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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是中外园林产生发展及造园活动演化的园林

史论教材，涉及从古至今的漫漫造园历史，力求客观地介绍从外在风格形态到内在思想理论
指导下的实践历程，系统地来认识造园的形式和内容。 通过园林活动的对比来认识其造园的
自然法则、社会心理、人文情感、历史沧桑的内在规律，使其具有认知性、思想性、理论性、专业
性、实践性，以培育专业理论素养和达到承前启后的目的。 本书适合用作景观规划设计、环境
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园林景观设计与环境工程技术专业的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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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对技能型人才特别是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
不断增加，促使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据 ２００４ 年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共有高校
２ ２３６所，在校生人数已经超过 ２ ０００ 万，其中高等职业院校 １ ０４７ 所，其数目已远远超过普通本
科院校的 ６８４ 所；２００４ 年全国招生人数为 ４４７．３４ 万，其中高等职业院校招生 ２３７．４３ 万，占全国
高校招生人数的 ５３％左右。 可见，高等职业教育已占据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近年
来，高等职业教育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特别是其人才培养目标。 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生产、
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素质应用型技能人才和管理人才，强调以核心职业技能培养为中
心，与普通高校的培养目标明显不同，这就要求高等职业教育要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进行
大胆的探索和改革，在此基础上编写出版适合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系列配套教材已成
为当务之急。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环境，特别是环境的美化，园林建设已成为城市美化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园林不仅在城市的景观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而且在生态和休闲方面也
发挥着重要功能。 城市园林的建设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许多城市提出了要建设国际花园城
市和生态园林城市的目标，加强了新城区的园林规划和老城区的绿地改造，促进了园林行业的
蓬勃发展。 与此相应，社会对园林类专业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加，特别是那些既懂得园林规划
设计、又懂得园林工程施工，还能进行绿地养护的高技能人才成为园林行业的紧俏人才。 为了
满足各地城市建设发展对园林高技能人才的需要，全国的 １ ０００ 多所高等职业院校中有相当一
部分院校增设了园林类专业。 而且，近几年的招生规模得到不断扩大，与园林行业的发展遥相
呼应。 但与此不相适应的是适合高等职业教育特色的园林类教材建设速度相对缓慢，与高职园
林教育的迅速发展形成明显反差。 因此，编写出版高等职业教育园林类专业系列教材显得尤为
迫切和必要。
通过对部分高等职业院校教学和教材的使用情况的了解，我们发现目前众多高等职业院校

的园林类教材短缺，有些院校直接使用普通本科院校的教材，既不能满足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
标的要求，也不能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 目前，高等职业教育园林类专业使用的教材较少，
且就园林类专业而言，也只涉及部分课程，未能形成系列教材。 重庆大学出版社在广泛调研的
基础上，提出了出版一套高等职业教育园林类专业系列教材的计划，并得到了全国 ２０ 多所高等
职业院校的积极响应，６０多位园林专业的教师和行业代表出席了由重庆大学出版社组织的高



等职业教育园林类专业教材编写研讨会。 会议上代表们充分认识到出版高等职业教育园林类
专业系列教材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对该套教材的定位、特色、编写思路和编写大纲进行了认
真、深入的研讨，最后决定首批启动枟园林植物枠枟园林植物栽培养护枠枟园林植物病虫害防治枠
枟园林规划设计枠枟园林工程施工与管理枠等 ２０ 本教材的编写，分春、秋两季完成该套教材的出
版工作。 主编、副主编和参加编写的作者，由全国有关高等职业院校具有该门课程丰富教学经
验的专家和一线教师（大多是“双师型”）教师担任。

本套教材的编写是根据教育部对高等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要求，紧紧围绕以职业能力培养
为核心设计的，包含了园林行业的基本技能、专业技能和综合技术应用能力三大能力模块所需
要的各门课程。 基本技能主要以专业基础课程作为支撑，包括 ８ 门课程，可作为园林类专业必
修的专业基础公共平台课程；专业技能主要以专业课程作为支撑，包括 １２ 门课程，各校可根据
各自的培养方向和重点打包选用；综合技术应用能力主要以综合实训作为支撑，其中综合实训
教材将作为本套教材的第二批启动编写。

本套教材的特点是教材内容紧密结合生产实际，理论基础重点突出实际技能所需要的内
容，并与实训项目密切配合，同时也注重对当今发展迅速的先进技术的介绍和训练，具有较强的
实用性、技术性和可操作性三大特点，具有明显的高职特色，可供培养从事园林规划设计、园林
工程施工与管理、园林植物生产与养护、园林植物应用，以及园林企业经营管理等高级应用型人
才的高等职业院校的园林技术、园林工程技术、观赏园艺等园林类相关专业和专业方向的学生
使用。
本套教材课程设置齐全、实训配套，并配有电子教案，十分适合目前高等职业教育“弹性教

学”的要求，方便各院校及时根据园林行业发展动向和企业的需求调整培养方向，并根据岗位
核心能力的需要灵活构建课程体系和选用教材。

本套教材是根据园林行业不同岗位的核心能力设计的，其内容能够满足高职学生根据自己
的专业方向参加相关岗位资格证书考试的要求，如花卉工、绿化工、园林工程施工员、园林工程
预算员、插花员等，也可作为这些工种的培训教材。

高等职业教育方兴未艾。 作为与普通高等教育不同类型的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已基本
明确，我们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与手段等诸多方面还要不断进行探
索和改革，本套教材也将会随着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不断进行修订和完善。

编委会

２００６ 年 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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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的文明史。 以物质形态出现的山、水、建筑、植物等，是人类在选
择和被选择的行为方式下形成的物质形态，其间蕴含着深厚的自然法则、社会文化、政治经济、
社会心理、宗教民俗、人文情感和历史沧桑，它是文化的结晶，是各民族的精神产品。 园林属于
艺术范畴，其核心是社会意识的外在反映。 遵循着其内在规律，“理之应园林”，通过园林实体
反映出各个时期的思想理念，凝聚着千百年来各民族的审美实践，外化于园林到艺术，体现为民
族特征，使之具有世界意义。
园林艺术及其活动都有内在意义，承前启后传递着意义，发展着意义，形成一座座文明的里

程碑。 园林史虽告诉我们园林的过去，但决非是停留在肤浅的流水账式的历史表面现象解读，
是“体现在某个物质符号中的精神现象活动。”只有认识园林符号等象征性质的意义，理解它们
所表示其原来的生命世界及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才知道现在，明了未来，才能获得影响环境
设计的创造性思辨方法和动力。 而造园技术仅仅是实现的手段，创造性发展则是建立在历史自
身思想理论基础之上的，给我们以思想、技术与实践。 “遗迹”决不只是历史，而是告知现在的
力量！
中国、西亚、古希腊是世界造园史三大动力，中国园林历史之灵魂就是其民族文化风格，它

曾光耀世界，影响西方园林景观至今。 长期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缺乏客观系统认识，缺乏园林
历史文化理论思想准确的现代诠释与接受，造园活动缺乏内在动力，缺乏创造性而模仿，甚至隔
膜，失落了历史必然谈不上发展。 黑格尔深刻指出“花朵开放的时候花蕾消逝，人们会说花蕾
是被花朵否定了的；同样地，当结果的时候花朵又被解释为植物的一种虚假的存在形式，而果实
是作为植物的真实形式出现而代替花朵的。 这些形式不但彼此不同，并且互相排斥互不相容。
但是，它们的流动性却使它们同时成为有机统一体的环节，它们在有机统一体中不但不相互抵
触，而且同样是必要的。 而正是这种同样的必要性才构成整体的生命。”在历史中找寻起重要
作用的精神因素和决定性的传达着精神的物质形态因素启迪；从园林到现代景观、环境设计的
历史传承正是其发展的生命力之所在，教育必须担负起了解真理的重要职责。
本教材具有较强的认知性、理论性、专业性与实践性，适用于景观观划设计、环境设计、环境

艺术设计、园林景观设计与环境工程技术等专业的高等教育或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教材。
本教材共 ６ 章，由祝建华担任主编，吕华、衣学慧、李璟、王伟担任副主编。 全书编写分工如

下：第 １ 章、第 ６ 章由祝建华、钟意然、仝婷婷编写，第 ２ 章由陈渝、李娟编写，第 ３ 章由衣学慧、
李璟编写，第 ４ 章由宋诚英、吕华编写，第 ５章由王伟、王欢编写。 另外，冠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李强总经理、四川万春建筑有限公司工程师李强也参与了本书编写。 本教材得到了成都农业



科技职业学院、宜宾职业技术学院、辽宁林业职业技术学院、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长沙环境
保护职业技术学院、江西财经大学资源与环境管理学院、金陵科技学院、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
院、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四川省教育学院、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的鼎力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本教材为第二版，主编祝建华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对全书进行了修订和校正，特别是在每章

后增加了“职业活动”，以增强学生的职业应用能力。

编 者

２０１４ 年 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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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史是阐释园林的渊源、演变、发展的规律及其特征，蕴涵着人类对于生存环境、社会思
想观念、政治经济影响、审美需求、造园流派内在的认识，通过和运用社会结构、经济组织、生产
方式、艺术与科学技术积淀的造园方法与经验；体现人类生存有形环境、无形环境活动现象的园
林理论与实践，折射出人类对创造理想生存环境追求的巨大努力。
园林史论述物化为园林的外在形态、风格、体系，是人类生存环境活动的足迹，是文明的载

体，为现代园林景观与环境建设提供了借鉴的依据。

1畅1　园林概述
１）园林的概念

园林是人类对生存环境的实践活动，是一个渐次扩展的概念。 园林以物化的形式承载着风
格、思想、理论、气质、形式，凝聚了世界各民族对生存环境的认知历程与审美实践，按照艺术规
律、美的尺度与造型，在过程中积淀其深层的物质精神构成，体现造园的文化艺术和造园的
特征。
西文的拼音文字如拉丁语系的 Ｇａｒｄｅｎ、Ｇāｒｄｅｎ、Ｊａｒｄｏｎ等，源出于古希伯来文的 Ｇｅｎ和Ｅｄｅｎ

两字的结合。 前者意为界墙、蕃篱，后者即乐园，也就是枟旧约· 创世纪枠中所描述的充满着果
树鲜花，潺潺流水的“伊甸园”。 按照中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颁布的枟建筑· 园林城市规
划名词枠规定，“园林”被译为 ｇａｒｄｅ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ｋ 即“花园及公园”的意思。 ｇａｒｄｅｎ 一词，现代英文
译为“花园”，还包括菜园、果园、草药园、猎苑等。 ｐａｒｋ 一词即是“公园”之意，即向全体公众开
放的园林。 西方园林秉承历史的传承性和理论的发展，对环境建设的反思，在实践上更加注重
理性思辨色彩。 １９ 世纪下半叶，西方景观“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一词的出现取代了传统的
“Ｇａｒｄｅｎ”或“Ｐａｒｋ”。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明显地体现了现代园林的文化、艺术、生态的知识
经济时代的特征，增大了概念的外延内在的特质，而后建立在“现代主义运动（Ｍｏｄｅｒｎ Ｍｏｖｅ唱
ｍｅｎｔ）”理论与实践基础上的现代绘画、雕塑、现代建筑而产生了现代景观（Ｍｏｄｅｒ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１９６０ 年 ５ 月，在日本东京的“世界设计会议”上，提出“环境设计” （Ｅｎｖｉｒｏｍｅｎｔ
Ｄｅｓｉｇｎ）的这一划时代意义的概念，受到普遍认同，更加强调设计性、前瞻性、艺术性、文化性，更



加关注环境性、人与物的通透性。 现阶段的中国园林环境的概念仍缺乏其内在的深度，显得模
糊与滞后。 ２０ 世纪初的现代绘画、现代雕塑、现代建筑这三者激动人心的史诗般的、才华横溢
的变革，表现了景观设计新的设计思想和设计语言，表达了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人们新的生活
方式、审美标准和审美诉求及社会节奏。
我国“园林”一词的出现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陶渊明在枟从都还阻风于规林枠有“静念园

林好，人间良可辞”的佳句，沈约在枟宋志· 乐志枠亦有“雉子游原泽，幼怀耿介心；饮啄虽勤苦，
不愿椟园林”的兴叹。 园林多指那些具有山水田园风光的乡间庭园，正如陶渊明在枟归园田
居· 其一枠中所描绘的情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暖暧远人
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如枟饮酒枠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
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在园林历史发展中，“园林”的含义有了较大的发展。 在中国，人们又把“园林”和“园”当作

一回事。 枟辞海枠中不见“园林”一词，只有“园”。 “园”有两种解释：四周常围有垣篱，种植树
木、果树、花卉或蔬菜等植物和饲养、展出动物的绿地，如公园、植物园、动物园等；帝王后妃的墓
地。 枟辞源枠亦不见“园林”，只有“园”。 “园”有三种解释：用篱笆环围种植蔬菜、花木的地方；
别墅和游憩的地方；帝王的墓地。 我国台湾枟中文大辞典枠收有“园林”一词，释为“植花木以供
游息之所”，另收“园”一词，有五种解释：果园；花园；有蕃曰园，枟诗· 秦风枠疏：“有蕃曰园，有墙
曰囿”；圃之樊也；茔域，枟正字通枠：“凡历代帝、后葬所曰园。”

“园林”与“园”的概念是混同的。 目前我国关于“园林”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①园林是指人们为弥补与自然环境的隔离而人工建造的“第二自然”。园林是指“在一定的

地段范围内，利用、改造天然山水地貌，或者人为开辟山水地貌，结合植物栽培，建筑布置，圃以
禽鸟养蓄，从而构成一个以视觉景观之美为主的赏心悦目、畅情舒怀的游憩或居住环境”（周维
权 枟中国古典园林史枠）。

②采用人工的方法从 “第一自然”即原始的自然环境，创造了“园林”即“第二自然”。 反映
了人类社会、自然环境变迁与园林形成发展一定的关系。 但是，这里所谓的“第二自然”即是人
工自然或人造自然园林，显然不能包括近代以来人们对环境的思考：由美国发起，进而风靡世界
的国家公园，即对于那些尚未遭受人类重大干扰的特殊自然景观和对地质地貌、天然动植物群
落加以保护的国家级公园。 按照国家公园的概念理解，自然风景名胜算是特殊的自然景观，只
要采取措施加以保护就属于园林范畴了。 而周维权先生认为，自然风景名胜属于大自然的杰
作，属于“第一自然”，而并非人工建立的“第二自然”，当然不属于园林范畴。

③园林是指在一定的地形（地段）之上，利用、改造和营造起来的，由山（自然山、人造山）、
水（自然水、理水）、物（植物、动物、建筑物）所构成的具有游、猎、观、尝、祭、祀、息、戏、书、绘、
畅、饮等多种功能的大型综合艺术群体（游泳 枟园林史枠）。 它试图从园林选址、构成要素、主要
功能、兴造方法等方面全面诠释园林，其定义中构园要素的“物”把动、植物和建筑物混用，功能
多但并不明确，也不全面。 园林功能中的“猎”业已消失，“尝”意不明，社会意识形态、文化艺术
风格等社会属性缺乏，“艺术群体”指代园林不准确；也缺乏园林概念的当代生态意义及发展内
涵，值得商榷。
园林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从古典园林这个狭义角度看，园林是在一定的地段范围内，

利用、改造天然山水地貌或人工开辟山水地貌，遵循艺术规律，运用造园要素，从而构成一个文
化美学意味浓、视觉景观美、物质功能全的游憩、居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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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园林发展角度看，广义的园林早已发展成为更为宽泛且深远的现代景观、环境设计，
不仅仅包括各类公园、城镇绿地系统、自然保护区等，还包括人类有形环境和无形环境的活动，
集自然生态、生态恢复、风景与人文历史责任、科技、艺术于一体，为人类社会提供自然生态的、
文明的生存环境。 所谓有形环境有两类：基地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人工环
境，它们都是我们生存的物质环境。 无形环境是指人文环境，是历史的、社会的因素，如传统、民
俗、文化、观念、道德、政治等，这是一种精神环境。 两者都是以物质的表现形式去体现文化的有
形环境与无形环境。

２）园林形成背景
自然环境、世界四大文化体系即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西方文化体系、阿拉伯文化

体系合及其融合发展是园林形成的背景。 莫伊谢依· 萨莫洛维奇· 卡冈曾说：“文化包括物
质、精神、艺术三个层次”，园林是文化的综合反映，“理之在园林”。 园林是人类生存环境的实
践活动，是在一定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综合作用下形成的艺术作品，而自然条件复杂多样，人文
条件更是千奇百态。 从共性视角来看，园林的形成离不开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的发
展和人们的精神需要等三大背景。

（１）自然环境与自然造化　自然与生俱来所谓的自然美，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艺术魅
力。 人是自然之子！ 人依赖于自然而非自然依赖于人！ 自然的伟力具有移山填海之力，鬼斧神
工之技，为人类提供了生存环境，提供了花草树木、鱼虫鸟兽等多姿多彩的造园材料，为人类创
造了山林、河湖、峰峦、深谷、瀑布、热泉等壮丽秀美的景观。
自然美又具有其地域特征，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园林艺术共同追求的东西，人类经过自

然崇拜———自然模拟与利用，到达自然超越阶段时，具有地域特征的本民族特色的园林也就完
全形成了。
各民族对自然美或自然造化的认识存在着较显著的差异。 西方传统观点认为，自然本身只

是一种素材，只有借助艺术家的加工提炼，才能达到美的境界，而离开了艺术家的努力，自然不
会成为艺术品，亦不能最大限度地展示其魅力。 经过人工处理的“自然”，与真正的自然本身比
较，是美的提炼和升华。
中国传统观点是与自然和谐为美，自然本身就是美的化身，是构成美的各个因子。 但是，中

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观察自然因子中天然、纯朴和野趣往往融入个人情怀，借物喻心，把状写
自然美的园林变成挥洒个人感情的天地。 所以，中国园林讲究源于自然而高于自然，反映对自
然美的高度凝练和概括，把人的情愫、人格、道德及观念与自然美有机融合，以达到诗情画意、助
人伦、成教化的境界。
英国风景园林的形成也离不开英国人对自然造化的独特欣赏视角。 他们认为大自然的造

化美无与伦比，自然形态是最完美的形态，园林越接近自然则越达到真美境界。 模仿自然、表现
自然、再现自然、回归自然，从自然的妙境中油然而生发万般情感。

不同民族在不同地域的园林活动，以不同的形式展示着自然和诉说着自身的认识和观念。
自然造化形成的自然因子和自然物，成为园林形成要素，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必然。

（２）社会历史发展　园林的出现是社会结构的外在反映，是社会文明的标志。 它必然与历
史社会结构发展相关联；社会结构的变迁也会导致园林观念的新陈代谢和发展。
在人类社会初期，生产力十分低下，原始农业村落出现，产生了原始的园林，如中国的苑囿、

古巴比伦的猎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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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城市和集镇，又随着建筑技术、植物栽培、动物繁育技术以及文化艺
术等人文条件的发展，造园活动发展中逐步形成了各时代风格、民族风格和地域风格，如古埃及
园林、古希腊园林、古巴比伦园林、古波斯园林等。
随着社会的动荡，野蛮民族的入侵，文化的变迁，宗教改革，思想的解放、革命运动等社会历

史的发展变化，各个民族和地域的园林类型、风格也随之变化。 中世纪之前，流行古希腊园林、
古罗马园林；中世纪 １ ３００ 多年风行哥特式寺院庭园和城堡园林；文艺复兴开始，意大利台地园
林流行；宗教改革之后法国古典主义园林勃兴，而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加速了英国自然风景式
园林的发展；工业革命导致对技术的反省和环境的再认识，促使现代景观的产生。 园林是时代
发展、社会文明的标志，其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变化发展。

（３）人们的精神需要　园林的形成离不开人们的精神追求，这种精神追求来自神话仙境，
来自宗教信仰，来自文化艺术，来自田园生活，来自精神理想，来自对生存环境的深刻认识。
古希腊神话中的爱丽舍田园和基督教的伊甸园，展现了天使在密林深处，在山谷水涧无忧

无虑地嬉戏生活的欢乐场景；中国先秦神话传说中的黄帝悬圃、王母瑶池、蓬莱琼岛，绘制了一
幅山岳海岛式云蒸霞蔚的风光；佛教的净土宗枟阿弥陀经枠描绘了一个珠光宝气、莲池碧树、重
楼架屋的极乐世界；伊斯兰教的枟古兰经枠提到安拉修造的“天园”：果树浓荫，四条小河流淌园
内，分别是纯净甜美的“蜜河”、滋味不败的“乳河”、醇美飘香的“酒河”、清碧见底的“水河”。
神话与宗教信仰表达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环境的共同向往。
文化艺术是人们抒怀的重要方式，与神话传说相结合，以广阔的空间和纵深的时代为舞台，

挥洒着艺术想象力，对现实园林的形成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同时，艺术的创作方法，对美的追求
和理想、人生哲理的揭示和思考，亦对园林设计、艺术装饰深化着园林语境意义，有不可替代的
价值。
园林亦是人类生存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纽带，是其依赖、改善、恢复的重要要素。 城市是人类

文明的产物，是人类创造的一种人工环境。 城市中的人类与大自然隔膜，精神心理抑郁，以兴造
园林试图作为一种间接补偿，沉醉于园林所构成的理想生活环境中，成其为躲避现实、放浪形骸
的最佳场所。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Ｖｉｒｇｉｌｅ，公元前 ７０ 年—前 １７ 年）竭力讴歌田园生活，推动了
古罗马时代乡村别墅的流行；我国秦汉时期隐士多田园育蔬垂钓，使得魏晋时期归隐庄园成为
时尚。

３）园林性质与功能
园林性质有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之分。
从社会属性看，园林是供游憩、享乐的花园或别墅庭园。 民众可享用的公共园林，是满足社

会全体居民游憩娱乐需要的公共场所，是有形环境和无形环境、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的综合。
园林的社会属性转化，必然影响到园林的表现形式、风格特点和功能等方面的变革。
从自然属性看，人是自然之子，是自然界的普通公民。 古今中外，人们在自然生存进化中，

认知自然，运用自然，发现其美，表现美，创造美，实现美，追求美的生存环境。 园林中浓郁的林
冠、鲜艳的花朵、明媚的水体、动人的鸣禽、峻秀的山石、优美的建筑及栩栩如生的雕像艺术等都
是令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的艺术景观。 园因景胜，景以园异。 园林景观千差万别，都改变不了
其遵循自然规律运用艺术美的本质。

由于自然条件和文化艺术的不同，各民族对园林美的认识由差异到共识。 欧洲古典园林以
规则、整齐、有序的景观为美；英国自然风景式园林以原始、淳朴、逼真的自然景观为美；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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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追求自然山水与精神艺术美的和谐统一，具有诗情画意之美。 信息时代，全球一体化，文化
多元化，园林景观环境的自然生态、艺术文明、功能人文的综合，成为共识（图 １．１、图 １．２）。

图 １畅１
园林景观的社会属性：中国传统元
素造景的成都宽窄巷子

　

图 １畅２
园林景观的社会属性：以方尖碑形式的美国华盛
顿国家纪念碑

园林的功能：最初的功能和园林的起源密切相关。 中国早期的园林“囿”，古埃及、古巴比
伦时代的猎苑，都保留有人类采集渔猎时期的狩猎方式；当农业逐渐繁荣以后，中国秦汉宫苑、
魏晋庄园和古希腊庭园、古波斯花园，除游憩、娱乐之外，还仍然保留有蔬菜、果树等经济植物的
经营方式；另外，田猎在古代的宫苑中一直风行不辍。 随着人类文化的日益丰富，自然生态环境
变迁和园林社会属性的变革，园林类型越来越多，越来越理性化，功能亦不断消长变化而更加
综合。
古今中外的园林，其功能主要有：狩猎（或称围猎）、游玩（或称游戏）、观赏、休憩、文娱、饮

食、祭祀、集合与演说等，作为主题性公园、纪念地、广场、城市绿地、环境及生态恢复等。

４）园林的基本要素
园林的基本要素包括自然与历史人文要素，主要有：建筑、山石、水体、艺术作品、动植物。
自然是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人是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自然的“普通公民”而

非主人。 从这个意义层面上看，造园要么是好，要么就是破坏！ 自然是造园的第一要素。 园林
围绕建筑展开，“园林是建筑的延续”。
园林中的建筑与山石，是形态固定不变的实体，水体则是整体不动，局部流动的景观。 植物

则是随季节而变，随年龄而异的有生命物。 植物的四季变化与生长发育，不仅使园林建筑空间
形象在春、夏、秋、冬四季产生季相的变化，而且还可产生空间比例上的时间差异，使静观建筑环
境具有生动、变化多样的季候感。 植物协调着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关系。 历史遗址、纪念地、人文
景观，其历史沧桑和人文情感，蕴涵着深厚经典的美学精神。
我国历代文人、画家，常把山水植物人格化，并从山水植物的形象、姿态、明暗、色彩、音响、

色香等进行直接联想、回味、探求、思索的广阔余地中，产生某种情感和意境，使其趣味无穷。 在
欧洲园林和伊斯兰园林中，有些园林植物早期被当作神灵加以顶礼膜拜，整形修剪，排行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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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坛整理成各种几何图案或动物形状。 艺术作品常常是园林环境的序列中心。
动物作为造景要素，人们把野兽一部分驯化为家畜，一部分圈养于山林中，供四季田猎和观

赏，成为最初的园林———囿，或称为猎苑。 秦汉以后，中国园林进入自然山水阶段，聆听虎啸猿
啼，观赏鸟语花香，寄情于自然山水，是皇室贵族怡情取乐的生活需要，也是文人士大夫追求的
自然仙境。 欧洲中世纪的君主、贵族宫室和庄园，以及阿拉伯国家中世纪宫室中都饲养着许多
珍禽异兽，以满足皇室贵族享乐，随后逐渐为平民开放观赏。 古代园林与动物相生相伴。 当代，
人们对其更具有生态、保护的双重责任。

５）园林史的现代意义
一部人类园林史，记载人类对自我生存环境内生自省的认知足迹。 人类对环境建设的历史

是环境建设思考恢复变革改造的温床，也是造园工程设计与施工的出发点。
古老中国以其与自然和谐为美的博大和诗情画意，昂首世界前列。 而西方内省历史的自我

批判，走到了世界前沿。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 从园林到现代景

观、环境设计，同其他文化一样，是在传承、吸收、借鉴、融合的历史氛围里走到了今天。 借鉴中
外园林历史发展的基本经验与教训，继承弘扬人类的优秀园林文化，为我国环境园林活动提供
科学的理论和实践依据，是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我国改革开
放以来，环境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园林事业得以长足发展，各地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园林
作品。 毋庸讳言，环境园林建设欣欣向荣却有使人讳忌的遗憾！ “三山五园”被房产、富豪别墅
无节制地蚕食；西名泛滥，外来植物的“入侵”，本土植被因造园而造成的破坏；追求表面政绩形
式，片面追求经济发展指标，忽视环境的长远发展考虑，雾霾肆虐，表面的形式美却造成潜在的
生态灾难，如曹雪芹故居遭拆毁；有的文物古迹、烈士陵园拆移荒芜，战争纪念遗地、文物被商业
开发 “打造”，成为“现代赝品”，失去“原真性”。 文化景观缺乏应有的保护力度及匮乏，导致城
市教育功能的缺失，经济开发、产业化异化为利益最大化，自然景观不堪重负；“水资源开发”滥
觞，生态水变为“景观水”“经济水”“开发水”，深挖地，找温泉追求经济利益，急功近利，造成生
态环境恶化，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问题瓶颈。 “城市化”席卷中国大地，城市也在无意识中失去个
性，许多原本不该消失的东西，正在消失！ 暴露反映出环境活动思想、理论、观念滞后的紧迫感，
而这一切的深层次原因，均与专业素质教育薄弱有关！
离开自然和人文的生态环境，就没有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就没有民族共同体的兴

盛和延续！ 当我们享受着现代文明，回首之时却发现没有了历史。 专业的史论可以很好地认识
“经济学”与“生态学”的对立，从而在环境工程中去寻求解决与平衡的办法。 环境建设理应是
其自身的褒奖！ “如果城市所实现的生活不是它自身的一种褒奖，那么为城市形成而付出的全
部牺牲就将毫无意义。 无论扩大的是权力还是物质财富，都不能抵偿哪怕是一天丧失了的美、
欢乐和亲情的享受”（枟城市发展史枠刘易斯· 芒福德）。 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要有严格的自
尊，越严格越自尊，自尊才能自立，自立才能自强！ “参天之树必有老根，怀山之水必有共源”。
其文化情怀和文化自尊，形成民族团队血缘的、地缘的“家乡”和“家园”。 文化无需再争取什么
优势文化，自身文化就是精神王牌！ 其共同构成全球一体化、文化多元化。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
自身文化价值，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孔子 ２ ５４０ 年华诞之际，部分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世界著名科
学家集聚巴黎，面对现实环境的恶化，发表宣言，其中道：“人类社会要在 ２１世纪生存下去，必须
到 ２ ５００ 年前的中国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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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已延伸至人类生态学，继而是当今的整个社会体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绿色”的环境关注，Ｇｒｅｅｎ Ｐａｒｔｉｅｓ、Ｇｒｅｅ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的推崇，人类对环境的关心不断扩展，已成

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
城市建设指导思想由“空间论”转向“环境论”，进而发展至今的“生态论”，环境价值观有了

急剧的变化，环境不能再被不受惩罚地滥用，环境工程专业素质的教育与提高远比任何时候都
重要与紧迫！
著名教育家帕培纳克（Ｖｉｃｔｏｒ Ｐａｐａｎｅｋ）曾深刻指出：一般学科教育都是向纵深方向发展的，

唯有工业与环境设计教育是横向交叉发展的（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Ｗｏｒｌｄ，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ａｍｅｓ ＆
Ｈｕｄｓｏｎ Ｖｉｃｔｏｒ Ｐａｐａｎｅｋ）。 园林在泛艺术的当今信息时代，已从属于环境设计，无论高等教育、高
等职业的园林环境教育，专业思想意识的哺育都应是第一位的，园林、环境史理论应是专业环境
建设者具备的最基本素质。 他们的未来肩负着有形、无形环境保护与建设，是留给后人神圣不
可推卸的责任，技能已退居其次。 尊重学科特质，政治素质不能完全取代专业素质，技能标准不
能教条地度量专业标准，否则“建设”可能就是破坏！ 历史是一面镜子。 环境设计应根据自然
生态、地域环境、历史文化、意义属性；综合历史意见、时代意见，才能得出相对正确的环境建设
理论并指导实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园制宜，才能“绿色”设计。 “人，遵循地球上良性酶
（ｅｎｚｙｍｅ）的运作方式，有志于成为世界的医生，治理这个地球和自身”的专业史论，正是触发治
理自身与地球的源动力的引擎！ “不从历史汲取教训的人，必重蹈覆辙！”（邱吉尔）风格来自历
史，历史是风格的源泉。 历史给予的是专业的环境造园建设眼界，一个对“有形环境”和“无形
环境”担当责任的眼界。 生命造就了不朽的历史，历史孕育着新的生命！ 现代是过去和未来的
合金。 历史是不能重复的，未来是可以选择的！

1畅2　园林发展的历史阶段
世界园林的发展，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四个历史阶段，现分述

如下：

１）原始文明对园林的孕育
人类社会的原始文明大约持续了两百多万年。 人类起初的“巢穴而居，采集渔猎”是对大

自然环境的被动适应。 在生存演化过程中，人类被动植物的形态、色泽等外观特征所吸引并有
了心灵感应，赋有生命意义。 原始文明后期，人类农业和聚居部落的园圃种植与鸟兽养殖，部落
附近及房前屋后的果园、菜圃、畜养鸟兽场所，逐渐满足了人们祭祀温饱的需要。 从而园林得到
孕育，进入萌芽状态。 其园林萌芽状态的特点为：种植、养殖、观赏不分；为全体部落成员共管共
享；主观为了祭祀崇拜和解决温饱问题，而客观有观赏功能。

２）农业文明形成世界三大园林体系
距今大约 １ 万年前，在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大河冲积平原和三角洲地区，农业的长足发展，人

类进入了以农耕为主的农业文明阶段，果园、菜圃、兽场亦分化为供生产为主的果蔬园圃和供观
赏为主的花园、猎苑。 伴随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城镇、国都和手工业、商业，使建筑
技术不断提高，为大规模兴造园林提供了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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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域、文化体系演化形成世界园林体系。 文化体系的主要影响因素有种族、宗教、风俗
习惯、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和文化交流等，尤其以自然地域、种族、宗教文化、语言文字影响最大。
世界园林体系划分为欧洲园林体系、伊斯兰园林体系和中国园林体系三大体系。

（１）欧洲园林体系　欧洲园林又称为西方园林，主要是以古埃及和古希腊园林为渊源，有
法国古典园林和英国自然风景式园林两大流派，以人工美的规则式园林和自然美的自然式园林
为造园风格，思想理论、艺术造诣精湛独到。

欧洲园林的两大流派都有自己明显的风格特征。 规则式园林：气势恢宏，视线开阔，严谨对
称，构图均衡，花坛、雕像、喷泉等装饰丰富，体现庄重典雅、雍容华贵的气势。 自然风景式园林：
取消了园林与自然之间的界线，将自然为主体引入到园林，排除人工痕迹，体现一种自然天成，
返璞归真的艺术。
欧洲园林覆盖面广，它以欧洲本土为中心，势力范围囊括欧洲、美洲、大洋洲，对南非、北非、

西亚、东亚等地区的园林发展和当代亦产生了重要影响。
（２）伊斯兰园林体系　伊斯兰园林是以古巴比伦和古波斯园林为渊源，十字形庭园为典型

布局方式，封闭建筑与特殊节水灌溉系统相结合，富有精美细密的建筑图案和装饰色彩的阿拉
伯园林。
伊斯兰园林以幼发拉底、底格里斯两河流域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为中心，以阿拉伯世界为

范围，横跨欧、亚、非三大洲，以印度、西班牙中世纪园林风格最为典型，对世界各国园林艺术风
格的变迁有很大的影响力。
伊斯兰园林通常面积较小，建筑封闭，十字形的林荫路构成中轴线，全园分割成四区。 园林

中心，十字形道路交汇点布设水池，象征天堂。 园中沟渠明暗交替，盘式涌泉滴水，又分出几何
形小庭园，每个庭园的树木相同。 彩色陶瓷马赛克图案在庭园装饰中广泛应用。

（３）中国园林体系　中国园林尊崇与自然和谐为美的生态原则，属于山水风景式园林范
畴，以非规则式园林为基本特征，园林建筑与山水环境有机融合，自然和谐，浑然一体，涵蕴人伦
教化、诗情画意的写意山水园林。
中国园林自诞生以后，在自己特殊的国情和历史文化背景下自我发展。 从其独到的创世纪

说到三代时期的囿，秦汉时期的苑，魏晋六朝的自然山水园林，唐宋时代的全景式写意山水园
林，最后达到明清时代浓缩自然山水，以小见大的高度象征性写意园林阶段。 从明朝中期始，私
家园林逐渐分化，先有江南园林脱颖而出，北方园林接踵其后，岭南园林增其华丽。 三大区域园
林相互影响，相互兼容，使中国园林的类型和风格不断拓展与深化。 中国园林不像欧洲园林那
样，风格剧烈复合变异，而是不断传承发展，以东方独有的文化及造园思想理论影响西方。
中国园林特点主要有：
①来于自然，高于自然。 自然风景以山、水为地貌基础，山、水、植物乃是构成自然风景的基

本要素，中国园林绝非一般地利用或者简单地模仿这些构景要素的原始状态，而是有意识地加
以改造、调整、加工、剪裁，从而表现一个精练概括的自然、典型化的自然。 来于自然而又高于自
然并伦理化、道德化，园林要素与之结合意蕴其中，尤为突出。

②建筑美与自然美有机融合———与自然和谐为美。 中国园林建立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之上，
“阴阳五行说”被誉为世界最早的生态学，建筑能够把地域自然与山、水、花木、鸟兽等造园要素
有机地组织在一系列风景画面之中。 突出彼此协调、互相补充的积极的一面，限制彼此对立、互
相排斥的消极的一面。 把后者转化为前者，中轴对称的规整式构图于宫室寺观建筑，却天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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