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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学科不断拓展和设计史研究面临“转向”的当下，设计史一旦融入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理论，

其写法便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艺术设计史，作为设计史的早期样式，其生存空间似乎面临着被“新设计

史”不断挤压的危险，但这或许又是艺术设计史研究的一个新动机。在数字化、算法、AI技术的广泛影

响下，从人（设计师）、物（设计作品）到环境、社会，从设计的物质性到精神性，或是从设计的技术到观

念，只要设计师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仍然有效，那么，无论设计史视野如何扩展，都难以从艺术史

或文化史的框架中彻底剥离出来。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艺术设计史不断丰富的趋势和不断延展

的结果。

传统的艺术设计史的写法之一，便是关注各个设计领域的历史，甚至可以将设计史细化为各个艺

术门类的历史，比如园林史、建筑史和工艺美术史，等等。相对而言，园林史和绘画史早已在建筑史和

艺术史的纬度中各自形成了清晰的发展脉络。园林绘画是一个融合了园林与绘画的跨门类的研究对

象，其研究方法结合文学和哲学，涵盖图像研究和形式分析，采用语言的挪用和媒介的嫁接，并遵循着

一种“整体艺术”的思维。唐宋以来，不少文人画家就是造园者，文章、绘画、园林、为人，既可还原出一

个完整的个体，也能体现出一种艺术语言和设计风格的整体性。园林绘画成为艺术设计史研究的一个

特殊主题，由此可以梳理出一条园林史、设计史和艺术史的叙事线索；反之，从设计史视角研究园林绘

画，则可以更全面的把握传统园林的艺术特征及设计学的“类型”本质，从而有助于建立园林绘画研究

的逻辑结构。

《设计史视野中的中国园林绘画》一文以设计史为依托，从纵向和横向视角提取绘画中的园林语言

和手法，梳理出传统园林发展演变中的设计观念。同时，在跨学科的语境下，强调作为图像的园林绘画

与传统园林的空间体验一样具有其动态化过程，藉由中国园林绘画所反映的本真性及其不断变化的审

美体验和思想观念，形成对园林艺术的立体化解读。这既非微观层面，又非个案研究，而是通过园林绘

画呈现出艺术设计史的丰富内涵，见微知著，反映出当前设计史研究方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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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史视野中的中国园林绘画

季峰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南京 210093

摘要：从设计史的视野来观察，中国园林绘画在中国园林的设计、建造、推广、恢复等过程中，是多种学科与园林艺术设计史相

链接的必要桥梁。它不仅是一幅幅静态的图像，而且是蕴含丰富设计理念和文化内涵的动态过程。通过对园林绘画的深入分

析，能够考察到园林设计历史的演进、观念的革新及美学思想的变迁。中国园林绘画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它在记

录设计发展的同时，也启发着当代的设计实践与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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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Garden Paint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 History
JI Feng

School of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 history, Chinese garden painting serves as a pivotal bridge that interconnects various

academic disciplines with the design history of garden art in the design, construction, promotion and restoration of Chinese gardens.

The garden painting is not only a static image, but also a dynamic process with rich design concept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Thorough analysis of garden paintings, the historical progression of garden design, the evolution of conceptual paradigms, and shifts

in aesthetic ideologies are investigated. Chinese garden painting forms a crucial link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and bridging

the traditional and contemporary modalities. While recording the design development, it also stimulates innovation in contemporary

design practice and theory.

Key words: Chinese Garden Painting; Design History; Cultural Connotation; Art and Nature

《说文解字》将“设”“计”二字分别阐释：设为陈设，

计为算计，与现代词语“设计”的语义大相径庭。而

“design”一词被引用翻译为设计也是20世纪以后的事

情。中国古代虽然没有设计一词的使用，但是对于设

计艺术的研究并不稀少，涉及文化思想、营造方法、发

明创造等三大门类[1]。就具体的园林设计艺术而言，

关于园林的设计理论专著有《园冶》，其他关于园林的

设计理论散见于各类文学作品中。现阶段关于园林的

研究活动多数见于园林对象的文献记载层面，有一部

分是与其他学科特别是文学的交叉研究，也有不少学

者将园林绘画纳入了美术史的考察内容。然而从设计

史角度来看，园林绘画是园林设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应该作为园林设计研究的主要对象。

工程设计是一项程序化的创造活动，包含规划（草

图）、推敲（施工图）、实施过程、施工完成的各个阶段。

就存世的园林绘画创作情况来看，园林绘画大多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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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学作品的再现和对完工园林的写实性描绘①。中

国园林艺术与中国绘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历代相

关著作已对此做了充分的说明。曹汛把中国园林绘画

作为研究对象，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说明了园林绘画

的基本形式和发展轨迹②[2]。然而从园林绘画的创作

过程中可以得知，园林绘画不同于设计蓝图，大多数园

林绘画的绘制过程脱离了设计的一般程序（存世作品

多为历史想象复原图，对景写真图），这种非设计过程

的创作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园林绘画作为设计史研究

对象的复杂性。

“在一定程度上，设计师（原文为师，应是史之误）

和艺术史具有极大的相似之处。艺术史真正的功能是

构建一种特定的传统或看待艺术的方式，它的研究目

标不是艺术而是艺术的历史，它的成果不是艺术的一

段历史，而是这个传统各种不同的版本和类别。[3]”中

国园林绘画就其创作者的历史阶段和创作风格而言，

可以依据绘画史的阶段性进行分类，但如果纳入设计

史的视野当中，研究者就会清楚地看到园林版本或类

别区分的困难性。园林建造虽各有特点，但是并不能

形成可以断章的风格史。

设计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的时间也并不久

远③，艺术设计史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器物

史、技术史、传记史、文献史、通史等。二战之后的设计

史研究逐渐摆脱了单纯研究对象的简单局面，开始将

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理论引入自己的研究框架。艺术史

与设计史的论述开始向社会科学的理论转向，设计史

逐渐远离了自己的源头——艺术史本身，将社会学、文

化学的研究范式系统地应用于设计史的学术规范。这

直接反映出设计史作为与生活与社会密切联系的学科

的复杂性和综合性[4]。“设计史作为一种行为，其重要

意义并不依赖于我们面对的物品和现象的外在意义，

而是我们用什么样的观念，来解释设计史的复杂性以

及设计形式所赖以出现的环境。……然而设计史不只

是一种设计实践的历史性评述，它研究的语境不是行

业专属，而是整个社会。[3]”同样的，中国园林设计史

的研究工作也适用社会学、文化学的系统模式。现代

设计的理念构成了一种复杂的意识形态体系，它既是

由众多内在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构建的综合结构，也是

人类自我调控活动的重要机制之一。这一体系不仅转

化了系统的生存与发展需求为人们的审美价值取向，

而且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促进了群体生活方式的形

成与进化[3]。我们能否于设计中“瞥见我们自己的人

性、人道和人文价值”[5]，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将涉及设

计对象的全部相关资源纳入到研究视野，以及如何去

正确地以设计研究的方法去解构和重构。

中国园林绘画为解读在历史上存在过的中国园林

提供了重要的图像依据，也为中国古典文学史的视觉

解读提供了具体有形的图像。纯粹的诗歌力求无限的

联想，纯粹的造型艺术则力求最低限度的联想[6]。文

学性的想象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中国的园林文学

为中国园林的设计和建造提供了美学基础，而中国园

林绘画将中国田园诗歌文学中浪漫主义的想象，落实

到具体的绘画中。可以说中国园林绘画是后世园林建

设的示范图谱，在与园林文学和遗址的相互对应中，后

人可以玩味到设计建造者的生活情趣和艺术品味，更

重要的是借由这些美好的园林图景，在田园理想的驱

动下再创作出新的整体美学形态——中国园林。

一、园艺与图画

“可以说（造园）从一开始就是按照诗和画的创作

原则行事，并刻意追求诗情画意一般的艺术境界”[7]。

董其昌的《兔柴记》对园画两者关系做了很有趣的描

述：“余林居二纪，不能买山乞湖，幸有草堂、辋川诸粉

本，着置几案。日夕游于枕烟庭、涤烦矶、竹里馆、茱萸

沜中，盖公之园可画，而余家之画可园。[8]”文中提及

的卢鸿（传）《嵩山草堂图》及王维的《辋川图》[9]至今摹

① 宋徽宗《御制艮岳记》中即有按图施工的记载（“师成博雅忠荩，……，遂以图材付之。按图度地，庀徒僝工，累土积石，畚插之役不劳，斧斤

之声不鸣。”），但并未有类似的图纸存世。《清稗类钞》记载张涟造园手法为“经营粉本，高下浓淡，早有成法。”可见园林建造之初，是有设计图

纸的。但设计图纸的具体面貌，目前尚无法考证。另有陈从周先生发现的《海盐徐园图》，图上有“去城”“去屋”“树改梅”“此处改槿篱”及贴有

字签“此处仍留平泉”“略露竹隐正厅”“此亭取消”“右首加一月洞墙”等文字，刘天华《画境文心：中国古典园林之美》中认为其是造园施工时的

“蓝图”（见233页）。《海盐徐园图》是蓝图还是建完后所绘的画册草图？笔者认为“去城”“去屋”的表述，不太可能是建造规划的表述，更像是

绘画的构图需要，符合当时园林主人建成后绘图以夸耀示人的社会风气，其作用与《止园图》册《东园图》册相似，只是其缺乏工整和精细度，

《海盐徐园图》更像是一套草图。

② 第一阶段是纯粹的山水画的创作，在这一阶段当中，绘画与园林还没有达成具体的联系；第二阶段是唐宋时期“以园入画”的阶段，园林与

绘画关系密切；第三阶段，是“以画入园”的阶段，园林化以及园林建设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③ 以英国艺术史协会内部分离的设计史协会（Design History Society）成立为标志(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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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可寻。卢鸿、王维的造园隐逸故实对后世文人隐逸

影响巨大。苏轼、黄庭坚、米芾、李公麟等都曾或诗或

文或摹画以记之。当然，因绘画材料的脆弱性，园林史

料更多地见于文字记载。最初的关于皇家园林的文字

记载，记录了园林的具体布局，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结构

和文化取向。皇家园林的设计和建设往往体现了帝王

的权力、宗教的象征及对宇宙的理解。例如，北宋李格

非《洛阳名园记》详细记载了宋代洛阳地区十九座名园

（其中有几座是唐代宅园的遗存），用文字形式展现了

唐宋时期的园林风貌。随着经济的繁荣和文人阶层的

兴起，宋代园林建设开始呈现出更多私人化和文人化

的特征。司马光的独乐园建于1071年，其《独乐园记》

记载了他隐居生活的状态。将园林生活上升到了田园

耕种与天地来往的精神高度。宋代文人在园林中寻求

精神的寄托，融入了更多的个人情感和文学意象。现

存世的明代大画家仇英所绘《司马温公独乐园图》长卷

是对独乐园园记的生动再现。同时，宋代园林绘画也

将人物的交游活动放置于园林之中，反映了当时文人

对自然的审美追求和个性表达的需求。这一传统在元

代也得以延续，元代大画家倪瓒所绘《狮子林图》和《西

林禅室图》将元代园林的风格和氛围表现了出来。

明清时期园林绘画达到了高峰。文人园林的造园

理念和设计手法都在园林绘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大量园林绘画作品不仅记录了园林的物理形态，还记

录了园林设计的巧思，展现了文人阶层在园林设计中

追求的意境和哲学思考。这个时期园林绘画中出现了

大量描绘市民生活场景的作品，将园林生活与市井生

活相融合记录了时代的侧面。这些作品显示了园林文

化逐渐从宫廷走向民间，从皇家的政治象征转向了百

姓的生活乐趣。从皇家园林到文人园林，再到市民园

林，园林绘画始终与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变化紧密相

连。唐宋山水画到明清园林图册的演变不仅记录了中

国园林设计的历史，也体现了园林美学原则的发展。

在形式上追求自然的写实，寄寓逃离都市繁华、归隐自

然的田园理想。在内容上强调了空间的流动性和变化

性，以及景观中时间的流逝感，与诗、书相互融合，共同

构成了一种文化语言。

在中国文化与设计史的宏大叙事中，园林绘画以

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占据了独特的位

置。中国园林绘画不仅是园林艺术的再现，它同时承

载着文学、审美传统、文化传统与社会价值观。园林绘

画与一般的绘画艺术有所不同，它不只是纯粹的视觉

艺术，更是一种集合了自然美学、社会文化与个人情感

的综合艺术表现。园林绘画的美学原则在中国传统文

化中根深蒂固，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人对自然界的观

察、体验和理解，同时又是对理想生活空间的追求和想

象。童雋先生在《东南园墅》中把中国园林与中国绘画

作了一番比较：“旧派论园者，以为绝妙佳园，必由丹青

高手施以妙计。”（童眀译文）也提及两位西方学者亚历

山大·蒲柏（lexander Pope）、威廉·申斯通（William

Shenstone）的“一切园艺皆绘事”“风景画家必为园林

之最佳设计师等论述”[10]。这些言论都深刻地表明了

园林绘画对于园林设计实践的根本性影响。晚明计

成、张南阳、张南垣、周丹泉等造园名家也是杰出的画

家④，他们的艺术品味是园林空间艺术性的根本保障。

王维、文征明等的创作实践，是中国园林设计与绘画艺

术交叉融合的典型代表。他们的园林绘画作品，不仅

是对园林实景的艺术再现，还是对园林文化和审美理

念的完美体现。童雋在其学术作品中对此予以充分论

述，认为这些园林艺术家的绘画作品在园林设计史上

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既展现了园林艺术的发展历

程，也揭示了园林绘画在文化传播与审美形态塑造中

的作用。

自唐宋起，园林与绘画的互相渗透逐渐成为中国

古典园林的一大特色，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文人对园

林审美的追求，也体现了他们在园林创造上的深刻投

入。王维、白居易、柳宗元、苏轼等大文人参与园林建

设，不仅为园林注入了浓郁的文人气息，还推动了从自

然山水向写意山水园林的转变。《园冶》所揭示的园林

创作理念“境仿瀛壶，天然图画”，主要体现在画意、画

理与画境三个方面，其中园林与绘画在立意构思、写意

手法及意匠创新等层面展现出诸多相似之处。对园林

绘画的研究还能够帮助现代园林设计师和理论家理解

和吸收传统园林美学的精髓，使之与现代设计理念相

结合，创造出能够反映当代文化特征和满足现代人审

美需求的园林空间。“事实上，正是通过通晓绘事的园

师与精通诗文的园主合作，画意和诗情才被引入到园

林中。园主将自己领略到的诗情喻之匠师，匠师者有

如造化之神，经营出园中丘壑，他的绘画素养，使园林

天然具有绘画的意境”④。在全球化和城市化迅速发展

④ 张南阳“父为画家，幼承庭训，有出蓝之誉”；周丹泉“经事苍秀，追踪德迹”；计成“少以绘名，性好搜奇，最喜关仝、荆浩笔意”；张南垣“少学

画，好写人像，兼通山水，遂以其意垒石”

3



工业 工程 设计｜ Industrial & Engineering Design 2023年12月

的当下，探讨园林绘画的美学原则与园林关系，对于推

动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园林建设，保护和传承文化遗

产，以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

践意义。

二、园林绘画中的哲学、美学

中国园林及园林绘画所体现的美学原则植根于儒

释道哲学思想之中，园林不仅是对自然的模仿，更是对

儒道佛哲学理念的艺术诠释，逐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

园林美学原则。儒家思想重视社会秩序与人伦道德的

同时，强调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和谐相处，在园林绘画中

体现为对园林空间的有序组织，强调园林中的建筑、植

物、水系等元素的和谐布局。儒家思想倡导的“中庸之

道”在园林绘画中也表现为追求恰到好处的美感，避免

过于奢华或过于简陋。孔子的比德说（“知者乐水，仁

者乐山”）则将风景园林的自然属性上升到了哲学层

面。后世的园林主人大多数将寄情于园林山水看作是

自己性情和品德的寄托。孔子比德思想中还包含了借

用植物的自然属性的例子，如《论语·子罕》中对芷兰、

松柏的称颂，也对后世文学、绘画创作及园林植物的配

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家哲学提倡顺应自然无为而

治的生活态度，园林艺术中的道家思想体现为尽可能

保持自然的本真状态，强调园林的自然美。山水、树木

等自然元素的自由表现以及对自然山水的模拟，使园

林展现出一种超然脱俗的意境。老庄思想中独与天地

精神相往来的隐逸思想为私家园林的兴盛提供了哲学

依据。汉学家喜龙仁引用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作为

道家神秘自然主义思想对官员归隐田园理想的写照，

是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后世文人也确实将“归去来

兮”“采菊东篱下”作为人生的理想归属[11]。佛教思想

中的禅宗追求内心的平静和超脱，在园林绘画中体现

为对空灵、静谧氛围的追求。园林建造及园林绘画中

常常包含了空间的留白和对光影、虚实的巧妙运用，与

禅宗中“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的微妙感悟相通。

喜龙仁在《中国花园》说：“佛教哲学也有助于深入了解

自然的内在生活，并反过来成为绘画和园艺艺术的灵

感来源。[12]”

中国古典哲学理念融入形成的园林美学原则在园

林建造及园林绘画中得以践行，是园林构建达成美学

意蕴的核心基础。园林绘画不仅是对园林理想美的再

现，更是对园林背后哲学思想的诠释和传达。藉此，园

林绘画成为连接自然、人文和哲学的桥梁，它传递了一

种综合的审美体验。这种体验超越了感官，触及心灵

的深处。园林美学原则是对儒、道、佛思想中自然和谐

观念的艺术表达。这些原则不仅在历史上指导了园林

的设计和建造，而且对今天的园林设计仍有重要的启

示和影响。

三、文学与园林绘画

中国历史中对于园林建造的记载描述可以上溯到

先秦，就目前存留的史料而言，多数是片段式的记载。

这些片段的文字记载为中国园林发生发展的过程提供

了研究依据。从秦汉苑囿到宋以后园林形式的确立，

关于园林的史料形式大致可以分为史记⑤，地方志、诗

歌，散文（游记、园记）等。从相关史料及存世作品来

看，园林绘画晚于园林文学。究其原因，一部分园林绘

画是对已建成的园林的描绘，而另一部分是将文学中

的园林图像化的结果⑥。

中国园林绘画创作者是一群特殊的群体。较之而

言，造园匠师大多数以匠人身份行世，留名者寥寥。王

维、白居易、苏轼、柳宗元等诗人将个人文学艺术的追

求巧妙融入园林设计之中，使园林艺术与文学艺术在

他们手中得到了完美结合。白居易《池上篇》是园林建

造史中重要的篇章，其对土地的规划方式成为后世城

市宅园的一般模式。王维在自己的山水园林——蓝田

辋川中，亲自参与园林设计，他的诗文和绘画作品深深

影响了园林的构建。王维的园林绘画作品不仅重视自

然景观的写实，更强调心中意境的表达。他在园林设

计中运用了诗中的意象，如流水、缥缈的云雾、苍翠的

山峦，使园林既是现实景观的再现，又是文学意境的扩

展。王维园林中的每一石每一水，都仿佛诗句中的意

象跃然于眼前。白居易的园林设计与其文学作品也融

入了深厚的文人韵味。他文字中的私家园宅洛阳白莲

庄及庐山草堂，反映了自己的生活理念和审美趣味。

白居易的文学强调了园林与生活的紧密联系，表达了

对平淡生活的追求和对自然美的感悟。除了王维和白

居易，还有像计成这样的造园家，他们不仅擅长园林设

计，也精通绘画。计成的园林绘画作品虽不可见，但在

⑤ 如《史记》《三铺黄图》《西京杂记》《汉书》等文中的片段记载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秦汉苑囿建设情况资料。

⑥ 如元代画家李容瑾创作的界画《汉苑图》，以班固《西都赋》、张衡《西京赋》为创作依据，《宣和画谱·宫室叙论》称其“虽一点一笔，必求诸绳

矩，比他画为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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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冶》的文字表述中他精细地描绘了园林中的建筑、

植物和水系，展示了他对园林空间和自然环境的深刻

理解。他的《园冶》不仅是园林设计的指导书，更是他

个人文学绘画等艺术追求的体现。然而在另一个层面

上，由于中国文学总体表现出的诗性特征，即使是《园

冶》这样的造园专著也不可避免地缺乏学理性。虽然

行文骈俪，对仗整齐，颇具文学色彩，但是缺乏科学的

总结和研究，对于后世的学科研究带来了很多困扰。

当然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文学对园林建

造的影响力远大于绘画，很多园林绘画作品是对文学

作品的视觉呈现。对于相同的创作对象，文学相较于

绘画更具想象力，修辞旖旎而辉煌⑦，更具有浪漫主义

情怀。园中的刻石、楹联和题匾，往往给有形的景色添

加了精神性内容和诗性。文学作品中的园记亦是后世

园林设计建设参考的重要文献。

四、园林绘画与设计图

设计图纸是园林设计师意图与建设现实之间的桥

梁，它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工程蓝图，更是设计师审美理

念、文化内涵与环境关怀的重要载体。园林设计图纸

与园林建设的关系，既是技术层面的对接，也是文化层

面的传承。从技术层面来看，园林设计图纸准确地展

示了设计的每一个细节，从植被布局到水系走向，从土

地利用到建筑结构，设计图纸确保了设计理念能够在

建设过程中得以忠实实现。在这个过程中，设计图纸

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是确保园林设计质量的关

键。西方文艺复兴时就把“绘图与透视”(disegno)作为

艺术家训练的一项基本技能。因此设计图纸是设计史

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中国园林绘画并不是设计图纸，但也基本上

脱离了“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倪瓒）的文

人绘画传统。从存世的园林绘画可以看出，画家往往

着力于实景的真实再现，为后世园林设计提供了可靠

的视觉图纸。当然，园林绘画本身没有脱离中国绘画

的审美趣味，画家本身的审美追求为园林营建提供了

美学上的指导和灵感来源。

众所周知，中国绘画使用的是散点透视的画法。

中国山水画家边游边画，漫游取景，将“目有所极”的局

限拓展到“六合之表”“四时之外”。这一绘画理念落实

在园林规划设计中，便是移步换景的由来。园林中漫

游的路径通常是不同画面的及时切换，一步一景，一时

一景，景色随着脚步变换，也随着季节的轮换而变化。

这种场景套叠且时空交错的园林欣赏体系是设计图纸

很难规划和表现的。

园林绘画中的构图原则如对称平衡、疏密虚实关

系的处理，直接对应了园林的空间布局设计。在实际

的园林营建中，设计师常常借鉴这些构图原则来安排

园林中的山水、建筑、植被等元素，以达到一种动静相

宜、虚实相生的效果。例如，在园林中水体设计时，就

会考虑到水的动静形态及水面与周围景物的映衬，这

些都是从绘画中获得的创作启示。此外，“借景”技巧，

即受到了绘画中“留白”的启发。另外，如前后景遮蔽

的空间处理，三远理论等绘画理论在园林的营造中同

样得到了应用，使园林空间产生了立体而深远的视觉

效果。园林绘画在园林设计实践中的应用，也表现在

对园林元素的艺术化处理上。园林中的假山、水榭等

元素，其设计和布局往往参考园林绘画作品中的艺术

表现。园林绘画中的色彩描绘及光影处理，催生了园

林设计师对四时景色的多重设计，植物与园林建筑交

相辉映，早春的嫩绿、夏日的浓荫、秋天的金黄和冬日

的素净对应着“春英、夏萌、秋毛、冬骨”（韩拙《山水纯

全集》）的文学和绘画美感追求。

在园林艺术的跨文化视角中，中国园林绘画与西

方园林设计图纸的比较，揭示了东西方在审美理念、艺

术表现和设计方法上的本质差异与相互影响。中国园

林绘画强调“意在笔先”，通过留白、虚实相生等手法，

传递出超越自然形态的意境美。园林不仅是自然景观

的复制，而且是对自然之美的精神抽象。例如，中国画

中山水的泼墨、点染，就是在追求捕捉自然的气韵生

动。园林绘画作品中，植物的姿态、水体的流动、建筑

的布局都是为了营造一种诗意盎然的生活环境，这种

环境富含了诗、书、画等文化元素，是文人精神世界的

外化。童雋先生称中国园林是“一座诳人的花园，一处

真实的梦幻佳境，一个小的假想世界[13]”即是对中国园

林绘画本质的深刻理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

园林设计图纸，其强调精确的比例、对称的布局及几何

形式的美感。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园林设计图纸就

秉承了人文主义对理性秩序的追求，如意大利文艺复

兴期间的兰特庄园（Villa Lante），通过对称和几何形式

的设计，体现了人对自然的控制和改造。在巴洛克时

期，法国的凡尔赛宫园林更是将对称、中轴线和视觉透

视运用到了极致，展现了皇权的辉煌和秩序之美。

⑦ 如司马相如《上林赋》、班固《西都赋》，虽文采飞扬，后人却很难从中了解客观的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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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园林艺术的这些差异，是在长期的文化交

流中逐渐显现和发展的。随着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

中国的园林艺术逐渐传入西方。17世纪，随着东方主

义的兴起，中国的园林绘画和园林理念开始对欧洲的

园林设计产生了影响，英国的风景式园林就深受中国

园林的影响。中国的自然山水园林理念，为追求自然

和谐与个性化表达的英国园林设计师提供了全新的设

计灵感。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园林绘画研究活动所反映的不仅

是绘画或者园林设计的学科本体问题，更重要的是中

国园林绘画可以作为一种研究对象的代表形式，将具

有中国特色的文学、艺术、哲学、美学等理论体系与具

体实地的历史遗存相互对照，可以从艺术、文学、哲学、

社会学、经济学、建筑学等多个角度进行整体性的研

究。因此，厘清中国园林绘画在设计史中的地位和作

用，对于形成影响世界设计界的具有“中国气派”的设

计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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