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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插图版画曾把我国的版画艺术推至之高峰，无

论是在传播的力度上还是在质的飞跃上，明代版刻插图

都呈现出了中国古代艺术的至高地位，虽然到清代版刻

艺术有一定程度的滑落，却仍能保持高水准、精准的多

元化艺术形态。版刻插图艺术跟从中国图书出版业的发

展随之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鼎盛时期。插图的内容形式不

仅是单面式、上图下文式，也在多面式等其他多种形式

有很好的表现，其为明朝时期的版刻插图带来了百花齐

放现象，使得艺术空前繁荣活跃，专业画家之间的相互

碰撞又促进其间的交流，为中国版刻插图的艺术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条件，也创造了一片更广阔的天地。1

1　研究背景

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古典园林占有着璀璨的地

位。明末清初时期，有位著名的园林研究者，计成，他

通过众多的实践并总结了一系列的造园技术理论和经验，

最后著成了《园冶》一书。这是我国古代在园林理论造

诣方面十分全面的设计著作，具有极其宝贵的学习价值。

中国园林设计以其曲折多变的造型和自然野逸的意趣在

世界园林设计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中国园林是世界园

林之母，是中国古代设计文化的杰出代表之一。但是因

为不同文化和地理气候影响下的中国南北园林设计，都

是目前人类的历史文明中存在的重要的文化遗产，是全

世界的文化瑰宝。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发展，园林设计中

的意境营造也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在世界各地中国古

典园林的元素也开始生根发芽，许许多多的中西方设计

中开始有了中国古典园林造园艺术的手法。

该复原研究项目旨在对明清古籍中所存在的园林版

刻插图的研究，对其所蕴含的古典园林造景理论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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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通过对古典园林版刻的深刻研讨，对古典园林的

复原设计进行研究，并将园林设计中的精华进行提炼。

本次设计在此基础之上对研究所得的现代园林技术理论

进行归纳总结，并以此总结出相关理论启示现代社会的

园林景观的设计研究。

2　研究意义

中国人自古崇拜于山水自然，将个人的思绪与感情

寄情于山水。自然的景色被加以运用和归纳总结，浓缩

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典园林。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与

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相依相存，见证了华夏大地几千年

的发展与兴衰，在一定程度上浓缩了华夏文化和文明，

具有十分重要的考究意义，对现代景观的设计与发展也

有着指引和借鉴的作用。而在众多园林作为现实物质所

客观存在的介质之中，古籍园林版刻对于当今的园林设

计来说是一份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资料，对于早期已经

消失的园林的复原重构与研究有着关键的价值性。本次

以曹雪芹先生《红楼梦》笔下所描绘撰写的大观园为例，

通过对园林要素的分析和视觉表现方式，提炼出图像中

明清园林形象所反映的特点，进行复原加以重构，向古

典园林艺术致敬，为今后园林设计表达与古迹保护传承

打下坚实的基础，为现代的景观设计和运用提供灵魂上

的引导。

3　研究内容

《孙温绘全本红楼梦》画面围绕原著《红楼梦》的故

事情节（如图 1），将主要人物活动表现得淋漓尽致，妙

趣横生，细致入微。图中绘有人物山水、花草树木、亭

台楼榭、飞禽走兽及古玩杂项等，几近包括了全部的美

术画科内容。仅各种人物的描绘就多达 3000 余人，主要

人物采用“写真”技法，刻画细节突出，面部皮肤细纹

的刻绘出神入化、形神兼备。在园林造景和建筑进制方

面也刻绘的炉火纯青，对于大观园的许多细节性的描绘，

明清古籍版刻插图“园林图像”的数字化复原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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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两代的时候逐渐达到了园林设计的顶峰，也正式形成了具有中华鲜明文化特征和造园技术手法的中国古典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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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众人如临其中，整本书册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具有十分

老道和精湛的古典园林的造园景观艺术手法和理论性的

知识。

图1　《孙温绘全本红楼梦》节选

现代景观是从园林发展而来，无论是以“园囿”为

称的中国园林，还是具有极致理性的台地园，都是现代

景观所要依据的。面对现代化的发展和进步，当代的景

观设计出现了比较平庸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不具备园

林精神和理念。

4　《清孙温绘全本红楼梦图》图册浅析

4.1 山水植被

研读《红楼梦》之后，粗略估计全书一共提及了

230 余种花草树木，在原本《红楼梦》的描写中更是在

斗草斗花的情节中出现尤其的繁多。“大观园”中所描

绘的盆栽绿景的植物品种十分的繁多，并且适应季节变

化，整个景色可达到了逐季异景，四季更替的效果。例

如，在春天有盛开在“沁芳亭”的桃花，富贵在“牡丹

亭”的牡丹，温文尔雅在“红香圃”的芍药，热烈芬芳

在“怡红院”的玫瑰和蔷薇等众多的衍生植物，以及挺

拔于“潇湘馆”的翠竹；每当夏日炎炎便又可闻到清新

芳香的“藕香榭”的荷花、菱角花；秋风飒飒之时，便

可遇见那“稻香村”金灿灿的水稻，“凸碧山庄”一带的

飘香四溢的桂花以及河边的曼妙微风的芦苇；冬日白雪

皑皑，则有“栊翠庵”香自苦寒来的梅花。这些盆栽绿

植在不同的程度上让大观园的景色更加的具有多维性，

在不同的季节拥有不同的色彩，春之翠，夏之郁，秋之

金，冬之淡。给予了更加具有丰富层次的“大观园”景

色，无论是从嗅觉还是视觉上面，这些植物特征具有鲜

明的审美情趣，赋予了园林造景艺术深厚的文化内涵和

特征。

4.2 建筑形式

4.2.1 秩序美

在当时时代背景的影响下，无论是服饰还是建筑都

严格遵循着对等级机制的规范，所以《红楼梦》里的建

筑也更是受到了封建社会秩序的感染，十分具有等级机

制，有年龄阅历之分，长晚辈之别、主客随从之差等。

《红楼梦》里的建筑除省亲别墅外都是平房，门的指

称有正门、大门、二门、三门、角门、边门、后门、腰

门、仪门、垂花门、钻山门、月洞门等等。书中所描绘

的贾府的大门一般不开，众人都是走旁门、角门、后门。

在林黛玉进贾府时有这样的一段描述：

“……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正

门不开，只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正门之上有一匾，匾

上大书‘敕造宁国府’五个大字。又往西不远，照样也

是三间大门，方是‘荣国府’，却不进正门，只由西角门

而进……至垂花门前下。”

林黛玉虽然是贾母最喜欢的人，可谓是见一面便难

忘，但是她第一次进贾府也只是从角门进，所以此时的

等级秩序可见一斑。

4.2.2 对称美

依照中国的传统思想，在红楼梦的建筑中，无论是

个体建筑还是群体的组合建筑都是按照中轴线的平面布

局而成，十分的严谨规整。在我国的古代建筑中，所强

调“尊者居中”和等级有别的儒家思想正是这个道理。

4.3 空间营造

在《清孙温绘全本红楼梦图》一书中，在整体的空

间营造方面手法采用的是类似于轴测图的描绘方式，透

视力度并没有十分的明显，这也让读者对于其中所描绘

的景色建筑具有更加快速简洁的了解。与园林建筑匹配

的是，在描绘上也对各个园林节点的空间大小和配合方

式力求达到疏密相间，主与次十分的分明，在最有限的

空间上进行最大化的设计利用，在整体的设计上也要达

到体宜的效果，丝毫不显得杂乱无章之感。

5　传统园林艺术的空间特色

中国园林经过长期的发展，对各种文化内容以及元

素进行了多层次的融合，积累了诗词歌赋、艺术绘画等

诸多元素，形成了极具中国文化内涵的传统园林形式。

在空间特色上也形成了虚实结合、移步易景、情景交融

等空间特色。

5.1 虚实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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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园林的空间布局秩序中，还十分讲究虚实相间实

景表示为可直接感知的整体艺术形象，虚景即是形态表

示的艺术志趣以及艺术构。在空间划分中起重要作用的

山、石、花木是无定形的空间也连续绵延、广阔延伸的

既可近观也可远望。

5.2 移步易景

园林的整体空间环境较为复杂，这就需要在一定程

度上理清空间顺序以及空间内容，所以在景色的营造上

会随着人们的游览角度而变化，达到移步换景的效果。

5.3 情景交融

古人的情感寄托多以寄情于山水为主，人们对于景

物也有自己的理解和反应。园林空间内部的治山理水、

植花种草都在用不同的形态进行情感的表达。或浓或密

的植物空间，或高或低的假山松石的结构构造以及或水

景豁达通透，或石木障景的空间围合都寄托或者反射出

人们的心境。

6　传统园林景观与现代景观艺术

面对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发展，有很多的园林已

经悄然无存，所以古籍园林复原工作是一项十分具有意

义的工作。在技术上、概念上和未来发展上均具有比较

大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点。本次课题的目的在于对古籍园

林复原，通过数据化方法将人们日常只能停留在书本上

的版刻图像进行再现，并根据古籍园林所研究得来的设

计理论知识，转译设计成为现代景观，借此机会使得我

国园林造景这一项传统文化瑰宝得以向世人展示。另外，

我国古典园林造园技术一直是当代景观造景手法的设计

与文化溯源，现代的景观设计很多情况下是在古典园林

的造景技术上进行演进和提炼，使其成为符合现代大众

审美的现代造园景观艺术设计。

所以研究古籍园林造景，更加有利于我们去了解和

提炼造园造景的内核因素与关键手法，提高我们专业水

平的理论能力，整合我们所了解的现代景观艺术和古典

造园技术的共性和异处。从历史的设计中得到构思。以

对古典文献的园林版刻插图的研究为设计途径，经过自

我学习和一系列的元素重构，达到学习中国传统造园艺

术的精髓的目的。本次以《红楼梦》以及《孙温绘全本

红楼梦》为基础的研究，其中数十幅分景图绘制构成了

一个完整的大观园景象，充分的展示了我国古代造园技

术的高超以及我国古典园林艺术的深厚造诣。书中描绘

的大观园运用了当时中国园林造景的各种构想和技巧，

将各种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综合融入到一起，畅通领悟，

形成一个完美的古典园林设计，给予了非常珍贵的园林

设计经验，对于现代景观设计的思考也有了很大的启发

和思考。

6.1 传统园林艺术在现代景观设计的运用

无论是商殷时期的以“囿”为园，还是秦代的“三

山一池”的营造，或是皇家园林避暑山庄、圆明园等，

都是人们对于理想居住场所的愿景。中国古典园林的文

化是经过千百年来的总结和凝练，充分的蕴含了古人的

智慧和中华文化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也彰显了我国文

化的博大精深。要在现代的景观设计中结合加入古典园

林的设计文化，更加体现出富有丰富内涵的现代景观设

计，设计出具有较强实用性和艺术性景观作品。

6.1.1 现代景观设计的内容

现代景观与传统园林景观在内容表达上有很大的

出入，经济社会的发展，设计上难免加入了以商业为目

的的运作方式，所以在整体设计上更加会追求形式、盈

利以及成本可控等要求。具体类别上以商业景观（如表

1）、文旅景观（如表 2）为主要方向，在各个内容上也包

罗万象，不具相同。

表1　商业景观

景观类型 主要表达形式

商业广场景观

商业住宅景观

硬质铺装、街角摆件、商业装置、尺度小

示范区景观、大区景观、核心区景观、尺度小

表2　文旅景观

景观类型 主要表达形式

公园景观

市政景观

山石、中央草坪、入口景观、水景、地形、大场地

乡村改造、街角公园、街景提升、旅游项目

7　现代景观对传统园林景观的继承与发展

7.1 现代景观设计可借鉴的关键点

7.1.1“天人合一”的自然之法

现代景观以及传统的园林景观都不是简单的植树造

桥的，为了造景而去造景，所产生的也只能是没有灵魂

的景观产品，并不符合场所精神的内涵。“外师造化，中

得心源”，在知名的一些园林景观中，我们所看到的场景

除了一步一景的标准景色外，另外更加迷人的是关于自

然景色的描摹。师法自然，在设计者的心中是关于对自

然的理解和运用，是对自然景观的热爱以及研究。作为

设计者，在没有资深的阅历之后，是难以去表达出舒服

自然的景观的。新时代的景观工作者，也要如徐霞客一

般，阅览天下大山，踏遍世间万绿。

7.1.2“场景”与“场境”的协同营造

场所精神，就是在一定的场合与时间空间里头我们

对某个建筑或者场所景观有较为良好的认同感。无论是

园林还是现代景观追求的亦是如此。

场景：景的营造不在于多，不在于繁。中国人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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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思想从未有关于“维多利亚”之风格，它拥有的是关

于君子的“文质彬彬”，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不要

去以为追求景的营造，更要去对内涵进行深入的打造。

譬如，位于苏州园林拙政园西部的一亭，也是其重要景

点——“与谁同坐轩”、“清风、明月、我”也都是取自

宋代文人苏轼“与谁同坐”的诗句，依次来表达出造园

者的清高，对于心中知己的期待，这尘世浮华又有谁我

能和他同坐呢？又该依赖相信谁呢？

场境：景是构成园林和景观的元素，无数个景的结

合形成一个个空间。是由一草一木，建筑与廊桥等形成

的，是可以直接通过五感进行识别和感受的。而场境需

要的是感受，一种关于心理场景的营造。景观以及园林

通过一定的空间变化形成相应的心理景观，最简单的便

是曲折通幽处，一步异景等手法。在空间的营造上，也

在追求关于空间的大小配合，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无限

的可能。

7.2 现代景观设计可借鉴的具体内容

7.2.1 因地制宜

中国古典园林造景多以假山流水、花卉树木与建筑

作为基本的设计元素，在正式的建造过程之中，各个元

素的组合只有因借之法，并不像西方园林所固有的程式，

所有的园林景观设计，都力求达到了虽为人作，宛自天

开的境界。现代景观亦可依据自然地势，气候和当地文

化设计出具有自然韵味的佳作，而不是因景观设计景观。

最为著名的苏州狮山公园则以本原则进行设计，处于狮

山脚下，与新的狮山湖依偎相依，形成巨大的圆形景观

基地。该公园设计更加追求设计多元，多主题，涵盖生

态、园林、城市、生活、教育和健康等多方面特征。形

成以苏州园林为核心的现代景观，最大程度上的将古典

园林特征和现代景观的造景技术相互结合，形成了独具

江南特色的城市景观，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7.2.2 空间的以小见大

东方古典园林在空间上都在追求以有限的面积空间

制造出无限空间。在空间布局上面现代景观可以依据古

典园林体系，将空间进行主次分明，力求做到疏密相间，

幽静与开朗结合，达到整体“体宜”的效果，而毫无杂

乱之感。在景观元素中，通常以假山松石跌水瀑布来营

造园林空间的自然感，通过人造的景石山水对自然界的

山林进行缩影营造，以此达到以小见大的效果。所以无

论是情感寄托还是自然营造都达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

7.2.3 意境的营造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多少文人墨客寄情于景，将

自然环境作为自我心声的表露之处。现代景观的设计在

景观节点的设置上不能只是空洞的独立景观，更要对周

边环境和当地风土人情具有深层次的考量，让观者和游

者能够对景观的展现有所思考和互动。

7.2.4 形式美法则

园林空间及构成园林空间的各要素，如植物、地形、

水体、建筑等在园林构图方面的形成了一定的艺术规律，

它既形象地向人们展示了园林美的特征，也为人们正确

地欣赏和把握园林的美学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所以在

园林设计中，形式美法则被广泛运用。所以在现代景观

设计中，也要考虑其作用之处。比如在空间营造上要有

一定的韵律感，通过排树、廊架等营造相应的氛围。

8　总结

古籍园林版刻插图作为当代艺术对园林所呈现的

一个重要的载体，对园林研究和修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

鉴意义。在众多的古籍园林版刻插图书籍中，关于古典

园林的描绘都是十分详致的，除了本次作为研究对象的

《孙温绘全本红楼梦》，对红楼梦中的景致进行了详细的

描绘，在许多绘本中也存在了许多对其他园林及建筑的

描绘，如《雍正十二月行乐图》、《圆明园四十景图咏》、

《平山堂图志》、《西厢记》等众多作品。

总而言之，中国传统古典园林的精神和内涵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对于现代的景观工作者来说有很多可以

学习的内容，认识到古人对于园林造诣的珍贵之处。通

过对文化的“抑景”、“理景”、“添景”来满足人们的精

神需求，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推广，打造城市文化特色，

丰富城市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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