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与管理科学
第 6 卷◆第 08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0637(P) / 2705-0645(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75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Science

传统园林艺术在现代园林工程中的应用研究
云雪峰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准格尔经济开发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

DOI：10.12238/ems.v6i8.8794

[摘 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现代园林工程在城市规划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然而，在追求现代化、科

技化的同时，我们不应忽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尤其是传统园林艺术的精髓。本文旨在探讨传统园林艺术在

现代园林工程中的应用，以及如何在创新中保持其独特的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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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the position of modern landscape engineering

in urban planning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However，while pursuing modernization and techn

ological advancement，we should not overlook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especial

ly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garden ar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tr

aditional garden art in modern garden engineering，and how to maintain its unique cultural ch

arm i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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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园林艺术的概述

1.1 传统园林艺术的历史沿革

传统园林艺术的历史沿革可以追溯到古代文明，如中国

的园林艺术在公元前 5 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初具规

模，如《诗经》中所描绘的“池塘之美，草木之华”。欧洲

的园林艺术在文艺复兴时期达到了高峰，如意大利的美第奇

别墅，将几何美学与自然景观巧妙结合。这些早期的园林艺

术作品不仅体现了当时的社会审美，还蕴含了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哲学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明清两代的中国江南

园林，如拙政园、留园，更是将山水诗画的理念融入园林设

计，达到了艺术与自然的完美融合。这些历史沿革为现代园

林工程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源泉和设计参考，使得传统元素能

在现代环境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1.2 传统园林艺术的主要元素与理念

传统园林艺术的核心元素包括山水布局、植物配置、建

筑小品和意境营造，这些理念在现代园林工程中得到了创新

性应用。山水布局是古代园林的灵魂，古人崇尚“山水比

德”，如苏州拙政园的“远香堂”就巧妙地将湖面景色引入

室内，现代园林则可能通过 3D 建模和景观设计软件，将这一

理念以更立体、动态的方式呈现。植物配置上，传统园林注

重四季常青，如扬州个园的四季假山，现代园林则可能结合

生态学原理，打造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生态景观。建筑小品如

亭台楼阁，不仅是观景之所，也是艺术表达，现代设计中，

如上海世博园内的中国馆，就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建筑语言相

结合，赋予新的文化内涵。意境营造是传统园林的精髓，如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诗意，现代园林则可能通过

灯光、声音等多感官设计，创造出更丰富的体验空间，让访

客在现代都市中也能感受到古典的宁静与和谐。

1.3 传统园林艺术的地域特色分析

传统园林艺术的地域特色是其独特魅力的体现，不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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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园林艺术反映了各自文化的深厚底蕴。中国江南园林以

苏州园林为代表，以其精致的布局和诗情画意的意境著称，

巧妙运用借景、障景等手法，营造出“步移景异”的效果。

而北方的皇家园林如北京的颐和园，则以其宏大的规模和对

称的布局，展示了皇家的威严与气派。这些地域特色不仅体

现在建筑风格上，还体现在植物的选择上，如江南园林常以

竹、梅、荷等寓意高洁的植物为伴，体现了文人士大夫的品

格追求。因此，现代园林工程在设计时，可以深入研究各地

域的园林艺术，汲取其独特的设计元素和哲学理念，创造出

既具有地域特色又符合现代审美的园林作品。

二、现代园林工程的发展趋势

2.1 现代园林工程的科技革新

现代园林工程在科技革新的驱动下，正以前所未有的方

式诠释和融合传统园林艺术。通过引入数字化设计工具，如

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设计师可以更精确地模拟传统园

林的结构和空间布局，实现古典与现代的无缝对接。无人机

和遥感技术的应用，使得对地形的分析和植物配置规划更为

科学，进一步提升了园林工程的生态效益和艺术效果。上海

某公园在设计中就运用了这些技术，成功地将江南园林的意

境与现代城市空间相结合，创造出独特的景观体验。

科技革新还体现在智能设施的引入上。现代园林工程中，

智能照明、自动灌溉和环境监测系统等广泛应用，不仅提高

了管理效率，也使园林更具互动性和可持续性。这些创新实

践，如北京世园会中的“智慧园林”展示，展示了传统园林

艺术在科技赋能下的新生，同时也对如何在现代语境下传承

和发扬传统艺术提出了新的思考。

2.2 现代园林工程的审美变化

2.3 现代园林工程对传统艺术的接纳度

现代园林工程在不断发展和创新的过程中，对传统园林

艺术的接纳度日益提高。这不仅体现在对古典园林设计元素

的借鉴，更在于对传统艺术精神的深度理解和创新性表达。

北京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在设计中，就融入了中国古典园林

的“曲径通幽”理念，通过蜿蜒的步道和层次丰富的植被，

营造出宁静深远的意境，展示了传统艺术在现代环境中的生

命力。同时，现代技术如无人机测绘、3D 建模等，也为传统

园林艺术的再现提供了可能，使传统工艺得以以更精确、更

高效的方式在现代园林中呈现。

接纳并不意味着简单复制。现代园林工程在借鉴传统艺

术时，也面临着如何在创新中保持文化内涵的挑战。一些国

际知名园林设计师在设计全球项目时，会深入研究当地的历

史文化，提炼出传统艺术的核心元素，再结合现代审美和功

能需求进行再创造，避免了对传统艺术的表面化模仿。这种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既尊重了传统，又赋予了

现代园林以独特的文化韵味和时代气息。

教育与传承在此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江南园

林研究专家陈从周先生曾说：“园林是活的历史，需要我们

去传承和创新。”因此，培养新一代园林工程师对传统文化

的理解和热爱，通过教育和实践让他们掌握传统艺术的精髓，

是推动传统园林艺术在现代园林工程中持续发展的重要途

径。

三、传统园林艺术在现代园林工程中的应用

3.1 结构设计中的应用：古典与现代的融合

在现代园林工程中，结构设计是体现古典与现代融合的

关键环节。传统园林艺术，如中国江南园林的曲折布局，或

是欧洲古典园林的几何对称，都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和哲学思想。然而，面对现代城市化进程中的空间限制和功

能需求，设计师们需要将这些古典元素进行创新性转化。北

京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借鉴了古典园林的借景手法，通过

现代材料和科技，打造出既能满足市民休闲需求，又能体现

古都文化韵味的公共空间。

3.2 植物配置的借鉴：生态与艺术的平衡

在现代园林工程中，植物配置是至关重要的设计环节，

它不仅关乎到园林的美观，更涉及到生态的平衡与可持续性。

"生态与艺术的平衡"这一理念，要求我们在设计时既要考虑

到植物的生态功能，如碳汇能力、生物多样性、水资源利用

等，也要注重其艺术表现，如形态、色彩、季相变化的搭配。

中国古典园林中常采用"四时花木"的配置手法，使园林四季

常新，这在现代园林中可以借鉴为选择本地适生植物，减少

养护成本的同时，保持园林的季节性魅力。

苏州拙政园中的"雪香云蔚"景点，以梅花为主，配以松、

竹，寓意"岁寒三友"，既体现了生态的和谐，又富有艺术的

意境。在现代设计中，我们可以运用生态位理论，科学地组

合植物，模拟自然生态系统，如种植豆科植物以固氮，搭配

蜜源植物促进授粉昆虫的繁衍，实现生态服务与景观效果的

双重提升。

现代科技如 GIS 地理信息系统、植物生态模型等，也能

帮助我们更精确地进行植物配置，以实现生态与艺术的平衡。

通过气候数据和植物生长模型，可以预测不同植物配置下的

生长状况，避免物种竞争过度或生态失衡的情况。

3.3 建筑小品的创新：传统符号的现代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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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园林工程中，建筑小品的创新是将传统园林艺术

与现代审美相结合的重要手段。"传统符号的现代诠释"这一

理念，旨在通过重新解读和设计，将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到

现代园林的各个角落，赋予其新的生命和意义。我们可以借

鉴中国园林中的石灯笼、碑刻等元素，以现代的材料和工艺

进行再创造，使其既保留原有的文化韵味，又展现出与时俱

进的时尚感。同时，这种创新也要求设计师深入理解传统符

号背后的哲学思想，如和谐、平衡等，以确保其在现代语境

下的恰当表达。上海世博园中的中国馆，就巧妙地融入了斗

拱、窗花等传统元素，以现代建筑语言重新诠释了中国文化

的深厚底蕴，成为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的典范。

四、面临的挑战与解决策略

4.1 技术挑战：如何实现传统工艺的现代化

在现代园林工程中，传统园林艺术的创新应用面临着一

项重大挑战，即如何实现传统工艺的现代化。这不仅涉及到

技术层面的革新，更需要对传统艺术有深入的理解和尊重。

苏州园林的精致雕刻和对称设计，如果直接应用于现代项目，

可能因施工难度和成本过高而受限。因此，我们需要探索新

的材料、技术和施工方法，以现代手段诠释传统美学。

一方面，可以借助数字化技术，如 3D建模和数控切割，

精确复刻传统工艺的细节，同时提高效率。在设计过程中，

可以利用 3D软件模拟传统石雕的纹理和形状，然后通过数控

设备在石材上实现精确切割，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降低了

手工成本。还可以研究传统工艺的结构原理，通过新材料的

使用，如高强度复合材料，实现轻量化和耐久性的提升。

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在设计思维上进行创新，不拘泥

于形式的模仿，而是提炼传统艺术的精神内核。比如，借鉴

中国园林中的“借景”理念，利用现代光学和投影技术，创

造出超越物理边界的空间体验，使传统艺术在现代环境中焕

发新生。

在这个过程中，持续的科研投入和跨学科合作至关重要。

教育机构和企业可以联合建立研究平台，培养既懂传统艺术

又掌握现代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同时，鼓励与传统工艺大师

的交流，以确保在创新过程中不失传统的精髓。

4.2 文化挑战：如何避免对传统艺术的误解与滥用

在现代园林工程中，对传统园林艺术的创新应用往往伴

随着文化挑战，主要体现在如何避免对传统艺术的误解与滥

用。一方面，设计者可能由于对传统艺术理解不深，导致在

应用中出现表面化、符号化的现象，如简单地将传统元素进

行堆砌，而忽视了其内在的文化含义和艺术价值。另一方面，

过度追求创新可能导致传统艺术的精髓被扭曲，失去原有的

韵味。有些现代园林设计可能过于强调形式的新颖，而忽视

了传统园林艺术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深入研究和理解传统园林艺术。

设计师应广泛阅读历史文献，研究古代园林的设计手法和哲

学思想，如江南园林的"借景"、"障景"等手法，理解其背后

的人文精神。其次，应尊重传统，但不拘泥于形式，通过现

代设计语言重新诠释传统元素，使其在现代环境中依然能够

传达出原有的文化内涵。引入专家咨询和公众参与机制，可

以有效避免设计过程中的文化误读，确保传统艺术在现代园

林工程中的应用更加准确和恰当。

4.3 教育与传承：培养现代园林工程师的传统文化素养

在现代园林工程中，教育与传承是将传统园林艺术发扬

光大的关键。培养现代园林工程师的传统文化素养，不仅要

求他们在技术层面掌握现代设计与施工技术，更需要他们深

入理解并尊重传统文化的精髓。可以通过在高等教育园林设

计课程中增设中国古典园林史、日本枯山水艺术等课程，使

学生在理论学习中汲取传统艺术的养分。同时，实践项目中

可以引导工程师研究并借鉴如苏州园林、颐和园等经典案例，

学习如何在设计中融入山水意境、和谐共生的理念。

设立专门的研习工作坊，邀请传统园林技艺的非遗传人

进行现场教学，让现代园林工程师有机会亲手体验石雕、木

构等工艺，感受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工艺价值。这种“师徒

制”的传承方式，有助于防止传统技艺的流失，同时也能激

发工程师们在现代项目中创新应用这些传统元素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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