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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幅员辽阔，江山多娇。
面积达96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跨越几个不同的气候带。
在这个辽阔的地域内山脉蜿蜒，大河奔流，海岸曲折，湖泊罗布，植物繁茂，林相丰富，大自然风景
的绮丽多姿，在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
中国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延续五千多年间所创造的辉煌灿烂的古典文化，对人类的文明和
进步曾经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大地山川的钟灵毓秀，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孕育出中国古典园林这样一个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园
林体系。
它展现了中国文化的精英，显示出华夏民族的灵气。
它以其丰富多彩的内容和高度的艺术水平而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被学界公认为风景式园林的渊源。
中国古典园林作为古典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它的漫长发展历程中不仅影响着亚洲汉文化圈内的朝
鲜、日本等地，甚至远播欧洲。
早在公元6世纪，中国的造园术经由朝鲜半岛传人日本。
此后，伴随着日本全面吸收汉文化而陆续出现的园林型式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国的直接影响。
可以说，日本古典园林的产生、发展、成熟都一直从中国汲取养分，并与本土园林多次复合、变异而
形成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园林体系。
18世纪中叶，正当法国资产阶级成为一个新兴阶级崛起的时候，它的启蒙思想家们从中国借用孔孟的
伦理道德观念作为反抗宗教神权统治的思想武器；随着海外贸易的开展，欧洲商人从中国带回大量工
艺品，传教士寄回大量描写中华文物之盛的文字报告。
这些，都在欧洲人面前呈现一种前所未知的高水平的东方文化，欧洲艺术的某些领域内因此而掀起了
一股崇尚中国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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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维权所著《中国古典园林史（第三版）》在体例上不采用断代通史的写法，而是把园林的全部演进
过程划分为五个时期：生长期、转折期、全盛期、成熟期、成熟后期。
好处在于“源”与“流”的脉络较为清晰，前因后果较为明确，读者易于把握到中国古典园林即使在
“超稳定”的封建社会的漫长而缓慢的演进岁月中亦非一成不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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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园林发展的四个阶段人类通过劳动作用于自然界，引起自然界的变化，同
时也引起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变化。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纵观过去和现在，展望未来，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变化大体上呈现为四个
不同的阶段。
相应地，园林的发展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这四个阶段之间虽然并不存在截然的“断裂”，但毕竟由于每一个阶段上人与自然环境的隔离状况并
不完全一样，园林作为这种隔离的补偿而创设的“第二自然”，它们的内容、性质和范围当然也会有
所不同。
因此，有关于园林的定义、界说，亦应结合不同的阶段来分别阐释，并以它所从属的那个阶段的政治
、经济、文化背景作为评价的基点。
这样就可避免以今人而求全于古人，或者以古代而拘泥于现代之弊。
第一阶段人类社会的原始时期，主要以狩猎和采集来获取生活资料，使用的劳动工具十分简单。
人对外部自然界的主动作用极其有限，几乎完全被动地依赖于大自然。
由于完全不了解它因而满怀恐惧、畏敬的心情，把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都当作神灵的化身加以崇拜。
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产力十分低下，生计非常艰辛，经常遇到寒冷、饥饿、猛兽侵袭、疾病
死亡等种种困难。
为了渡过这些困难，人们逐渐成群地生活在一起。
聚群而居形成原始的聚落，但并没有隔绝于自然环境。
人，作为大自然生态的一部分而纳入它的良性循环之中。
换言之，人对于大自然是经常处于感性适应的状态，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呈现为亲和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产生园林。
直到后期进入原始农业的公社，聚落附近出现种植场地，房前屋后有了果木蔬圃。
虽说出于生产的目的，但在客观上已多少接近园林的雏形，开始了园林的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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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城市化的进展呈现为前所未见的速度和规
模。
所产生的日愈严重的环境问题困扰着国人，同时也激发国人愈来愈强烈的环境意识和对环境质量要求
的普遍提高。
相应地，园林事业受到政府和民间的极大关注，已经进入了近代以来的最繁荣的时期，也就是现代化
的、新的中国园林的兴旺发达的起始。
园林的内容更形充实、范围大为扩展，正向着人们所接触到一切自然环境和所创造的各种人文环境全
面延伸，同时又广泛渗透到个人和社会活动的各个空间领域。
园林学比之以往，其涵盖面更广、综合性更强，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国家社会
的福祉息息相关的环境科学。
这个繁荣时期的到来有赖于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化、国际地位的提高，也必然伴随着在更广的范围、更
深的层面上向发达国家和地区学习，引进国外先进的造园技艺，借鉴西方先进的造园理念。
因此，无论园林的实践运作或者理论研究，都不能回避诸多问题的思考。
譬如：在传统园林遗产如此博大精深的中国国情背景之下，从长远来看，“现代化”、“与国际接轨
”是否就等同于全盘西化；如何把中国古典园林体系推向现代世界，在更深一些的层面上进行园林文
化的国际交流，让长期囿于“欧洲中心论”的西方人真正了解中国的过去，也有助于中国的新园林作
为未来世界的多元的园林文化中的一“元”而发扬光大起来，等等。
面临重大的责任、严峻的挑战，广大园林工作者更应该认真反思我们的过去，以史为鉴而烛照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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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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