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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典园林到山地公园规划设计

郝美彬1,陈东田2,周君2

1. 山东农业大学 

2. 

摘要： 人与自然山水的关系向来密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于现代物质文明中的人们，

渴望舒缓由高节奏的生活带来的紧张与压抑。于是，寄情山水就成了人们逃离喧嚣的手段。所以，山地公园就成了

人们特殊的情感场所和户外开放空间。山地公园由于其富于变化和立体感的自然景观特色，以及丰富的人文景观内

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亲睐。但现代山地公园的建设并没有真正结合山地特点，山地景观资源非但没有得以利用和

保护，反遭破坏，景观的城市化、现代化较为严重，与山地周围环境不协调。笔者希望从传统古典园林中得到启

发，以求能够指导山地公园的规划设计，创造出大自然的美妙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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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Classic Gardens to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the Upland Garden

Abstract: Man and nature has always been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and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improved,people are eager to relief from nervous and oppressed feelings 
that bring by high-rate life.As a result,people would like to resort to nature and be immersed in the 
beautiful scenery.Therefore,the upland garden becomes the particular space for affectionate 
satisfactions and outdoor activities .The upland garden is gaining in popularity with people because of its 
changed and three-dimensional natural landscape features and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However,the 
construction of the upland garden does not combine mountain features, mountain landscape resources is 
not used and protected but damaged.The urban and modernized landscape is more serious and the 
landscape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mountain environment.The writer hope that we can be inspired from 
the classic gardens to guide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the upland garden to to create a beautiful 
landscape of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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