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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式与古典园林景观设计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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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的时代背景下，由于国人对精 神 层 次 的 更 高 追 求，使 得 新 中 式 景 观 设 计 逐 渐 成 为 主 流。本 文 通 过 对

比新中式景观设计与传统古典园林景观设计在时代人文背景、景观处理手法上的差异，剖析其深层次的思想

目的，借此引发如何继承古典园林在造园理景思想和手法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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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景观设计领域，相当一段时间内，国内主流

是模仿西方园林的设计风格。造成这种现象的主

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历史原因导致的传统文化

的遗失；另一方面是在高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规
整简洁的西方园林更容易大规模复制。而随着人

们物质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对传统文化的追溯

成为国人精神渴求的重要一面，脱胎于中国传统

古典园林的新中式景观设计逐渐成为景观设计的

主流。
但由于新中式景观设计发展的时间 尚 短，仍

然处于初级阶段。理清新中式和古典园林在人文

背景、景观处理手法、思想目的方面的差异，可以

帮助人们在多元文化交融的背景下，以批判继承

的眼光，探究与完善一种适宜的景观设计手法，以
兼顾历史文脉的传承和时代精神的表达。

１　时代人文背景
中国古典园林自商周“苑”“囿”始，至秦汉，都

是为 封 建 统 治 者 服 务，或 筑 高 台 宫 室、或 圈 地 游

猎；魏晋以降，士子阶层开始参与到园林理景中，
园林风格也逐渐从朴野趋于精致；到了明清，园林

发展到达极盛，造园风格也趋于繁密，理景手法更

加娴熟。其中，以文人士子为主导的明清南方私

家园林，在造园理景的手法和思想上对新中式景

观设计的影响最为深厚。但也应当认识到，二者

在历史时期、文化内涵、服务对象、组织形式等方

面都有所不同。
明清时，南方私家园林的服务对象主 要 是 以

文人士子为主体的城市中产阶级，大多以“一家一

园”的形式存在。而新中式景观主要以居住区、城

市公园、博物馆等公共景观的形式存在，其服务对

象大多 是 普 通 的 市 民 阶 层。两 个 阶 层 在 精 神 诉

求、审美能力上有所差异。
封建统治下的明清文人士子阶层歌 颂 自 然，

抒发归隐山林的闲情逸致，“出世”的表征下实际

上是随时 准 备 接 受 宫 廷 任 命 的“入 世”心 态。同

时，计成所谓“七分主人，三分匠”［１］的谚语揭示了

文人士子设计者和使用者的双重身份，造园理景

的行为目的也变得不再单一。
而当下的市民阶层亲近自然相较之下更多的

是出于放松心情、乐享天伦的目的。同时顺应国

家社会层面上对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要求，大量

从业者设计建造有传统园林意味的新中式景观成

为了一种热潮。
在这样的时代人文背景下，尽管新中 式 景 观

设计脱胎于中国古典园林，但二者在景观处理手

法和思想目的上会产生许多差异。

２　景观处理手法
孔子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叠山置石和水

面处理正 是 中 国 古 典 园 林 最 重 要 的 理 景 手 法 组

成，此 外 还 涉 及 园 林 布 局、建 筑 营 构 以 及 花 木 配

置。新中式景观设计也秉承了这五大手法，又吸

收了新技术、新材料，同时针对新的时代需求，对

这五大手法进行了解构与重组，衍化出了现代语

境下的中式景观［２］。
２．１　空间布局

中国古典园林的空间布局一般把全园分划为

若干院落，各院落主题不尽相同，或为山水、或为

奇石、或为竹木等；并且各区之间隔而相连，隐约

可见，通过丰富的空间层次，以达到含蓄、幽深的

境界（图１）。并配合欲扬先抑、曲折萦回、余意不

尽、远借邻借等手法烘托气氛营造场所。
而新中式景观设计多应用在公园、住 区 等 比

较开 敞 的 空 间 中，在 很 多 情 况 下 是 集 中 式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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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图２）。这使得 游 线 的 布 置 更 加 简 洁 明 了，开

放性、共享性更高，主题更为突出；但同时，也有相

当的案例空间布局手法略为生硬，尽管也使用了

障景与框景、借景与漏景、抑景与对景、仿景与缩

景等古典园林造景手法，但情境塑造更多地着眼

于一池一景之得失，相互之间承接与串联的关系

较弱，由此很难让人形成一个渐进的情感共鸣。

图１　苏州拙政园平面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ｅ　ｏｆ　Ｓｕｚｈｏｕ　Ｈｕｍｂｌ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ｓ　Ｇａｒｄｅ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图２　万科·第五园总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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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叠山置石

中国古典园林在造园过程中挖池堆 山，一 方

面是为了塑造山林意趣，另一方面也是改造地形

平衡土方的顺理成章之举。同时利用假山石叠置

奇峰阴洞、护坡驳岸，更增幽奇雅致。古典园林塑

造假山讲求空间与体量的有机结合，塑造出一个

峰峦起伏、虚实相抱、意境丰富的整体。一个成功

的假山要 在 有 限 的 空 间 里 表 达 出 群 山 起 伏 的 神

韵，给人以“虽由人作，宛若天开”之感。当下新中

式景观设计中的叠山置石，一方面在很多时候并

不注重空间与体量的有机组合，而是作为景观节

点进行体块拼合；另一方面，对意境的塑造要求也

有所不同。
古典园林多隔水、隔庭自中厅、书房俯 仰“群

峦”，自生意趣；而当下新中式景观石景的观赏角

度更加多元化，其中以参观游览的角度较为多见。
以苏州博物馆为例，其在游览的路线上，以白墙为

底，用纹理变化细腻丰富的片石，塑造了一片水墨

山水（图３）。其 不 拘 泥 于 古 典 园 林 假 山 叠 置 对
“真”的要求，但也同样在新的视角下展现了“千里

江山只在方寸”的神韵。

图３　苏州博物馆假山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ｒｏｃｋｅｒｙ　ｏｆ　Ｓｕｚｈｏｕ　Ｍｕｓｅ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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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新中式园林在叠山置石上有时会步入误

区，效法日本枯山水的做法。实际上，古典园林假

山与枯山水可观而不可游迥然异趣，除了供人观

赏之外，古典园林假山亦可使人亲历石矶、峡谷、
溪涧、山顶等山中种种境界（图４）。

图４　苏州狮子林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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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水面处理

园无水不活。中国古典园林 讲 究 虚 实 相 抱，
水面正是作为意境山林的“留白”之处。水面处理

根据园之大小有分聚之别，分则曲折萦回，有山野

溪涧之 雅 趣；聚 则 取 江 湖 烟 波 之 大 气。间 以 桥、
廊、岛分隔，使 空 间 相 互 交 融 渗 透，层 次 丰 富［３］。
总的来说，古典园林理水主要从造型以及空间关

系上入手，其目的还是衬托意境。
而新中式景观理水随着技术的进步，以 及 对

西方园林经验的借鉴，在水的形、声、色、动静等方

面产生了许多新的发展。比如对水形的审美特征

有了类型学上的归纳，分为点状、线状、面状等；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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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增加了瀑布、喷泉、雾森等新的理水类型；还

有通过技术手段营造声光效果等……这些新的手

法丰富了氛围营造的方式，使得景观更加生动，但
在使用上却应该注意在不同情境下是否恰当。
２．４　建筑营构

中国古典园林以山水景观为主体，建 筑 物 作

为居止处、观景点，在其中仅仅起到配角的作用。
既如此，建筑物的形制、尺度、色彩包括修建的位

置都要对园林整体起到衬托作用，而不能喧宾夺

主、自我表现。以江南园林建筑为例，其园林建筑

风格 完 全 独 立 于 住 宅 建 筑 之 外，形 成 了 活 泼、玲

珑、空透、典雅的特点。这些特点是由其文脉和地

脉相互影响而形成的。

图５　苏州山水比德园林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Ｂｅｄｅ　Ｇａｒｄｅ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　Ｓｕｚｈｏ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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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古典园林不同的是，新中式景观大多是为

配合主体 建 筑 而 存 在 的（图５）。而 单 以 景 观 论，
其中以配景存在的建筑小品，具有完备居住、游憩

功能的比较少；不过在吸收现代建筑的精髓，对传

统园林建筑抽象概括后，其建筑形式更加简洁自

由，用 色 也 更 加 大 胆，对 材 质 肌 理 的 选 取 更 加 注

重，建筑的细部装饰也更加符号化。当下比较流

行的方式 有 景 墙、廊 道、观 景 台 等。值 得 警 醒 的

是，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的新中式景观却有同质

化的倾向，这对保持文化多元性显然不利。
２．５　花木配置

中国古典园林景观的花木配置多以 自 然 型、
多层次的形 式 为 主［４］（图６），除 去 以 孤 植 和 丛 植

配合山石水体作为构景写意的辅助因素外，更多

地体现了“移情”的作用。正如清代文人张潮《幽

梦影·卷下》所 说：“梅 令 人 高，兰 令 人 幽，菊 令 人

野……”［５］。中国古代文人雅士对花木的品相、姿
态、神韵等有着独特的观察与审美，以此常借“花

品”暗喻“人品”。
与古典园林相比，新中式景观设计的 花 木 配

置更多的是对物化和景观视觉的关注。一方面，
新中式景观植物种植以自然型和修剪整齐的植物

相配合种植，植物层次减少［６］，对自然意境的刻画

相对减弱。但在特定的场合下，营造秩序感加强

引导性亦有其必要，这又是古典园林花木配置所

欠缺的（图７）。另 一 方 面，尽 管 新 中 式 花 木 种 类

同样充分选择富有传统文化内涵的植物素材，但

更多地是出于视觉表达的目的进行组织，营造特

定的景观氛围。

图６　上海豫园

Ｆｉｇ．６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Ｙｕ　Ｇａｒｄｅｎ（ｗｗｗ．ｖｃｇ．ｃｏｍ）

图７　九里云松度假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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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思想目的异同
事物的指导思想和其所追求的目的是辩证统

一的，不能单独论述。透过不同的时代人文背景，
和继承演变的景观处理手法，可以对新中式景观

设计和古典园林造园理景的思想目的有个剖析。
景观设计思想内涵的高下受其目的影响，只是为

了修建一个可游、可观、可居的城市山林的话，显

然和为达到人与自然同一的思想境界有所差距；
反过来，造园理景的目的又由设计者的精神追求

而决定。
３．１　古典园林设计思想和目的

从儒家的“上下与天地同流”［７］，以 及 道 家 的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唯一”［８］可以看出中

国传统文化里对自然的崇尚与热爱，中国古典园

林正是这种“天人合一”思想追求的外在体现。
北宋朱长文修“乐圃”而作园记中说：“苟不用

于世，则或渔或筑、或农或圃，劳其形，逸乃心。”苏
东坡在《灵壁张氏园记》中也曾说：“闭门而隐，则

俯仰山林之下，于以养生冶性，行义求志，无适而

不可。”由此可见文人士子师法自然的造园目的有

相当一部分 是 为 了 表 述 儒 家“身 在 江 湖，情 驰 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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阙”的心态。
由此可见，除了早期苑囿和明清皇家园林，文

人士子主导的园林设计目的主要有二：一是模仿

自然，创造一个舒适的游憩居住场所。二是把造

园当做一种修身养性、抒发情志的方式。
在这种目的的影响下，表面上对自然野趣的极

致追求，实际上造成了审美标准的同一化。以致明

清园林趋于繁缛拘谨，过于追求精神上的表达，似
乎不这样就不能体现出文人士子的高洁品行。这

也正是后期古典园林设计手法逐渐僵化的原因。
３．２　新中式景观设计思想和目的

新中式景观设计的思想源流一方面来自传统

文化里对自然的崇尚，另外一方面吸收了西方人

文主义的思想。在表露对自然亲近的同时，直言

不讳地突出了人的核心地位，这显然与中国传统
“天人合一”思想有很大不同。

这是由新中式景观设计的目的所致，其 一 是

设计者给 业 主 创 造 一 个 亲 近 自 然 的 居 住 游 憩 场

所；其二是通过本土元素和符号，传递儒道释思想

意味。
在当前的景观设计过程中使用者基本不参与

其中，而设计师也不像主导传统园林设计的文人

士子一样 通 过 景 观 设 计 来“行 义 求 志”。相 比 之

下，新中式景观设计并不直接求“道”，而是借古典

园林造园之“术”，来适应当下的发展与变化。从

精神层面上来讲，这样做虽然没有完全继承古典

园林在精神思想上的深远内涵，但却也摆脱了明

清园林过分营造意境的弊病，使得新中式设计手

法更加自由多元。

４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通过对比古典园林和新中 式 景 观

设计，可以得出以下３个结论：

目的上，二者都是为了创造一个亲近 自 然 的

居住游憩场所，但文人士子造园理景同时是为了

抒发情志；而新中式景观设计有再现传统空间意

境的目的存在。
手法上，后者有继承有创新，手法趋于灵活多

样，但是也有部分景观设计缺失了对传统园林思

想内涵的揣摩，手法略为生硬，导致意境传达上的

缺憾。
思想上，二者源流都是为了亲近自然，但前者

是基于“自然同一”的儒道思想，转变成了以人文

主义为核心的思想。
观史可见，对待多元文化保持积极开 放 的 态

度是维持民族文化活力的必由之路。同时应认识

到，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不应单单摹其“术”，亦应求

其“道”。诚然，摒除当下的时代背景，完全追求古

今景观设计思想上的同一是不可取的。但在当今

过分强调“人”的物质社会里，或许也应给新中式

景观赋予“天地与我同一”的哲学内涵，不仅是为

了丰富景观设计的手法，更是为了协调人与自然

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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