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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中的景观意象及其理念渊源

分析

孙友海

（浙江城建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浙江 杭州 310021）

摘要：中国古典园林设计可以运用景观意象将自然生态理念融入建筑中，合理运用可以提高景观的可观
赏性，使现代园林景观得到美学方面的提升。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中包含中华几千年来的古典园林文化，对其
中所蕴含的景观意象进行深入剖析，探索其中的内在特质以及理念渊源，只有深刻了解其中的内涵，才可以
更好的设计古典园林，提高美学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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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园林是中国园林文化的代表之一，其设
计理念对国外许多园林理念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它
的建造方法、设计想法、艺术文化等延续到今日，
在设计园林方面具有极高的学习价值。随着时代发
展，城市建设逐渐拓展，现代景观应参考古典园林
设计理念，在建设过程中不仅要注重景观的合理性
与美感，还应注重实用价值，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 
优势。

1 中国古典园林发展历史
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开始主要在原始时代的后

期，从此贯穿整个中国发展史，不仅包括农耕时代同
时也包括工业时代。我们将我国古典园林的历史进行
详细分析，主要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初始开端期、
转变期、发展期、昌盛期、成熟期。初始开端期是指
在夏商周时代，人们的农业与工业得到进步，为园林
建设奠定基础条件，并给予物质上的支持，在这个
时期，人们建立了囿台作为观赏之处，可以登高观赏
飞禽走兽。由于建筑位置较高，所以人们站在上面的
视野更为广阔，在观赏之余还可以进行狩猎，这是其
中较为重要的功能之一。转变期可泛指秦汉时期，以
皇宫建筑为例，皇宫的建筑面积相较于民居的面积要
大很多，在此时期，皇宫建筑作为当时最大的建筑，
同时还具有一定的经济支持，使它变成当时的园林主
体，这个时期的园林发展内容主要是指皇家造园，在
后期受到文人墨客的影响，建筑设计逐渐发展为自然
层面，采用山水相互结合的方法，展现园林景观，
文人对这类园林进行资金投入支持，这种支持方法
代表古典私家园林的崛起。发展期的主要代表建筑
为南北朝时的众多建筑，如皇宫、私家、陵寝等多

种。在建造过程中将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进行相互结
合，使设计发展更为精密，具有艺术性，为今后古
典造园的创造打下坚实的基础。昌盛期的代表主要
为唐朝，皇宫建筑的风格不仅体现于规模上，还从
细节设计上吸取其他园林建筑的优点，逐渐朝着文
人方向进行一定的发展与创新。私家园林不仅融入
当时的学术文化，还融入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道
家、儒家、佛家），使其景观更明显偏向于文人风
格，具有独特性。文人风格的园林景观可以推进当
时各个建筑的发展趋势[1]。成熟期主要泛指明朝与清
朝，在这个时期文人特点的园林景观已经得到大范 
围应用。

2 布局手法分析
按照从属关系划分，我国古典园林可以归类为三

种：（1）皇宫内地的园林景观。由于等级制度和优越
的资源条件，建筑景观聚集各地的园林优点于一身，
其中建筑布局方面主要借鉴模仿“一池三山”，利用
对称的方法设计对称式布局，利用轴线布局方法将建
筑体量与布局划分为对称形式，同时与自然山水遥相
呼应，不仅能体现皇家凌驾于众人的权威，还显得尤
为庄重[2]。（2）私家园林。整体空间不如皇宫规模
大，却可以运用有效设计方法，突破空间的局限性，
在有限的空间内创造山水景观，利用建筑后移的布局
方法使空间具有层次感，达到扩大视觉的作用，使景
观的观赏性增强[3]。（3）寺庙。由于条件需要，周围
环境较为清静，部分处于偏远、人烟稀少的山林田野
之中。它的园林设计布局主要依靠对称式方法，将建
筑通过对称轴线分割，寺庙规格不同，对称轴线也随
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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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计手法分析
3.1 山水合一
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中基本应用元素为根据天然的

地理环境进行设计，引用自然山水加以施工，使其呈
现大自然独特的景观，将生活与自然相互结合，提高
设计境界。利用自然中的石块进行搭建，使其能变成
独特的山体外观，将其加入到园林中，增加可观赏
性。这种设计手法应与园林其他景观相互呼应，达到
统一风格的效果，根据山体的位置和周围环境确定其
规模和外观。以石块搭建出山川的特性，展现出大自
然中的山川奇观。这种特别的景观还可以在应用中起
到遮挡视线的作用，使空间层次感增加，在进行参观
时参观者只能隐隐约约看到景色，巧妙起到隔断作
用，既不占用空间还可以增加视觉效果。虽然由人工
制作而成，但是在外观上更具有自然感受。在园林景
观设计中水的作用也是非常关键的，传统造园设计中
利用原本存在的水系统进行改良布局，将其引入到其
他位置或在原有位置周围加以建设，帮助提高美的享
受，比如顺德清晖园（图1）利用天然水资源进行设
计，使古典园林景观同时兼具动态与静态美感。在江
河湖泊中还可以构建桥体或水面进行分割，比如在周
围制造堤岸，建设亭子、种植花草，使其更具有观赏
性，营造美感[4]。

图1  顺德清晖园

3.2 构景手法
古典园林的构景手法随着时间进展，逐渐发展成

多种样式，其中包含抑景、透景、框景、漏景、对景
等，使景观多变同时能相互融合，根据不同区域展示
不同的景观，增加变化性。其中抑景主要讲的是先抑
后扬，人工制造的假山与草丛都具有“抑”的功能。
中国传统文化皆较为委婉，这在园林设计中也有所
体现，“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的造
园构景方法，使古代园林设计中融入独特的内涵。透
景是指美丽的景观被物体遮挡，导致人们不能直接进
行欣赏，需要另行开辟新的道路，使景观得以全面显
现。在进行开辟的过程中，通常以直道或中心轴进行
设计，这种设计方法主要是为了降低对自然景观的破
坏。框景是通过门或窗等框架进行园林景观的提取，
将周围视线所及的景物和人物都包含在门窗中，比如
北京颐和园室内（图2）就是采取这种方法，使人们站
在窗边可以将周围美景尽收眼底，达到观赏效果。而
漏景手法的灵感来自于框景，与框景相比，它更加虚
幻，更为含蓄。对景的意思是指在自身的观赏点远观
另一处观赏地点，可以分为正对景与互对景两种。

图2  北京颐和园室内

3.3 空间层次表现
古典园林设计方面的空间层次表达，分为真假、

疏密、曲折空间以及对比等多种表现形式。在设计园
林中，墙壁作为“真”存在，而长廊、门以及窗户等
洞槽作为“假”存在，它们之间相互对比，呈现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如北京颐和园长廊（图3）。
疏密在中国古典空间层次表现中起到对比作用，运用
这种表达方法，可以呈现建筑中的高低差异，并从垂
直空间的角度进行分析解读。曲折空间的层次表现对
园林空间产生一定的正面影响，通过较为曲折的路程
使景观变得更具有多样性，在观赏中可以拓宽视野。
对中国多个古典园林景观进行探索，可以看到各个园
林对地势与整体和谐都下了很大的心思，通过各种多
样的层次表现方法增加观赏者的感受，在保持自然环
境的基础上，展现虚实相对的景观，在有限的空间中
展现无限的美感[5]。

图3  北京颐和园长廊

4 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中景观意象的特质
4.1 诗情画意的意象美
中国古典园林在时间的长河中经历了多个朝代的

发展与过渡，不仅受到朝代的影响还受到各个民族的
影响。它们之间有一定共同点，同时又存在一些差
异。共同点为园林整体设计都包含人为制造和天然存
在，比如长廊、楼宇、凉亭等。天然存在泛指自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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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比如非人工栽植的花草树木以及江川河流、石块
等。差异点为园林创造中所蕴含的内在意义，不同的
设计者要表达的内在含义都存在一定的差异，他们将
心中的情感与构思通过园林中的各类设计表达出来，
是一种特别的寄情方式。这种差异不单受到设计者自
身的想法影响，还受到朝代、文化、历史环境的影
响。中国古典园林可以利用设计者自身的职业精神以
及才智对空间进行设计创造，根据有限的条件创造出
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其中不仅包含人类辨析判断
与发明创造的能力，同时还体现自然与人类相互融
合相互依靠、互相渗透的文化特点。中国古典园林
景观最独特的方面就是可以将景观意象与古诗文化
和古画文化进行相互结合，形成诗情画意的园林景
观，使人类文明与自然相互结合，起到促进发展的 
作用[6]。
4.1.1 古诗文中的文化情怀
中国自古以来对审美的实质为“意象”审美，这

种审美主要是由中国历史发展中出现的古诗文与园林
设计相互结合而产生的，是当时文学艺术的发展方
向。这种“意象”主要包含园林中各类景观的材料、
元素之间的空间关联，从动态与静态递进中感知其中
包含的设计理念。比如苏州拙政园东部主厅中有一块
匾额，写着“兰雪堂”，取名灵感主要来源于李白的
诗文“独立天地间，清风洒兰雪”。它通过古诗文向
我们表达了园主人品德高洁的寓意，彰显素材的选择
重要性以及古诗文对古典园林设计的影响。园林设计
不仅可以从古诗文中受到启发，反之，古诗文的创作
也可以受到园林的启发影响，比如“清晨入古寺，初
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出自常建《题
破山寺后禅院》。他以寺庙为灵感，描述了走进寺庙
中看到的园林景观，从中受到启发，借此抒发当时的内
心感受，使读者通过诗文身临其境，感受到寺庙中的竹
林与意境之美。还有“石壁泻飞泉，长松间修竹”“枫
桥秋水绿无涯，枫叶满树红于花”，可以体会到其中的
松竹、枫叶和水，这不仅表达景观的外观，同时还表达
作者自身的情怀，融合人类、自然、景观以及感情多种 
元素[7]。
4.1.2 古画文化
我国古典园林与传统古画文化彼此浸染、互相作

用，园林中的景观设计可以使观赏者产生灵感，而设
计中的一些理念又可以从古画中获得启发，使其更具
有艺术感，将当时的文化与自然相互融合，产生具有
传承意义的园林设计艺术。各个画作都有不同的表
达想法，包括构图方法、色彩变化、情感元素、空
间、距离等，而园林设计者可以从中获得灵感，将看
起来普通的花草树木进行艺术化创造，使其变得更具
有美感，形成自然与人文统一展现。园林景观中的色
彩布置，不仅可以增加欣赏价值，同时也可以增加创
作灵感，人们从中获取生活图景与思想感想的全新表
达形式。我国古代绘画的主体颜色更偏向浅色系，讲
究清新典雅，使置身其中的人感官上更加舒适。在园
林表现形态中，利用框景、高低搭配形成各种不同的

意境，比如利用松竹与假山进行遥相呼应，对门窗进
行设计，使景观通过门窗进行展现，这也属于古画
文化的体现之一。借助时间的洗礼，中国古典园林
设计与古画文化相互影响，已经形成一种独特的艺 
术理念。
4.2 人文特质
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景观意象不仅受当时环境影

响，还受哲学影响，哲学思想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的影
响，可以从中感受到当时的时代精神，同时也可以了
解当时的学派。在这些思想观念中“天人合一”的理
念始终贯穿我国历史发展。“天人合一”作为中国重
要理念之一，包含两种深层意义：第一种是人类是由
天地进行创造的，所有的一切都来源于天地，天地不
仅赋予人类生命，还赋予精神与思想，人类的命相与
天地别无二致。第二种是人类的思想与精神是由自身
掌握的，可以自行感受并将其实施，回归天道。这是
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中主要追求表达的思想体系，可以
使园林中景观设计更加具有观赏价值，愉悦身心，还
可以通过各种设计理念将设计者的文化理念进行融会
贯通，将情感寄寓在园林设计的一草一木中。在古典
园林设计中每个设计者对“天人合一”理念的理解都
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理念凭借古代神话与道家、儒
家以及佛家的众多观念对古典园林景观意象设计产生
了改变和作用，这种设计通过对各种观念的不同理解
使其从各种角度展现“天人合一”的观念。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中，应注重景观

呈现方法，在其中充分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对
现代景观进行有效创造，强调与自然环境相互结合，
发展出最适合人们生存活动的空间，不仅可以展示设
计中的景观意向和理念深度，还可以在现今快节奏的
社会中，为人们提供清幽安静的休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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