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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景观设计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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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系统的景观设计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载体与艺术形式，其背后凝结着一个民族对宇宙、自然、世界、人生的综合理解，

蕴含着特定的哲学观念、人文精神和审美情趣。中国与西方社会都有着源远流长的包含园林在内的景观设计发展过程。深

刻认识中西景观设计的外在表现形式和深层内涵差异，对于促进二者的交流互鉴、共同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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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西景观设计的发展脉络
1.1中国景观设计发展脉络

大多数学者认为，先秦到秦汉时期是中国古典景

观园林设计的萌芽期。从殷商时期开始就有景观园林设

计的记载，距离现在已经三千多年历史。“囿”是中国

园林的最初形式，统治者圈定一定范围的地域，用来提

供给王公贵族们打猎玩耍，园林基本保持自然景观的原

始状态，在功能上集审美与实用于一体。到了汉代，“囿”

有了新的发展，形式上从原始化转为了日常化景观构造

上增添了宫殿楼宇等园景布置，既满足了王公贵族的狩

猎享乐需要，又可供其商议朝政，初步具有了“园林”

的性质。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在魏晋南北朝初步形成，当

时的社会，人民淳朴，欣欣向荣，官吏或较有声望、地

位的知识分子他们追求自然之美，游山玩水享受自然成

为社会上层的流行风尚。

文人、画家纷纷将山水画所特有的意境和审美情

趣融入到景观园林创作中，他们纷纷沉醉于山水之间，

将造园景观设计中的艺术风格由自然山水园林阶段推进

到了写意山水园林阶段。在唐朝的鼎盛时期，群星璀璨，

繁华盛世，人们开始更多频繁地进行文化艺术交流，这

也促使中国古典景观园林设计进入高速发展期，园林景

观的社会功能由观光逐渐发展到居住，宫廷御苑的设计

越来越精致文学、书画艺术与景观造园技艺的完美融合

进一步强化了写意山水园林的创作意境，建筑设计逐渐

地成为了造景的重要方式，雕栏玉砌、亭台轩榭、奇花

异石等造景元素广泛得到运用。景观设计师还注重将道

家、儒家文化所具有的独特审美情趣和道德追求融入景

观园林的建设中力图体现出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处的意境

之美，这是中国古典园林设计的鼎盛时期，私人花园在

这一时期大量的出现。清代康熙到乾隆时期，兴建皇家

园林最为活跃，如北京“圆明园”、“颐和园”等。值

得强调的是，明代《园治》一书的问世具有划时代的意

义，是对历代造园艺术成果的系统总结，反映了明代景

观园林设计的特色和水平，对后世景观造园设计的发展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2西方景观设计发展脉络

人类最早的景观园林出现于公元前十六世纪的古

埃及，从其遗留下来的古代墓画中可以看到规整的水槽

和栽植物，以及狩猎的场地。这一时期，古希腊和古罗

马时期则进一步发展了古埃及时期规则式景观园林的特

点，建造了许多大型别墅园，园内有供居住的房屋、水

池、草地和树林等，传统景观园林初具模型。

中世纪是西方景观园林的形成时期。此时期的景

观园林设计与宗教活动联系密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伊斯兰式的景观园林设计。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后将伊

斯兰文化带到欧洲大陆，继而通过与本有的基督教文化

相结合形成了特有的景观园林风格。在阿拉伯文化中，

水有着象征生命的意义，所以伊斯兰式的景观园林构造

大多以十字形水池或水渠为中心，建筑大都通透敞开且

装饰精美华丽，住宅周围种植花卉，园内还有果园和休

憩园地。

文艺复兴时期是西方传统景观园林的快速发展期。

艺术家们深入探讨了几何学、透视学在景观园林设计中

的运用，并确立了体现理性人文主义精神的“形式美”

原则。基于这一理性原则，园丁们进一步发展了古罗马

别墅花园的艺术风格，力求将人类意志和主体性置于景

观园林设计建造的中心地位：建筑位于别墅园中轴线上，

采用规则对称的格局；笔直的道路，修剪成形的树木；

几何式的植坛，精巧的艺术构图；白色的大型雕塑群；

可供观赏者俯瞰花园全貌的大型观景平台。

十七至十八世纪是西方传统园林艺术发展的高峰

期，主要有三种园林形式，即意大利的台地园、法国的

古典花园和英国的景观花园。其中，意大利园林追求巴

洛克风格，强调对活泼线型的运用、景色充满戏剧性以

及园区整体的透视效果，花坛、渠池等多采用多变的曲

型线条，树木造型轻松，雕像主题多样。法国古典园林

更注重平衡布局、轴对称和精致的几何构图，从而把“形

式美”原则发挥到了极致，充分体现了“唯理”的美学

思想。英国风景式景观园林在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下体

现了一种全新的形式：强调人的感性认识，认为自然是

主体，景观园林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造园过程中淡

化人工性和规则性；对绘画、诗歌等艺术形式的运用，

强调感性色彩与浪漫情调，注重保持自然的原有形态。

2 中西景观园林的设计形式对比
2.1中国古典景观园林的设计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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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造园方面，中国工匠将建筑美与自然美相结合，

达到了一种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的境界。园内的造景不

仅为游客提供视觉体验，还能通过听觉、嗅觉等激发其

内心的情感，从而化实景为虚境，产生意境之美。中国

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使得景观园林、建筑别具一格，充

满诗情画意。中国古典景观园林是一种复杂的艺术，既

充分运用了山石泉瀑等众多自然景观要素，同时又将诗

歌、书画等人为艺术形式融入景观园林的创作中。含蓄

是中国古典景观园林的绝妙之处，在于它的一花一木、

一山一石都是那么的耐人寻味。

造园景观设计是指建造景观园林的手法，例如，

协调园林的整体和局部的布局、处理园林间各要素的关

系，以及通过对景物的布置来营造氛围。中西方在不同

的文化环境中形成了不同的造园方式。例如，中国山水

园林多用假山和假水来模拟真实的山水，而西方山水园

林则擅长在真山真水之间营造人工景观。中国传统造园

手法讲究“有法无式”，即有具体的造园方法但无样式

之分，常采用“抑景”“障景”“添景”“漏景”“借

景”等多种方式来表现其韵味。并且，中国的造园艺术

强调以小见大，力求达到神似胜于形似、既来源于日常

生活却又高于我们日常生活的艺术效果。

就造园要素而言，中西景观园林都是以自然要素

为主，但所表达的意境却互不相同。中国古典园林崇尚

自然之美，建筑的造型、位置和结构都是为了与自然融

为一体。水景多以开阔、小范围的水面为主要展示空间，

重在表现其静态美。石景不但具有观赏价值，还具有区

隔空间、营造景深的造景功能，例如，在苏州拙政园中，

园林整体布局疏密自然，以水作为园林的主脉络，水面

广阔，沿池修葺亭台楼阁，假山奇石林立，不同区域之

间隔漏窗、回廊相连，给人一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

缘身在此山中”的诗意感受。

2.2西方景观园林的设计特征

西方传统景观园林设计追求以形式美为根本旨趣，

讲求规则性以及造园景观规模宏大。形式美是指自然界

中的各种因素按一定规律结合后，其外在形式所产生的

美。西方园林景观设计受理性主义美学影响，力求体现

严谨并且理性，强调包含几何与数学关系的设计思想。

遵循人是世界的中心这一主旨，推崇“秩序之美”，

主张改造自然，以几何的美学形式体现人对自然的征服。

西方美学传统认为人的意志高于自然，自然之美是存在

缺陷的，只有在人为改造后所形成的艺术美才是无瑕的。

所以，西方设计的布局、建筑、景观都讲究秩序感，要

求严格按照形式美法则设计，始终保持中轴对称。此外，

西方景观园林设计多为公共性、开放性园林，景观开阔、

规模宏大。

在造园景观要素方面，源于对理性、秩序和规则

的追求，西式景观园林大多以人造建筑为主体，并强调

建筑造型的几何特征。在水景方面，西方人强调展示其

动态美，多以跌瀑、喷泉的形式来表现。山石在西方景

观园林中则多以雕塑形式出现，以体现西式的理性之美，

以法国代表作维贡特府邸花园为例，其布局呈鲜明的几

何结构，充分体现了造园家对精确性和逻辑性的艺术追

求，笔直的道路和精心修剪成型的草木都凸显着人对自

然的改造。

3 中西景观园林设计的内涵对比
景观园林设计是人类借助各种自然造物展示主体

性的文化载体，其背后凝结着人类对宇宙、自然、社会、

历史和人生的理解和想象，是一种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意

识和审美情趣的艺术形式。不同的文化传统孕育着不同

的景观园林形态，中西景观园林的外在艺术形式差别，

根源于中西文化传统——哲学、宗教、道德和美学观念

的差别。

3.1中国景观园林设计的文化源起

中西园林景观设计风格的差异首先源于哲学思想

和宗教信仰的差异。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是由儒、释、

道三大家构成的。道家的老庄哲学对传统造园的影响最

大，其核心是强调顺应自然的古典浪漫主义美学观念，

强调在造园过程中尊重自然规律，以“道法自然”“天

人合一”作为景观园林设计的最高境界。在经过了这个

思想的熏陶之后，作为有闲阶级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形成

了淡泊清高的人格特性，“诗意地栖居”成为其理想的

生活境界，其对超尘脱俗境界的追求，深刻影响了造园

艺术中对“意境”的追求。

中国古典园林最初是文人士大夫阶层表达情感、

寄托精神的场所，因此它通常也被称为文人园林。作为

文人阶层人生理想和审美情趣的具象化表达，中国古典

景观园林强调源于自然、又回归自然的原则，强调与感

性和经验对应的非规则和随机性原则，而不是秩序严谨

的必然性原则。换言之，中国人造园景观设计讲究的是

“重情”，追求的是意境美。而西方造园景观设计则尊

崇的是“唯理”，重形式美。中国人认识事物多凭借直

观感受与经验相结合，善于形象思维，而不是靠推理得

出结论，这也与中国人所推崇的含蓄、内敛的人格特质

息息相关。景观园林的设计者强调将诗词歌赋、琴棋书

画等文学形式融合到造园技艺中，力图达到自然之美与

人为之美、审美情趣与人文关怀的和谐统一，从而奠定

了中国景观园林艺术发展特有的文化基调。

3.2西方景观园林设计的文化源起

西方景观园林的哲学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

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的著名的“黄金分割定律”，即数

学是科学与艺术的源泉、艺术之美源于比例协调的思

想，对西方景观园林设计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

外，在近代“唯理”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几何学和数学

被广泛运用于包括景观园林设计在内的几乎所有的知识

领域。由此，西方景观园林形成了遵从“主客二分”规

则、强调建筑式样的几何式构图、体现人的理性意志和

形式美的设计风格。

宗教对西方园林设计的影响也很重要，例如，作

为欧洲文明的摇篮，古希腊时期的神话为西方园林的设

计者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艺术灵感。此外，与中国古典景

观园林一样，西方景观园林艺术最初也是统治阶层意志

的体现，其不同的是，西式景观园林强调借助几何式对

称的构图形式以及开阔的景观视野来表达统治者的政治

抱负和秩序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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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总之，中国古典景观园林与西方传统景观园林是

在不同文化土壤上成长起来的两株艺术奇葩。文化内涵

的差异带来了二者在设计表现形式方面的不同，文化内

涵的差异致使两者在设计表达上的不同，深化对这种文

化差异的认识，将有助于促进中西景观园林设计的交流

互鉴与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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