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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园林的景观最为重要的为五大类，即：
山、水、建筑、花木、园林。其中每一类又可再做
到更多的细分，如山有峰峦、丘阜、园山、庭山、土
山、石山、湖石山、黄石山之别，水有河、湖、池、
泉、涧、瀑之别，建筑有楼、台、亭、堂、斋、榭、
塔、廊、桥、牌坊等，花木亦有乔木、灌木、藤萝
等。这些丰富的要素一方面为园林提供了目不暇接的
景观，而另一方面则使它们之间的空间组合成为十分
复杂的艺术构建，对人们的视角效果产生不一样的感
觉。尤其山体，更是别具一格，成为核心的部分。

一、山体在古代“园林”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当时的审美者首先致力的并不是山体与其他景

观的协调，而是要如何尽量突出其巨大的体量和简
单、强烈的线条效果。随着时代的变化，“连聚非
一”的台群代替了单体的台，故至战国燕都宫苑，群
台之间在体量上已有大小之别。布局上亦有参差疏密
的布局。更重要的是这些建筑已与“夹塘崇峻，邃岸
高深”的自然地貌结合成一体。因此，在那时，先民
们已经注意到山体形态的丰富变化对园林空间艺术的
价值。从汉代到隋，山体在整个园林景观体系中的地
位不仅已经完全固定，而且不论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
上，对之的认识都已完善完整。所以一方面人们已经
在隋洛阳西苑中利用自然地貌的变化将整座宫苑划分
为山岭区、渠院区等对比强烈又相互联通的景区；另
一方而又可以在庭际小型假山上塑造出丰富的形态。
这种细大不捐的把握能力是以后园林山法的基础。

山体是支撑园林空间的骨架，它的选择与塑造
直接关系着整个园林各种景观、各个景区的组合和效
果。承德避暑山庄全园占地约5.6平方公里，仅为西汉
上林苑昆明池遗址面积的二分之一，但由于造园者对
山势地貌做了精心选择，所以为全面展现园林景观提
供了优越的条件。揆叙等人称：“京师东北行，群峰
回合，清流紫绕，至热河而形势融结，蔚然深秀。古
称西北山川多雄奇，东南多幽山，此地实兼美焉。”
这丰富多变的山体不仅使“群峰回合”的远景借入园
内，而且使园内湖区、平原区、山岭区的划分十分自
然，形成山庄内外、山庄内各景区空间的融会贯通等
平衡、制约关系。在不具备这类自然山体的情况下，
人工山体的塑造同样以提供丰富的空间条件为主要目
的，著名的例子如我们曾提到过的北宋艮岳以十里之
山而具千里之势，将天下奇山之景并包罗列。明清园
林当然更是逐波不返，如豫园之山“高下纡回，为
冈、为岭、为涧、为洞、为壑、为梁、为滩，不可悉
记，各极其趣”。这种丰富的空间变幻可以通过苏州
环秀山庄、耦园等明清叠山遗构中充分领略到。这些

作品在很有限的空间内最大限度地利用山石的聚散开
阖、错落变化，而构成峰峦、涧壑、洞穴、飞桥、路
径等不同景观视角，并将这丰富的山景以及周围的水
景、建筑、花木穿插组合在一起。

自中唐提出“巡回数尺间，如见小蓬派”的美学
追求思想以来，它始终是叠山艺术的发展方向，而实
现这一要求的基本方法则只能是越来越充分发挥山体
的空间变化。为了强化这一方法，明清园林把山体造
型、质感、色洞、环境气氛等多重艺术因素的配置、
转换，与山体的空间变化日益紧密地组合在一起。比
如北海琼岛南坡山势平缓，山体半石半土，石料多为
青石，又遍植松柏，造成肃穆幽寂的局部环境，以与
永安寺等宗教性建筑相协调，同时又以远处团域、中
海、紫禁城等大片宫朗为对景；但琼岛西坡“烟云尽
态”一带则完全不同，这里山势逶迤，道路崎岖。山
体全为湖石所构，树木很少，以便充分展现山体阔大
的立面。它的脚下，湖面收束，与南坡对景之汪肆恰
成对比，而周围建筑造型、布局颇为灵活，又一改南
坡主建筑群轴线明确的特点，等等。总之，由南坡到
西坡，空间上的转换和对比是与各种复杂景观要素的
转换和对比融为一体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扬州个园
四季假山分别以石笋、湖石、黄石、宣石堆造，山体
空间的变化也是与其他众多景观因素的转换结合在一
起的。

二、宋代时期园林造山技艺
以叠造洞壑为例，北宋已将洞与山、岩谷等丰

富的山体造型相提并论，就有：“浅若龙龛，深若云
窦，锁烟霞于杳冥，留风雨于昏昼。或秉炬而可入，
或扪扃而可叩。……所谓洞者如此。”的说法。南宋
后则更为普遍，形制和艺术作用也日渐繁多，如叶梦
得“既辞政路，结屋等川山中，凡山中有石隐于土
者，皆穿剔表出之，久之，一山皆玲珑空洞，日挟策
其间，自号石林山人”；这是在自然山体间剔凿成
洞。又如“云洞园者，杨和王别业也，培土为洞，屈
曲通行，图画云气，其傍有丽春台，青石为坡，不斫
碱齿”，这是培土为洞并与石坡的组合。与这相反又
有砌石为洞并与土坡组合的例子：“松磴盘屈草莽
间，有石洞，堆砌工致，巉岩可赏。”亦有以洞映衬
水泉、建筑等众多景观，如杭州风凰山水乐洞，“其
洞前四望，林峦耸秀，岩石笋峙，洞虚窈亭，涵如渊
泉，味且清甜可掬，洞中水声，如金石之音。顷为杨
和郡王别圃，凿石筑亭，最为幽雅。……历年多芜秽
弗治，水乐音声儿绝，贾秋壑以厚直得之，增葺其
景，顾无水音，秋壑俯睨旁听，悠然有契，曰：“谷
虚而后能应，水激而后能有声，今水潴其中，土壅其

摘要：中国是一个历史久远文明的国家，在建筑上也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借鉴中国古典园林景观的设计理
念对现代设计学习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充分研究、学习古典园林景观的元素构成，可以很好地提升设计理念
和思路，尤其是对山体要素的分析探索具有很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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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欲振声，得乎？亟命疏壅导潴，有声自洞间出，
节奏自然。”然而洞的主要艺术功用还不是这局部景
观的塑造，而在于它为极迫隘的园林提供了空间关系
腾挪变化的手段，如明代王世页记当时金陵三锦衣家
园：“自是东，其窦下上迤逦，皆有亭馆之属伏流窈
窕穿中，石桥二，丽而整，曲洞二，蜿蜒幽深。益
东，则山致尽而水亭三楹出矣。”蜿蜒山洞在此园中
不仅使山间诸多景点得以联络统贯，而且丰富了山体
的空间层次，也使山景和水景的对比更加强烈。在现
存的明清作品中，北海琼岛北坡可称此类手法的典
型。这里景点和景区高度密集而空间狭小，这对于创
造富于自然林野气息的园林景观是十分不利的。为了
弥补先天的不足，造园者刻意运用了一系列传统手
法，如最大限度地利用景点之间的位差，在建筑物形
制、体量、方位等方面错综变化，以嶙峋山石、茂密
的花木、迷离的曲墙回径等增加景点之间的空间层次
和过渡环节。但这样一来，园林布局的整体性和景
点、景区之间的渗透、应合就被大大削弱了，于是造
园者又在这里的山体间叠造了结构十分复杂的山洞，
它们委曲穿插，把众多的景点逐一联络贯通，从而使
上述矛盾尽量平衡。

可见，与上古竭力突出单体山或台的巨大体量
和简单、强烈线形的审美崇尚不同，在成熟的中国古

典园林中，山体自身的景观效果是一刻也不能脱离其
组织、平衡众多景观要素的功用而独立存在的，比如
说：“室之有高下，犹山之有曲折，水之有波澜。故
水无波澜不致清，山无曲折不致灵，室无高下不致
情。然室不能自为高下，故因山以构室者，其趣桓
佳。”

三、结语
山体在中国古代园林设计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

值，在现代园林设计中，要继承这一重要的思维，突
出山体的高大雄伟，体现一种气势，使园林在整体呈
现给游览者观看的时候体现出一种难以忘怀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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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地与母亲的沟通中，在脑海中形成一个大致的模
样。此时婴儿的记忆是一种“模式记忆”，不需要分
析，且记忆的内容也没有难易之分。因此对0～3岁婴
儿语言教育的最好模式就是“模式教育”、“硬灌”
教育，只有在不断地刺激和重复的情况下才能发挥最
大的作用。

另外在0～3岁的早期教育内容上，通过反复注入
为大脑智力活动奠定基础的信息，如语言、音乐、文
本和形状等，尽早刺激婴幼儿的大脑发育。为此教育
可以从刺激婴儿的五官（眼、耳、口、鼻、肢体）发
育开始，注意在与婴儿交流中加大语音刺激，单词句
语言的解码，从而通过实际语言交流促进婴儿对母语
的理解和口语表达能力的发展。此外，早期家庭教育
应该重视孩子的行为习惯和良好意志力的投入，因为
这也是培养婴幼儿成才的关键所在。

（二）3～6岁的早期教育
3～6岁的孩子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做

事情有着自己的意愿，并且讨厌被家长过多的干扰。
在此阶段的婴幼儿，灌输式的硬性教育不再适合他们
的成长特点，如果继续采用此种教育方式，大多数婴
幼儿会变得越来越自我放纵、不听父母的话、甚至与
父母对抗，使教育难以继续进行。

再好的教育方法，如果不能适应被教育者的身
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难免会起到负面作用。有孩
子的地方就有游戏，有游戏的生活就是孩子开心快乐

的生活。儿童学东西效率最高的时候，就是在他们有
兴趣并想做的时候。爱好是最好的老师，所以3～6岁
的婴幼儿教育最好的形式是让他们在游戏中玩耍和
学习。因此，3～6岁的婴幼儿教育是通过玩来感知世
界，是培养技能、培养感情的最好方式。父母最重要
的就是和孩子一起生活和玩耍，以此来满足孩子的心
理渴望和精神需求。

另外在3～6岁的早期教育内容上，应当在0～3岁
的教育基础之上，继续规范和纠正婴幼儿的语音，继
续培养和发展他们的口语表达能力，增加他们的词汇
量，并有意识地训练婴幼儿的完整表达能力。引导婴
幼儿逐渐形成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意见和控制自己行为
的能力。同时，家长要通过有意识的引导，培养孩子
的早期阅读能力和习惯，以便提高表情达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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