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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园林、园林工程

.



园林

l 专供人游玩休息的种植了花草树木的地方，由地形、地貌、水体
、建筑、构筑物、道路、植物、动物等素材，根据功能要求、经
济技术条件、艺术布局等方面综合组成的统一体。园林包括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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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街道、风景名胜、自然保护
区或国家公园的游览区以及休养胜地。

l 园林，在中国古籍里根据不同的性质也称作园、囿、苑、园亭、
庭园、园池、山池、池馆、别业、山庄等，美英各国则称之为
Garden、Park、Landscape Garden。它们的性质、规模虽不
完全一样，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一定的地段范围内，
利用并改造天然山水地貌或者人为地开辟山水地貌、结合植物的
栽植和建筑的布置，从而构成一个供人们观赏、游憩、居住的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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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类别

l 根据不同的角度，园林可分为以下类别： 

l 　　以历史来区分有古典园林与现代园林； 

l 　　以地域来区分有中国园林与西方园林； 

l 　　以规模来区分有森林园林、城市园林和庭园； 

l 　　以功能来区分有综合园林、动物园、植物园、儿童公园和城
市绿地等。 

l 　　在古典园林中，中国园林有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
、风景园林；西方古典园林有规则式园林与自然风致园。 

l 　　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代还可以细分不同的类型。 

l 　　现代公园的分类 

l 　　由于各国的国情与观念的差异，公园的分类各有不同，难以
形成定论。

.



.



l 美国的公园类别
　　国家公园、综合性公园、运动公园、水滨公园、植物园、动物
园、城市近临公园、儿童公园、市区公园等。 

    德国的公园类别
   　森林公园、国民公园、综合性公园、郊外绿地、植物园、动物
园、运动与游戏场、广场与装饰道路、果木与蔬菜园等。

l  日本的公园类别
　　历史公园、区域公园、风景公园、植物园、动物园、综合性公
园、运动公园、市区公园、儿童公园等。 

  中国的公园类别
　　古典园林、风景名胜公园、综合性公园、纪念性公园、植物园、
动物园、儿童公园、城区与居住小区公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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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从布置方式上说，园林可分为两大类 ： 

l 规则式

　　代表是西方园林代表国家 意大利宫殿 意大
利台地 法国勒诺特尔式 和中国的皇家园林 

l 自然式

　　代表是中国的私家园林 苏州园林岭南园林
混合式 现代的建筑 规则式 和自然式的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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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从开发方式上说，园林可分为两大类： 

l 利用原有自然风致
　　一类是利用原有自然风致，去芜理乱，修整开发，开辟路径，
布置园林建筑，不费人事之工就可形成的自然园林。如唐代王维
的辋川别业是将私家别墅营建在具山林湖水之胜的天然山谷区，
可称为山林别墅；如湖南大庸县的张家界、四川松潘县的九寨沟，
具有优美风景的大范围自然区域，略加建设、开发，即可利用，
称为自然风景区；如泰山、黄山、武夷山等，开发历史悠久，有
文物古迹、神话传说、宗教艺术等内容的，称为风景名胜区。 

l 人工园林
　　另一类是人工园林，即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为改善生态、美
化环境、满足游憩和文化生活需要而创造的环境，如小游园、花
园、公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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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l 按照现代人的理解，园林不只是作为游憩之用，而且
具有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功能。植物可以吸收二氧化碳
，放出氧气，净化空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有害
气体和吸附尘埃，减轻污染；可以调节空气的温度、
湿度，改善小气候；还有减弱噪声和防风、防火等防
护作用。尤为重要的是园林在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有益
作用。游憩在景色优美和安静的园林中，有助于消除
长时间工作带来的紧张和疲乏，使脑力、体力得到恢
复。园林中的文化、游乐、体育、科普教育等活动，
更可以丰富知识和充实精神生活。 

.



l 园林从文化方面来看有以下特点：①平面感：消解深
度，拒绝解释。 ②断烈感：历史虚无主义。不需要历
史，历史意识消失，断章取义，用完即扔。③零散化
：主体丧失中心的地位，使要素成为自身解构主义，
碎片无序的叠合。④复制：距离的消失、大众化、普
极化。从后现代主义思想来看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
装饰主义：淡化功能作用，强调符号意义。 ②折衷主
义：从历史中吸取思想、手法，将片段在现代构架上
按现代人的审美习惯组合一－强调既此又彼，多重译
码。③娱乐性与含糊性；嬉戏与调侃，不严肃，设计
风格与细节上具有含糊性，既此又彼。  

.



什么是园林工程

l 园林工程主要研究园林建设的工程技术，包括地形改
造的土方工程，掇山、置石工程，园林理水工程和园
林驳岸工程，喷泉工程，园林的给水排水工程，园路
工程，种植工程等。园林工程的特点是以工程技术为
手段，塑造园林艺术的形象。在园林工程中运用新材
料、新设备、新技术是当前的重大课题。 园林工程的
中心内容是：如何在综合发挥园林的生态效益、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功能的前提下，处理园林中的工程设
施与风景园林景观之间的矛盾。简而言之就是探讨市
政工程的园林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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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和世界园林的发展史

.



中国园林的发展史

l 为了能简要地说明中国园林的发展历史，现根据历史
文献和现存古代园林遗址的考察，循其明显的规迹，
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时期来概述之。 

l (一)先秦及秦汉时期。此时期或可称为“白然时期”，是
从“固”到“苑”的发展时期，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
有了从事农事、畜牧、手工业制作以及各种杂务劳动
的专业奴隶阶层，在解决了生活的劳务后，奴隶主和
帝王们就有了足够的时间来进行各种游乐戏嬉，其中
包括“狩猎”活动。而那些被选择为狩猎地区的地方，
一定是那些禽兽比较集中，山丘或林茂之地，水草丛
生之处，这就是成为种植与株、圈养动物的“囿”。 

.



l 从殷周到秦汉时期这种“囿”的存在和发展，大体具有三个
特点: 1.:片地宽广。一般方圆都在几十里、上百里左右，
如春秋楚庄王“筑层台……延壤百里，’; 2.工程浩大。囿的
周围有界垣，囿内有台屋构筑。 3.人工设施增加。山于
狩猎地距离统治中心地较远，不免要 在“囿”内建寝殿屋宇
。这种最早期的“囿”到汉代有了新的发展，它不仅仅是一
种自然山林的原始状态的存在，而是日趋专门化了。总的
说，仍是处于自然发展的时期。  

.



l (二)唐宋时期。它是我国古典园林的形成时期。由汉

代开端的中国园林发展进程，经过东汉、三国、魏晋
南北朝到隋代统一中国的过渡，至唐代出现了一个兴
盛的局面。和别的文化发展一样，园林发展中出现了
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在苑囿的营建中注意了游乐和
赏景的作用，如在殿宇建筑外，已注意到迭石造山，
凿池引泉。布局关系也趋于融洽，使之形成优美的环
境，发挥了休憩、游赏，甚至宴乐之功能，一是绘画
技术的发展与造园艺术的发展的互相促进  

.



l (三)明清时期。中国古典园林的全盛时一期。

北宋为辽金取代后，辽、金、元三代后先相继
，在燕京一带兴修皇家园林。明代及清代初期
，在中国园林发展史上是个辉煌的时期，达到
了它的全盛时期。这有我们今天仍能亲眼目睹
的很多实物实景所证明。这个全盛时期的园林
，与过去时代所不同的，育三个方面的特点
:(1)功能全，(2)形式多，(3)艺术化。 

.



l (1)功能全: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园休发展，都有新增加的内容，至
明济后大备，诸如听政、受贺、宴会、观戏、居住、园游、读书
、礼佛、观赏、狩猎、种花等等，应有尽有，甚至为满足统治者
的“雅兴”，还建有商业市街之景，如近年恢复的颐和园苏州街，
以及圆明园原来的买卖街.包罗了帝王生括的全部活动，功能的
多样花，自然扩大了园林的建筑营造规模，此其一。 (2)形式多
。这里指的是作为园林重要组成部分的建筑而言，无论其为建筑
群落组合，抑或单体建筑形色，其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它既吸
收了各地区的地方特点和各民族的民族风格，既有殿堂楼阁，又
有幽尼佛寺;既有粉墙石垣，又有竹篱泥笆，灵活而多变，随处
而点缀，这在‘红楼梦》中大观园也有非常生动的反映。

.



l (3)艺术化。明济园林中占卞导地位的是园林建筑的高
度艺术化，其景物、其凤格、其布局，移步借景，动
静相兼等艺术美学理论的运川，已臻成热，各种建筑
形式的风景景观的结合融为体，自水木石的精心安才i
沁建筑植物的众从位粉，都起到了立体形象l，甚至在
附属设施的样式、内部装修和环境色彩等方面也都得
到统一的和谐的没计，体现了中国造园思想的高超境
界。

.



l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在城市中心建造大园林的国
家

l 全世界的文明古国出中国外，埃及、巴比伦、
希腊、印度到罗马帝国，在城市中心，都是没
有园林的。

l 中国的杭州与西湖是全世界最早、最美的园林
城市

.



西方园林发展史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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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公元前五百年 
——古希腊的雅典城邦及罗马别墅园宅园 

l     公元七世纪 
——阿拉伯人建立的伊斯兰大帝国 

l     公元十四世纪 
——伊斯兰园林的鼎盛 印度莫卧儿园林 

l     公元十五世纪 
——欧洲西南端的伊比利亚半岛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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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公元十七世纪 
——法国的中轴线对称规整的园林布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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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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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公元十八世纪初期 
——英国的风景式园林的盛行 

l     公元十八、十九世纪 
——靳诺特风格和英国风格的平行发展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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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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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二十世纪以来（一战以后） 
——现代流派的迭兴 产生了现代园林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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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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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园林的发展可以分为六个时期

l 一、古代时期（公元前3000年——公元500年）二、中古时期
（公元500年——1400年）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约公元1400
年——1650年）四、欧洲勒·诺特时期法国园林（约公元1650年
——1750年）五、英国自然风景式时期（约公元1750年——
1850年）六、近现代公园时期（1850年至今）。在各个时期里
介绍古埃及的底比斯园、法国的凡尔赛园林、意大利的朗特别墅
园林、英国的斯托园、西班牙的阿尔罕布拉宫花园、印度的泰姬
·玛哈尔陵花园，涉及乡村园林、别墅园林、宫廷式园林、风景
式园林、都市园林及其园林建筑、水景、花木等。通过学习掌握
世界园林的发展进程，理解园林与国土、地理、自然、气候、地
域、历史、文化、宗教及艺术的关系。 

.



我国园林对世界园林的影响

.



l 中西方园林体系在历史上的发展轨迹并不是完
全封闭的。17、18世纪时随着地理大发现时

代的到来，欧洲人开始认识到东方文化之美。
中国园林艺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被介绍到欧洲
，并逐渐兴起了一股“中国热”，由17世纪末始
至19世纪初渐告消退，影响持续达一个世纪之

久，范围涉及法国、英国、德国、俄国、瑞典
等当时欧洲主要国家。 

.



l 中国园林艺术在当时特定的思想和社会背景下
同英国新兴的风景式园林相结合，变革了欧洲
的传统园林风格，极大地影响了此后欧洲园林
的发展。伴随此过程，中国传统园林艺术对欧
洲园林发生了影响，具体起到路标、借鉴与促
进的作用，英国的自然风致园就是“中国热”在
欧洲最有力的成果，并且由此对其它国家的园
林产生了影响。

.



中国园林对西方影响的具体表现

l ① 建筑
欧洲人对中国建筑的认识，同造园艺术一起开
始。从最早的马可·波罗，到17世纪金尼阁、
纽浩夫等人，直至18世纪钱伯斯等人的各类相
关著作，其中记述中国建筑的要比园林的多得
多。相对整体模仿中国园林的困难，对其间小
建筑的模仿要容易的多，因此亭、桥、阁、水
榭、塔等中国园林建筑很快就成为欧洲人迷恋
和竞相仿建的对象。

.



l ② 山石

中国式小建筑，作为一种造景手段，通常同叠
石假山结合，占据着花园的制高点。欧洲人知
道中国的叠石假山是很早的，16世纪输入欧洲
的中国工艺品的装饰画里就有它们的形象。17

世纪之后金尼阁神父、王致诚、钱伯斯、韩国
英等都曾先后论及过中国的叠石假山艺术 

.



l ③ 水域
西方古典园林里,水面大都以几何形的池子和河渠的
形式出现,四周砌以方整的石块,大一点的里面则装饰
着雕像和喷泉。水域在园中的比例不大，人和水的
关系也不密切。在王致诚、钱伯斯、韩国英等人的
介绍和推动下，欧洲人逐渐借鉴和吸取了中国的园
林理水艺术。之后，英国等欧洲大陆的园林水面的
处理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首先，
水域普遍扩大，在园林里占据重要的位置；其次水
岸不再用石块砌成整齐的形状，而是曲折自然的形
态,再次就是水面与人和建筑物的关系较过去亲切了
很多。不仅作为观赏，而且人可以在其中活动 

.



l ④ 植物

中国园林的植栽同欧洲园林明显不同。所以，欧洲
人看到中国园林的第一个新鲜印象里就有植树，坦
伯尔、艾迪生、钱伯斯、韩国英都曾先后论及。自
从受到中国影响后，18世纪上半叶英国自然风致园

、下半叶的绘画式花园以及欧洲大陆各国的英中式
花园里，都摒弃了行列式植栽和几何型修剪，树木
生长自然。而且，引进了大量中国特有的植物品种
，造园家也开始注意植物品种的多样化和相互搭配 

.



l ⑤ 道路

中国园林里道路的曲折变化和带来的意想不到
的景色对比，对西方人有特别的吸引力。但是
，这种曲折是有根据的，要与地形地物巧妙地
结合起来。英国18世纪上半叶地自然风致园里

，在地形平缓的草地上，将道路做得千回百折
，这种做法显然没有理解中国园林里道路得设
计原则。

.



l 同时，英国园林还借鉴了中国园林的一些造景
手法。比如曾经一度流行过“事件园林”，也就
是说用若干个景来构成园林，沿一条游览线观
赏这些景，给景刻诗题铭，“收集和剪裁自然
的美”，为园中漫步提供一系列的景点和目的
地。典型的实例是著名的诗人造园家沈斯东自
己设计的庄园，里面布置了一条环状的游览线
路，沿路设四十个景点，还有碑刻和题铭。从
种种迹象推断，这种手法应该是借鉴自中国的
圆明园

.



中国园林艺术对西方园林影响的实例

l 中国的园林艺术，蕴涵着深刻的传统哲学和美
学思想，若没有对这些思想的足够认识作为理
论支撑，想建造真正的中国园林根本不可能。
用文字、铜版画来描述它已很不容易，要靠这
些描述来仿造它那就更难了。因此，早期仿建
的中国园林及建筑无论从造型到构造都很不准
确，更谈不上所谓的意境。 

.



l 而西方的古典园林，规模一般都较大。这种大
型园林有可能布置得像真正的乡野一样（正同
自然风致园），却不能完全套用中国小型园林
的那种写意手法。正好相反，中国的小型私家
园林根本不可能直接模仿自然，而只有在粉墙
内典型化、写意式地再现自然。没有中国大型
皇家园林的经验，要在西方大型花园直接套用
中国小型园林的手法，是办不到的。

.



l 因此，早期西方的大型花园大多是在自然风致园的基
础上增加了一些中国式的“片断”：或堆几座土丘，叠
几处假山，点缀些错落的树丛，造成景色的掩映曲折
，增加层次；或引几道流水，添几座拱桥，汇聚成一
片小湖，湖中散布着小岛和石矶。道路在这些假山、
土丘、溪流、树丛间穿插串绕，寻胜探幽。大多以建
筑物为中心，配上假山和岩洞，多在山坡或水边。
1761年，钱伯斯在丘园建造的中国塔和阁子，算上其
中比较成功的一个中国园林片断。

.



一.西方园林 

l 西方的造园起自于西亚的古代波斯，即古波斯
所称的“天国乐园”。这种造园的特点是用纵横
轴线把平地分作四块，形成方形的“田字”，在
十字林荫路交叉处设中心喷水池，中心水池的
水通过十字水渠来灌溉周围的植株。这样的布
局是由于西亚的气候干燥，干旱与沙漠的环境
使人们只能在自己的庭院里经营一小块绿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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