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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F_95_E5_A4_A7_E6_c57_244887.htm 如果说建筑是人类生

活的舞台，那么园林艺术就是这舞台的背景。 公元前11世纪

西周的灵囿也许是最早的中国园林。囿是指利用天然的山水

，进行修池筑台而形成的一种供天子、诸侯狩猎游乐的区域

。西方的园林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6世纪的古埃及，我们

可以通过墓室的壁画看到祭祀大臣们的宅院采取方正的规划

，具有规则的水槽和整齐的种植。 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中

国还是其他国家，游乐和休憩一直人们恢复体力和精神的重

要需求。在漫长的人类发展过程中，我们逐渐学会了利用自

然环境，运用山、水、林、动物、建筑物、雕塑等等元素来

营造休憩的场所和空间，并且逐渐发展成一门相对独立的学

科，园林学。东方园林以中国为代表，讲究自然天成，曲径

通幽，建筑和环境不是割裂的，崇尚天地合一的思想境界；

西方园林的典型代表是意大利和法国园林，园林一般被认为

是建筑的附属和延伸，发展为追求几何构图，图案美，强调

轴线、对称的园林风格。两种园林的创作手法对现代公园的

形成都有很深的影响. 很多人认为公园就是园林。实际上现代

意义上的公园出现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起初是皇室王公贵

族的御用园林宫苑的对广大公众开放，以后出现了各种为公

众服务的公园和公共绿地，园林的含义也得到延伸。20世纪

初，英国的霍华德提出了“园林城市”理论；前苏联将都市

园林设计归入城市规划内容中，体现了城市规模的园林设计

的重要性。 北京的公园数量可能是全国最多的，仅市政公园



就达到139个，其他大大小小的还有几十个。不过，数量虽多

，这些公园大体上也只有两类，即过去的皇家园林对公众开

放形成的，比如颐和园、圆明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等

；还有就是现代意义的城市绿地式公园，像紫竹院公园、朝

阳公园、海淀公园等等。 从造园艺术的角度来讲，明清时期

皇家园林的建设趋于成熟，这个时期的如颐和园、北海、圆

明园，无论是在选址、立意、借景、山水构架的塑造、建筑

布局与技术、假山工艺、植物布置、乃至园路的铺设都达到

了令人叹服的地步。颐和园作为北山南水格局的皇家园林在

仿南方西湖、寄畅园和苏州水乡风貌的基础上，以大体量的

建筑佛香阁及其主轴线控制全园，突出表现了“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的意志。即使今天作为公园，清晰易识的格局和流

线也使游客很容易确定自己在园中的方位。 北海是继承“一

池三山”传统而发展起来的，北海的琼华岛作为“蓬莱”仿

建，因此，晨雾中的琼华岛时常给人以仙境之感受。圆明园

是在平地上，利用丰富的水源，挖池堆山，形成的复层山水

结构的皇家园林。此外在中国造园史上圆明园还首次引进了

西方造园艺术与技术。 另一方面，皇家园林从广义上讲也是

私家园林的一种，功能非常单纯，就是皇室的离宫别苑，服

务的对象也是王公贵族，普通百姓是很难进入其中的，此外

，由于封建帝王全面接受了江南私家园林的审美趣味和造园

理论，因此多少带有与主流文化相分离的出世倾向，甚至清

代有多位皇帝常年在园林或行宫中料理朝政，是谓“避喧听

政”。因此，在空间上，皇家园林具有比较强的封闭性，既

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大众，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走出颐和园

的宫门，来到大街上，仍然会觉得刚才的那个世界离自己很



远。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的皇家园林作为我们今天的公园

的时候，它的历史性、观赏性要远远大于它的娱乐性，当昆

明湖上布满各种大小不一、色泽各异的游船的时候，你是无

法体会颐和园的宏大气势和幽深淡泊的和谐之美的。 古典园

林具有明显的私人占有性，不管是皇家园林或私家园林，无

不是供帝王、封建文人、士大夫等避暑、听政、居住、游乐

所专用，那么现代城市公园与古典园林的一个最明显的不同

就是它是属于城市和大众的。 十九世纪以后，西方先后出现

了各种新型的公园，中国的公园发展也深受影响。比如文化

休息公园，将文化、娱乐、体育、儿童游乐活动以及安静的

休息环境有机地组织在优美的园林中，公园为各种文艺活动

和体育训练、科普活动提供场所，形成一个人群活动的聚集

地，如纽约的中央公园以及今天北京的朝阳公园都属于文化

休息公园，它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具有非常大的尺度，是区域

的核心绿地。 森林公园，城市郊区的大片森林，既是游览胜

地，又是城市的绿色屏障，对改善城市环境有多种作用，香

山公园、百望山公园都属于森林公园。此外，还有植物园、

城市游园等等。 这些城市规模的绿地公园不仅是日常人们活

动、休闲的场所，更是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有些

还具有躲避灾害的避难所的作用，公园实际上已经从单一的

寄情山水的园林式景园演变成了具有复杂功能的生态综合体

，它不仅起到改善环境、美化城市的作用，而且影响着城市

的可持续发展。 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古典园林的审

美情趣、价值观与现代公园的多重功能的矛盾，使现代园林

的设计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地之中，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一些新

建成的公园整体上无从归属，细节上不伦不类，或者千篇一



律，缺少个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园林、公园的设计还

缺少系统的、有广泛影响的理论支持。 古典园林作为一种文

物性的存在，在保护和利用的同时，向游览者收取一定的费

用应该无可厚非。反之，现代公园是公众生存、活动的最主

要空间，具有很强的公益性，收费，甚至过高的收费都会使

大量的人群被拒之于这个空间之外，而现代人类缺乏的恰恰

是这种自然、宽松的交流场所。 园林、公园被称为城市的客

厅，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反映着人们生存的状态和艺术，

但只有当主人们能随意地、自由地出入客厅的时候，你才能

说，这客厅是我们自己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