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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院校艺术设计教材：中外园林史》分四篇，内容包括风景园林学科常识、世界园林发展的
概况、中国古典园林、日本园林、古埃及园林、古巴比伦园林、波斯园林、古希腊园林、古罗马园林
、中世纪园林等，可供相关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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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昆明大观园 位于昆明市西郊约3公里的滇池畔。
它近邻波光浩渺的滇池，远与太华山遥遥相望。
被赞为“万里云山一水楼”的大观楼耸立其间，因而得名——大观公园。
 进园门，穿过近华浦，揽胜阁壮丽崇宏，楼槛轩敞，新修的怀古廊索纡回折，槛外银水玉山，涌月亭
和观稼堂树木掩映，花丛环绕，最宜月夜闻笛。
彩云崖假山幻奇、玲珑嵌空，溯徊洲四面环水、秀坪如茵。
过燕语桥继续西行，积波堤压浪卧波，而大观楼则耸立于前，更有那古今传颂的“天下第一长联”，
使人留步观瞻。
 清乾隆年间自称“万树梅花一布衣”的寒士孙髯翁所撰180字长联，一扫世人俗唱，蕴涵了深厚的社
会历史内容，惊动一时。
今存大观楼长联有两幅。
一幅是与孙髯翁同时的昆明名士陆树堂用行书体书写刊刻，挂在大观楼二楼。
另一幅则是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由云贵总督岑毓英托赵藩书写，请工匠刊刻后挂于楼下，
即今蓝底金字联，长联系木制，为覆瓦形。
上下联各90字，字系颜体楷书，刚劲圆润，颇具功力。
 西藏林卡 “林卡”是藏语的音译，意思是树茂草盛，风景优美的地方，也包含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园
林、花园、公园的意思。
 西藏自治区的拉萨、日喀则、昌都等地区，夏季气候凉爽，风和日丽。
每到夏天，尤其节假日，这些城市的居民大都喜欢全家出游，或邀亲聚友去逛林卡，选择林卡里面的
树荫下，张起饰有吉祥图案的白色帐幕，喝着青稞酒、酥油茶，不时载歌载舞，度过愉快的一天。
“逛林卡”是藏旗人民由来已久的民族风俗，也是一种很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生活习尚。
 在西藏很早就出现类似园林性质的林卡，拉萨城区城郊遍布着大大小小40多处林卡。
例如拉萨的嘎木夏林卡、危雪林卡、喜德林卡等。
西藏过去的封建农奴制度下，能够到林卡里消闲度夏的多为贵族、领主以及少数的富裕阶层，广大的
农奴终日劳碌，过着非人的生活，极少享受。
这些林卡实际上是作为天然树林风景地带的人工建置。
 真正具备园林要素，经过人为经营、修造的，则是僧、俗统治阶级所私有的林卡。
如果按照它们的性质和隶属关系加以归纳，大致可分为三类：庄园林卡、寺庙林卡、行宫林卡。
这三类林卡由于主人在政治和宗教上的地位不同，林卡的规模、内容和建置方面也表现出等级差异。
 庄园林卡 庄园经济是西藏农奴制度的基础，庄园的主人即农奴主也就是所谓三大领主——宫家、贵
族、寺庙。
庄园，既是领主及其代理人的住所，又是领地的管理中心，有的还兼作基层的行政机构——豁卡。
为了安全保卫的需要，一律以高墙围成大院，重要的房舍如主人居室、经堂、仓库等集中在一幢碉房
式的多层建筑物内。
环境非常封闭，当然也很局促。
因此，比较大的庄园一般都要选择邻近的开阔地段修建林卡作为领主夏天避暑居住和游憩之用，类似
于汉族的宅园或别墅，这就是“庄园林卡”。
 寺庙林卡 寺庙林卡作为西藏佛教（喇嘛教）寺庙建筑群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游
憩而是用作喇嘛集会辩经的户外场地，也叫作“辩经场”。
所谓“辩经”即对佛经中的奥义展开辩论，通过辩论而提高认识，这是喇嘛学习佛经的主要方式之一
，也是喇嘛晋级，取得学位的考试手段，尚存留着古印度佛教的遗风。
 行宫林卡 行宫林卡作为达赖和班禅的避暑行宫，分别建在前藏的首府拉萨和后藏的首府日喀则的郊
外。
在三类林卡中，行宫林卡的规模最大，景色最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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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院校艺术设计教材:中外园林史》可供相关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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