭园应运

而生，书院、祠堂、私塾相伴，融生活、文教、游憩一

体。其中书院和祠堂一体化，多采用中轴对称式。而宅

园中的水池因空间受限，多采用紧凑的规则式水岸，并

通过置石假山和叠水达到“咫尺山林”的意境。该时期

岭南园林丰富的造园工艺一直传承至今，如园林建筑采

用砖木石结构，装饰泥塑、陶塑、灰塑“三塑”和木雕、

石雕、砖雕“三雕”，采用陶砖、琉璃花樽、贝壳片窗、

彩色满洲窗、蚝壳、青砖、镬耳墙、海棠窗、铁艺等景

观元素，以置石、塑石、叠石假山表达高山流水的意象。

2.2 清末民初时期
在清代末年，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被迫开放通商

口岸，西方文化的冲击日益强劲。广州在此前作为全国

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更早接触西方文化，西方的园林

布局和建筑装饰逐渐融入到岭南园林建筑的设计中，如

使用罗马式拱形门窗、巴洛克柱头、规整形式水池、铸

铁花架、修剪型绿篱等，从记载有“岭南园林之冠”美

称的行商庭园代表海山仙馆（潘家花园）的诗画中可管窥

一斑。又如现存广府地区的骑楼街的设计结合了西方现

代建筑和岭南气候，体现着中西文化的交融。

在该时期，现代建筑技术与适应本地湿热气候的传

统建筑形式相结合，在装饰上赋予西方古典建筑细节，

形式自由，不拘一格。

2.3 民国时期
该时期西风东渐，随着国内建筑造园教育的发展和

有西方现代工程设计经验的设计师的参与，诞生了一批

中西合璧的民国建筑 [10]，如现存广州东山洋楼、中大校

园建筑、佛山千里驹故居、开平立园等实例，集传统与

西方的建筑和园林风格，以及岭南地域特色于一体。宅

园建筑外观多采用岭南传统的建筑风格，内部结构为钢

筋混凝土；装饰构件更多运用欧洲古典柱式和窗框，套

色玻璃门窗，立面以红砖替代青砖，内部运用彩色水磨

石、水泥砖、石膏线装饰。假山技术从叠石结构发展为

框架贴石，使假山能砌得更高更大。传统文化和现代工

程技术结合，既保留了中国园林的韵味，又吸收了西方

建筑的情调。

2.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该时期的岭南园林设计以服务人民群众为重，追求

实用性，把岭南庭园布局与现代建筑相互融合，强调布

局紧凑精致、空间开放通透，使园林既有传统内涵又有

现代主义气质。建国初期设计的现代城市公园重视开放

休闲空间设计，点缀亭台楼阁仿古建筑，包括广州荔湾

湖、东山湖、流花湖公园等。最具代表的当数一批园林

式酒家，包括广州北园、南园、泮溪、白天鹅宾馆故乡

水、矿泉别墅等，其设计讲究建筑室内空间与室外园林

空间的渗透融合，由风景园林师和建筑师共同创作完成。

21世纪以来，各类园林博览会中的岭南展园体现着当代

创作岭南园林的尝试和成果，包括粤晖园、穗华园、岭

南园等。

3 岭南和园的总体规划

3.1 和园概况
岭南地区属亚热带和热带季风气候，冬暖夏热，高

温多雨，山丘连绵，河网密布。岭南和园选址在佛山顺

德北滘镇中心，周边交通便捷，东邻北滘广场和文化中

心，南接北滘公园，西北为住宅。项目用地为文化设施用

地，总投资3亿。项目在一块360 m×130 m的狭长型地块

开展，地势平坦低洼，一条小河涌贯穿，占地41 749 m2。

项目规划容积率0.38，建筑密度不高于45%，建筑限高

为35 m，停车位100个。

3.2 设计理念
和园的造园初衷是建造一座能媲美岭南四大名园的

当代岭南园林，传承岭南文化。其设计理念借鉴自宋代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中的秀美山水、轩宇楼阁，宋代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繁华盛世、世俗生活，元代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中的青山秀水、园林美居，将在

场地展开一幅自然山水与城市和谐共融的水乡生活画卷。

设计因地制宜地利用狭长谷地式滨水空间，基于上述对

岭南园林风格特征和历史阶段的总结，探索融合创新的

设计手法，使游客在咫尺之间游遍岭南园林。

设计以“山水、街市、人家”为主题，遵循中国园

林“北山南水、负阴抱阳”的传统山水格局，将上述4个
历史阶段的岭南园林设计语汇荟萃于一园。景点“和园

六景”的展开如传统绘画般：云峰起笔，挥毫泼墨，水

墨化云砚自北向南晕染，笔墨所经之处繁花盛放，楼宇

轩昂，庭院深深，街市悠悠，行至花山，以阁钤印，作

完成（图1）。
3.3 总体布局

自由多变的水系，规则与自然结合的理水手法是岭

南造园的精髓。岭南园林的创作离不开丰富的理水设计，

包括泉、溪、瀑、潭、塘、湖、河，筑洲、岛、堤、滩、

石、埠、坝，灵动的水游走在山石林木轩阁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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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设计理念示意图 图2 和园总平面图

设计从理水堆山入手，把笔直的现状河涌绘成自然弯

曲、开合变化的水系，两端筑坝，使涌变湖，提升水位，

保障水质。北堆山，南推平地，区分山、水、庭3种空间，

布置各具特色的景点，形成和园六景。最后贯穿园路交

通，完善绿化、小品点缀、配套设施等设计（图2~3）。
3.4 和园六景设计

和园六景中的“同聚芳华”“艺韵荷风”“翰墨荟

萃”“珍馐百味”四景围绕湖面展开，“云岫精庐”“玉钤云

阁”二景位于堆山林木中。

3.4.1 同聚芳华

同聚芳华是由开敞大气的门坊和照壁组成的二进式大

门。顺德的祠堂文化悠久闻名，故将大门打造成致敬顺德

祠堂的文化地标。其设计借鉴了龙江察院陈公祠和乐从何

氏大宗祠的大门，采用牌坊形象的头门、三开间、前歇山

后硬山屋顶、莲花托斗拱、灰塑龙船脊等（图4）。整体形

象古典大气，既彰显了顺德祠堂文化的精髓，又符合现代

公园封闭管理和消防通行标准。照壁以石湾陶瓷工艺展开

一幅“百滘和美图”，以赛龙舟的活动场景反映顺德水乡生

活风俗。顺德是中国龙舟之乡，龙舟文化寄托着生生不息、

顽强拼搏的精神。赛龙舟场景激励着岭南人民奋勇争先。

3.4.2 翰墨荟萃

景点位于湖的北岸，为全园几何中心，是一组有文

化展览功能的书院式庭园，代表对明清时期岭南书院和

私家庭园的传承。其布置融合了中轴对称式的书院祠堂

和私家庭园自由平面式的水石庭。整个庭院分为旱庭及

水庭两部分。

旱庭为书院园林，借鉴顺德乐从沙滘陈氏大宗祠、广

州陈氏书院、番禺沙湾留耕堂，采用明清时期祠堂式书

院的建筑形式，即中轴对称的三进式院落。主体建筑群

英堂两边以偏间、廊庑围合。堂前置 3块奇石和罗汉松

Podocarpus macrophyllus，奇石代表社会、英才、家庭。

水庭的设计则借鉴了海山仙馆的图像资料和余荫山

房庭园，打造一座以石代山、咫尺山林的水石庭园，把

古典园林的置石理水、假山飞瀑、连廊花窗、水阁船厅、

石上飞榕、奇花盆景等元素发挥得淋漓尽致。为呼应书

院浓厚的文化氛围，水石庭将山水化为“砚”和“墨”，

以仿海山仙馆建筑造型的翰林楼为“笔”，以青砖墙、大

阶砖为“纸”，结合映照在庭院点点光影，营造以“文房

图3 和园鸟瞰 图4 同聚芳华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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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宝”为景的意趣（图5）。
3.4.3 艺韵荷风

艺韵荷风景点位于大门右侧，以水乡仿古民居与骑

楼街构成景观空间，体现对清末民初时期岭南水乡民居

和骑楼街市的传承。园内水乡民居以杏坛逢简水乡为蓝

本，有街、里、巷、井、埠头等。错落有致的几间民宅

之中藏有一座镬耳墙式两进祠堂，是仿何氏宗祠而建。

骑楼外街立面借鉴广州西关骑楼，采用青砖、红砖、石

材等多种外立面材料；欧式梁柱、装饰琉璃花樽的平屋

顶搭配中式亭，以不拘一格的形式展现着清末民初中西

合璧的特色。骑楼和民居用于工艺展览、轻餐饮、手工

作坊等，打造具有顺德水乡生活气息的文创艺术街区。

街市的末端置一粤剧戏台——红豆台，戏台规模和

形式参考佛山祖庙万福台，12 m×6 m的舞台既能满足小

型“私伙局”的即兴发挥，也能适应粤剧大戏演出。在

设计戏台的结构时，考虑其正面跨度较大，用木梁太厚

重影响美观，采用钢梁包木后外观更显轻巧。街区配有

地下车库，兼顾游客停车和人防安全功能。

此外，和园也是顺德水乡桥文化的集中体现。基于

对北滘林头古村的见龙桥、红砂岩平板桥、大通桥，逢

简水乡的明远桥、金鳌桥，伦教街道的御波桥等水乡古

桥的参考，该景区架设了各式各样的园桥，如板桥、折

图6 艺韵荷风图5 水石庭剖面图（a）和建成效果（b）

桥、曲桥、拱桥等，令游客能在游园中感受到顺德古桥

的文化（图6）。
3.4.4 云岫精庐

云岫精庐位于全园北部，“云岫”寓意地势高远藏于

山间，“精庐”形容庭院精致高雅。该建筑既能同时满足

纪念馆、展览厅和办公的功能需求，又不失藏于山水之

间的意境。设计大胆采用半覆土和假石山结合的方式，

把建筑首层藏于山石水帘之中，地上可视两层。其形式

参考了开平立园、顺德沙滘千里驹故居，体现了对民国

时期岭南庭院的传承。制高点云峰楼借鉴可园邀山阁的

形式，融入开平碉楼的装饰细节，以高楼、璧山、飞瀑

寓意和园画卷的起笔。大量采用雕花铁艺、装饰柱窗、

彩绘、水磨石等装饰于厅堂内外的墙身、檐口、廊庑之

间，集岭南民国建筑装饰工艺之大成（图7）。
3.4.5 珍馐百味

珍馐百味位于大门左对岸边，是一座园林式餐厅，

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现代岭南园林风格，借鉴

广州北园、南园、泮溪酒家设计，采用通透轻巧、现代

简约的手法，紧凑集中于全园西侧。其设计强调建筑室

内空间与室外园林空间的渗透融合，临水大厅面向内湖，

建筑立面采用大面积采光落地玻璃窗。为避免建筑体量

过大影响周边园林环境，湖中筑长堤分隔遮挡，也因此

丰富了湖光山色。中庭设计参考北园中庭，连廊围合之

间置一临水包厢，配彩色满洲窗、叠石、涌泉、植物。

独立包厢分散式置于园林植被之间，使建筑和庭院融为

一体（图8~9）。
3.4.6 玉钤云阁

该景点以海礁百态、印阁飞瀑、岩石花境打造以

“和”为内涵的“岩石花园”。“和印”是以黄蜡石代替

海礁石建造的石山，山上通过奇石置出形似“和”字的

水径，寓意和谐美好。玉钤阁位于礁石花山上，是全园

制高点，登阁俯瞰全园。阁前水岸石滩，阁后花溪叠水，

各种珍稀山茶花Camellia spp.、罗汉松环绕。亭亭玉立的

云钤阁寓意画卷的“和”印（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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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和园设计历时3年，通过大量的园林考察研究，

总结出岭南园林4个历史时期的传承要点，并将其荟萃

于一园中，以对山、水、庭3种空间和各具特色的6个景

点的精心经营，描绘出一幅以“山水、街市、人家”为

主题的岭南水乡生活画卷，打造了一座高品质的当代岭

南园林，展现了顺德的地域文化，传承了岭南园林精髓，

并探索了集各时代特色于一体的创新设计手法。

随着大湾区发展加速，为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

让当代岭南园林成为公众的“高品质生活用品”，既是对

传承的执着追求，也是对创新的大胆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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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玉钤云阁

图7 云岫精庐设计图（a）与建成效果（b）

a b

图8 珍馐百味园林酒家剖面图（a）和立面图（b）

图9 珍馐百味园林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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