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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_E5_8C_97_

E6_96_B9_E5_9B_AD_E6_c57_644759.htm 北方园林的特色在皇

家、寺观、私家园林中都有表现，主要表现于前朝后寝、轴

线对称、一池三山、仿景缩景、障景漏景等方面，从内容的

布局特点上看，主要表现为儒道佛三家对园林的渗透。 前朝

后寝，指园林的后园式布局，与日本园林、岭南园林不同。

前朝后寝在园林中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园与宅关系上，

园林居于宫殿、住宅的后部或侧位，如故宫的御花园、景山

、宁寿宫花园（乾隆花园）、慈宁宫花园都是在后部；二是

园内游与居关系上，居在前、游在后，如避暑山庄的宫殿区

在南面入口处，颐和园的宫殿区在东面入口处。此等布局直

接受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观点一致。 轴

线对称，是北方园林最明显的特点。皇家、私家、寺观皆如

此，只不过在轴线和对称的程度上有所差别而已。园林的轴

线与宫殿和住宅的轴线一致，成为宅区轴线的延伸。中轴线

上置最重要的大门、厅堂、宫殿、甬道、水池，无论大小园

林都是如此，其中以颐和园轴线最为壮观，从昆明湖上的凤

凰墩开始，到南湖岛，到万寿山的牌坊、排云殿、佛香阁、

须弥灵境、牌坊、石拱桥、北大门，既可以从岛上观，亦可

以从山上观，气象不同。慈宁宫花园、乐家花园、恭王府花

园、景山都是一条轴线，而有些园林则用多条轴线，如御花

园有中、东、西三轴，在建福宫花园有东西二轴，圆明园则

多条复合。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既有轴线，

就有对称，在大型园林中，颐和园的对称主要表现在万寿山



的建筑上，圆明园的对称表现于福海的西湖十景、九洲清晏

的环湖九景、西洋楼景区的一路景观。故宫四园、景山都是

严格对称，而象恭王府花园、可园、乐家花园、十笏园等则

不过是不同程度的景点对称，对称观点与道家的阴阳互补、

儒家的文臣武卫等相对概念有直接关系。来源：考试大的美

女编辑们 一池三山，是中国传统园林，直至现代园林中表现

最多的布局形式，而且成为定制。它源于齐国的东海神话，

成就于皇家园林的祈寿夙愿。北方园林的一池三山主要表现

于皇家园林之中，如金、元、明、清四朝在西苑三海景点创

作，一海一山，南北一线，成一池三山之制。颐和园有大小

三山，大三山是：南湖岛、藻鉴堂、冶镜阁，小三山是：凤

凰墩、知春亭、小西泠。当然，一池三山思想在私家园林和

寺观园林中则演化为一池一山、一池二山或一池多山，与私

家没有绝对权力有关，对于生命的把握不如皇家至高无上，

大臣生命的存在有时不过皇帝的一句戏言，老百姓的生死更

是无足轻重。在园林中凿一池堆一岛，就大呼蓬莱瀛洲，赞

叹不止。 仿景缩景，当然不是北方园林的发明，早在秦朝就

开始了，秦始皇每破诸侯，写仿其宫室于咸阳北阪上，到了

金、元、明、清定都北京之时，随着康乾二帝南巡盛典的一

度掀起，异地仿景和缩景达到了高潮。在皇家园林中有多处

缩仿之景：北海三处、静明园一处、静宜园一处、颐和园九

处、避暑山庄六处。仿景常指原比例摹仿，缩景常指变比例

摹仿，仿景和缩景当然也有原样（写实）缩仿或变样（写意

）缩仿。如避暑山庄小金山的模写算是很到位的模仿，而圆

明园西湖十景的模仿大多是略师其意。来源：考试大的美女

编辑们 障景和漏景是一对概念。北方园林的障景表现为严密



性，从围墙的障景上看，大凡墙隔较少漏窗，即使有漏窗，

也是较为厚重的花式或直接玻璃屏蔽。入口前的障景多用龙

壁，因为大多现存园林为皇家园林，北海的九龙壁成为中国

影壁的代表作。当然，入口后的障景也大量用影壁来转折空

间，而非如江南园林用漏窗、白壁、池山、壁山等转折窗间

，这一点在一般私家园林中表现极为普遍。 从设计要素上看

，北方园林的小品、装饰、建筑、植物、堆石都有很强的特

点。北方园林小品有盆景奇石、鎏金动物（龙、凤、象、雀

）、石狮等，装饰上用彩画，有和玺彩画、旋子彩画、苏式

彩画等。在建筑上用抬梁式、琉璃瓦、短出檐、厚墙身、红

黄墙、三交六窗花等。植物上用松、柏、槐等。堆石上用青

石、房山石等。 相关推荐：古园林三要素及其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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