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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学是一个古而新，并在不断发展的学科，这一点是有共

识的。而发展总要有一个基础，即出发点，这方面东方和西

方、中国和外国则存有差异。中国近现代的园林学和中国多

数现代科技文化的学科一样都很年轻，但它起步时绝非一张

白纸。因为中国园林的历史非常悠久而且业绩辉煌，全世界

都承认中国古典园林是独树一帜的体系，对园林艺术有着巨

大贡献。这是中国园林学的根之所在。 中国和西方园林学的

基础之所以不同，从根本上说，西方园林学原是从属于西方

建筑学的，园林艺术是建筑艺术的一部分，学习和掌控它的

是建筑师。园艺师为建筑师提供“技术支持”，用植物材料

来表现建筑式的美，园林艺术在理念上和建筑艺术没有原则

上的差异。直到今天，西方园林依然经常借鉴建筑的构图手

法，如著名的拉维莱特公园等。 而中国古典园林艺术追求的

是一种“世外”的生活，是哲学和美学意义上超越世俗的生

活。这种理念是从中国的文人阶层乃至文人化的官僚、宗教

人士中产生并注入园林艺术的，是中国园林艺术的核心和文

化灵魂。营造匠师和园艺匠师都在为贯彻实现这样的理念提

供技术手段。所以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和建筑艺术有不同的追

求。比如建筑以宏大严整为美，而园林则以清雅自然为美等

等。中国园林艺术的衰微除了物质上的原因外，和它固有理

念的异化有很大的关系，而西方古典园林艺术则呈在注入新

理念后逐渐从建筑学中分离出来，发展为现代园林学



（landscape architecture）。 中国的现代学术系统是学习西方

（包括前苏联）的结果，为中国现代园林学奠定基础的主要

是留学欧美的建筑界前辈，如童寓先生、刘敦桢先生、梁思

成先生等。他们从20世纪20-30年代起用西方的学术方法对中

国古典园林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他们亲自指导建筑系

师生对中国现存古典园林进行全面而精确的测绘，这是一项

伟大的系统工程，有的坚持了40多年才完成。还有的建筑景

观学者长期从事对传统园林的研究工作，如周维权教授撰写

了第一部中国古典园林史，何重义、白日新教授等人对圆明

园具体而细微的考证复原等等，都是中国园林学的宝贵财富

。这一切加上古人的著述都是中国园林之所以是中国园林重

要的传承基因。然而这些建筑界前辈多从建筑的角度研究园

林，同时园林学过去也几乎从未列入建筑系的正式课程。 解

放前南京的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设有园艺系，主要课程有果

木花卉栽培和造园等。新中国建国初期，毕业于金陵大学的

汪菊渊先生曾在农业大学任教，并在梁思成先生的支持下与

清华大学建筑系合办了园林组，其后转到北京林学院（现北

京林业大学）成立园林专业。农林院校为中国园林学注入了

当代植物学和园艺学的知识，弥补了建筑院校的不足。同时

，林业大学的学生分配后，在全国各大城市从事着卓有成效

的园林绿化工作，是园林学当代主要的实践基础。由于学习

苏联，园林专业创建之初便改名为“城市及居民区绿化”专

业，因而园林学和城市规划学开始有所联系。虽然这个名字

不够恰当，但如果正常发展或许会成为和国外园林学“接轨

”的切入点。可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末-70年代末20年间，园

林学及其实践几乎一直是中国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牺牲品



而没有获得充分自我发展的空间，没有形成完整而扎实的学

术体系，也没有制定出指导实践的健全的技术规程和规范，

更很少有机会参与现代园林学知识结构的建设。有人认为在

中国园林专业教育中，现代园林理论和一些现代园林学必备

的知识“几乎为零”，恐怕不是毫无根据。 然而这并不意味

着中国的园林学就得要从零开始，更不是说我们研究和实践

的成果已经失去了现实的意义和学习的价值。我们面临的问

题是在过去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发展，进一步积累知识和经

验。这和人的成长很类似，一方面人的成长要靠自身的基因

，基因决定他有成长的可能，而且不同于其他人或别的物种

；另一方面要靠补充食物，食物使他延续生命和活力。成长

和发展一定是要的，但谁也不希望因此失去自我而成为别的

什么东西。 新知识缺乏可以学，问题是把新知识建立在什么

基础上。当代园林的实践机会是过去任何时代都难以相比的

，但相当一部分实践结果表现出基础的薄弱和肤浅，给人感

觉像断了线的风筝在乱飞。研究理论的谈古者常不及今，论

今者常及外不及中。两者又风马牛不相及。看来当代中国园

林学除了和国际接轨之外，还有和自己的传统接轨的问题。 

在中国进行中国园林学的实践是中国园林从业者的宿命，它

注定你在了解和懂得世界之前必得先了解和懂得中国。而中

国是那样丰富和深厚，了解起来已不容易，何况还要懂得！

想省事不越过这道坎直接创新潮，弄不好是拣人家玩剩下的

东西，弄得好也不过是学人家正在玩的东西，永远也不可能

走到前面或另辟蹊径。至于躺在祖宗身上做传统，假山亭子

满世界搁，更属贻笑于先人的不肖子弟了。真正要做的是在

自己文化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建立起自我发展创新的理论和



学术体系，这是能使我们昂首阔步走向世界的惟一途径。最

不可取的是对新东西略知一二，并没有真的学会，却先把中

国自己的东西看得不值一钱，否定这个发展的基础。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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