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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公元前221年~220年），皇家园林以山水宫苑的形式出

现，即皇家的离宫别馆与自然山水环境结合起来，其范围大

到方圆数百里。 秦始皇在陕西渭南建的信宫、阿房宫不仅按

天象来布局，而且“弥山跨谷，复道相属”，在终南山顶建

阙，以樊川为宫内之水池，气势雄伟、壮观。 秦始皇曾数次

派人去神话传说中的东海三仙山——蓬莱、方丈和瀛洲求取

长生不老之药。他在自己兰池宫的水池中筑起蓬莱山，表达

了对仙境的向往。 汉武帝在秦代上林苑的基础上，大兴土木

，扩建成规模宏伟、功能更多样的皇家园林——上林苑。汉

代上林苑是中国皇家园林建设的第一个高潮，上林苑苑中既

有皇家住所，欣赏自然美景的去处，也有动物园、植物园、

狩猎区，甚至还有跑马赛狗的场所。在上林苑建章宫的太液

池中建有蓬莱、方丈和瀛洲三仙山。从此，中国皇家园林中

“一池三山”的做法一直延续到了清代。 皇家园林的发展 魏

晋南北朝时期（220年－589年），皇家园林的发展处于转折

时期，虽然在规模上不如秦汉山水宫苑，但内容上则有所继

承与发展。例如，北齐高纬在所建的仙都苑中堆土山象征五

岳，建“贫儿村”、“买卖街”体验民间生活等。 隋唐时期

（581年－907年），皇家园林趋于华丽精致。隋代的西苑和

唐代的禁苑都是山水构架巧妙、建筑结构精美、动植物各类

繁多的皇家园林。 到了宋代（960年－1279年），皇家园林的

发展又出现了一次高潮。这就是位于北宋都城东京的艮岳。



宋徽宗建造的艮岳是在平地上以大型人工假山来仿创中华大

地山川之优美的范例，它也是写意山水园的代表作。此时，

假山的用材与施工技术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元明清的成熟 

元明清时期（1271年－1911年），皇家园林的建设趋于成熟

。这时的造园艺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实现了一次飞跃，

这个时期出现的名园如颐和园、北海、避暑山庄、圆明园，

无论是在选址、立意、借景、山水构架的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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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颐和园这一北山南水格局的北方皇家园林在仿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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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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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晨雾中的琼华岛

时常给人以仙境之感受。 避暑山庄是利用天然形胜，并以此

为基础改建而成。因此，整个山庄的风格朴素典雅没有华丽

夺目的色彩，其中山区部分的十多组园林建筑当属因山构室

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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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锦式皇家园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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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家园林的

鼎盛发展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这时的封建帝王全

面接受了江南私家园林的审美趣味和造园理论，而它本来多

少带有与主流文化相分离的出世倾向。清代有若干皇帝不仅

常年在园林或行宫中料理朝政，甚至还美其名曰：“避喧听

政”。 另一方面，皇家造园追求宏大的气派和皇权的“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这就导致了“园中园”格局的定型。所有

的皇家园林内部的几十乃至上百个景点中，势必有对某些江



南袖珍小园的仿制和对佛道寺观的包容。同时出于整体宏大

气势的考虑，势必要求安排一些体量巨大的单体建筑和组合

丰富的建筑群，这样也往往将比较明确的轴线关系或主次分

明的多条轴线关系带入到原本强调因山就势，巧若天成的造

园理法中来了，这也就使皇家园林与私家园林判然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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