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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丝绸之路贯穿东西南北。当下，“一带一路”

战略构想在世界版图从容铺展，提倡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

共同体”。这一跨越时空的宏伟构想，使得古老丝绸之路被

赋予了崭新的时代内涵。中国古典园林作为世界园林之母，

在世界园林造园史上具有独树一帜的显著地位，作为中国文

化的重要载体，在新时代背景下必将显现出其无可替代的传

承使命。

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园林文化前后两次对西方世界产

生影响。

海上丝绸之路起源于中国秦汉，是古代中国海外贸易

的连接延伸。17世纪以来欧洲海外贸易的扩张，为欧洲人

打开了东方帝国的神秘面纱，让更多的欧洲人对东方元素和

中国艺术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国园林文化也在这个过

程中逐渐被广为传递 [1]。18世纪，军事实力和工业革命使

得英国在欧洲崛起，宗教改革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大大促

进了个性思想的解放，促使人们开始追求贴近自然、更为自

由的浪漫主义思潮。中国艺术如诗画般的意向美、道法自然、

含蓄雅韵的美学特点，以园林这种直观的形式被表现出来

时，恰好与浪漫主义的审美十分吻合，这成为促成后来的英

自然风景公园形成的重要内部契机 [2]。随后，这种被称之为

“中国式花园（ ）”或“英中式花园”在欧洲

开始风靡流传。见图 1。

中国园林文化自 17世纪进入西方世界后，随着欧洲复

古思潮的涌现，欧洲造园艺术陷入一种较为杂乱的状态；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也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国热”

的衰落，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名声每况愈下 [3]。

20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世界经历了长期以人定胜天的

理念、以掠夺式开发推动社会发展的惨痛代价，环境问题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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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严峻。西方学者意识到自古以遵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

的中国传统造园思想，恰好蕴含着生态文明社会所追求的

核心内涵——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环

境。中国园林文化再次被西方世界所采纳和关注 [4]。

花园

沉寂后的第一次实践是在 1978年的美国纽约大都会博

物馆筹备建造陈列明代文物陈列馆，以苏州网师园的“殿春

簃”作为蓝本，仿制一座名为“明轩”的中国园林。作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园林走向海外的开山之作，“明

轩”典雅精湛的造园技法和舒朗相宜的空间布局赢得了美国

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被赞誉为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永

恒展品，载入现代造园史册 [5]。

“明轩”的成功使得中国传统园林在当时受到了其他

很多国家青睐，先后在许多国家得到了成功实践，如加拿大

温哥华市中山公园内的“逸园”、澳大利亚悉尼“谊园”、

英国利物浦仿北海静心斋建造的一组庭院等。不得不提的是

德国慕尼黑的“芳华园”更是获得了国际园林展的金奖 [6]。

受此次成功的启发，同时搭载着改革开放的快速列车，中国

开始频繁参加各种国际展览，并在 20世纪 90年代前后又有

大量成功的中国式园林在异国他乡落户并绽放光彩。据不完

全统计这一时期中国通过各种方式在世界各地约 10多个国

家和地区建造了 30余项园林项目，作为咨询参与建设、设

计的成功案例则更多。之后 1999年、2001年和 2004年中

国又承办了大型的国际园博会，集中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

园林的艺术精髓，见图 2。

这些优秀的中国园林作品作为一种具象的载体，将中

国传统造园思想的精髓——道法自然、移步异景的造景手法

以及巧夺天工的精湛技法展现给世人，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世界各国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传统

文化的窗口 [7]。

与新使命

中国园林文化的价值是源于古人对大自然的尊重和美

好生活的追求，是在中国锦绣山河和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

下，将这种“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根深蒂固的注入

传统文化中，正如明代造园师计成在《园冶》中所述“虽由

人作、宛自天开”造园思想 [8]。从现代视角分析，它体现的

是一种朴实无华的生态美学观，讲究造园的艺术性，更要在

文化内涵上崇尚自然，以穿越诗情画意的意境之美，达到人

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美学风格。

“一带一路”作为全方位对外开放倡议，是促进共同

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

中国园林作为“第二自然”，是人们一种对美好生活

的创造与实现，人们在园林中所获取的乐趣是可以跨越国界

与文化隔阂的桥梁，它能够为处于当代世界人居环境发展提

供更完善的启迪，对当今人类保护“地球村”倡导可持续发

展的世界命题具有现实意义的借鉴作用和精神资源。作为世

界园林之母起源地，未来中国园林文化将承载更多的使命在

世界的舞台上绽放光彩 [9]。

当下，我们应该更加积极地将中国园林文化在世界范

围内传播弘扬，推动全人类共同的生态文明发展。具体的实

施策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实践：

第一，积极弘扬传统园林文化，吸引更多优秀设计师

不断钻研祖先留下的宝贵智慧结晶，挖掘中国传统园林文化

的精髓与应用，积极投身到当下的美丽中国建设中。第二，

利用便捷高效的现代网络及媒体，多渠道弘扬中国园林文

化，让世界看到中国园林的美丽，聆听中国园林的故事 [10]。

在这个过程中，挖掘“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园林特色，不

断探索不同园林文化间的创新交融，赋予古老丝绸之路以崭

新的时代内涵，以美丽“地球村”为人类共同奋斗的目标，

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建和谐生态的地球家园。

几百年来，中国园林文化对西方造园的两次影响，呈

现的是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实践意义。中国园林文化的价值

是在中国锦绣山河和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应运而生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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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供水管道建设施工人员认真负责的精神意识，以保障城

镇供水管道能够提供优质水源，促进国家城市化建设进程的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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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的实则是一种朴实无华的生态美学观，讲究造园的艺术

性；在园林中所获取的乐趣是可以跨越国界与文化隔阂的桥

梁。可见，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园林文化能够为处于当代世

界人居环境发展提供更完善的启迪，对于当今人类地球倡导

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命题具有现实意义的借鉴作用和精神资

源，为地球村的美好家园贡献出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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