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了宗白华先生《中国园林建筑艺术所表现的美学思想》这篇文章

后 我深有感触。随着现代化工业生产的迅猛发展 以往宁静幽静、山明

水秀的自然美景已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机器轰鸣、烟囱四起、人口剧

增、高楼林立、交通错杂、水土流失、空气污染、气候恶劣 地球已变得

不堪重负。所有这些使有识之士们越来越恐慌『深感自然美景之重要 于

是四处奔走呼告“保护自然.改善自然的必要性‘’。故而 近年崇尚自然

之情日趋高涨.人们渴望更多地亲近自然、接触自然.更多地在室内见到

色彩丰富的自然景物 因此室内景观设计理所当然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中国古典园林是以自然写意山水园的风格著称于世的 中国园林的艺

术特色 是两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以及文人雅士们的价值观念、社会思

想、道德规范、生活追求和审美趣味的结晶。崇尚自然、热爱自然、亲近

自然，欣赏自然.和大自然共呼吸 是古往今来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

要组成部分 园林作为自然的生活的环境场所 理应为人们所追求。自古

以来就有踏青、修楔、登高、春游、野营、赏花等习俗 并一直延续至今。

对植物、花卉的热爱也常洋溢于诗画之中.苏东坡曾云:“宁可食无肉不

可居无竹“杜甫诗云:‘’卜居必林泉.结庐锦水边’‘。可见 人们对自然

美景的追求是永无止尽的，而室内景观的艺术正源于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和

建筑艺术早在六朝时期中国古典园林就有私家与皇家之分.而后造园艺

术日趋完善 皇家、私家园林自成其独特风格.构成各类传统.为现今室

内景观的设计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就“意境‘’一词来讲 无论在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中，还是室内景观艺

术中.都是最引人注目的命题之一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和室内景观艺术尽

管与诗画的表现手段、塑造形式有很大的区别但它们追求的都不是白然

的再现，而是带有诗情画意的艺术境界。设计师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如何运

用高超的技巧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以可感的具体形象传递给大众在这一

点上.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以其“美丽的躯壳’‘成功地表现了它的“美丽

的灵魂”可以说是室内景观艺术的“前车之鉴’‘.两者是一脉相承的 其

目的都是为了创造一种意境.以此来陶冶情操;美化环境;柔化空间 增

添生气『抒发情怀 创造氛围。

    在我国北方以北京为代表的宫苑园林，其追求的是一种辽阔与壮观的

空间意识.历代王朝尤为突出 “天子四海为家’‘r历代皇帝为了加强和渲

染皇权的神圣与威严.不但通过宫殿建筑空前绝后地显示其壮丽风格美

且皇家宫宛里山大、水大、规模大、景点多 如人所共知的颐和园、圆明

园、避暑山庄.这些巨大的园林 充分反映了中国北方园林的特色 在申

美上体现一种“不壮不美“的美学思想，也反映了古代让人与情融于大自

然中的一种意识观。它在室内景观中留下了很深的影响。如北京人民大会

堂山西厅的设计 在室内环境艺术上.采用了中国皇家园林、建筑“天圆

地方‘’的设计手法 天花、立面、平面布局等均以简洁的方圆进行组合

在装饰纹样上主要选用青铜器及唐以前的纹饰天花设计以筒灯 和光槽

隐含建筑的梁架、檀条.运用新式沥粉贴金彩绘;六根汉白玉青铜器纹石

雕刻贴金柱和石雕龙门套烘托出环境的恢宏与典雅。在装饰工艺上采用

木、石结合的手法，运用皇家色彩创造出一种雍荣华贵的建筑风格 充分

体现了人民大会堂的雄伟气魄。

    与北方的宫苑园林相对的江南宅园素有“小巧之美’‘的称号 它的小

和北方宫苑之大形成鲜明对照。在艺术风格上 它所追求的不是那种富丽

之美.而是一种自然天真之美，是在有限空间里 以现实自然界的砂、石、

水、土、植物、动物等为素材.创造出幻觉无穷的自然风景的艺术景象

由于室内景观是在极为有限的空间进行设计的，所以江南宅园的设计理念

与方法更为室内设计师所看重它充分发挥了中国空间概念中关于对立面

之间的对称性、变异性和无限性，并通过有与无、实与虚、形与神、屏与

借、对与隔、动与静、大与小、高与低、直与曲等手法组织空间 创造出

无限的艺术意境。金学智先生在总结苏州园林的艺术风格时说 “江南宅

园往往地不求大.园不求高.水不求深 景不求多r只求能供流连.盘桓

守拙、养灵.隐退、归复自然⋯⋯。’‘这里的“地不求大 园不求高 水

不求深『景不求多“正是室内景观设计的基准与原理;“供流连 盘桓、守

拙.养灵、隐退、归复自然‘’则道出了室内景观的价值与意义。

    从总体上看，中国北方和南方园林的设计风格虽然有明显的差异 前

者壮丽.后者秀美 但它们都体现了自然天成之趣和美学思想 都是程度

不同的自然风景园林 它们那丰富多彩的美都构成了令人心情舒畅、流连

忘返的情景 为室内景观设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代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一文中曾说 “山水有可靠者 有可望

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可行、可望、可游、可居‘’让人“归复自

然’‘这正是中国古典园林美学的基本思想。室内景观艺术就是借古代园林

美学精神。通过借景、对景、隔景、合景等手法将室内空间化为自然的空

间 在室内设计中此种范例真不举不胜举。如在一宾馆餐厅中 其室内装

修设计以自然、质朴、亲切为基本出发点.通过白墙、灰瓦、木制走廊、

花窗、月亮门等传统元素来划分和组织空间 制造出亲切、朴素的民居院

落氛围，再配上树、竹、盆景、灯笼、铜兽头等装饰物更增添了餐厅环境

自然清新的感受及浓郁的民族传统气氛。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对精神上追求与享受也日涨高涨 人们要求在室内环境中 空间布局应合

理，人流导向应简洁、明确 这样才能’‘可行“‘室内要有高级艺术摆设

墙上应有壁画和饰物 这样才有‘’可望’‘;室内要有水池、涌泉、瀑布和各

种绿化的点缀.才有“可游’‘的价值;同时应设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餐饮、休闲、娱乐场所、人们 才有 “可居“的意义。

    今天 我们借鉴古代园林这一艺术精华.将其设计的理论、方法与美学

思想应用与室内景观中，必将点缀和丰富室内空间的氛围合理组织分配空

间.从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审美情趣.使人们生活在富有诗意的空间环

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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