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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景观设计中空间的营造方法研究

郑� �旻*

福州市万科发展有限公司，福建� 350004

摘� � 要：目的：研究园林景观设计中空间的营造方法。方法：本文从园林空间的分类分析不同因素在园林景观设

计中对空间的营造作用。结果：园林景观设计中空间的营造除了建筑格式营造的固体空间外，园林中一花一木、色

彩、山水等均能营造出不同的视觉空间，并且具有不同的艺术效果。结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生态景观建

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如何更好地将各种文化、艺术融入其中，使其营造出不同的空间感

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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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景观园林设计是在基础环境上，通过建筑设计、构成因素的搭配使整体协调，呈现出自然的美妙，并营造出不同

的视觉感受，满足人们对美好境界的向往。园林是属于一种观赏性的游玩场所，我国园林给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古典园

林，在传统历史文化的发展中，我国园林注重将人文历史融入其中，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给人一种意境高远、脱离

俗世的感受���。而建筑设计、元素搭配作为园林空间构造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对于空间以及艺术的营造具有重大的作

用，并且具有丰富的内涵，不只是环境美化这么简单，不同的色彩、植物摆放位置均意味着不同的含义，也将营造出

不同的空间感受。

二、园林景观空间分类

（一）开敞空间

开敞空间即人的视觉空间范围较广，视线高于周围景物的空间，给人一种敞亮、豁然开朗的感觉，如广场。开敞

空间的建筑设计较为简单，没有过多的建筑遮挡视线，色彩比较清新单调，其中的植物以低矮植物为主，如绿草如

茵、广阔的草坪，大片的花丛、矮小的灌木丛等营造出开阔、明亮的空间感受，是人们较为常见的游玩活动场所���。

（二）半开敞空间

半开敞空间相对于开敞空间较为紧密一点，给人一种安全、可依靠的感觉，空间的开敞方向以单方向为主，总有

一个方向具有遮挡性，如廊桥。半开敞空间中的植物相对高一点，但植物较为稀疏，可以透过树枝看向更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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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一种迷离、朦胧的美感，处在半开敞空间中，能够感受到一定的安全感，也能感受到开阔感，视线可以随着角

度和高度的变化而变化，感受丰富。

（三）封闭空间

封闭空间是指空间建筑较高大、复杂，如密林，空间中的植物以乔木为主，高大浓郁，能够遮挡人们的视线，视

线范围较狭窄，具有较好的私密性和隔离性，给人一种压抑和沉闷感。

（四）竖向空间

竖向空间是由竖向的建筑或其他竖向分隔物形成，从竖向范围封闭视线，形成一种垂直的视线感受，将人的视线

引向空中。

（五）覆盖空间

覆盖空间也可以视为横向空间，主要是指空间的顶部受到覆盖，使空间的高度受限，从而增加整个平面的空透

感，感受到强烈的归属感���。由树木构成的覆盖空间可在夏日表现出较好的遮阴效果，是夏日较为理想的游玩场所。

三、园林景观空间设计原则

（一）以人为本

园林主要就是为人们提供游玩活动的场所，而园林景观设计是为了营造更好的景观环境，使人们感受到平静、愉

悦，因此，在园林景观空间设计时需结合人们的实际需求，考虑到主要游玩人群特征和数量，从而对空间进行合理设

计，实现对各种景观要素的合理利用，为人们提供更加舒适的活动环境。

（二）绿色自然

近年来，随着生态问题的加剧，我国对生态建设更为重视，提出可持续发展原则，将该原则融入园林景观建设

中，要求具有一定的绿化植物，尽量不破坏原有的生态环境。不可为使空间最大化，而忽略绿化的重要性，有时候反

而给人一种太过空洞、单调的感觉，往往适得其反；同时，由于人们长时间处于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周围大都是钢

筋水泥，园林本就应该是自然的、绿色的，保持园林的绿色自然才是人们所向往的环境，这也要求建筑设计材料应以

低碳环保为原则���。

（三）协调统一

园林景观空间营造由各种景观因素构成，协调统一要求各种构成因素在大体上是一致的，如植物、山水、文化、

建筑等，在进行空间规划设计中要使园林空间风格一致，内容丰富但具有一定的规律，避免杂乱感，不可一味追求充

实感，而将各种元素过多的添置或摆放位置不合理等，如此会将园林文化内涵和艺术效果大打折扣。

（四）多功能

园林不仅是供人参观的地方，更是满足人们休息放松的需求，指路牌、解说牌、座椅、公共厕所等均是园林景观

中所必需的建设，在人们享受自然风景、放松心灵的同时也要满足人们正常活动的需要，体现人文化的精神���。

四、园林景观中不同因素对空间营造的作用

（一）文化底蕴

园林本身就是具有一定文化气息的场所，不同的园林都有其特有的文化底蕴，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

相结合。如苏州园林、颐和园等，均是我国著名的园林典范，代表了一个时代或社会的经济、文化，文化体现在空间

设计中的任何一个因素中。

（二）植物搭配

植物是园林景观设计中不可缺少的组成因素，对于空间构造具有很大的作用，植物的不同分布和形态具有不同的

空间效果，如树形由斜线和垂线构成，呈现出轮廓分明、动静结合的趋势，空间视线是由下往上，分布在道路两旁，

人在垂直空间行走，给人一种严肃、沉静的感受���。通过种植大规模的乔木，可阻挡一定的视线透视范围，从而增加

封闭度。圆柱形的植物由于主干较粗壮，树冠顶部伸展不大，整体形态细长，构建出垂直空间。杨柳是景观植物中

最为常见的植物之一，杨柳以垂下的枝条为主要特征，枝条呈弯曲形式，常用于水边，垂柳随风摆动，具有一种柔和

美，倒映在水面上，随着水面的波纹轻轻浮动，给人一种平静、祥和的感受。不同的植物也表示不同的景观特性，如

春天迎春花、夏天荷花、秋天银杏、冬天梅花等。同时还可以根据园林的主题选择植物，如陵园等场所，一般选择常

绿松柏营造一种沉重、压抑的空间效果；对于公园型园林，可选择花丛增添欢快、愉悦的空间感受。植物的形态和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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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能够给人直观的感受，也因此，营造出不同的空间感受，同时植物的声响也是大自然最美的声音，如风吹叶落声给

人一种萧瑟、凄清的感受，在我国古诗中均有记载，如王维的“雨打芭蕉叶带愁”���，李清照的“梧桐更兼细雨”，

杨万里的“泉眼无声惜细流”，植物与风、雨相融合所形成的声音，不同的心境感受也大不相同。而植物的芬芳气味

对于空间的营造也具有一定的作用，如曹雪芹的“淡淡梅花香欲染”，袁牧的“梅花绕屋香成海”，植物的香气能够

使人心情愉悦，心境开阔，从而对空间的感受也广阔许多。此外，植物除了观赏，还代表着不同的情怀和意志，如人

们通晓的“花中四君子”，梅花清雅脱俗、兰花幽谷品逸、竹子坚韧不屈、菊花淡然不凡���。竹子在园林设计中普遍

存在，由于竹子生命力顽强，雅俗共赏，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

（三）色彩搭配

植物的色彩由它的叶子、花朵、果实表现出来，在不同的季节也呈现出不同的景象。植物的叶子主要是绿色、黄

色、红色，树干有白色、黄色、棕色、翠绿色，花主要有白色、黄色、红色、紫色，通过对色彩的搭配，可以营造出

层次感、垂直感，植物的浓密程度使空间的密度随之产生变化，密度越高，色彩越浓厚，空间密度显得越高，给人一

种空间很近的感觉，实际上并没有这么近，从而产生虚实变幻���。植物色彩在不同季节所呈现出来的空间效果也不一

样，春季发新芽，树叶嫩绿，花朵丛生，呈现出明亮、鲜丽的景观，营造出开阔的空间效果；夏季树叶颜色加深，变

为翠绿色，而树冠也更加茂密，添加了一层厚重感；秋季树叶变红、变黄，也开始大量掉落，有一种归属感；冬季树

叶凋零，颜色枯黄，不仅给人一种凄清、萧瑟的意境。色彩又分为暖色系和冷色系，暖色能够拉进视线距离，冷色能

够产生远离感，若物理空间较小，可添加冷色系的植物，从而使空间显得开阔；同时点缀少许暖色系植物，形成鲜明

的色彩对比，使效果更为显著。

（四）山水设计

山水等元素是园林景观中基础的构成，我国传统文化认为山水是富有灵气的象征，山水相映成趣，水是一种活跃

性和可塑性最强的景观元素。古代文人画师流行写意山水画，山与水互相映衬，缺一不可。如苏州园林的环秀山庄，

在“求自楼”后重叠假山，在地下挖一井，井水喷涌形成一个水池，构成了环秀山庄山、池、泉、石相呼应的结构，

真亦是假，假亦是真，营造出一种迷离扑朔的朦胧感，且景观接近自然，十分巧妙。利用水的流动性在空间中呈现出

动静结合的姿态，带给人不一样的空间感受。《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园林风格通过山水设计与诗情画意相结合，“山

水横拖千里外”“衔山抱水建来精”，将自然中的山水移植到园林空间中，营造出亲近自然、天人合一的意境，居住

在其中令人心旷神怡����。

（五）建筑空间

建筑是一项基本的建设，也是使园林建设多功能的主要方式，通过合理的建筑设计，可以使园林空间更为丰富。

在古代，园林是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居住场所，《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就是典型的园林景观参考，大观园的园林设

计对后世的园林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诗人常建的“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是大观园中迎南大门典型的写

照，迎南大门用太湖石叠砌的假山，体现了中国古典园林“开门见山”的特点，是指通过蜿蜒的小道，便能感受到园

中的幽静，也体现了渐入佳境的含义。亭台楼榭是古典园林建筑中非常常见的建筑，亭台楼榭位于水中央，身处其中

观景有一种海天一色的感觉，空间被无限放大。

（六）地形空间

园林景观构造主要在于自然，按照因地制宜的理念，地形是影响整体设计效果的重要因素，也是空间构造的基

础。我国地形资源丰富，有些地形只需稍加修改，便能建设为一处旅游景点。因此，在进行空间设计时，需掌握地形

的变化情况，尽量在原地形貌上进行调整，充分发挥自然地形的独特优势，设计出自然生态的园林景观。同时，不同

的地形可营造出不同的视觉空间，对于比较平坦的地形，空间较为开阔，在空间设计时可选择廊桥或草坪等开放式空

间，使其既不单调，又不失开阔；对于有一定坡度的地形，可设计成缓坡花丛或草坪，给人一种灵动的感觉；对于地

形起伏较大的地形，可以营造出山体空间，利用地形设计视觉焦点，呈现出一种“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意境。

五、结语

中国古典园林之所以影响深远，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园林景观的一山一水、一花一木均有其独特的意境，也

体现了设计者的个人情志，其空间设计与意境深刻，值得细细品鉴。在园林设计中，应通过掌握周围环境和整体资源

在其基础上实现更好的空间设计，为人们提供一个舒适、优美、自然的游玩、活动场所。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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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构造对于园林的意境和整体空间使用效果非常重要，在园林景观空间营造中，需根据不同的地形、主题，遵循自

然生态的设计原则，对空间构成元素进行合理的搭配，体现出内容丰富、功能丰富的空间感受，设计师要多感受不同

的视线带来的空间感受，合理组织空间，巧妙的运用各种方法使植物、山水、建筑、历史文化等园林景观元素与自然

地形等有机融合，在借鉴古典园林建设中结合现代建筑和理念，体现这个时代的文化和特色，满足人们对园林景观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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