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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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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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维权，云南大理人，一九二七年生，一九五一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常务理事，建筑部风景名胜专家顾问。
长期从事建筑教育、设计工作，以及中国园林和中国建筑的研究工作。
发表过园林、风景、古建筑、建筑理论方面的论文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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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园林的生成期——商、周、秦、汉（公元前16世纪-公元220年）　　第一节　总说　　
黄河流域的中游地区在氏族社会的晚期已经有了私有制萌芽并出现阶级分化，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
奴隶制国家的诞生。
商（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灭夏，进一步发展了奴隶制，在以河南中部和北部为中心，包括山东、
湖北、河北、陕西的一部分地方建立了第二个文化相当发达的奴隶制国家，生产力也较前大为提高，
农业成为社会经济的基础；手工业有所发展，形成很多门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青铜冶炼和青铜器
物制造业。
文化方面，已使用文字，制订天文历法，音乐和雕塑艺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商朝的首都曾多次迁徙，最后建都于“殷”。
因此，商王朝的后期又称为殷。
　　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生活在陕西、甘肃一带、农业生产水平较高的周族灭殷，建立中国历史上
最大的奴隶制王国，先后以丰、镐（今西安西南）为首都。
为了控制中原的商族，还另建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
周王朝建立了更完备的中央统治机构，周王是最高统治者，下设官吏分掌各项政务，由奴隶主充当，
其职位、釆邑均是世袭。
最高统治者根据宗法血缘政治的要求，分封王族和功臣到各地建立许多诸侯国，形成血缘宗法体制。
运用宗法与政治相结合的方式来强化大宗子周王（天子）的最高统治，各受封诸侯国也相继营建各自
的国都和采邑。
周王、诸侯、卿士大夫依次为大小奴隶主，也就是贵族统治者和土地占有者。
　　周代经历了大约三百多年，由于国内的动乱和外族侵扰，被迫于公元前770年迁都到洛邑，是为东
周。
东周的前半期史称“春秋”时代，后半期称“战国”时代。
春秋、战国之际正当社会巨大变动的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土地被卷入交换、买卖，奴隶制
经济崩溃，封建制经济代之而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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