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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园林设计》共分12章：第一章绪论，主要讲园林的定义、范畴、中外园林的发展及演变；
第二章园林设计的原则与布局，内容包括园林设计的基本原则、布局形式与原则等；第三章园林要素
的表现方法，主要讲园林各要素的平面、立面表示方法；第四章园林场地的规划与设计，内容包括场
地规划设计的作用、影响因素、任务、原则等；第五章园林植物的规划与设计，内容有园林植物造景
艺术原理的运用、造景方式及园林植物与建筑、水体、道路等的组合造景；第六章园林道路与广场的
设计，内容有园林道路与广场的设计原则、空间、绿地设计等；第七章园林建筑小品设计，包括亭、
廊、榭、舫、园门、园墙、园桥、园林雕塑等园林建筑小品的功能、位置选择及设计等；第八章园林
规划设计的一般程序，内容包括园林设计步骤、内容、总体规划设计、施工设计等；第九章综合性公
园规划设计，内容有公园的分区规划设计、路桥及附属设施、种植设计、专类公园设计等；第十章建
筑组群与社区园林景观设计，内容包括建筑组群空间构成及设计、建筑组群园林规划设计原则、方法
等；第十一章掇山，内容包括假山的类型及功能、布置要点、结构与设计原则、传统假山叠石技法等
；第十二章理水，内容有水体的功能及作用、水景工程（包括：湖、池、瀑布、喷泉）、驳岸与护坡
等。
　　《城市园林设计》在内容编写上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图文并茂，可读性强。
可作为普通高校园林工程技术、景观设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参考书，也可供园林绿化工作者
和园林爱好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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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如果说城市是人类用智慧铸就在地球上的皇冠，那么园林就是镶嵌在皇冠上的
钻石、明珠。
园林是艺术，园林是美，园林是科学，园林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园林是社会生产力及人类文明发展到
一定高度的必然产物。
　　第一节　园林的定义及范畴　　“园林”一词由来已久。
北魏杨街之《洛阳伽蓝记·城东》：“惟伦最为豪侈，斋宇光丽，服甑精奇，车马出入，逾于邦君。
园林山池之美，诸王莫及。
”晋张翰《杂诗》：“暮春和气应，白日照园林。
”唐代贾岛《郊居即事》：“住此园林久，其如未是家。
”姚合《扬州春词》：“园林多是宅，车马少于船。
”明代刘基《春雨三绝句》：“春雨和风细细来，园林取次发枯荄。
”清代吴伟业《晚眺》：“原庙寒泉里，园林秋草旁。
”这里的“园林”，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有假山水榭、亭台楼阁，花草树木、供人休息和游赏的地方
。
　　在我国古代园林称为苑、囿、园、圃、苑囿、园池、庭院、别墅、山庄等。
　　《中国大百科全书》称园林（park and garden）是“在一定的地域运用工程技术和艺术手段，通过
改造地形（或进一步筑山、叠石、理水）、种植树木花草、营造建筑和布置园路等途径创作而成的美
的自然环境和游憩境域”。
园林的范围包括庭园、宅园、小游园、花园、公园、植物园和动物园等，随着园林学科的发展还包括
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的游览区以及休闲疗养胜地等。
这个定义概括了园林的特点和构成范围，包含以下几点：　　（1）园林是一个供人们观赏、休闲、
游憩的场所，一个户外的活动空间或视觉空间，这个空间有大尺度的，也有小尺度的；大尺度的如森
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等；小尺度的如街道小游园、庭院绿化等。
　　（2）园林的构成要素有地形、水体、山石、建筑、植物等，它们的和谐搭配形成了园林的不同
类型和风格。
园林的构成要素在园林中并不是随机地、任意地组合在一起的，而是互相联系、有机地组合在一起的
，各种构成要素的使用比例，也不是任意的，而是根据园林形式和园林风格的变化而变化-的。
园林作为艺术品，它的风格必然与文化传统、历史条件、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带有一定的阶
级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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