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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to Taoranting Park for example emphatically analyzed the modern landscape design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garden design ideas and design techniques in two aspects, and inheriting relationship 
combined with city park planning design concept, through to the Taoranting Park and the basic situation of 
situation analysis, find out the park landscape environment planning and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aoranting Park, and puts forward the overall planning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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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该文章以陶然亭公园为例重点分析了现代景观设计对中国传统园林在设计思想与设计手法两

方面的传承关系，并结合城市公园规划设计理念，通过对陶然亭公园的基本情况和现状进行分析，找

出公园在景观环境规划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陶然亭公园的总体规划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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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人类对美好生存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现

代园林景观的营造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发展的越来越成

熟和完善。中国古典园林是中华文明的一朵奇葩，它

深浸着中国文化的内蕴,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史造就的

艺术珍品,是一个民族内在精神品格的生动写照,是我

们今天需要继承与发展的瑰丽事业。现代景观设计者

应加强对传统造园艺术的研究，研究其思想内涵，借

鉴其设计手法，古为今用[1][2]。 

1 设计思想的传承 

1.1 自然主义思想 

    中国传统园林的园景主要是模仿自然，即用人工

的力量来建造自然的景色，达到“虽有人作，宛自天开”

的艺术境界。古代园林以自然山水为创造的摹本，造

园者往往会广游天下美景，感知自然，并取自然美之

精华于园林中，从而成就无数美景名园。这种朴素的

自然主义情怀是传统园林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

是这种自然精神又绝非是简单的形式再现或者是机械

的人工模仿来体现的，而是在重现自然美的基础上加

以抽象、概括、总结，本于自然又高于自然，讲自然

美与人工美巧妙结合，创造出生机盎然，舒适宜人的

园林景象。 

这种崇尚自然，讲究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思

想，对于今天的景观设计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与我国当今建设生态城市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良好

的自然城市环境是城市居民生活品质的重要保障，陶

然亭公园是一座融古建与现代造园艺术为一体的以突

出中华民族亭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新型城市园林。

它秉持“设计结合自然” 的原则，完成历史的传承，创

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环境。 

1.2 人文主义思想    

 在中国传统造园艺术中，十分注重对人的研究，

园林作品最终是以符合人的观赏游憩需求为准则的。

园林造景的目的在于向欣赏者提供自然美的享受，人

是园林艺术中的核心对象，这恰恰体现了一种“以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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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设计思想。这种人文精神在中国传统园林中随处

可见。但由于受封建专制思想的束缚，中国传统园林

通常只是社会高端阶层所独有的活动场所，而并非是

提供给大众休憩的公共空间。当然私有化封闭思想是

应该摒弃的，美好的园林景观应属于市民大众，而不

应该成为少数贵族的私家财产。 

随着近代人文主义思潮的觉醒，陶然亭公园以“以

人为本”的设计理念传承传统造园艺术中的人文主义

思想，在景观的实际中加强对使用者的调查与研究，

创造出尺度适宜，环境舒适的公共空间。 

陶然亭公园现共有迁建、仿建和自行设计建造的

亭 36 座争妍竞秀，异彩纷呈。广大游客不劳远徒跋涉

即可领略中华民族建筑艺术和人文景观。陶然亭公园

年接待游人 700 万人次，日游人量最高峰打 6 万。 

2 设计手法的继承 

中国传统园林的设计手法丰富多彩，学习传统造

园技术，可以为现代景观设计中的空间处理，意境表

达，景观元素搭配等方面带来一些启示。 

2.1 空间序列设计 

中国传统园林的空间序列组织关系到园林的整体

结构和布局的全局性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小见大，

步移景异两方面。所谓以小见大，就是要求在有限的

空间内实现最为丰富的景观效果，“咫尺见天涯，方寸

显天下”就是这个道理。而步移景异则是追求空间的无

限变化，注重层次，抑扬，因借，虚实的安排，达到“横

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空间效果。 

    在陶然亭公园中，它不仅考虑到某些固定的景点

特色或从视点上看可否获得美好的静观效果，而且还

必须考虑到活动于其内的人，从行进的过程中能否把

个别的景连贯成完整的空间序列，进而获得良好的动

观效果。 

2.2 诗情画意 

中国传统园林讲究意境，它赋予园林艺术以灵魂，

灌注以生命力。园林景观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形式美，

需要人们通过感知、品味，方能理解其中的韵味。中

国园林设计的最大特点就是集诗书画印与音乐、植物

为一体，自然带有浓郁的“诗情画意”。这种情趣就体

现在园林设计中意境的表达，即创造出“人在园中游，

如在画中行”般极富感情色彩的理想境界。 

    陶然亭公园在设计上强调园林内山水景物的气脉

连贯，讲究园内景物与园外地形地貌环境的脉源关系。

就算是简单的树木种植，也是十分考究，有变化，有

起伏，有疏密，既让人觉得有韵律感又似乎无章可循，

这种意境是园林设计者对古典园林仔细地观察、剖析，

才挖掘这千变万化的自然世界。 

2.3 叠山理水 

“景不可无树，景遇水则活”，水体是园林设计中

的重要元素。我国传统园林对于水元素的利用一般分

为两方面：水形和水声。在水形岸线的处理上讲究“沿

而为溪，聚而为池”，岸线变化自然，动静结合，形成

不同的水体形态。水体的声音主要是通过叠水，瀑布

等形式来实现的。潺潺的流水可以令人心情平和，舒

畅，“何必丝与竹，山中有清音”，这水声之美也是传

统园林艺术的另一种诠释。 

    叠石的手法在园林中更为常见，造园者一般会通

过筑山置石的方式来创造多变的地形与丰富的景观。

园林中的山石是对自然山石的艺术模写，故又称假山，

他不仅师法于自然，而且有凝聚着造园家的艺术创造，

因而除了神形兼备外，还具有传情的作用，计成在《园

冶》中所说的“片山有致，寸石生情”就是这个意思。

此外，假山的布置可以丰富园林中的路径，增加游园

的趣味。 

陶然亭公园具备高大的山体骨架和大面积的水

体。公园从全园来看，大的地形地貌比较自然，山体

环绕中间开阔的水面为公园改造提供了良好的基质。

在设计过程中把握尺度，创造出了与环境相协调的美

丽图景。 

2.4 花木配置 

   中国传统园林在植物配置方面同样讲究，注重树

种间的搭配与组合，因地制宜，因景制宜，采用不用

的配植形式，达到适宜的景观效果。 

   同时，还常常赋花木以人性，这也是中国园林的

重要特点之一。许多植物都具有一定的品格象征：如

菊花的高尚，牡丹的富贵，文竹的永恒，梅花的坚强

等等，周敦颐的一首“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

涟而不妖”，更是令莲花成为高洁的象征。为大家所认

同。 

    陶然亭公园注重营造季节性的植物景观，“更待菊

黄家酿熟，共君一醉一陶然”是它追求的完美意境。 

3 对公园景观环境的认识和分析 

3.1 公园现状 

    陶然亭公园是一座融古建与现代造园艺术为一体

的以突出中华民族亭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新型城市

园林。1952 年建园，因陶然亭是中国四大名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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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因此亭而得名。占地 59 公顷，其中水面 17 公顷，

陆地约占 32.4 公顷。具备高大的山体骨架和大面积的

水体。公园从全园来看，大的地形地貌比较自然，北

部、东南、西南部形体可以的山体环绕中间开阔的水

面，为公园改造提供了良好的基质。公园绿化占地约

27 公顷，覆盖率高达 98.85%，树种丰富，长势良好，

大体的植物景观已经形成。 

陶然亭公园是旧城内宝贵的公共绿地。它对于缓

解旧城热岛效应，提升旧城区中心地区的生态环境和

景观风貌，进一步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和人居环

境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而，这一宝贵的绿地在城

市中心地区必须得到坚持和发展，结合旧城改造，逐

步加以扩大。 

3.2 规划用地调整，游人超负荷 

    公园近十几年来，一直处于游客超负荷运转状态。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二，其一是从建国至今的 50

年中，公园面积从控规的 76 公顷缩小到了 58 公顷，

且功能分区和景观分区的不平衡，造成游人超负荷分

布不均匀，可用资源与人的需求差距过大造成的。按

照公园设计规范要求，公园的适宜容量为不到 1 万人，

而现状是公园每天仅晨练的游人就在 2-3 万人，超出

适宜容量的 2-3 倍，公园处于超负荷状态。 

3.3 关于在主景区设置标志性景观的问题 

    一个公园应该有自己的标志性建筑。园内的陶然

亭虽然是公园的代表性建筑景观，但由于它的位置和

体量均不能成为标志性的建筑，所以在中心地区应该

建造一个标志性景观有利于提高和扩大知名度。这需

要多方面论证和充分资金作保证。 

今天是昨天的延续，传统的、民族的东西，总有

不少宝贵的地方值得继承和发扬，我们在进行现代景

观设计时，要注意文化上的继承和文脉上的延续，从

传统园林艺术的源流中吸取营养。同时，现代景观技

术的进步既要继承传统，又需要创新精神，果断采用

新技术、接纳新思想，走出一条崇尚科学、立足本土、

博采众长、与时俱进的现代景观设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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