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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中同社会的飞速发展，人们在解决温饱问题以后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城市环境和居住
环境越来越受重视，同林景观事业发展迅速，城市的面貌可谓日新月异。
　　但是，问题还是存在的，我国现在的园林景观设计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差距，而制约我国景
观设计发展的因素，除了经济和技术方面的硬件条件以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软性因素，那就是
人们对园林景观认识和欣赏的整体水平还有待提高。
　　同林景观是一门艺术，而且是各类艺术中最为综合的艺术，它涉及艺术学、建筑学、植物学、生
态学、社会文化、文学、美学等多门学科。
真正的园林鉴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一定的艺术修养和对相关知识的了解。
而当前我们面临的现状是人民群众的整体文化素质还有待提高，尤其是艺术方面的培养和教育还跟不
上发达国家的步伐，人们对园林景观方面的知识更是知之甚少。
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普通群众中，甚至不少园林景观的从业者对这方面的知识都较为缺乏，以至于在
设计和施工中经常出现各种问题。
　　要想真正提高我国的同林景观设计水平，不盲目的仿古，也不盲目的媚外，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扎
扎实实地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艺术修养和文化水平，也就是做好基础的艺术教育工作，普及园林景观
欣赏的基本知识。
这一点，对于从事或将要从事园林景观工作的专业人员来说也是尤为重要的。
有了高水平的设计者和使用者，那么整个同家的设计水平也就自然得到了提高，这也是我们编写这本
书的初衷。
　　本书以园林发展的历史和地域特色为编写依据，分为绪论、中国古典园林、外国古典同林、近现
代同林四部分，结合一定的历史地理背景，分析了不同类型的园林景观的赏析要点。
全书图文并茂、理论结合案例、内容全面、深入浅出，有助于读者理解不同的同林，学会欣赏园林。
希望您看过这一本《园林景观设计赏析》后，会真正懂得园林，真正爱上园林景观设计这门艺术。
　　本书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由湖北省三峡大学土木与建筑学院杨渝南编写，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南
上海杉达学院人文学院王兰编写，全书由王兰修改和统稿。
　　感谢上海杉达学院和湖北三峡大学在本书编写过程中的大力支持；感谢席跃良教授、王烨副教授
、程宏副教授等老师在本书编写过程中的悉心指导，感谢中国电力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由于编者学术水平有限，本书可能存在疏漏和不足之处，恳请同行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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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园林景观设计赏析》由王兰、杨渝南编著。

园林景观是一门综合的艺术，它涉及艺术学、建筑学、植物学、生态学、社会文化、文学、美学等多
门学科。
真正的园林鉴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一定的艺术修养和对相关知识的了解。

《园林景观设计赏析》为园林景观普及性图书，以园林发展历史和地域特色为编写依据，分为绪论、
中国古典园林、外国古典园林、近现代园林四部分，结合一定的历史地理背景，分析了不同类型的园
林景观的赏析要点。

全书图文并茂、理论结合案例、内容全面、深入浅出，有助于读者理解不同的园林特点，学会欣赏园
林，并能真正爱上园林景观这门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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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红木架上置一块玲珑多姿的英德石，就成了所谓文房清供——室内陈设的古玩佳品；在盆景艺术
领域里，一块砂积石略略加工，置于白石水盆内，就成了咫尺千里的山水风景；在绘画领域里，石头
是人们喜闻乐见的题材；在古典小说领域里，《红楼梦》原名《石头记》，书中特意把宝玉和石头联
系起来⋯⋯然而，在西方，没有生命的顽石是无法进入人们的审美领域的，在这一点上，中、西审美
情趣是如此之不同。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对石头有如此亲和的审美关系和如此深厚的艺术情感呢？
　　我国远古流传的女娲炼石补天的美丽神话。
“炼石补天”这一影响极大的神话，伴随着石崇拜的意识，在中国古代文化心理的长河里积淀了下来
。
对于石头来说，从“女娲”的石器时代一直到清代，其间或隐或显、或真或幻地存在着具有民族特色
的一脉相承的审美传统。
　　在唐代，人们就发现了怪石那特殊的品格之美。
白居易就是一个代表人物，他把人们嫌弃不用的顽石当作自己的知心朋友。
牛僧儒在洛阳别墅也收罗了大量名石，更“待之如宾友，视之如贤哲，重之如宝玉，爱之如儿孙”（
白居易《太湖石记》）。
　　此外，我国产石之所，分布极广，而品类也极为繁多。
白居易早在《太湖石记》中就说：“石有聚族，太湖为甲，罗浮、天竺之石次焉。
”在石头的家族谱系中，他把太湖石品为最上选，这已被后人所公认。
太湖石被各地园林广泛地采用着，而以江南园林用得最多，这是由于石美而又靠近产地。
此外，园林广泛地采用的还有黄石、石笋等众多的品类。
　　园林中广泛采用的奇石，究竟具有哪些美的品格，应如何欣赏呢？
历来各家对此的理解和解释不尽相同，这里拟结合审美实例作一综合的阐释。
　　（1）“瘦、透、漏、皱”　　“瘦、透、漏、皱”是流传最广的、对以太湖石为代表的奇石的
评判标准。
历代有许多文章都曾论述到，李渔《闲情偶寄·居室部》还这样解释说：　　言山石之美者，俱在“
透”、“漏”、“瘦”三字。
此通于彼，彼通于此，若有道路可行，所谓“透”也；石上有眼，四面玲珑，所谓“漏”也；壁立当
空，孤峙无倚，所谓“瘦”也。
　　1）“瘦”　　中国古典园林中，符合瘦秀品格的现存名石是很多的。
苏州著名的留园三峰——冠云峰、瑞云峰、岫云峰，无不清秀超拔，具有瘦的品格。
岫云峰瘦而多小孔，瑞云峰瘦而多大孔，冠云峰孤高而特瘦，漏皱而多姿，三峰中尤以冠云峰为最（
图2-26）。
位于杭州新落成的“江南名石苑”中的绉云峰（图2-27），峰高达2.6米，狭腰处仅0.4米，色泽青黑，
褶皱细密，体态秀润曲致，也是“瘦”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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