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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古典园林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中国建筑特色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论文通过分析拙政

园选址、整体空间形态和整体空间意境的营造方法,以点带面,并结合当代地域建筑案例,提出当代地域建筑的设计正在不断与

中国古典园林相融合,从这一角度阐明中国古典园林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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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古典园林是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的璀璨结晶,充分

体现先人的造园智慧和生活追求。建筑师对中国古典园林的

现代传承由于园林的内向属性和高度分化显得捉襟见肘,在

经济全球化及国家大力提倡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大环境下,中

国古典园林以其独具生命力的生态元素,越来越受到当代设

计师的青睐。中国当代建筑在生态地域性表达的思想指导下

迅速发展,不断寻求与古典园林文化理念的结合,古典园林

和当代建筑的选择性结合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设计主流,迸

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苏州拙政园与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苏州留园一

起被誉为中国四大名园。拙政园以其娴熟的造园手法,在苏

州古典园林中具有普遍意义。本文以点带面,试图通过对拙

政园的选址思维、形态营造以及意境营造三个方面进行剖析,

并通过列举案例,阐述当代地域建筑是如何继承古典园林的

造园思想和手法,进而从当代地域建筑设计的视角推证出中

国古典园林的生命力。 

1 选址思维 

《园冶》首章论述相地,“相地合宜,构园得体”,说明

相地是造园中的首要问题。相地需要从卜邻、究源、察地三

个方面考虑：“卜邻”指在选择园址时,充分考虑周围环境,

包括地理位置、林木植被以及周围建筑等多种因素；“究源”

原指探究水源,而在当代地域建筑选址中,更多是指强调意

境溯源——寻找建筑主旨的来源,明确建筑的理念源泉；“察

地”指了解建筑周边的地势地貌等具体情况。 

1.1 选址的基础性思维 

“萧寺可以卜邻,梵音到耳,远峰偏宜借景,秀色堪餐”,

文中强调的是对周边环境选择和借鉴的重要性,强调寻景借

景的建筑选址思维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借”的手法充实地块

的景观,所以卜邻的范围不仅仅是周边的建筑、构筑物、山

水等自然要素,也包括人文要素、社会要素等周边的整个环

境。拙政园正是寻景借景的典范,(图 1),其选址巧妙的利用

了园林西侧的北报恩寺塔,弥补了园内无塔的尴尬景致,将

园外之景引入,只在园子内部进行理水植树,同时就呼应了

明代大家文征明在《王氏拙政园记》中“此亦拙者之为政也”

的意境。拙政园对借景等手法的使用,不仅将优美环境引入

园林内部,变相增加空间景观层次,同时也突出闹市中如世

外桃源般内敛含蓄的空间意境。 

 

拙政园远借北报恩寺塔 

图 1  古典园林的选址借景 

其次,江南园林的选址同时考虑“水”作为造园主要因

素和思想源泉,造园注重寻找水源,生气盎然。拙政园“以水

见长”,水面约占全园面积的三分之一,整体布局以水面为中

心展开。水面被分割成若干的小块,因势利导建亭台楼阁或

配山石花木,形成各种不同意境氛围的水景。 

当代地域建筑,对意境来源的溯求正如古典园林对与水

源的追求一样,注重整个建筑的理念根源,指导建筑整体空

间的营造,成为建筑整体构思、空间布局、技术运用甚至材

料选择的出发点。由于建筑的地理位置和邻借条件的不同,

通常也会影响到建筑的主题和空间整体形态。如贝聿铭在设

计日本美秀美术馆时,以桃花源为空间意境的主题,建筑部

分深埋地下,忽隐忽现,入口设置在隧道末端,豁然开朗,正

如《桃花源记》所述；吴良镛设计的曲阜孔子研究院,以儒

家美学思想中的“河图”、“洛书”、“九宫”和古代礼制建筑

“辟雍”等观念为空间意境的主题,引人入胜(图 2)。 

a 美秀美术馆 b 孔子研究院平面 c孔子研究院草图 d 西汉辟雍原型
 

图 2 强调意境溯源的建筑选址 

1.2 选址协调大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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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政园造园协调大地系统环境主要运用两种方法：聚气

和理水,两者互相补充,互相渗透,共同左右整体空间的营造。 

拙政园造园运用的“聚气”法则是通过形成“多重围合”

的整体空间形态实现的,形成有利于建筑有机生长的微环境,

调节建筑周边微气候、微地形,同时给使用的人以心理上的

安全感和领域感。根据实际情况,并结合古典园林围而不合、

关而不堵的围合理念,形成围合、半围合、开敞等空间形式。 

而处理建筑与水体的关系是确定园林中建筑空间形态

重要的环节。拙政园主要通过建筑与水源的空间关系,来确

定建筑落位和建筑空间关系,建筑与水体形态的选择要求主

要遵循“曲”和“静”两个法则。 

所谓“曲”,是指水的形态应蜿蜒环抱,来水要屈曲,横

向水流要有环抱之势,流去之水要盘桓欲留。风水称其“湾

抱水”或“腰带水”,实乃“腰带水绕抱如束带,即金城也”。

所谓“静”,是指水的形态缓和、清澈,水口隐蔽不暴露,给

人以亲和感且水体灾害少,水中氧份充足。山高水静,对比和

统一,陶冶情操、烘托出安静祥和的氛围。 

当代建筑中有诸多传承该法则的优秀案例,例如香山饭

店的选址通过聚气手法,群山环绕形成的外层围合、山水景

观形成的中层围合和建筑环绕形成的内层围合共同构建香

山饭店的微环境(图 3)；宁波柏悦酒店的选址则充分考虑建

筑与水体的关系,溪流的“曲”增加建筑的趣味灵动性,湖泊

的“静”突出建筑的宁静安详等,(图 4)。 

图 3 香山饭店 图 4 宁波柏悦酒店  

2 启示 

在传承和发扬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提升中国的文化自

信和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古典园林的

造园思想和造园手法作为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虚

怀若谷”“诗情画意”的精髓和灵魂,凝聚了古人的生活智慧

和创造才能,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规律、传统经验、

营造技艺和艺术美感,在当代地域建筑设计领域迸发出了强

大的生命力。 

传承和发扬中国古典园林文化就是要赋予其全新的生

命、注入其新鲜的血液、打通经脉、激发活力。通过古典园

林与当代建筑结合,使用当代建筑的全新骨架填充中国古典

园林文化的血肉和灵魂,成为一个系统完整的有机体。取长

补短,用当代建筑的多元化和包容性去克服古典园林地域性

的限制和功能性的滞后,用古典园林的空间特质和文化内涵

去丰富当代建筑空间性的单调和地域性的缺失。中国古典园

林在其充满生命能量下的创新之路,就是继承古典园林以及

传统文化的精华,将古典园林的思想和造园手法应用到当代

地域建筑中去。同时接纳现代和传统理论的融合与共生,在

保持中国古典园林文化的传统不动摇的同时,积极汲取全世

界优秀的建筑文化和营造技术。包容、自信、多元、可持续

是中国古典园林能够生生不息应该具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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