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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幅员辽阔，江山多娇。
面积达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跨越几个不同的气候带。
在这个辽阔的地域内山脉蜿蜒，大河奔流，海岸曲折，湖泊罗布，植物繁茂，林相丰富，大自然风景
的绮丽多姿，在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
中国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延续五千多年间所创造的辉煌灿烂的古典文化，对人类的文明和
进步曾经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大地山川的钟灵毓秀，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孕育出中国古典园林这样一个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园
林体系。
它展现了中国文化的精英，显示出华夏民族的“灵气”。
它以其丰富多彩的内容和高度的艺术水平而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被学界公认为风景式园林的渊源。
 　　本书共分八章，主要包括：绪论，园林的生成期——殷、周、秦、汉，园林的转折期——魏、晋
、南北朝，园林的全盛期——隋、唐，园林的成熟期（一）——宋代，园林的成熟期（二）——元、
明、清初，园林的成熟后期——清中叶、清末，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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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维权，云南大理人，一九二七年生，一九五一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
现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园林学会常务理事，建设部风景名胜
专家顾问。
长期从事建筑教育、设计工作，以及中国园林和中国建筑的研究工作。

　　发表过园林、风景、古建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典园林史>>

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园林发展的四个阶段　第二节　中国古典园林的类型　第三节　中国古
典园林史的分期　第四节　中国古典园林的特点第二章　园林的生成期——殷、周、秦、汉（公元
前11世纪—公220元年）　第一节　总说　第二节　中国古典园林的起源　第三节　殷、周　第四节　
秦　第五节　西汉的皇家园林　第六节　东汉的皇家园林　第七节　汉代的私家园林　第八节　小结
第三章　园林的转折期——魏、晋、南北朝（220公元—589年）　第一节　总说　第二节　皇家园林
　　邺城　　洛阳　　建康　　综述　第三节　私家园林　　城市私园　　庄园、别墅　第四节　寺
观园林　第五节　其他园林　第六节　小结第四章　园林的全盛期——隋、唐（公元589—960年）　
第一节　总说　第二节　长安、洛阳　第三节　皇家园林　　大内御苑　　行宫御苑、离宫御苑　第
四节　私家园林　　城市私园　　郊野别墅园　　文人园林的兴起　第五节　寺观园林　第六节　其
他园林　第七节　小结第五章　园林的成熟期（一）——宋代（公元960—1271年）　第一节　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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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熟后期——清中叶、清末（公元1736—1911年）第八章　结语参考文献本书主要园名索引后记再
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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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人为万物之灵，但是，人类也像其他的动物一样必须依赖于生物圈的大自然系统才得以维
持自己的生命。
生物圈的范围，从地球表面向上延伸到鸟类能够飞翔的天空，向下延伸到阳光能透入的海中以及植物
能扎根的土壤深层。
我们通常所说的大自然环境，即指这个生物圈内围绕着人群的充满各种有生命和无生命的自然物的空
间而言。
大自然环境不仅提供人们维持生命活力的各种物质，而且还满足人们在生理方面和心理方面的各种经
常性的需要，诸如新鲜的空气、适宜的气候、合理的光照、宁静的气氛、安全的感觉等。
同时，通过它们对人的感官的刺激而又升华为美的享受，诸如苍翠的树林、蔚蓝的天空、辽阔的原野
、起伏的岗峦以及水光山色、鸟语花香等等。
所以说，人是不能完全脱离大自然环境的。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也是人们依据自然规律、利用自然物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人工环境，或日
“人造自然”。
城市的出现必然伴随着人与大自然环境的相对隔离。
城市的规模越大，相对隔离的程度也就越高。
如果人们长期生活在城市之中，势必要寻求直接接近大自然的机会，或者创造一种间接的补偿方式。
前者属于旅行、游山玩水的范畴；后者则必须藉助于园林的建置。
所以说，园林乃是为了补偿人们与大自然环境相对隔离而人为创设的“第二自然”。
它们并不能提供人们维持生命活力的物质，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替大自然环境来满足人们的生理方
面和心理方面的各种需求。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文明的不断进步，人们的这些需求势必相应地从单一到多样、从简单到繁复、
从低级到高级，这就形成了园林发展的最基本的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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