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随着现代园林景观的发展迅速，中国现代园林的

起步则相对较晚，于是国外的各种思潮、造园手法的

“趁虚而入”，简单的模仿和引用导致园林景观在生态

和文化上越来越偏离民族的个性和理念。而园林植物

景观是园林景观艺术中最基本的组成要素之一，园林

植物作为软质景观，其配置效果是影响园林景观质量

的重要因素。同济大学刘滨谊教授说“我们建造现代

园林景观，一定要遵循中国古典园林设计的古训，立足

中国自己的地方特色、自己的土壤、自己的气候、自己

的植物、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文化信仰，而非照搬

西方”。因此，如何认识中国元素在园林植物景观中的

应用，使其在植物景观设计中更加科学广泛的应用，在

新的世界园林景观格局中重塑中国园林的位置，是当

今面临的新的课题。

1 园林中的中国元素概念

中国元素是被大多数中国人认同的、凝结着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形象、符号或风俗习惯。无论是

什么，只要看到了它或者听到它，就会让人立刻联想到

中国。她是中国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在新时代的重新

崛起，其中蕴藏着无限的美，同时又是具有科学性的

美。中国元素是包括物态和精神的综合体。诗词歌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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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意象表达，中国人千百年来传承的精神、文化价值

观，生活习俗、思考方式等等都是中国元素，这些都历

经数千年的辉煌流传了下来。这些元素融入园林中，

对在现代植物景观中体现植物的生态意义和社会意义

有着积极地指导作用。

2 中国元素在现代园林植物景观中的应用

2.1 中华农耕文化

“好的园林作品是从‘乡土环境中’生长出来的”[1]，

农耕文化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起源，决定了中国人根本

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就决定了中国人自然的环

境观。农耕文化的发展给中国人留下了许多切实可行

的与环境和谐相处的方法，原生态的朴素自然观对自

然植物的群落状态的保护，以及出于对土地的依赖而

对乡土植物的合理利用，是现代城市绿化生态性建设

可借鉴的根本依据。对这些瑰宝的研究价值远远大于

盲目的抄袭国外的新风格。

2.1.1 朴素自然观对城市生态群落的影响 植物最初都

是以群落的形式存在于乡野之间。山林中乔灌木错杂

相间，结构丰富；疏密相间，形态天然；乡村屋宅也大都

掩映在绿树环绕之中，村民很早就有栽植杨树等速生

植物形成荫蔽，在其周围配种榆槐、果树等多年慢生树

的意识。对天然的植物群落的研究会给城市的绿地群

落提供很好的生态借鉴，对城市远近期植物规划也有

一定的启示。

现在的城市植物景观，由于片面的追求视觉效果

而忽视了植物的生态效应，主观性的用简单的植物配

置导致了结构单一、风格雷同的植物景观。因此，在城

市绿地、校园绿地、居住区等绿地群落应遵循农耕文化

中朴素的自然观，意境上追求“泉石竹树以养心，不求

其珍稀”，但求朴素淡雅的山林野趣。植物景观布局以

尊重自然为基础，从自然群落的种类、组成、结构特点

和演替中寻找规律，根据不同植物的生态习性，合理的

选择耐荫，且不需太多修剪的植物。充分开发利用绿

地空间资源，丰富林下植被，改变单一物种密植的做

法，营造以乔木为骨架和木本植物为主体的乔灌草复

合群落，丰富群落结构层次，引导并促进群落自我维持

功能。并充分考虑群落发展和动态演替规律，重视速

生树种和长寿树种的合理配置，协调短期景观和远期

生态效益间的矛盾，使自然更新物种具有生存和繁衍

空间，促使城市绿地群落与自然植被特征接近，逐渐向

自然结构方向调控，增加总体物种潜在的共存性，从而

达到人工植物群落的稳定最佳状态。使植物群落在自

然观的指导下逐渐适应城市恶劣的环境条件，营造城

市生态环境。例如，北京市根据当地山区的次生林自

然群落外貌，经过调查分析而总结出了“3型 11模”的

片林种植结构：林景型（春景、夏景、秋景、冬景、四季

景、水景6模式），林经型（林果、林药、林蜜3模式）和林

生型（防护、耐贫瘠2模式）[2]。为北京市营造城市植物

生态群落提供了丰富科学的基础。

2.1.2 适地适种原则对乡土植物回归的影响 乡土树种

是乡间种植的主要种类。农耕田地亦平亦陡、亦肥亦

瘠的天然特点决定了最初的耕种只能选择栽种适地生

长的作物，村民种植都遵循适地适种的原则，在村舍周

边或农田隙地栽植一些适地性强，姿态与花色优美，又

不需要刻意打理的树木。

事实证明，乡土植物与外来植物相比，在园林中的

种植具有投入较少、见效快、与当地其他生物具有协调

的关系，不会产生生态入侵，具有生态安全性，能更好

地支持当地生物多样性的特点。同时还具有种类多

样、季相变化丰富等特点，是构建园林植物群落不可缺

少的部分[3]。乡土植物在突出景观特色和维持城市生

态系统等方面均具有独特的优势。

近年来，开发乡土植物种类，有节制的引进外来植

物种类，通过引种、驯化和推广的方式，丰富城市绿化

植物的多样性，已经成为共识。在新城绿化、住宅区等

各种园林植物景观中，乡土树种的应用已受到很大的

重视，这对增强城市绿地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起到

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影响了城市生物多样性的水平和

绿化个性的发挥和提高。

2.2 风水模式

2.2.1 风水模式在植物景观中的依据 风水模式是中国

古老时代造就的关于生态景观的初期模糊阐述，最早

见于《尚书》、《诗经》等文献，自产生以来就是从功能的

角度出发的，体现着人对自然的感知，是人类心理需求

与行为准则在景观中的映射，是中国古代科学的思维

方式。“风水说”中，气是构成自然万物的基本要素。植

物是一种有机体，可以产生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科学

研究表明，植物还会产生负氧离子及抗生素等各类物

质，这与风水学植物会产生气场的观点是一致的，凡是

植物生长旺盛的地方，一般对于人类的生长也是很有

益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阳、五行则是

对“气场”的具体体现。风水模式极为注重园林树木的

种植，认为树木的种植可起到挡风聚气的功效，还能保

养水土，维护小环境的生态，使小环境在形态上完整，

在景观上显得内容丰富和有生机。这种信仰和追求的

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法，为人类社会提供

了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环境保护的模式和生态平衡的

样板，正是现代和未来园林生态型景观所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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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风水模式在现代景观中的应用 好的生态环境应

该有好的气场的表现，“风水林”的产生便是这种中国

传统的生态观及场地观念的体现。因为生态环境与风

水间的密切联系，人们一方面通过草木茂盛、溪水清冽这

样的好气场来寻找“风水宝地”，另方一方面，广植树木，通

过人工改良的方式来完善或获得好的风水格局[4]。风水

理论认为“草木郁茂，吉气相随”、“木盛则生”，在中国

农村村落随处可见广植的“风水林”形成“峦林蔽日”、

“翠竹干宵”、“茂林修竹”等景观。现代很多的风景名

胜区、自然保护区等都在植物景观中注入了“风水林”

的模式。

植物遵从五行思想，植物之间以及万物之间都存

在“场”。在场的作用下，各物体的微粒子能够互相影

响，互相转移变化。植物间的场的强弱取决于生克制

化状况。用植物的五行来布场，不仅考虑观赏性，而且

具有功能性。风水著作中有“曼陀罗花开，蛇蝎虫遭

灾”，在别墅花园的周边种些曼陀罗花，那些毒蛇、蝎虫

便受不了其散发出来的特殊气味，纷纷躲避不及。“大

树压门，六畜不存”，是因为门前有大树易隔挡阳光，阻

扰阳气生机进入屋内，同时阻碍空气流通，屋内阴气不

易驱出。还会有缤纷的落叶，会有小虫掉下。这种模

式运用到现代别墅区、生活区景观绿化中具有现实意

义。例如，居住区绿地要体现对居者的尊重和人性的

尊重，重视构建保健功能的群落，多采用能挥发有益气

体的植物，引进更多的芳香植物，丰富感觉空间，促进

居民的身心健康。上海的锦绣江南小区的植物配置就

全部采用无毒无害、保健型的种类，并按照“五行”与植

物挥发药效对应的理论布置，将植被划分为“金、木、

水、火、土”五组功能区，栽种到不同的区域和方位。例

如，肺属金，对应的保健植物是银杏、朴树、雪松等呼吸

系统有好处；肾属水，对应女贞、杜仲、桂花等可使人体

分泌有益的荷尔蒙；肝属木，对应乌桕等；心属火，对应

罗汉松、山茶等；脾属土，对应枣、火棘等。在美化环境

的同时，居民可以此类区分，根据各自需要进行健康活

动，以使心气平和，祛病强身。

风水学还要求阴、阳对立元素的均衡和统一。它

表现在植物景观中就是要强调园林树木种植要疏密得

当，阴阳平衡。林牧《种树说》载有：“于（村落）背后，左

右之处有疏旷者则密植以障其空”、“稀薄则怯寒，过厚

则苦热，此中道理，阴阳务要冲和”、“榆柳荫后檐，桃李

罗台前”。都是说明在屋宅种植中要注意阴性、阳性植

物的配置方位，以及根据对阳光的需求在各个群落层

次中疏密适当，保证其正常生长的道理。

在生态的基础上，风水中还有中国人热爱生活、创

造幸福的良性心理的外在表现。在人的情感心理引导

下的园林中的植物配置讲究吉祥如意。“玉堂春富贵”

（玉兰、牡丹、海棠、桂花的组合）是这种心理在园林植

物中发挥到了极致的表现。在庭院、亭堂前后以这种

模式配置植物从古至今，比比皆是，如颐和园的“乐寿

堂”，前后庭院遍植玉兰、海棠和牡丹；苏州狮子林燕誉

堂的庭院置有花台、石笋、牡丹丛植，并夹峙两株木兰；

苏州网师园“清能早达”大厅的南庭院大厅前，天井东

西，各植玉兰、后天井东植金桂、西植银桂，合“金玉满

堂”之意。这些对现代植物景观的布局有很大的影响。

2.3 诗词文化在现代植物景观中的应用

中国数千年的植物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表现形

式。德国园艺学家在《中国园林》一书叹道“中国园林

本身并不塑造直观的现实感受，而是想让观赏者通过

游览，自己体会那些既不是纯知识的说教，又不是那种

排除了艺术美学规律所能观察掌握的东西。园林设计

师试想在园内达到一种形式的完美和深邃理解的统

一。”[5]一语道中了中国园林的真谛，而植物景观作为

园林的重要部分，亦追寻了这种境界。

诗词对植物的写意描述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以植

物为主题的园林景观的形成。“芭蕉夜雨”、“曲径通幽”

造就了千古不朽的竹景空间。而在中国，大多的植物

景观所要表达的意象或是典有出处，或是在特定背景

下的情感表达。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对植物知识的了

解或者设计者所要表达附加内涵的理解一知半解甚至

茫然，欣赏各类植物景观时，只是盲从于植物的群体视

觉感官，从而使植物景观少了应有的文化意义。而诗

词楹联是中国文学特有的一种形式，也是表达感情最

精炼的文学方式。可以“传达出抒情性非常浓厚的某

一特定的诗情画意来，甚至能把人们审美感受中的想

象、感情，理解等诸因素引向更确切的方向，引导更为

明确的观念和主题”[6]。植物的枝繁叶茂、坚韧挺拔、

开花结果、四季轮回等与自然息息相关的天性和人类

内心丰富感情形态有着天然的契合。于是人们在二者

之间找出某些相似之处，并赋予了它许多来自人类自

身思维活动的文化内涵。中国园林以诗为意境，通过

对自然环境的再创造，使得园林与诗词融为一体，具有

自己独特的魅力。”[7]

因此，在校园或植物园、公园等旅游景点的绿地

中，用匾额、石刻等形式将可以传递植物景观意境的诗

词融入其中，不仅可以提升植物景观的观赏价值，还起

到普及市民植物知识，增加植物景观的科普性，也让人

知其出处，感受到中国园林独特的魅力。苏州拙政园

雪香云蔚亭的两侧有“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诗

李建伟等：现代园林植物景观中的中国元素应用探索 ··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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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若没有诗句的提携，就很难体会竹木青翠、禽鸟飞

鸣的动静之中的幽美，也就难以真正领略其中的意境

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校园植物景观便使用了这种

手法，每处景点都与诗词或是相关背景关联，无形之中

让人体会到其中丰富的内涵，收益匪浅。

2.4 传统植物艺术

中国还有很多源于中国并且饱含民族特色的植物

艺术，其本身拥有生态和艺术价值，却由于国外元素的

冲击而在现代园林中应用没有得到应用的重视，有必

要在新时期发扬。

2.4.1 盆景 盆景源自中国，分盆和景两部分，盆的制作

是建立在中国陶瓷技术的发展与审美意识的基础上的；

盆中之景则是自然观与艺术审美的结合体，是以自然为

创作基础的表现自然风光的有生命的浓缩园林，是中国

传统的植物艺术形式之一[8]。盆景种类繁多，有珍奇的

银杏盆景、长青的松柏类、花果类、草本花卉类等等。

在现代的园林中，盆景往往出现在专类盆景园内，

使得这种古老的艺术就像文物一样被陈列在博物馆

中，而忽视了其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实际上，盆景作为

中国植物艺术中重要的形式，在现代植物景观中有很

大的应用空间。例如，现在的节假日街道绿化，常常以

临时花坛布置，花坛是外来形式，它有色彩丰富的优

势，但是千篇一律，既没有民族特色，又不含生态效应，

花期短，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而盆景是在遵循生态

的基础上的凝结而成的微型园林，不论从植物的选择

还是盆钵的运用都富有浓郁的民族气息，同时具有可

移动性、可替换性，可随时间和季节的变化呈现出不同

的姿态、色彩和意境的优点，不失为城市街道丰富节假

日景观、感受中国气息植物景观的选择。

2.4.2 花篱 花篱也是中国古老的植物艺术，其概念最早

出现在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田园景观意

象中。在现代景观中，花篱是集观赏与实用一体的艺术

形式，它不像其他绿篱一样修剪的人工痕迹很重，而是

有选择的利用植物的天然性质，使其自然生长又可以起

到隔离、观赏的作用。现在住宅庭院中普遍使用，北京

等城市还将这种传统的艺术形式向城市街道以及车道

隔离带的使用，选取多花月季、木香等蔓性花卉，花期长、

花色多、观赏效果强，而且对污染气体有一定的抗性。

3 现代园林植物景观中运用中国元素的意义

3.1 生态意义

形成植物景观的目的就是把所需要的植物材料在

满足其生态习性和符合园林艺术审美要求的基础上，

合理搭配起来，组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人工栽培群落，改

善生活环境，创造艺术空间。而农耕文化中朴素自然

观指引下的城市生态群落、适地适种原则影响下的乡

土植物的回归，以及风水模式中人类心理需求与行为

准则在景观中的映射而形成的中国古代科学的思维方

式，都是遵循了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

为现代园林景观提供了生态意义上的模版。

3.2 社会意义

任何民族都有被得到承认的愿望，在各种舶来思

想不断冲击中国园林景观的情况下，温习属于中国民

族自己的资源以及将这些珍贵的元素发扬是现代园林

景观的一大任务。当身边的环境伴随着对悠久传统的

尊重而改变，并用喜爱和熟知的植物和理性的思考方

法去美化生活的时候，会对自己民族的历史积淀有重

新的认识，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成就感。

通过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将现代元素和传统元素

结合在一起，以现代人的审美需求来打造富有传统韵

味的景观，让传统艺术在当今社会得到合适体现，让使

用者感受到浩瀚无垠的传统文化[9]。让这些本属于中

国的元素，回到中国的设计，回到中国的园林，回到自

然的植物景观中。将园林植物景观中可利用的中国元

素加以整理并合理运用，对重新找回中国现代园林在

世界园林中的位置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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