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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辋川别业”造园理念对传统村落景观改造的启示
赵　睿　袁　园通讯作者

（四川师范大学，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辋川别业，是唐代诗人王维在辋川山庄的原址上营建的园林，其蕴含的造园理念对现今的传统村落景观改造仍有重要的启示

作用。传统村落的景观更新与可持续发展对于推进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本文将通过分析现存的图卷书画和诗词入手，

如《辋川别业图局部》等图像所表达的画面以及《辋川集》诗中所描绘的场景来挖掘，辋川别业，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寄情山水等精

神内核和传统造园理念来审视传统村落景观改造所面临的困境和问题，并且提出相关解决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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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展战略规划的落实，促进

乡村的全面发展和振兴是大家关注的热门话题，而蕴含着丰富历

史文化的传统村落更是保护和改造的重点，其中对于景观的修复

和营建是促进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和焕发活力的核心所在。然而，

传统村落的景观改造却面临许多的问题和困难，如规划模式单一，

套用已有的建设模式，设计和规划不符合实际场地和文化特征。

设计过于艺术化，理想化，忽视当地农民的实际需求。忽略传统

文化氛围和元素，导致乡土文化逐渐消失等。本文希望通过挖掘，

辋川别业本身的美学内涵，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以物彰景，

借景等营造手法来更好的解决这一问题。

辋川别业是唐代诗人画家王维，在辋川山庄的基础之上营造

的园林，在辋川别业中生活，使王维创作出了传世的诗歌和画作，

如《山居秋暝》就是于辋川别业中所作。而王维及时代的艺术成

就和哲学精神同样融入到辋川别业之中，这使得辋川别业具有了

重要的影响力和价值。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强调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法自然思想、重视人的自然属性的天人合一

理念、及中国传统的园林营造手法，借景、以物彰景等，它们都

对传统村落景观改造面临的问题具有启示意义。景观规划应该立

足于实际场地和文化传统，就地取材，因地制宜，保护自然生态，

而不是一个模子套用。村落改造更应该关注当地人的实际需求，

而不是仅仅追求形式和艺术等。

一、辋川别业造园理念

辋川别业是盛唐诗人兼画家王维营造的“天然园林”，位于

如今的陕西省蓝田县，它最初是宋之问的居所，后来被王维购得，

并且发扬光大，《旧唐书·王维传》“得宋之问蓝天别墅，在辋口”，

根据《唐朝名画录》记载，王维还将辋川别业的景致描绘成图，

书写成诗，以至于它能够在后世广泛流传，影响后世。除了景色外，

它还表达了王维的美学追求和文化内涵以及唐代文人园林的美学

特征。川别业是盛唐时代的产物，是自然山水，园林，以及文人

哲学与浪漫思想的结合与形象化，它通过传统美学手法来营造，

体现了山水诗画的意境美学，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内涵，

即尊重和顺应自然的道法自然理念和注重主客体统一的天人合一

思想。

辋川别业位于辋川山谷，是一座以自然为主，少人工雕刻而

形成的“自然园林”，其中的景点是根据其当地的植物和景色，

加以较少的人工干预而形成的，包括“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

斤竹岭、鹿柴、木兰柴、茱萸泮、宫槐陌、临湖亭、南垞、欹湖、

柳浪、栾家濑、金屑泉、白石滩、北垞、竹里馆、辛夷坞、漆园、

椒园”共 20 处（如图 1 所示）。

图 1《辋川图》

（一）道法自然

辋川别业建造于山川之中，它以自然中已经存在的景物作为

表现主体，来创作和营造整个景点。王维的造园思想追求自然，

闲适、意境的表达和生活趣味的体验，创造出了一种诗画结合，

表现自然美的意趣与风格，体现出了辋川别业“道法自然”的造

园思想。道法自然出自老子的《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

法道、道法自然”，他提出，宇宙万物的发展规律应该遵循“自然”，

一切的关键也在于效仿“自然”，即本该如此，不该过多干预，

这也是我们对传统村落进行改造应该遵循的规律。辋川别业在植

物营造，材料，空间布局选择上都体现了这一先进的思想。

辋川别业的植物经营是其一大特点，上文描述了辋川别业的

20 处景点名称，其中有许多都是以景点的主景植物来命名，如辛

夷坞、漆园、椒园等，辛夷坞，顾名思义就是以辛夷花为主角来

营造的空间，如《辋川集》中《辛夷坞》所写“木末芙蓉花，山

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就描写了辛夷花在枝末明

艳绽放，花瓣纷纷洒落的美丽场景。”辋川别业的空间营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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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没有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而且还将这些天然景观充分的

保留，加以少量的人工干预，使单个的空间与整体联合起来，形

成和谐的整体，并且赋予其精神层面的意义，体现了道法自然理念，

值得我们现如今的传统村落景观改造学习，即尊重和保护自然和

本地植被。

就地取材是辋川别业的又一特征，同样体现了道法自然的理

念。在辋川别业的营造中，即使是人工手笔也会以和谐的方式出现，

例如材质的选择往往是就地取材，《文杏馆》中所述“文杏裁为梁，

香茅结为宇”，即说，文杏馆是用文杏木作栋梁，香茅草铺屋顶，

体现了一种山野茅庐的野趣，这一理念也同样适用于现代的传统

村落改造，各种村落有自己的文化和资源，如果条件允许，我们

应该充分发现当地材料，选择适合且环保的。

辋川别业的空间布局和山水建筑的位置经营也是经过考究，

符合自然地理条件的。如从山口进入以后是山谷低地，地势平坦，

所以设为入口“孟城坳”。坳背处的山岗地势高峻，松树覆盖，

形成了特别的景色“飞鸟去不穷，连山复秋色”除此之外，辋川

别业的每一处地形和场地都被尽量的保留下来，与自然景物相结

合，形成了特别的景色。这一理念也能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即合

理规划和保护原始空间布局和地形。

（二）天人合一

“意境的创造来自主体心灵对某种人生境界的体验，就是诗

人在审美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理性与感性的统一，是思想

与形象的融合”。天人合一，在辋川别业的营造中，体现在诗人

王维的情感需求的主体体验与实际的客体场景的融合与统一，即

诗人的情感可以通过诗意的美景表达出来，王维的诗画和辋川别

业的园林营造不但体现了时代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更表达了

他的精神境界，和寄情山水的情怀。所以辋川别业对后世产生了

超越物质的精神层面的影响。而将天人合一理念放到现在的传统

村落改造中，立足点就不该仅仅是诗意的表达，和精神的寄托，

而更应该考虑人这个主体需要什么样的客体空间。即满足人的自

然本性。

“所有的规划都必须适合我们的身理尺度的衡量，必须满足

我们的感觉——视觉、味觉、听觉、嗅觉和触觉——检验，还必

须考虑我们的习惯、反应和冲动。”现代的设计需求和中国的天

人合一思想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这也是辋川别业造园理念之一，

即要注意满足人的自然属性，注重人与客体世界的统一。

（三）传统美学手法

辋川别业作为一个古典园林，自然也运用到了一些传统的美

学手法可以供，现在的传统村落景观改造设计来参考，如借景、

移景、虚实结合等。

借景是中国传统的园林建造的构图手法之一，即，视线范围

之内的好景都可以规划和组织到需要的空间中来，如以远山为背

景，以近湖为前景。辋川别业中也运用了这一手法，如《华子岗》

“飞鸟去不穷，连山复秋色。上下华子岗，惆怅情何极。”诗人

立在华子岗，望远山绵延的秋色，从而引发心中无限的惆怅与萧索，

华子岗的景色也不仅是这一方土地，而是视线范围之内。传统村

落往往置身于一个比较自然和独特的环境，这一环境别具风情，

应该合理的利用和保护。移景即移步换景，提倡步移景异，给人

以自然感。

二、传统村落景观改造的困境

村落是人类历史、文化的信息载体和传承场域，是历史发展

的产物，村落是农耕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物化与活化的综合体。

近年来，对传统村落进行景观改造的需求比较旺盛，有许多比较

成功的案件案例可以供学习和参考，但是依然存在许多比较浅显

的设计可以让设计者反思和警醒。如设计易套用已有模式，不切

实际，破坏当地的传统文化氛围，忽视作为主体的农民的设计需

求等。

（一）套用模式，规划混乱

模式单一，规划混乱，盲目套用已有的空间规划模式和形式

在乡村景观改造的过程中，许多不好的设计都会出现盲目搬运城

市设计模式的问题。即以都市化的形式和需求作为模板，进行搬

运和套用，缺乏乡村朴素特色的原生态景观和风貌。忽视农业和

手工业等乡村特色产业。设计套路化，农业等特色产业和资源利

用率比较低，设计和想法不切实际，一方面来说就是没有尊重不

同乡村的个性和特色，这一点正好可以从辋川别业的道法自然造

园理念吸取养分。

（二）忽视农民和当地人的实际需求

传统村落的活的灵魂和真正的主人，应该是当地的农民和居

住者，但是现在许多不好的村落改造设计，过于强调经济效益和

艺术表达，盲目的开设各种绚丽，文艺的“艺术村”和不合时宜

旅游产业，忽视了当地农民的实际需求，在设计上将村落的主人“剔

除”出去。合理的设计应该是关注经济利益的同时保障村民的生

活质量和需求，打造宜居，环境友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可以从辋

川别业的造园理念，天人合一中寻求启示。

（三）传统乡土文化氛围逐渐消失

不同的传统村落有不同的文化和特色，有它独特的地理区域

和历史的传承，这些即是它们独特性的体现也是其珍贵的资源和

先天条件。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有很多优秀的设计充分考虑了当

地的特色和文化，并且充分利用了这些资源，使其成为了具有特

色的旅游胜地。但也有很多设计背离了当地的文化特色，没有尊

重原有的村落风貌，脱离了当地的文化，导致乡土文化逐渐消失，

乡土文化日趋贫瘠，使传统村落的原始风貌现实殆尽，这是目前

乡村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启示

（一）造园手法

传统造园构图手法的运用，给中国传统古村落的景观改造带

来美感与中式意境。辋川别业是中式园林的一个滥觞之作，它最

大的特点就是文人园林所具备的意境体验，意境之美强调人文精

神和自然的和谐统一。那如何才能将此种意境精神融入到古村落

的景观改造当中呢？采用中式园林的传统构景手法想必能够解决

一二。以借景为例，借景可分为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和应

时而借。即在有限的空间里，尽量利用与远景相呼应、使园林外

能窥到园林之美、借用高处的景物和溪水泉流等等来扩大景观的

深度和广度，使景观层次更丰富。在上文中有提到辋川别业中有

运用到借景手法，这里不再赘述，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传统古村

落的景观设计改造。

古村落的所处环境一般比较自然和原生态，所以在改造时，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其自然环境，将其借入我们的设计当中，一方面，

直接借入，减少人为干预，更符合生态原理，能够更好的保护自

然当地原生态景致。一方面还可以减少工程量，节约资源，给设

计带来一种中式的意境美。

（二）道法自然与生态原理

上文已经陈述过辋川别业中的道法自然一理论，其中就地取

材，因地制宜和顺应自然等原理值得我们运用到古村落改造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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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在古村落的景观改造设计选材方面，应该遵循就地取材的理

念。在上文中有论述到，辋川别业的文杏馆是用文杏木作栋梁，

香茅草铺屋顶，最后的效果充满野趣，能够和自然环境很和谐的

融合在一起。就地选材，一是指利用当地充足的资源，如竹、木、石、

植物等做为设计元素或者材料。二是废弃材料二次利用，如旧砖瓦，

甚至是敲碎的水泥块等。例如设计项目，深圳后海小学未来花园

景观设计，将天然木料和竹做装饰，以废弃的水泥块来填充座椅，

给人以温暖自然的感受，也表达了欣赏自然和就地取材的设计理

念（如图 2 所示）。

图 2 深圳后海小学未来花园景观设计

面对不同的古村落情况和条件，应该有不同的考虑和设计，

因地制宜才能更好的适应不同的场景和需要。影响古村落形成的

条件有很多，包括历史文化，地理环境，气候和自然植物，天气

等等，我们在进行改造设计时应该实事求是，充分考虑当地的各

种条件，不能盲目的套用和抄袭已有的设计形式。如植物可以选

择有特色的且适宜当地生态环境的本土植物，而不是盲目最求“流

行”，根据地形来合理规划功能区和空间，而不是一味追求形式，

大兴土木。

生产农业景观和自然景观是在设计时可以充分利用的资源，

但是很多地方的农业生产景观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反而受到

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我们应该看到传统农业景观的价值和特殊性，

对其进行开发利用，可以朝着例如发展旅游，或者种植体验等。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要注意，开发利用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护，不

能因为追求商业价值，盲目开发，应该保护和开发并重。

（三）天人合一和人的自然本性抒发

人是自然的人，人具有动物本性，如西蒙兹所言“想要发展，

我们必须脚踏实地的规划，注意自然的力量、形状和特点，尊重

并反应自然，有目的的适应自然”。人居住的环境应该是自然的，

适应人的心理需求和实际需要的。所以辋川别业中所传达的天人

合一理念，正是我们可以挖掘和学习的所在。天人合一理念强调

景观的可持续发展，人与居住环境的适应等，所以在进行传统村

落的景观改造设计时，要根据不同的地域采取不同的策略，不能

破坏当地的生态平衡和文化延续，创造适宜人居住和生活的美丽

家园。同时加强和完善村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基础设

施是村落和村民发展和生活的基本需要，关系重大，必须满足。

而公共设施是人们聚集、休闲、娱乐的地方，包括图书馆、电影

院、科技馆、公园、游园等，可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

是村民们交流的场所。

建筑被称为凝固的艺术，是最能够体现传统村落文化和历史

延续的代表，所以村舍的保护和修复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辋川别

业中建筑也颇具特色，是其文化性的意境精神的重要体现。然而，

现在许多村落受到城市建设的影响，以及当地农民的重建，导致

传统村舍的风貌受到了不小的破坏。对此，针对不同的地域文化

及其特点也有许多办法可以解决。如还存在的古朴院落，进行保

护和修复，保证其建筑风貌和功能特色，再根据村民生活需求的

提升，可以进行一些补充和调整，但是不能只关注形式而忘记本质。

对于已经破坏的建筑，可以根据其建筑肌理和文化元素进行特色

重建或者迁移等，当然，期间要保持其文化性和历史感。

上文已经分析过了辋川别业的美学特征和文化，也了解到其

对后世的影响其实更多的是在文化和精神的传达上，历史上，形式、

造园技法高于它的园林有很多，这让我们意识到了，文化资源的

重要性。除开建筑村舍，我们还要分析和发现不同传统村落的其

他特色文化传统和特征，然后将其特色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

如打造特色主题旅游区，在进行改造设计时保护当地的生活和文

化传统，如是宗族性质的村落就要注意尊重和抓住其布局方式，

规则形式，亲源远近等。这样不仅能更好的保护和体验不同村落

的文化，还能够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体验，使旅游更具吸引力。

四、总结

辋川别业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一座园林，它所传

达的造园理念和精神价值对如今的传统村落改造所面临的困境具

有重要启示作用。现在的村落改造面临许多问题，如套用不合时

宜的城市空间建设模式，忽视农民的实际需求，丢失村落珍贵的

文化资源等。辋川别业的道法自然造园理念启示我们，要尊重自然，

保护生态平衡。天人合一理念启示到，要发现和尊重人的自然属性，

解决当地居民的实际需求。同时一个村落的历史文化传承是一笔

巨大的财富，我们要学会充分利用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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