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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园林艺术比较

刘永碧
(西昌学院 四川西昌 6 150 13 )

摘 要
:
中西 园林艺术作为世界 园林文化的一 部分具有园林艺术的共通性

,

同时也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城性
。

作者

通过对以 中国古典 园林和法 国古典主义园林为代表的 中西 园林艺术比较
,

分析 了中西 园林艺术的共通性和差异性 以

及现代 园林 艺术的发展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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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
人类出于对大 自然的 向往

,

通过利

用
、

改造或者人为开辟山水地貌结合植物栽植和建

筑布置而创造的集观赏
、

游憩
、

居住于一体的环境
。

作为一种审美享受的手段
,

由于各个民族对 自然美

的审美要求不 同
,

因此文化发达到一定程度的民族

都有 自己的园林创作
,

从中国古典园林
、

法国古典

主义园林到今天的现代园林艺术
,

世界造园事业取

得 了灿烂辉煌的成就
,

也形成了各具风格 的园林艺

术
。

一
、

中西园林艺术的共通性
中西园林艺术作为艺术的一个 门类

,

与其它

艺术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 即通过典型形象来反映现

实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 和审美情趣
,

并 以其特有

的艺术魅力影响人们的情绪
、

陶冶人们的情操
。

因

此
,

无论以源于 自然又高 于自然
、

把技术与艺术结

合在一起而创造出的古朴
、

典雅
、

自然
、

清幽
、

深邃

的中国古典写意山水园林还是以结构华美
、

反映绝

对 君权制度 的凡尔赛宫为代表的法 国古典主义 园

林
,

中西园林都具有世界园林艺术 的共通性
。

(一 )中西园林艺术是有生命的物质空间艺术

从园林的构成来看
,

无论中西方园林其主要素

材均是植物
:

在园林 中利用植物的形态
、

色彩和芳

香 等作为造景的主题 以及利用植物 的季相变化构

成一年四季的绮丽景观
。

而有生命的植物也就决定

了中西园林艺术是有生命的艺术
,

它不象绘画与雕

刻艺术那样抓住瞬间形象凝固不变
,

而是随岁月的

流逝不断变化着 自身的形体以及植物 间相互消长

而不断变化着园林空间的艺术形象
。

从造园的材料来看
,

我们也可 明显地看出中西

园林艺术具有物质的共通性
。

虽然西方规则式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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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筑布局严整
,

水体开凿规则
,

花木修剪整齐
,

但

与中国自然式风景园林相似
,

造园材料均不外乎建

筑
、

山水和花草树木等物质要素
。

《二 )中西园林艺术是与功能相结合的科学艺术

中西方园林在考虑艺术性的同时
,

均将环境效

益
、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甚至是实用价值等多方面

的要求放在重要的位置
,

做到艺术性与功能性的高

度统一
。

因此
,

在规划设计时
,

就对其多种功能要求

综合考虑
,

对其服务对象
、

环境容量
、

地形地貌
、

土

壤
、

水源及周围环境等进行周密调查研究后才能设

计施工
。

从园林建筑
、

道路
、

桥梁
、

挖湖堆山
、

给排水

工程
、

照明系统的工程技术到园林植物的因地制宜
、

适地适树
,

无一环节离开科学
。

因此
,

中西园林艺术

是与功能相结合的科学的艺术
。

【三 )中西园林艺术的社会同一性

中西两大文化区虽然相互隔离
,

但社会存在决

定了大体相同的社会意识
,

也决定了园林艺术的社

会同一性
,

而这种同一性突出地表现在园林艺术的

服务对象上
。

园林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

是基

础的上层建筑
,

受制于社会经济基础
。

在封建时代
,

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

园林只是特权阶级的

一种奢侈品
,

所以
,

在历史上
,

无论 中西方园林均只

能为少数的富豪所占有和享受
。

直到十九世纪五十

年代美国纽约中央公园的建造开创 了世界城市公园

的先河
,

使更多的人享受到这种情感与自然的交融

艺术
。

(四 )中西园林艺术的综合性

中西园林艺术的综合性一方面体现在具有空间

的多维性
,

另一方面又体现在具有极强的兼容性
。

中

西方园林均融文学
、

绘画
、

音乐
、

建筑
、

雕刻
、

书法
、

工

艺美术等诸多艺术于 自然的独特艺术
,

它们为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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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园林的艺术性而发挥各 自的作用
。

同时
,

各门

艺术彼此渗透
、

融会贯通形成一个能够统辖全局的

综合艺术
。

二
、

中西园林艺术风格的差异及原

因

尽管世界各国造 园艺术具 有园林艺术的同一

性
,

有着世界文化的一般内容与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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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中西园林艺术风格差异

世界各民族的园林各具不 同的艺术风格
,

如中

国古典园林
、

法国古典主义园林
、

意大利文艺复兴

园林
、

英 国自然风景园
、

伊斯兰园林
、

日本 园林… …

这些园林都 自成体系
,

各有明显的特点和很高的成

就
,

但概括地讲
,

以前两种最典型也最引人注 目
。

中国古典园林着眼于 自然美
,

犹如一幅立体的

山水画卷
,

它充分反映了中华 民族对于 自然美的深

刻理解力和鉴赏力
,

并将 自然美的规律转化为人工

美孕育于园林 中
,

以 自由
、

变化
、

曲折为特点
,

做到
“

虽由人作
,

宛 自天开
” ,

形成 了具有诗情画意的 自

然式山水风景园林的艺术风格
。

法国古典主义 园林则是世界园林艺术宝库 中

的另一枝奇葩
,

它 着眼于几何美或人工美
,

一切 园

林题材的配合讲求几何图案的组织
,

在明确的主轴

线引导下作左右前后对称布置
,

甚至连花草树木都

修剪成各种规整的几何形状
,

形成整齐一律
、

均衡

对称
、

人工美高于 自然美的规则式园林艺术风格
。

《二 )中西园林艺术风格迥异的原因

中西 园林 同是人类 为了改善 自身生存条件而

营造的人工环境
,

但由于历史渊源
、

哲学基础
、

美学

思想
、

城市布局
、

物质条件甚至是宗教 因素的影响
,

形成了不同的艺术风格
。

1
、

历 史渊 源

中国的园林
,

在发源之初就是将一定的天然地

域加 以范围
,

放养动物
,

以供帝王贵族狩猎游乐之

用
,

这就是作为中国古代 园林始祖 的囿—
朴素的

天然景象和野生的动植物
,

无需再尽人为之能事
。

可见
,

中国园林一开始就洋溢着纯粹供 自己观赏娱

乐的草莽自然气息
。

西方园林之所 以作规则式布置
,

追根穷源其最

初大都出于农事耕作的需要
。

如法国的花园就起源

于果园菜地—
一块长方形的平地

,

被灌溉水渠划

成方格
,

果树
、

蔬菜
、

花卉等整整齐齐种在这些格子

形的畦里
,

在此基础上
,

种上灌木或绿篱
,

形成朴素

简单的花园
,

即是法国古典主义园林的胚胎
。

2
、

哲学基础

中国的自然式花园大 都认为最早可溯源至老庄

哲学
。

老子与庄子均为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家
,

那时奴隶制衰落
、

封建制兴起
,

战乱频繁
,

政治社会

动荡不安
。

在这样的年代里
,

那些 自信心崩溃
、

理想

幻灭的士大夫阶层一意在心 中求得平衡
,

逃避现实
,

远离社会
,

追求一种文人所特有的恬静淡雅
、

朴质无

华的情趣
,

寄情于山水
,

甚至藏身于山林
,

在大 自然

中寻求共鸣
。

这种崇尚自然的社会风尚推动了山水

诗画的兴起
,

促进了我国山水园林的诞生
。

和中国相

反
,

西方园林则是滋生在西方文化的肥田沃土之中
,

深受西方哲学基础
、

美学思想和政治的影响
。

从西方

哲学的发展历史看
,

以培根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经验

论和笛卡儿为代表的唯理论在 16 一 17 世纪产生了最

广泛的影响
。

特别是笛卡儿认为应当制定一些牢靠

的
、

系统的
、

能够严格地确定 的艺术规则和标准
,

这

些规则和标准是理性的
,

完全不依赖于经验
、

感觉
、

习惯和 口味
。

他认为艺术中最重要的是
:

结构要象数

学一样清晰
、

明确
、

合乎逻辑
,

反对艺术创作中的想

象力
,

不承认 自然是艺术创作的对象和源泉
。

这些哲

学和美学观点在法国古典主义园林中打上了鲜明的

时代印记—
对称规整的几何形状

、

宏伟壮观的画

面气势
· ·

…

3
、

城市布局

古代大部分时期
,

中西方作为人工环境总体的

城市大小及其规划布局的形式也是各不相同的
,

这

是构成中西方造园艺术差异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

在中世纪西方的大部分时间中
,

因为封建割据
,

国土四分五裂
,

城市作为一个小范围地区的中心
,

其

规模常常很小
,

同时战争频繁
,

城市选址于易守难攻

的地理位置
,

它们沿河布置
,

或居高临下
,

建筑物随

地形分布
,

街道格局凌乱
,

城市轮廓高低起伏
,

景观

本身就很迷人
。

在这种情况下
,

城市中自然环境的创

造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

人工环境的创造及 自然环

境的人工化
,

反而成为在变化中寻求统一的手段了
。

反之
,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中
,

中央集

权制度一开始就建立起来了
,

城市作为中央或地方

的各级行政中心
,

其规模常常很大
,

为行政与交通的

方便
,

城市多选址于平原地区
。

在处理城市
、

宫殿
、

寺

院等建筑的布局方面
,

也十分喜爱用轴线引导和左

右对称的方法而求得整体的统一性
。

例如
,

明清北京

故宫
,

它的主体部分不仅采取严格对称的方法来排

列建筑
,

而且 中轴线非常鲜 明
。

此外
,

除城市
、

宫殿

外
,

一般的寺院建筑
、

陵墓建筑 出于功能特点
,

为求

得庄严
、

肃穆也多以轴线对称的形式来组织建筑群
,

凡此种种
,

城市人工环境的创造就显得千篇一律
,

无

论园林或绿地均宜作 自然式布置
,

自然环境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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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工环境的 自然化成为在统一 中寻求变化 的手

段了
。

例如故宫与其一侧 的西苑就是属于这种情

况
,

江南一带 的私家园林
,

其住宅与宅园的关 系也

是如此
。

由此可见
,

无论是几何式 的西方园林或是 自然

式的中国园林
,

在它们形成的时候
,

都反映了当时

人们的愿望
。

他们所追求的园林形式
,

正是在现实

生活中所缺失的 ;他们所要摆脱 的城 市格局
,

却是

在现实生活中所腻烦的
。

4
、

物质条件

造园艺术是一种物化了的艺术
,

其全部内容是

靠 自然材料和人工材料来体现
,

因而
,

中西方物质

方面的差异无疑也决定 了其艺术风格的差异
。

在 中国辽 阔的土地上众多的名胜 山川是造 园

家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
,

中国也是盛产石材的国

家
,

造园家利用不同形式
、

色彩
、

文理
、

质感的天然

石
,

在园林 中塑造成 具有峰
、

岩
、

壑
、

洞和风格各异

的假山
,

使人们仿佛置身于大 自然 的祟 山峻岭之

中— 假山成为中国古代园林中最 富表现力和最

有特点的形象
。

西方的 自然地理条件则为规则 式园林的起源

提供了造园的物质基础
,

这一点可以上溯到西方园

林起源的古埃及和古希腊
。

公元前三千多年
,

古埃

及在北 非建立了奴隶制
,

尼罗河沃土 冲积
,

适宜农

事耕作
,

但国土的其余部分都是沙漠地带
,

因此
,

古

埃及人的园林 即以
“

绿洲
”

作为摹拟的对象
,

把丈量

耕地而发展的几何学也用于园林设计
,

水渠
、

房屋
、

树木均按几何规矩加 以安排
,

成为世界上最早 的规

则式园林
。

5
、

宗教 因素

尽管宗教和园林艺术是两种完全不 同的社会

意识形 态
,

两者之 间并无直接的亲缘关系
,

但宗教

的传播 和发展要借助包括园林在内的文学艺术 的

形式和力量
,

而园林艺术也或多或少地反映和表现

人们的宗教生活
。

因此
,

宗教对园林艺术的历史发

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在中国佛教对园林的影响最大
,

特别是通过文

学
、

音乐
、

绘画
、

建筑等广泛渗入到园林的各个方面
,

从而出现了大量的寺庙园林
。

例如
,

世界上现存最大

的佛教艺术宝库— 敦煌石窟
,

其它还有榆林石窟
、

云岗石窟
、

龙门石窟等
,

都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珍贵遗

产
,

是 目前我国风景园林中的重要人文景观
。

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在欧洲的社会生活中更为重

要和普遍
,

对园林的影响也很大
。

中世纪的欧洲由于

只有教会和僧侣掌握着经济命脉和知识宝库
,

孕育

着文化
,

寺院十分发达
,

园林便在寺院里得到发展
,

形成了总体布置好似一个规整小城镇 的寺 院式园

林
。

另外
,

伊斯兰教对园林也有明显的影响
,

例如波

斯庭园把平面布置成方形的
“
田

”

字
,

用纵横轴线分

作四区
,

十字林荫路交叉处设 中心水池
,

以象征天

堂
。

三
、

现代园林艺术的发展趋势
尽管中西园林艺术具有不同的精髓

,

追求各 自

的理想
,

在艺术形态上形成鲜明的风格
,

但园林作为

世界人们共同向往和追求的理想环境
,

随着现代技

术和环境科学的发展
,

以视觉景观为主的中西方传

统园林已逐渐让位于以 自然
、

生态为主的
、

追求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园林
。

城市中的花园已转变为

花园中的城市
,

新材料
、

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也注入了

时代的精神
,

园林艺术不再是一个个独立的花园
、

庭

园
、

公园
,

而是囊括了城市中的住宅
、

街道
、

广场
、

企

业等在内的整个外部环境
,

甚至更广泛地构成了包

括国家公园和 自然保护区在内的一个完整的绿地系

统
,

现代园林的建设在整体上已步人了一个具有环

境保护意义的生态学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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