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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林的成熟期（二）——元、明、清初

元、明、清初是中国古典园林成熟期的第二个阶段。

一、商品经济长足发展、文化艺术异彩纷呈

1、元朝统一全国后，随着农业、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商品生产逐渐兴盛；

2、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市民文化及民间造园艺术的发展；其中，经济文化最

发达的江南地区，造园活动最兴盛，园林的地方风格最突出。

二、园林分化显著，艺术高度成熟

1、建筑方面，木结构技术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完善，装修装饰趋于精致，如《鲁

班经》、《工段营造录》等；

2、叠山方面，园林使用石材多样化，技法也趋于多样化，还出现不同的地方风

格和匠师的个人风格；

3、观赏植物方面，陆续刊行了许多经过文人整理的专著，如明代王象晋《群芳

谱》，清初陈淏子《花镜》、汪灏《广群芳谱》等。《花镜》是中国历史上最早

刊行的一部花卉园艺学专著。

4、文人、画家参与造园活动，甚至成了专业造园家，造园工匠也努力提高自己

的文化素养。对园林艺术的影响：

⑴除了以往的全景山水缩移模拟之外，又出现以山水局部来象征山水整体的更为

深化的写意

创作方法。

⑵景题、匾额、在园林中普遍使用。

5、造园出现地方风格。主要体现在艺术格调、审美意识、造园手法、和使用材

料方面，也标志着中国古典园林成熟时期的百花争艳局面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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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著名人物：

张南垣：名涟，原籍江苏华亭，生于明万历年间，毕生从事叠山造园。以截取大

山一角而让人联想大山整体的做法开创了叠山艺术的新流派。

张然：张南垣次子，叠山名家。

计成：字无否，江苏吴江人，生于明万历年间，著有《园冶》。

 元、明的皇家园林

一、元代的皇家园林

蒙古族的元王朝皇家园林建置不多，明代御苑建设的重点在大内御苑。与宋代皇

家园林的不同点：

⑴规模又趋于宏大；

⑵突出皇家气派，著上更多的宫廷色彩。

元代皇家园林均在皇城范围内，主要一处在金代大宁宫的基址上拓展的大内御

苑，面积大，范围开阔。

大内御苑园林布局：

园林的主体为开拓后的太液池，池中三岛屿呈南北一线布列，沿袭皇家园林的“一

池三山”传统模式。

最大的岛屿是金代的琼华岛，改名万岁山。

万岁山的总体布局设计：正中山顶是广寒殿，是岛上最大的建筑物，是元世祖忽

必烈的主要宫殿；山南坡居中为仁智殿。

二、明代的皇家园林

明代的皇家园林重点在大内御苑。御苑的分布：少数建置在紫禁城的内廷，多数

建置在紫禁城以外，皇城以内的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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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大内御苑共有六处：御花园、慈宁宫花园、万岁山、西苑、兔园、东苑。

1、西苑

元代太液池的旧址，是明代大内御苑中规模最大的一处。明初，西苑大体上保持

着元代太液池的规模和格局。天顺年间进行扩建。

扩建工程包括三部分内容：⑴填平圆坻与东岸之间的水面，圆坻由水中的岛屿变

成了突出于东岸的半岛，把原来的土筑高台改为砖砌城墙的“团城”；⑵扩大太

液池水面，奠定了北、中、南三海的布局；⑶在琼华岛和北岸增建若干建筑物，

改变了这一带的景观。

西苑水面大约占园林总面积的二分之一。

西苑总体布局：建筑疏朗、树木蓊郁，既有仙山琼阁之境界，又富水乡田园之野

趣，犹如城市中保留的一大片自然生态的环境。

2、御花园 又名“后苑”

位置：内廷中路坤宁宫之后。

时间：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以后曾有增修，现仍保留初建时的基本格局。园中

不少殿宇和树、石，都是十五世纪明代遗物。

用途：御花园原为帝王后妃休息、游赏而建，但也有祭祀、颐养、藏书、读书等

用途。

园林规划布局：

占地一万一千多平方米，全园南北宽 80 米，东西长约 140 米，有建筑二十余处。

园内建筑布局对称而不呆板，舒展而不零散，各式建筑，无论是依墙而建还是亭

台独立，均玲珑别致，疏密合度。

御花园以钦安殿为中心，园林建筑采用主次相辅、左右对称的格局，布局紧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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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富丽；建筑布局在保持中轴对称原则的前提下尽量在体形、色彩、装饰、装

修上予以变化，不像宫殿建筑群那样绝对的均齐对称。园林特点：建筑密度较高，

共有十几种不同类型的建筑物，几乎占去全园三分之一的面积。

3、慈宁宫花园

慈宁宫在紫禁城内廷西路的北部，是皇太后、皇太妃的居所。

4、行宫御苑

作为猎场和供应基地而兼有园林性质的有两处行宫御苑——南苑、上林苑，分别

在南郊和东郊。

 清初的皇家园林

由于满清君主高度集权统治的封建大帝国政治制度，影响着皇家园林建造方向。

皇家园林的宏大规模和皇家气派，比明代表现得更为明显。

清王朝入关定都北京，全部沿用明代的宫殿、坛庙、园林等，并没有多少皇家的

建设活动。康熙中叶以后，逐渐兴起皇家园林的建设高潮。这个高潮奠基于康熙，

完成于乾隆，乾、嘉年间，终于达到了全盛的局面。

一、大内御苑

紫禁城内除个别宫殿的增损和改易名称之外，其建筑及规划格局基本上保持着明

代的原貌。兔园、景山、御花园、慈宁宫花园，仍保留明代旧观。

二、行宫御苑和离宫御苑

清朝统治者来自关外，很不习惯北京城内炎夏溽暑的气候，康熙以后，全国统一，

政局稳定，便着手在风景优美的北京西北郊和塞外等地营建新的宫苑。

西北郊环境：山清水秀。

按其地貌景观的特色分为三大区：西区以香山为主体，包括附近的山系及东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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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中区以玉泉山、翁山和西湖为中心的河湖平原；东区即海淀镇以北、明代

私家园林荟萃的大片多泉水的沼泽地。

（一）畅春园

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康熙帝首次南巡，对江南秀美的风景和精致的园林

印象很深。归来后在北京西北郊的东区、明代皇亲李伟的别墅——“清华园”的

废址上，修建大型的人工山水园。

园林性质：离宫御苑。是清圣祖康熙皇帝在北京西北郊建造的第一座“避喧听政”

的皇家园林。命名为“畅春园”，寓意“四时皆春”，“八风来朝”、“六气通

达”。

畅春园是明清以来首次较全面的引进江南造园艺术的一座皇家园林。

规划布局：畅春园南北长约 1000 米，东西宽约 600 米，占地 900 亩（60 公顷）。

设院门五座：大宫门、

大东门、小东门、大西门、西北门

畅春园园林景观特点：

建筑及景点的安排按纵深三路布置。

1、理水：利用“清华园”原有资源丰富水面，创建水景园，水面以岛堤划分为

前湖和后湖两个水域，外围环绕着萦回的河道。

2、建筑：建筑密度小，建筑朴素，多为小式卷棚瓦顶建筑，不施彩绘。园墙为

虎皮石砌筑，堆山则为土阜平冈，不用珍贵湖石。

3、植物 大部分园林景观以植物为主调，园内有大量明代遗留的古树、古藤，又

种植了腊梅、丁香、玉兰、牡丹、桃、杏、葡萄等花木，林间散布麋鹿、白鹤、

孔雀、竹鸡，景色清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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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园林景观崇尚简约，与康熙所提倡的简约精神有关。

（二）避暑山庄（离宫御苑）

选址此地的原因：康熙北巡避暑时从当地居民口中探听到一处蒙民牧场，人烟稀

少，没有坟墓、蚊虫和蝎子，树木草地繁茂，泉水水质好。

缺点：没有大面积水域。

整理后的地貌环境：面积 564 公顷，开辟人工湖泊和水系，大致环境有一下特点：

1、有起伏的峰峦、幽静的山谷，有平坦的原野，有大小溪流和湖泊罗列，几乎

包含了全部天然山水的构景要素；

2、湖泊与平原纵横交错，地势由平缓趋向险要，此地貌形成了全园的三大景区：

山岳景区、平原景区、湖泊景区；

3、周边有奇峰异石，为山庄提供了良好的借景条件；4、山区的大小山泉沿山峪

汇聚入湖，构成一个完整的水系；

5、山岭屏障于西北，阻挡了冬天的寒风；加上山峰、树木、湖泊等的有利条件，

使该地具备冬暖夏凉的优越小气候。

（三）圆明园（离宫御苑）

雍正三年，雍正帝把其赐园圆明园改为离宫御苑，并大加扩建，扩建的内容共有

四部分：

第一部分：新建一个宫廷区；

第二部分：就原赐园的北、东、西三面往外拓展，利用多泉的沼泽地改造为河渠

串缀着许多小型水体的水网地带；

第三部分：把原赐园东面的东湖开拓为福海，沿福海周围开凿河道；

第四部分：沿北宫墙的一条狭长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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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建后的圆明园，面积扩大到 200 余公顷。

圆明园整体布局：整个山形水系的布列，出于对建园基址的自然地形的顺应，同

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堪舆风水学说的影响。

三、清初皇家园林发展的概貌以及与明代的区别

明代的重点在大内御苑，清初的重点在离宫御苑，这种园林观的变化与统治阶级

的生活习尚和国家的政治形式有着直接的关系。

 江南的私家园林

“江南”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江西等地。

江南地区由于其优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江南私家园林成为中国古典园林后期发

展史上的一个高峰，代表了中国风景式园林艺术的最高水平，从此也涌现了大批

造园家和匠师及刊行于世的许多造园理论著作。

一、扬州私园

江南名园之四：明末扬州望族郑氏兄弟的四座园林：影园、休园、嘉树园、五亩

之园。其中规模较大、艺术水平较高的是休园和影园。

影园，由著名造园家计成主持设计和施工

扬州八大名园：王洗马园、卞园、员园、贺园、冶春园、南园、郑御史园、筱园

二、苏州

苏州城内河道纵横，地下水位浅，取水方便，附近的洞庭西山是著名的太湖石产

地。

著名园林有，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留园。另有，上海的豫园

第五节 文人园林、造园家、造园理论著作

文人画进入明代已完全成熟，以致达到诗、书、画融为一体，因而人们赞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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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常用“诗、书、画三绝”一类的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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