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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
随着园林内涵、外延的扩展，园林学已成为一门融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人文科学于一体的综合性学
科。
为使学生们能更好地了解园林学科与其涉及的相关学科的关联，掌握园林从业者应具备的专业知识与
素养，很多学校先后开始增设“园林概论”课程，并把该课列为园林专业基础课。
“园林概论”不仅可作为园林专业的专业教育课，还可作为林学、园艺、森林旅游等相关专业的选修
课。
　　本教材正是为园林及其他有关专业（如环境艺术、园艺、森林旅游等）的“园林概论”课程而编
写的。
目前“园林概论”还没有统编教材，各学校对“园林概论”这门课的内容有不同的取舍，有的主张以
园林的规划设计基本知识为主.着重于园林规划设计的宏观内容和相关体系的阐释；有的主张以园林的
发展简史为主，介绍中外园林的设计风格，进行园林设计和规划等。
我们认为作为园林学专业（包括其他有关专业）的主要专业课程，应当有一个总的体系，在这个体系
之下，来认识“园林概论”这门学科，那么它的内涵就清楚而完备了。
　　“园林概论”是园林专业的“入门”课程，它有许多后续课程，如园林绿地规划、园林设计、园
林史、园林建筑等。
那么，这门课程的任务就在于“入门”，使初学园林学（及其他有关专业）的学生能把握专业的学习
方向。
本教材就是按照这个指导思想来编写的。
　　作为专业的“入门”课程，关键在于要深入浅出，使刚刚结束中学学习的学生容易接受，但又不
能是科普性的，而是引入专业的；不是看着玩的，而是准备深造的。
本书正是根据这样的观点来构架的。
　　本教材遵循教育部提出的“厚基础、宽口径、淡化专业、重在素质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总原则
；依据我国有关城市规划法规、国家现行园林标注、园林绿化政策和条例，国内、外园林发展的历史
与趋势；吸取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总结各参编学校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积累的丰富教学与规划设计
的经验，并认真研究、探索，在相应的专著、讲稿和讲义基础上，进一步整理、编写而成。
　　本教材概括了国内外园林发展的历史历程。
阐明了园林学概念，叙述了园林美学与园林艺术的知识，园林规划的设计内容，具体项目专项规划特
点，园林建设的管理，以及园林专业人员应具备的专业素养等内容。
　　本教材编写具体分工如下：第1、7章李静；第2章张云彬；第3章张路红；第4章高林；第5章第l
至3节陈永生：第5章第4至8节栾春凤；第6章钱达。
　　全书由上海市绿化管理局副总工程师张浪教授、南京农业大学马凯教授审阅，并提出了中肯的修
改意见，安徽农业大学园林专业研究生陶务安、刘璐璐、惠惠、魏璐璐、耿哲等人帮助完成本书的部
分汇编及绘图工作，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有关文献，借此机会，谨向张浪教授、马凯教授
及有关专家、学者、老师和有关单位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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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园林概论”是一门园林专业的“入门”课程，使初学园林(及其他有关专业)的学生能把握专业的学
习方向，了解园林学何以成为跨学科、多专业协作的综合体系。
    本书着重于园林的宏观内容和相关体系的阐释。
通过解释园林学及相关的概念，回顾园林的发展简史，总结中外园林的设计风格，学习园林美学的基
本知识与园林艺术的特征，掌握欣赏园林艺术的方法，明确园林管理系统及其特点，掌握园林规划设
计和园林工程建设及管理的程序与方法，实现园林行业的有效经营与管理，阐述园林工作者必备的专
业素质，使学生对园林形成一个总体框架，便于以后专业知识的学习与专业素养的培养，为成为注册
园林师做准备。
    本教材是高等院校园林专业系列教材之一，适于园林、风景园林、观赏园艺、景观建筑、环境艺术
等专业，也可供从事风景园林、环境艺术、室内设计、城市规划、城市园林绿化等相关行业的技术与
管理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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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园林学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伴随着人类建设活动和社会发展不断丰富、完善、
提高的实践性学科，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是一门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和人文艺术相结合的综合性
学科。
虽然学科体系的建立不过百年的历史.但园林学已经发展成为适应近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一门工程应用
性学科专业。
通过了解园林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掌握园林学科的知识体系和园林的基本属性，是园林工作者担任保
护、利用人类自然资源，营建和谐聚居环境，协调人类需求与客观环境资源的前提。
　　1.1 园林学发展简史园林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至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历史进入文明时代之
后才出现的。
园林学经历漫长演进过程，其随着私有制社会制度的建立而产生，经历了封建社会的形成、全盛、成
熟，直至资本社会制度的萌芽而建立的过程。
世界三大园林体系发源地为西亚、希腊和中国，他们所形成的园林艺术在园林（造园学）历史中古老
悠久、文化源远流长。
　　1.1.1 园林学科的起源　　农耕经济的发展，使人类从早先的游牧生活转为定居生活。
统治阶级把狩猎变为再现祖先生活方式的一种娱乐活动，同时还兼有征战演习、军事训练的意义。
帝王、贵族喜欢大规模的狩猎，同时大量的土地归帝王、贵族拥有，为避免毁坏农田，因此，有了园
林的雏形——囿的建置。
　　种植业的发展，出现了园圃。
园圃从种植果树、蔬菜、草药，到种植观赏树木、花卉，使人们从食物生产上升到精神享受。
囿、台、圃是中国古典园林的雏形，其产生与便于生产及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本身已经包含着
园林的物质因素，体现朴素的自然观。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大，帝王、贵族、士大夫与自然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少，离宫别墅
建在大自然中的需求越来越多.促进了皇家园林、私家园林的建设与发展.工程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创新
使园林艺术达到致臻完美的高峰。
　　园林与社会密不可分，与自然又紧密相连，起初为统治者所占有，既具有多样的功能，又具备精
神性。
春秋时吴王夫差建造的消夏湾、馆娃宫和诸离宫别苑，与山水密切地联系起来，开宫苑园林先河。
自秦代中央集权的国家建立后，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维护皇权的至尊地位是帝王从事一切活动的出发
点。
皇家园林f古代常称之为苑囿1作为帝王日常生活、活动的重要场所，必然会深深地打上封建帝王思想
的烙印，封建帝王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会通过苑囿的建设反映出来。
从“囿”到“苑囿”至“建筑宫苑”其主要功能是为帝王服务的，形式以皇家园林为主线而发展。
　　私家园林在魏晋南北朝时异军突起，是当时思想变化的产物，是对儒家文化的怀疑，也是追求个
性的产物。
其中以“竹林七贤”为代表，出现了庄园、别墅，既是隐者物质财富，又是他们的精神家园。
但私家园林多为官僚、贵族所经营，代表着一种奢华的风格和争奇斗富的倾向。
因此，从商周到清朝末代皇帝，贯穿整个社会发展的园林建设.始终突出天子诸侯的权力，显示富人对
物质享受的追求。
　　我国园林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实践作品和理论著作。
明朝初期，出现了为他人造园的职业园林师，明末造园家计成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结合自己的造园
实践，创造了被称为中国园林艺术第一名著的《园冶》，是集美学、艺术、科学于一体的中国古典造
园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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