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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E_97_E5_BB_BA_E7_c57_644971.htm 一、园林设计“设”

者，陈设、设置，筹划之意； 1、“计”者，计谋，策略之

意。 园林设计就是园林的筹划策略。 具体地讲：园林设计就

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运用园林艺术和工程技术手段，通

过改造地形（或进一步筑山、叠石、理水）、种植树木花草

、营造建筑和布置园路等途经，创作而建成的美的自然环境

和生活游憩境域的过程。来源：www.examda.com 园林设计是

一门研究如何应用艺术和技术手段处理自然、建筑和人类活

动之间复杂关系，达到和谐完美、生态良好、景色如画之境

界的一门学科。 园林发展的趋势：以生态学的原理和实践为

依据，将是园林设计的发展趋势。 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中

，人与自然的关系：依赖自然利用自然破坏自然保护自然人

工摹仿自然如何学好园林艺术理论和园林设计的创作方法1、

首先要总结我国古代园林设计优秀传统，吸取世界各国园林

设计之精华，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继承与发展相

结合，提高园林创作水平，为人类服务； 2、必须做到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理论指导实践，成功的实践积累将反过来促

进园林艺术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3、提高艺术观、审美观，

并借鉴姊妹艺术的成就，扩大视野，做到“举一反三”、“

触类旁通”； 4、动手、动脑；多看、多问，做到勇于实践

、敢于创新。 二、园林设计的依据与原则本文来源:百考试题

网 （一）依据园林设计的最终目的是要创造出景色如画，环

境舒适，健康文明的游憩境遇。一方面，园林是反映社会意



识形态的空间艺术，园林要满足人们精神文明的需要；另一

方面，园林又是社会的福利事业，是现实生活的实境，所以

，还要满足人们良好休息、娱乐的物质文明的需要。 1、科

学依据任何园林艺术创造的过程中，要依据有关工程项目的

科学原理和技术要求进行。 2、社会需要园林是属于上层建

筑的范畴，它要反应社会的意识形态。 3、功能要求园林设

计者要根据广大群众的审美要求、活动规律、功能要求等方

面的内容，创造出景色优美、环境卫生、情趣健康、舒适方

便的园林空间，满足游人的游览、休息和开展健身娱乐活动

的功能要求。 4、经济条件任何一项园林工程，都和经济是

紧密联系的，因此经济条件是园林设计的重要依据。 综上所

述，一项优秀的园林作品，要想从理想变成现实，必须做到

科学性、艺术性、经济条件和社会需要紧密结合，相互协调

、全面运筹，争取达到最佳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

益。 （二）原则适用、经济、美观是园林设计必须遵循的原

则园林形式尽管世界造园艺术具有世界文化的一般内容与特

征，有着园林艺术的统一性，但由于世界各民族之间存在着

自然隔离、社会隔离和历史心理隔离等，因此，各民族的园

林艺术就形成了不同的艺术风格，即园林形式。 传统形式来

源：www.100test.com 1）、规则式（整形式、几何式、对称式

、建筑式） 西方园林在18世纪英国风景式园林产生之前以规

则式为主，其中以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台地园和法国“勒诺

特”平面几何图案式园林为代表。 规则式园林的基本特征地

形、地貌来源：考试大 （1）、在平原地区，由不同标高的

平地和缓坡组成； （2）、在山地、丘陵地区，由阶梯台地

、倾斜地面与石级组成。 其剖面线呈直线组合2、中轴线全



园在平面规划上有明显的中轴线，并大体依据中轴线的前后

左右对称或拟对称布置，园地的划分大多为几何形体。 3、

水体（水景）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其外形轮

廓均为几何形，主要是圆形和长方形。水体的驳岸多整形、

垂直，有时加以雕塑；水景的类型有整形水池、整形瀑布、

喷泉、壁泉及水渠运河等。 4、建筑强调建筑控制轴线。主

体建筑组群和单体建筑多采用中轴对称均衡设计，多以主体

建筑群和次要建筑群形成与广场、道路相组合的主轴、副轴

系统，形成控制全园的总格局。 5、道路广场广场多呈规则

对称的几何形，主轴和副轴上的广场形成主次分明的空间；

道路均为直线形、折线形或几何曲线形。广场与道路构成方

格形式、环状放射形，中轴对称或不对称的几何布局，它的

曲线部分有圆心，是一段圆弧。建筑主轴线和广场轴线常常

合二为一。来源：www.examda.com 6、种植设计配合中轴对

称的总格局，全园树木配置以等距离行列式、对称式为主，

树木修剪整形多模拟建筑形体、动物造型、绿篱、绿墙、绿

门、绿柱等为规则式园林较突出的特点。 规则式园林常运用

大量的绿篱、绿墙和丛林划分和组织空间；花卉布置常以图

案为主要内容的花坛和花带，有时布置成大规模的花坛群。

7、园林小品雕塑、瓶饰、园灯、栏杆等装饰，点缀了园景。

雕塑常设于轴线的起点、交点、终点上。西方传统园林的雕

塑主要以人物雕像布置于室外，常与喷泉、水池构成水体的

主景总之，规则式园林强调人工美、理性整齐美、秩序美。

人严整、庄重、雄伟、开朗的景观效果。由于它过于严整，

对人产生一种威慑力量，使人拘谨，空间变化少，一览无余

。 2）自然式园林（风景式、不规则式、山水派） 自然式园



林的典型代表为中国的自然山水园林。中国园林从商周开始

，经历代的发展，不论是皇家宫苑，还是私家宅院，都是以

自然山水园林为源。发展到清代，保留至今的皇家园林，如

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私家园林，如拙政园、网师园等都

是自然山水园林的代表作品。 自然式园林的主要特征1、地

形、地貌：自然式园林讲究“因高堆山”、“就低挖湖”，

追求因地制宜，以利用为主，改造为辅，力求“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 地形的剖面线为自然曲线。来源：考试大 2、

水体自然式园林中的水体是独立的空间，自成一景，形式多

样，人可接近。水体轮廓为自然的曲线，水岸为自然曲线的

斜坡，如设驳岸亦为自然山石堆砌。自然式园林水景的主要

类型有：河、湖、池、潭、沼、汀、溪、涧、洲、渚、港、

湾、瀑布、跌水等。在建筑附近或根据造景需要也部分采用

条石砌成直线或折线驳岸。 3、建筑单体建筑多为对称或不

对称的均衡布局；建筑群或大规模建筑组群，多采用不对称

均衡的布局。全园不以轴线控制，但局部仍有轴线处理。 中

国自然式园林中的建筑类型有：亭、廊、榭、舫、楼、阁、

轩、馆、台、塔、厅、堂等。 4、道路广场以不对称的建筑

群、山石、树丛、林带组成自然形空间，道路的平面与竖向

剖面均为自然曲线。除有些建筑前广场为规则式外，园林中

的空旷地和广场的外形轮廓为自然式的。 5、种植自然式园

林种植要求反映自然界植物群落之美，不成行成排栽植，树

木不修剪。以孤植、丛植、群植、林植为主要形式，花卉的

布置以花丛、花群为主要形式。庭院内也有花台的应用。 6

、园林小品多采用自然峰石、假山、桩景、盆景、雕像，并

多置于风景视线的焦点上。碑文、石刻、崖刻、匾额、楹联



等对中国园林独有的“意境”的形成至关重要。追求自然而

高于自然。 总之，自然式园林空间变化多样，地形起伏变化

复杂，山前山后自成空间，引人入胜；自然式园林追求自然

，给人轻松、亲切的感受。 混合式实际上绝对的规则式与自

然式是少有的，只有以规则式为主或以自然式为主的区别，

当两者比重相接近时便称作混合式。 在混合式园林中，全园

没有或形不成控制全园的轴线，只有局部景区、建筑以中轴

对称布局；全园没有明显的自然山水骨架，形不成自然格局

。 一般情况，多结合地形，在原地形平坦处，根据总体规划

的需要安排规则式的布局。在原地形条 件较复杂，具有起伏

不平的丘陵、山谷、洼地等，结合地形规划成自然式。 新形

式发展与演变在欧洲，随着植物生态学和对植物认识的发展

，人们对植物由原来艺术地享用，变成科学地运用；对生物

链的认识，把生态平衡园林联系在一起。 我国在解放后，人

民政府赋予园林绿化以新的生命，确立了园林是为大众服务

的宗旨，对皇家园林进行了修补开放。以后全面学习前苏联

，行道树在全国各大城市广泛兴起，同时小游园、街头小绿

地也广泛兴起，但多为中轴对称形式，活动空间犹如糖葫芦

。 后来又出现了自由式，即活动空间自由组合，没有严格的

对称关系。 深圳，又出现了抽象式园林。这种园林 新形式力

求做到：来源：考试大 （1）、强调开放性与外向性，与城

市景观相互协调并融为一体，便于公众游览，使形式适合于

现代人的生活、行为和心理，体现鲜明的时代感； （2）、

以简洁流畅的曲线为主，但也不排斥直线与折线，它从西方

规则式园林中吸取其简洁明快的画面，又从我国传统园林中

提炼出流畅的曲线，在整体上灵活多变，轻松活泼； （3）



、强调抽象性、寓意性，具有意境，求神似而不求形似。它

不脱离具体物象，也不脱离群众的审美情趣，把中国园林中

的山石、瀑布、流水等自然界景物抽象化，使它带有较强的

规律性和较浓的装饰性，在寓意性方面延续中国古典园林的

传统。 （4）、讲究大效果，注重大块空间，大块色彩的对

比，从而达到简洁明快，施工完毕后即可取得立竿见影的效

果； （5）、重视植物造景，充分利用自然形和几何形的植

物进行构图，通过平面与立面的变化，造成抽象的图形美与

色彩美，使作品具有精致的舞台效果； （6）、形体的变化

富于人工装饰美，即善于变化又协调同意，不流于程式化。

为提高施工的精度和严密性，基本形体应有规律可循； （7

）、形式新颖，构思独特，具有独创性，与传统园林绝无雷

同。 我们把这种形式叫做抽象式，即从许多具体事物中舍弃

个别非本质属性，抽取共同本质属性，将物体造型简化、概

括，提炼成极为简练的形式，或成为具有象征一意义的符号

。 相关推荐：空间构成元素的引导性与限定性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