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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规划与建设使大明宫成为了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研究唐大明宫的园林历史能够对唐

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绿化树种选择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为中国国家遗址公园绿化规划与设计提供一种

研究思路和方法。笔者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收集及分类，特别是对唐代诗歌的研究，对与唐大明宫园林相关的诗文

加以分析、推测和考证，初步整理唐大明宫皇家园林植物的种类，并总结其园林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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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e Landscape Plants of Tang Daming PalaceFrom the poetries

Abstract: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Daming Palace ruins park, which made Daming Palace the focus 
of public and academic community. This research project provided suggestions on tree species 
selection of the ruins park, and provided a research idea or method to landscape design of the national 
ruins park in the future.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coll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mainly studied 
on the poetries of the Tang Dynasty, then summarized the poetries related to the Daming Palace’s 

landscape by analyzing, speculating and researching. The garden plant species of the Tang Daming 
Palace were presumed, and the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arden were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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