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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艺术中的植物景观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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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景观配置（即植物造景），是把我们所需要的植物材料在发挥园林综合功能的需要，满足植物生态习性

及符合园林艺术审美要求的基础上，合理搭配起来，组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人工栽培群落，创作出赏心悦目的园林

景观。在我国传统园林艺术中的植物造景主要是烘托陪衬建筑物或点缀庭院空间，园林中许多景观的形成都与花

木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如“万壑松风”“松壑清月”“梨花伴月”“金莲映月”......等都是以花木作为景观

的主题而命名。并且，春夏秋冬等时令交接，阴雪雨晴等气候变化都会改变植物的生长，改变景观空间意境，并

深深影响人的审美感受。此外，由于我国灿烂的传统文化对于园林的艺术影响，以植物材料“比德”，在植物配

置中也带有了明显的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人分三六九等，树木也要划分等级，玉兰，海棠，迎春，牡丹，桂花

象征“玉堂春富贵”，不同的植物具有了不同的内涵。以松柏体现其统治阶级的稳固和经久不衰，在北方皇家园

林植物配置中成了重要的表现形式。而在南方私家宅院中，以白色粉墙为背景，配置几竿修竹，数块山石，三两

棵芭蕉就构成了中国味十足的园林景观。同样，枝干苍劲的古松与淡淡飘香的梅花互相搭配很容易的使人想起来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美妙诗句，园林艺术与文学艺术得到了最好的融合......所有这些都给

予人们无比广阔的想象空间和审美感受。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审美意识的不断提高，现代园林建设中更加注重了植物材料的开发和利用。植物造景

也不紧紧之是人们审美情趣的反映，而是更兼备了生态，文化，艺术，生产等多种功能的园林景观，当前，它已

经渗透在了我们环境建设的方方面面，如何研究传统园林的植物景观配置，如何创造出适合现代人生活，审美且

具有时代特色的植物景观，是我们每个园林工作者责无旁贷的责任。  

一、植物造景原则 

  1. 根据城市及绿地的不同性质发挥园林植物综合作用 

  园林树木具有美化环境，改善防护及经济生产三方面功能，在进行园林植物配置时，应根据城市性质或绿地

类型明确树木要发挥的主要功能，做到有明确的目的性。不同性质的城市选择不同的树种，体现不同的园林功

能。如以工业为主的城市，植物造景时，就应先充分考虑到树种的防护功能；而在一些风景旅游城市，树木的绿

化美化功能就应得到最好的体现。此外，街头绿地与住宅绿地，校园绿地与城市广场绿地，不同的绿地形式选择

不同的植物造景。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创造出千变万化，丰富多彩又与周围环境互相协调的植物景观。  

  2. 根据园林植物生态要求，处理好种间关系 

  植物所生长的空间叫做“环境”，任何植物生长发育都不能脱离环境而单独存在。同样，环境中所包含的各

种因子对于植物的生存有着直接或间接影响。园林植物生长的好坏与后期管理固然重要，栽植前生态环境的预

测，树种之间的搭配却直接关系到树木的成活与否。所以我们园林建设中，必须掌握好各种树木的生态习性，培

育和栽培好不同生态类型植物品种。  

  3. 植物造景的艺术性原则  

  任何一个好的艺术类型的产生是人们主观感情和客观环境相结合的产物。不同的园林形式决定了不同立意方

式。节日广场，应营造出欢快，喜庆的氛围，色彩上以暖色调为主；烈士陵园就应该以庄严，肃穆为基调，色彩

以冷色调为主。园林绿化不同于植树造林，保持各自的园林特色的同时，更要兼顾到每个植物材料的形态，色

彩，风韵，芳香等美的特色，考虑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使观赏者在寓情与景，触景生情的同时，达到情景交融

的园林艺术审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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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处理整体与局部，近期与远期的关系  

  文有文眼，景有景眼，在植物绿化过程种，整体与局部的协调统一显得尤为重要，每一个公园，每一块绿地

都应突出主题。或观花，观果，观干。。。。不同的植物材料烘托美化不同的环境，整体与局部的不统一，树种

栽植的杂乱，势必影响到植物造景的整体效果。此外，植物生长发育是一个需要一个时间过程的，欲充分发挥树

木配置后所形成的艺术效果，除应考虑整体美学构图的原则外，必须充分了解植物材料生长规律，速生树种与慢

生树种相互配置，乔灌草相结合，增强景观的快速形成和植物群落的演替更新。  

二、植物造景的基本手法  

  1. 主次分明 疏朗有序 

  主即主要突出某一树种进行栽植，其他树种进行陪衬；疏即很自然的进行栽植，虽由人作，宛若天开，尽量

避免人工之态的显现。园林绿化不同于普遍绿化，概括的说应是绿化加美化，各种植物的不同配置组合，能形成

千变万化的景境，给人以丰富多彩的艺术感受。 

  2. 注意四季景色季相变化  

  在植物造景过程中，突出一季景观的同时，兼顾其他三季，即在主要树种开花时，不要有其他树种开花，而

在其他季节要有其他树种的开花托景。如在碧桃专类园种常绿与落叶的比为1：3，乔木与花灌木的比为1：1。早

春，碧桃开花时以常绿树为背景，弥补了景区花量大，常绿量不足的缺点，而在其他季节，花灌木相继开花，延

长了花期存在的时间，丰富了植物景观，使人们在不同季节欣赏到不同的景色。  

  3. 围合空间的合理应用  

  植物围合空间可分为开放性（视线通透），半开放性空间（有开阔视野，有封闭视线），冠下空间（树冠郁

闭后的树下空间），封闭性空间（四周全被遮挡），竖向空间（视线向上）等几种形式。不同的地形，不同的组

团绿地选用不同的空间围合。如街道，人行道两边及城市广场四周，可用封闭性空间，与外界的嘈杂声，灰尘等

环境隔离，闹中取静，形成一个宁静和谐的活动游憩场所。  

  4. 林缘线和林冠线处理要有变化，有韵律 

  林缘线是树冠垂直投影在平面上的线；林冠线是树冠与天空交接的线。进行植物造景时应充分考虑到树木的

立体感和树形轮廓，通过里外错落的种植，及对曲折起伏的地形的合理应用，使林缘线，林冠线有高低起伏的变

化韵律，形成景观的韵律美，几种高矮不同的乔灌草，成块或断断续续的穿插组合，前后栽种，互为背景，互相

衬托，半隐半现，即加大了景深，又丰富了景观在体量线条，色彩上的搭配形式。 

  5. 应用透视 变形 几何 视错觉原理进行植物造景  

  人们对于景观的最直接感受便是通过视觉来获得的，设计者引导游人视线成功与否决定了景观的优劣。视线

通透远近等视线效果的方式主要靠对植物材料的选择，乔木，灌木，花草，不同的树种起到了不同的视觉效果。

这就要求我们在植物造景时，认真的去了解和掌握更多的表现形式如透视变形，几何，视错觉等，创造出适时，

适地，有韵律地植物景观，满足观赏者地视觉审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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