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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景观与生态经验——从理想景观模式看中国园林美之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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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1) 打印 

  任何一个民族、一种文化，都持有其独特的理想环境模式，当然这种理想模式中也包含着全人类所共有的某

些理想特征。园林及风景审美活动是人们环境理想的具体体现。而理想环境模式的形成是与特定民族和文化的生

态经验密不可分的(俞，1990,1990a-b)。本文将从宗教信仰和神话着手，着重讨论中国文化中理想环境的空间结

构特征--景观模式及其与中国文化生态经验之关系，并以此来认识中国园林美之本质。 

  一、理想景观模式的考察 

   人们的景观理想深藏于人的内心深处，它与现实的景观追求和偏好有着一定的距离。个体的日常功利追求，

往往掩盖着景观理想的真实面目，但正如人们的社会理想那样，景观理想总是在不同程度上指导着人们选择、改

造和创造自己生活空间的景观结构。园林作为一种特殊的现实生活空间，与其它现实环境相比，具有更多的非功

利性特征，所以它使人们的景观理想得到较大程度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随着人类社会理想的进一步实现，

现实景观的理想成份将不断增加。所以，从选择“满意的景观”以满足其生存竞争的需要，到设计帝王和士大夫

阶层的围墙中的“园林”，再到城市开放绿地，最后到整体人类生活空间的优化设计，人的景观理想都得到了更

大范围内的实现(俞，1991)。 

   那么人们的景观理想是什么？它的结构特征和基本模式是什么？ 

   探索理想景观模式可以有多条途径，这里着重从宗教信仰和神话入手。宗教信仰和神话不但表达了人们的社

会理想，也表达了人们的环境理想。天堂佛国、仙境神域的景观可以认为是人们的理想景观，从中我们可以发现

理想景观模式的结构特征。 

  （一）中国文化中理想景观的三种模式 

   这是个庞杂的领域，我们不必拘泥于某些具体的事理，而着重从几个高度典型化和抽象化的理想景观模式，

分析中国文化中的理想景观的结构特征。 

  1. 中国文化中的仙境和神域景观模式 

   昆仑山模式：无论是在上古神话中，还是在道教传说中，昆仑山都被中国人作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神山仙境加

以描绘。经过历代中国人千百年的加工和提炼，终于使它成为一个能满足人的一切欲望，甚至可以使人不死的理

想境域。这里，我们只考查其整体景观特征：“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百神之所在”（《山海经·海内

经》）：“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不死；或上倍，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

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淮南子·地形训》）。可见“高”乃是昆仑这一理想景观的最大特

征，意即越高越好。除此之外，昆仑山还有山崖陡峻，深渊环绕之特点：“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涛万丈，非

飙车羽轮不能到”（《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可见这昆仑山境是一孤岛。 

  许多学者对昆仑山之地理位置争讼不已(何，1986)。实际上昆仑山作为山的实体，其具体的地理位置并不重

要，在中国文化中它已抽象为一个以高峻为主要特征的理想景观模式。 

  蓬莱模式：中国神话中的另一仙域模式是海上仙岛，有“三山”或“五山”之说。“三山”即蓬莱、方丈和

瀛洲，“五山”则还包括岱舆和员峤二山。关于“五山”，《列子·汤问》传：“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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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诸仙

山又常以“蓬莱”概而名之，故可称为蓬莱模式。“蓬莱乃神仙之都，上帝游息之地，海水正黑为溟渤，无风而

为波浪，万丈不可往来，惟飞仙间能到者”（王圻，王思义《三才图绘》）。中国以蓬莱称谓的地名很多，但与

昆仑一样，蓬莱实际上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景观模式，其最大特征是岛屿。有意思的是，我们已经看到，蓬莱

和昆仑这两个属于不同神话体系的仙境，都具有某些趋同化的特征：高峻的山体，海洋所阻隔的岛屿，非羽仙不

可及。这实际上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对其景观理想的典型化、模式化的结果。 

   壶天模式：在中国的道教神话和传说中，还以“壶天”或“洞天”为仙境。“壶”即葫芦，在古代，葫芦是

最常用的容器。我国各民族都曾有关于人出自葫芦的神话(刘，1985)。道家之"壶天"原本为葫芦之内腔。据葛洪

《神仙传》载，有仙人称壶公者，悬葫卖药，夜则归宿葫中，有人随壶公入葫，唯见其中仙宫世界，楼台重门阁

道。此外，“三神山”也被称为“三壶”。据王嘉《拾遗记》：“三壶，则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壶，则方丈也；

二曰蓬壶，则蓬莱也；三曰瀛壶，则瀛洲也。形如壶器。”如此看来，蓬莱模式也是一个中有空腔的大葫芦，这

在王氏父子的《三才图绘》中备有详图（图1）。概而言之，对“壶天”的偏好，揭示了中国文化中理想景观模式

的又两大结构特征：一个与外界相隔离的围合空间（壶腔），一个连接内外空间的狭口（壶口）。 

  2. “风水”佳穴模式 

   风水说作为中国人关于人——环境关系的信仰体系，是迷信或是科学，实际上并不重，重要的是我们应透过

风水说的表层解释体系，探寻其所表达的中国人的环境理想(俞，1990a,1991a)。无论是阴宅或是阳宅的选址，风

水说遵循了一个高度理想化和抽象化的择穴模式，即四神兽模式“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图2）. 

因阴宅的选址大多可在自然景观中进行，且受现实功利性的制约较小，所以，四神兽佳穴模式的理想状态能得到

最充分的表达。在有最大选择自由度的山地景观中，这一佳穴模式的理想状态是：玄武垂头（穴在山脉止落之

处），朱雀翔舞（穴前明堂水流屈曲），青龙蜿蜒（左侧护山回环），白虎驯俯（右侧护山抱怀）；要求穴的四

周山环水绕，明堂开朗，水口含合，水道绵延曲折（图3）。略作比较就不难发现，它与上述的"壶天"模式大同小

异。原来，中国人为自己和祖宗的来世生活所设计的理想景观，正是仙境神域。 

  3. 须弥山模式 

   佛教虽为外源之宗教，但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原以来，逐渐与中华民族原有的信仰体系相互同化、融合，终成

为中国民族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所以，中国佛教中所编织的佛国净土景观，实际上也表达了中国人心目中的一

种理想景观模式。各种佛典对佛国净土之描绘不尽相同，但基本的景观模式是一致的。佛典以三个大千世界为一

佛土，每一大千世界由无数小世界所构成，每一小世界之中心是一座须弥山（图4）。须弥山由金、银、琉璃和玻

璃四宝所构成；山高八万四千由旬；山顶为帝释天，四面山腰为四天王天；周围是七香海和七金山（七轮围

山），第七金山外有铁围山所围绕的咸海，咸海之中有四大部洲，佛国净土即由无数个这样的须弥世界所构成

的。如《华严经》描绘的华藏世界，有无数香水海，每一香水海的中各有一大莲花，每一莲化都包藏着无数世

界，这是一个“盒子中的盒子”的多重围合和多重岛屿的复合模式。 

  （二）理想景观模式的基本结构特征 

   通过上述各理想景观模式全面的比较和分析，我们发现，尽管各模式都强调了某一个或几个方面的景观特征

（如高峻、岛屿、围合等），但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趋同现象。至于这种趋同性是不谋而合还是相互影响的结

果，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种趋同性正好反映了中国人试图对其心目中的理想景观最完美的描绘。 

图1 蓬莱模式（摹自《三才图绘》） 

图2 风水佳穴的意念模式；四种兽模式 

图3 风水佳穴的理想景观模式（摹自风水典籍） 

图4 须弥山景观模式（据佛典描述绘制，略图） 

表1 各理想景观模式主要特征比较 

理想景观模式 主要特征 

昆仑山 高峻山体，洪涛深渊所环，非羽仙不能到。 

蓬莱 海中之岛，海水洪涛所环、高峻、形如壶器，惟飞仙能到。 

壶天 内腔大而口小，常人难以出入。 

风水佳穴 山环水绕，明堂阔大，水口含合，水道曲屈绵延。 



  把这些具体理想景观模式综合起来，我们就可以总结出接近完美的理想景观模式的基本结构特征，并可进一

步将其泛化： 

  1. 壶腔结构：强调空间的闭合性，因其在壶天模式中最典型而形象，故名。笔者以往所用的“围合结构”与

此同义(俞，1990)。壶（葫）剖半而成瓢，所以壶结构上方敞开可见天日的盆地式围合结构，和全方位闭合的洞

穴结构。风水佳穴中的明堂和须弥山所在的围合空间都属前一类型，而蓬莱和壶天模式中的壶腔结构则属后者。 

  2. 壶口结构：它是控制壶腔与外界信息与物质流通之出入口，水口、洞口、门口等属此结构。因其在壶天模

式中最典型而通俗，故名。笔者过去曾用过“豁口”一词(俞，1990)。 

  3. 走廊结构：壶口在空间上的延伸而成为线性的走廊或通道，如风水佳穴模式中之水道，人工构筑的甬道、

长廊、曲径等。 

  4. 蓬莱结构：即岛屿结构，以其在蓬莱模式中最典型，故名。它不仅包括水域中之岛屿，也可泛化为其它具

有空间隔离意义的类似结构，如云海中之山峰、林海中之裸露岩体、沙漠中之绿洲等。 

  5. 昆仑结构：高山皆可名为昆仑，并可进一步泛化为具有制高意义的景观结构，以高峻为特点。因在昆仑山

模式中最典型，故名。 

  上述五种基本的理想景观结构可以用各种方式按各种比例随意组合，而形成各种理想的景观。前一章讨论的

各理想景观模式无不如此。艺术家们编织的理想景观也由这几种基本的理想景观结构所构成的。最典型的是陶渊

明的桃花园模式，它是以理想社会的背景出现的，因而是高度理想化的。它实际上是一个最简单“走廊－壶口－

壶腔”结构，即一条夹岸桃花引舟前行的小溪流，一个仅容一人匍匐出入的洞口，一个豁然开朗的山间盆地。至

于佛国净土如莲花藏，则是由这些理想结构多次重合而成的。我们将会看到，由于各理想结构在组合时相对比重

之变化，而产生具有不同景观审美感受的、变幻无穷的美的景观。但在讨论这种美妙的组合关系之前，我们必须

理解每一理想景观结构的意义。 

  二、理想景观模式的深层意义与中国文化之生态经验 

  上述理想景观的结构特征是否是中国文化中理想景观所特有的呢？我们似乎并不能作肯定的回答。但我们发

现在中国文化的理想景观中，某些结构占有比其它结构更大的比重。这种不同理想结构在组成理想景观时比重上

的差异性，正反映了不同文化的特殊性。 

  首先的是如何解释人们为什么会对某些景观结构有特殊的偏好。笔者强调应从人类进化史和文化史两个层次

上来认识，而人类及其文化的生态经验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钥匙。 

  人类进化的一个转折点是从森林走向草原，在这整个过程中，人类以猎人和猎物的双重身份渡过了长达1500

万年残酷岁月。人类成功的主要秘决之一在于能有效地利用环境乃至最终能创造环境来满足其多种生态需求，并

以此弥补了其在生理和构造上的弱势。残酷的竞争经验，通过经验遗传，使人类对某些具有捕猎和逃跑战略意义

的景观结构特别敏感，并唤起相应的情感反应，这种反应是直接的、无意识的，也是人类所共有的。现代人与景

观结构之间的感应关系和审美关系，可以被认为是建立在上述人类系统发育过程中的经验之上的。关于这一点，

西方学者已有较多的论述(Appleton,1975；Kaplan and Kaplan, 1982; Orian,1986; 见俞，1988)。 

  同样原理，一个民族，一种文明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某些战略性的景观结构。笔者曾全面

考查了从元谋人，兰田人到北京人，再到山顶洞人的中国古人类生活空间的景观结构。在这些中国古人类“满意

的生态环境”中，都包含有某些对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景观结构，如围合、走廊、豁口以及直接生

境的可控性和边缘特征等。中国古人类的景观（生态）经验，又必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文明发展对景观背景

的"选择"过程和对特定景观结构的依赖性。考查中国文明的发展史，笔者尤其强调关中盆地对周民族之发展，乃

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进程所具有的深刻的战略意义。从空间结构上讲，关中盆地是一个放大了的中国古人类

“满意生态环境”；从地理区位上讲，它处在多个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边缘地带，因而具有多种自然生态

和社会竞争意义上的优势(俞，1990b)。对以关中盆地为典型代表的、不同尺度的盆地景观之战略偏好，成为中华

民族文化生态经验之一大特色。而关中盆地正是一种由壶腔、壶口和走廊为主要结构所组成的、桃花园式的理想

景观。 

  对这种景观的战略偏好经文化的积淀过程和超功利的形式化过程，演变为一种审美偏好。我们可以这样认

为，中国文化的生态经验给人类所共有的某些理想景观结构加了着重号，这些结构包括壶腔（围合）、壶口（豁

口）和走廊。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一典型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圆明园和法国的凡尔赛分别代表中西方文化中同时

代的两个典型的准理想景观模式，因而具有可比性（图5、6）。一般认为，中西方两大古典园林风格之间之最大

须弥山 高峻山体，重山重水所围。 



差异是自然和规则形式之间的差异。实际上这种差异只是表面的、而非本质。两者的根本差异在于：由于不同的

文化生态经验，使某些理想景观结构在不同文化的理想景观模式中被强化了或是被弱化了；而由于这种结构上的

比重差异，导致了景观审美感受上的差异。 

图5 圆明园模式 

图6 凡尔赛模式 

  基于上述关于起源、结构和功能三者之关系的认识，我们将“景观结构—战略意义—景观审美感受”三者之

关系作一简要的分析（表2）： 

表2 理想景观结构—战略意义—景观审美感关系分析 

  根据表2的分析，不难看出，与凡尔赛模式相比，圆明园模式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文化中对隐蔽和探索战略的偏

好，在景观审美感受上以神秘、隐幽的比重更大些（这是从总体上讲的）。 

  认识了中国文化中理想景观模式之结构特征，又初步分析了这些基本结构之深层的战略意义和景观审美意

义，关于中国园林这一准理想景观的审美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 

  三、中国园林空间是中国文化中理想景观模式的具体体现 

  对中国园林的认识，总起来说主要有两大途径：一是把中国园林作为中国文化和诗情画意的综合体，用中国

传统艺术理论包括以《园冶》为代表的造园艺术理论，着重于开掘其文化内涵、构景手法及其作为文学艺术综合

体给人的身心感受。通过这条途径来认识中国园林，要求学者有相当的文化艺术修养，故在老一辈园林艺术家中

不乏杰作(孙，1962，1964；汪，1980；孟，1983；陈，1984)。另一途径则侧重于运用西方构图原理来分析中国

园林，主张通过一些更易把握的形式美法则，使中国园林这一“含混”的“复杂”的综合体变得更具有可操作

性，其中也不乏力作(彭，1986)。这两种途径的探索都为揭示中国园林美的规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里，笔者则试图从另一角度来认识中国园林这一特殊的景观综合体。园林空间是理想景观模式的具体体

现，是现实的准理想景观。美的园林空间，首先是因为它具有理想景观的某种结构，或是多种理想结构的复合

体。中国古典园林确实包含有丰富的诗情画意，当然也可以用形式美原则分析得头头是道，但这些都不是园林美

之最本质的特征，而是次生的、表面的，甚至也不乏学者们自作多情的附会。我们既不应“留着残荷听雨声”作

为美的园林的一个特征（因为这不具有典型意义），也不应指望园林中会有“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

短”的恰到好处的形式美（实际上，那些来源于其它艺术形式的美的原则是否适用于园林这一特殊的艺术形式，

这本身就值得怀疑）。只有理想景观模式的结构特征及其包含的意义，才是认识中国园林美的本质之钥匙。值得

注意的是，我们所谈的理想景观模式并不是从美的园林景观中总结出来的，而是在对中国文化生态经验和人类普

遍的生态经验的认识基础上，从中国人的理想和信仰中探索到的，因而具有普遍的意义，园林创作及其审美活动

仅仅是景观理想的一种表达形式。 

  无论是小巧精制的江南文人园林，还是气势恢宏的北方皇家园林，无论是世俗的宅院或是神圣的洞天禅林，

成功的作品都无不由上述各种理想景观结构所组成。由于不同景观结构与人的情感反应之间的对应关系，不同的

景观由于理想结构的组合方式和比重关系之不同，从而产生多种多样的景观审美感受（表3）。 

表3 景观审美感受 

理想景观结构 主要生态战略意义 景观审美感受 

壶腔结构        隐蔽 隐幽 

壶口结构 探索 神秘 

走廊结构 探索（强化） 神秘（强化） 

蓬莱结构 逃离 超脱 

昆仑结构 了望、制高 壮阔、崇高 

景观审美感受的理
想结构 

壶腔 壶口 走廊 蓬莱 昆仑 

壶腔 隐幽（强化） 神秘而隐幽 神秘而隐幽 超脱而隐幽 崇高而隐幽 

壶口 神秘（强化） 神秘（强化） 神秘而超脱 崇高而神秘 

走廊 神秘（强化） 神秘而超脱 崇高而神秘 



  表3仅仅是一个二维组合矩阵，实际上各种基本的理想景观结构可以随意地组合、多维叠加，从而形成能产生

各种审美感受的、变幻无穷的景观。中国园林是这些基本理想结构巧妙而自由地组合的结果。苏州园林中通过多

重回廊之穿插组合而产生神秘变幻的景观感受。主要通过走廊来构成景观的极端例子是迷宫，极富于可索性和神

秘性。而廊、门洞、漏窗与各种尺度的围合空间相组合，又形成了神秘而隐幽的气氛（如留园）。在寺庙园林

中，为造成清静、庄严和神秘的宗教环境气氛，常将壶腔结构（如选址在山间盆地中或山坳，或四周环植丛

林）、走廊和壶口结构（如利用山谷构成香道，构筑回廊甬道，设置门洞等）及昆仑结构（将殿堂高筑于山腰或

山顶，抬高殿堂基座等）有机地组合在同一景观综合体中。在皇家园林中，有的使昆仑结构的比重相对加大（如

北海、颐和园的局部），从而有壮阔之势；但在圆明园中，壶腔、走廊（包括可以行舟的水道）和壶口比重较

大，因而可索可游，可隐可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中一个最全面的体现各种理想景观结构的园林是承德避

暑山庄(俞，1991a)，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展开。 

  我们强调经验--景观结构生态战略意义--景观审美感受三者之内在联系，并以此来认识中国园林美之本质。

观点本身是否能成立尚待进一步论证，具体术语尚缺乏推敲和修饰，似有粗俗、赤裸之嫌。但这正符合笔者成此

拙作之初衷--还中国园林以纯真自然之面目和胴体，即不应迷恋于世代文人雅士给其编织的纷繁斑驳的外衣，也

别自作多情地将其着意纹饰，更不应残酷地将其线线条条、方方块块地肢解。否则，便难睹其纯然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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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莱 超脱（强化） 崇高而超脱 

昆仑 崇高壮阔（强化） 

  浏览:5182 评论:1 上传:zjx 时间:2005-4-5 编辑:cbsky 

【声明】本文不代表景观中国网站的立场和观点。转载时请注明文章来源，如本文已正式发表请注明原始出处。

上一篇：可持续环境与发展规划的途径及其有效性 

下一篇：论景观概念及其研究的发展 

读者评论 所有评论

ansin5  发表时间：2007-1-5 16:09:31  回复本贴 回复数：0 



hehe

  1  

【×CLOSE】【↑TOP】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关于我们  征稿说明  内容合作  网站地图 

主办：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 北京土人景观规划设计研究院 

电话：010-62745826 Email：webmaster#landscapecn.com (发邮件请把#换成@)  客服QQ：200896180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12号中关村发展大厦A103 邮政编码：100080 

Copyright © 景观中国 2003 - 2006 landscapec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