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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中国传统造园思想的精髓在古典园林当中多有体现，不论是在相地选址、空间布

局还是细节的植物选择、整体的意境表达上都一一展现着人与自然相互交融的和谐关系。然而，在现代

园林设计中，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如何将“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

使其在现代园林中焕发新的活力，成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通过深入研究和探索其在现代园林设计

中的应用策略和方法，对“天人合一”的造园思想进行继承与发展是现代园林进步的重要依据，可以更

好地推动现代园林设计的创新和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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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oneness of human and nature” a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gardening 
ideas is reflected in classical gardens, whether it be in site selection, spatial layout, or plant selec-
tion details. The overall expression of artistic conception showcases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However, in modern landscape desig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
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s, how to combine “oneness of human and nature” with 
modern design concepts, so that it is in the modern garden renewed vitality, has become a prob-
lem worth exploring. Through thorough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into its applica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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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ethods in modern landscape design,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the idea of “oneness of hu-
man and nature” serves a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advancing modern landscapes. This can 
better promot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within modern landscape design while realizing a 
beautiful vis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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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当中着重阐述了关于“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容，明

确地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1]。这种崭新的生态伦理观对于缓

和人与自然关系、打造绿色健康中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为园林建设指明了方向。 
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天相通”互利共存，然而如今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园林建

设对于工期和经济效益的要求逐步提升，忽视了与环境的和谐共生。因此，把“天人合一”思想进行剖

析并将其运用于现代园林的造园当中对于人居环境的改善、户外空间品质的提升以及文化的传承都具有

重要的意义。 

2. “天人合一”思想的内涵 

“天人合一”思想由来已久，最早能够追溯到西周时期，内涵丰富，后各朝思想家都有不同阐述，

但其基本内涵却基本未变，其核心要义始终是人与自然统一、天人共存。此思想的基本主张为将天地人

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肯定了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它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人

的自然生命与宇宙万物的生命是一种亲和关系，强调人与自然息息相通，人与万物是同生共处[2]。 
“天人合一”思想自出现开始就具有浓厚的中华民族特色与中国哲学意蕴，我国自有文字记录开始

就是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形态，农耕加狩猎共同构成了原始社会人类生存的基础，因此人与自然之间的

关系尤其受到关注，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又被赋予了多重哲学意蕴，儒家讲究“中庸”与“比德”，“中

庸”即恪守中道、不走极端，讲究平衡与协调；“比德”即将自然界中的花草树木赋予人的高贵品格，

寄情山水，天人相融；道家强调“道法自然”与“无为”，“道法自然”即人行事要遵循自然规律，人

受制于地，地受制于天，天受制于规则，规则受制于自然；“无为”并非什么都不做，而是根据规律、

根据实际情况做需要做、应该做的事情，不争不抢，不疾不徐。“天人合一”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 
“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3]张岱年认为：“天人合一”思想肯定了人与自然界的统一，

亦即认为人与自然界不是敌对的关系，而是具有不可割裂的联系[4]。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均有其发展规律，

要尊重自然，与自然友好相处，这个价值诉求作为中国传统的哲学理念，也具有相应的意识形态功能，

可以起到引导、教化大众的作用，因此自其产生开始就具有独特的政治功能、文化功能，也蕴含着深厚

的民族精神。在当今社会，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并从中汲取智慧，为现代园林发展提

供新的思路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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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人合一”思想在古典园林中的表达 

囿和台作为古典园林的雏形于商代初现，作用分别为狩猎与通神，此时人类已经开始主动与天相联

系。后随时间推移，园林功能逐渐增加，类型也不断增加，由一开始的皇家园林到后来的皇家园林、私

家园林、寺观园林、公共园林，多种类型的园林百花齐放。“天人合一”思想在古典园林中的则是通过

相地选址、空间布局、植物配置这三点来进行表达，强调设计与自然的融合。 
1) 相地选址 
世界首部造园专著《园冶》中提到“相地合宜，构园得体”，即注重园林基址的选择，建造出的园

林才能自然、得体，达到人与自然平衡协调的状态。在相地时，往往注重地形地势、山水关系、场地内

光线、温度等条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风水”，而“风水”也体现在“天人合一”思想当中。“阴阳

交合万物化生”之处则为“风水宝地”，要求场地负阴抱阳，后有靠山、前有水流、左有青龙、右有白

虎，在风水上讲能够使得居住在此的人家福寿[5]绵长，而在园林设计当中此类场地则是能够抵挡寒冷的

北风、获得充足的日照与水源，符合场地选择的标准。 
良好的选址是成功造园的开端，皇家园林选址向来严格，当中的代表则为位于北京西北郊、玉泉山

旁的颐和园(见图 1)，西北方也是八卦当中的乾位，最尊贵的位置，体现了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场地北侧

有山、南侧有湖、东侧有林、西侧有堤，正符合“风水宝地”的说法，能够藏风聚气，可观山川秀美，

可睹碧波荡漾。 
 

 
Figure 1. Site selection of the Summer Palace 
图 1. 颐和园选址① 

 
私家园林当中的代表则为无锡寄畅园，寄畅园的选址是《园冶》相地篇中提到的最佳的“山林地”，

有“自然天成之趣”，位于锡山与惠山的山凹处(见图 2)，可以借到两座山的美丽景色，园内本无水源，

但因靠近惠山，便能够引其泉水入园。借景是古典园林当中常用的构景手段之一，而寄畅园则是借景的

楷模，全园共有 50 多处借景，在造假山时也以假做真，巧妙借助惠山之景，将其纳入园中，因此，在选

址上精心考量才能够使园林处于一个良好的大环境当中，能够为借景创造得天独厚的条件。 
2) 空间布局 
中国古典园林向来讲究空间的布局，其中以中轴对称式的布局与中心聚拢式的布局最为典型。中轴

对称式的布局以皇家园林中的颐和园、故宫为代表，有着严整的中轴线(见图 3)，来展现皇家的威严霸气，

而此布局则是来自“天人合一”思想当中的四象理论，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对称布局，达到阴阳平衡，形

成完整统一的格局。居中为尊，中规中矩、不走极端，注重景观中的对称美也是“中庸”的体现，能够

强化秩序性与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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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ite selection of the Jichang Garden  
图 2. 寄畅园选址② 

 

 
Figure 3. The symmetrical layout of the Buddhist Incense Pa-
vilion in the Summer Palace and the Forbidden City 
图 3. 颐和园佛香阁与故宫的中轴对称式布局③ 

 
中心聚拢式的布局则常运用于私家园林当中，天地秩序均有核心，道家讲究“道生一”，“道”就

是万物的由来。因此在古典园林中也将此理念运用在空间布局中以期顺应天道。私家园林常以园内水体

为中心，建筑等因地制宜地置于水池沿岸。其中拙政园就是典型，以水为主体，水池就占全园一半以上

的面积，通过对比、障景等手法来达到拓宽视线的作用，注重于自然环境的融合，曲径通幽、以小见大，

营造出“壶中天地”的空间效果，让人漫步其中产生步移景异的感觉，融于自然之中，以有限的空间来

追求无限的自然景色，追求天人和谐共存，体现出“天人合一”的思想。 
3) 植物配置 
植物在园林当中往往能起到以景抒情、借物喻人的效果，能代表美好品格，用来抒发园主的感情，

也是“君子比德”的体现。不同的植物配置能够营造不同的氛围，皇家园林中常用松、柏等高大的树木

展现皇家的大气与尊贵。私家园林会根据园主个人喜好，种植松、竹、梅、兰、菊、桂等，不论是“岁

寒三友”还是“花中四君子”等，都常被用以明志，体现园主高洁的品格和向上的人生追求，梅花还非

常契合明末归隐明智的社会风气以及士流避世独醒的人生追求[6]。 
另外，园林中还常通过植物进行意境营造，与其他要素相结合便可以打造出具有中式美学特色的场

景，营造出独特的氛围，寓情于景，让人身处其中能触景生情，人与自然交融，达到“天人合一”的境

界。拙政园的听雨轩与留园的“古木交柯”(见图 4)，一个通过种植芭蕉于天井，当雨打芭蕉，发出悦耳

的声音，让人更觉雨意，雨声表达人与自然的对话，展现出天人合一的意境；一个古柏与女贞交柯连理，

有祥瑞的征兆，新补植的翠柏、山茶与粉墙一起形成一副立体的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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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ingyu Pavilion and “Ancient Trees Intertwining Branches” 
图 4. 听雨轩与“古木交柯”④ 

 
总的来说，古典园林中对“天人合一”思想的应用不仅体现在外在的景观上，还体现在文化内涵、

哲学思考上，强调建筑、山水、植物等元素都要与自然环境相协调，避免过度的人工化痕迹，营造出一

种自然之美。上文中提到的颐和园等园林都是“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中的具体体现。无

论是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还是公共园林，都追求天人和谐，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于人与自然关

系的独特理解。 

4. “天人合一”思想在现代园林中的应用 

开始的古典园林多为封闭的、内向型的，大多仅追求景观效果与文化体现，而较少的关注环境效益，

随着时代变迁，岁序更替，社会不断发展，园林中对于“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也在不断更新。 
1) 相地选址 
在现代园林的相地选址中，除了考虑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更需关注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平

衡我们需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而不是过度开发或破坏自然，要坚持生态优先，充分考虑地形、气候、

植被等自然因素，力求在保护原有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打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绿化景观。运用中庸之道，

巧妙地避开城市喧嚣，选择那些既靠近市区又拥有良好自然环境的地点。这样的选址不仅能够满足市民

对于休闲游憩的需求，还能为城市带来一片宁静的绿地，有效缓解城市热岛效应，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杭州的“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选址中，既靠近市中心，又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这里的

水系发达，植被丰富，为众多野生动植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同时，由于其靠近市区的地理位置，使

得市民能够方便地前往参观和休闲。在选址过程中，设计者充分考虑了市民对休闲游憩的需求以及对自

然环境的保护，避免了过度开发，保留了湿地的自然风貌和生态功能，同时建设了必要的游憩设施，如

观鸟塔、木栈道等，以满足市民的观赏和休闲需求。这种选址方式既考虑到了市民的需求，又尊重了自

然环境，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种“中庸之道”的选址理念不仅为杭州的城市绿化做出了贡献，

也能够为其他城市的园林选址提供有益的参考。 
2) 空间布局 
在空间布局方面，可以将道法自然思想融入园林设计中，创造既具艺术性又具实用性的园林空间。

通过充分利用地形地貌，可以设计出层次丰富的景观空间，使人们在其中能够感受到自然的魅力。同时，

充分考虑人的行为习惯和需求，可以设置各种功能空间以满足不同年龄层次市民的需求。园林景观虽不

同于绘画艺术，但在布局经营上却是一脉相承的。清人邓石如“疏可走马，密不透风，计白当黑，奇趣

乃出”的疏密论在园林景观的配置上同样适用[7]。 
上海市方塔园在进行空间布局时遵循道法自然的思想，并没有像一般的寺庙园林一样，设计成中轴

对称的布局，而是将大殿放置在塔的东北角，这样因地制宜地布置建筑位置，能够更好的突出“塔”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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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特色，不刻意追求人工的秩序和规则。因塔的地面标高低于周边的地面标高，设计者在东、南两侧 20
余米处设计了院墙。当站在院内仰望塔顶时，65 度的仰角就让人感受到塔的高耸和巍峨。而墙外的观察

者则因院墙的阻隔，避免了因塔基低陷而产生的视觉不适感。这样的布局既展现了塔的雄伟，又提升了

整体的观赏体验。 
3) 植物配置 
现代园林的植物配置更加注重生态多样性和可持续性。通过模仿自然界的生态群落，选取多种植物

进行混合种植，形成多层次的绿色空间，不仅可以丰富园林的视觉效果，还能够提高生态多样性，促进

生态系统的稳定。在植物选择上选择本地特有的植物种类，根据它们的生长习性和生态特点进行科学的

配置，使园林呈现出自然、和谐的气息。传承柳宗元“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的环保理念和“不植

而遂，不蓄而富”的设计方法，提倡在城市营建中精心呵护自然，尽可能减少人工干预，追求自然之本

源[8]。 
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植物配置遵循了无为思想，让植物自然生长，同时结合地形和气候条件，

选择了适应性强的本土植物，不仅美化了环境，还改善了生态，使公园成为了城市的“绿肺”。通过科

学的植物配置，公园实现了植物与环境的和谐共生，植物群落形成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众多鸟类

和其他动物栖息，为城市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为市民提供了一个宜人的休闲空间。 
在通过植物进行意境营造的方法上，现代园林基本延续古典园林中植物所代表的内涵，但更加强调

植物的生态功能和景观效果。同时，利用植物的生长特性和季节变化，创造出四季有景、季相分明的园

林景观。此外，现代园林还注重植物与人的互动，通过设置亲水平台、草坪、花境等开放空间，让市民

能够近距离接触和感受植物的美。同时，结合植物科普教育，让市民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了解植物的生

长习性和生态价值，提高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 
总之，现代园林对“天人合一思想”是在继承中发展的，通过巧妙地运用中庸、比德、道法自然和

无为等思想，可以创造出既符合自然规律又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现代园林。 

5. “天人合一”思想对现代园林建设的启示 

虽然“天人合一”思想的基本内核从古至今都未曾改变，始终将人与自然看做一体，但外延却随着

时代的发展而改变。“天人合一”思想原本是为了论证封建统治的合理性，统治阶层主要将其作为政治

原则与人伦道德的依据，为其自身而服务，加强皇权；而现在则演变为为大众服务、为自然环境着想。 
但由于目前有些现代园林过于追求建设速度与美观度，为了赶工期只关注速度而忽略在工程中造成

的环境问题，如资源浪费、环境污染，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还有一些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旨的园

林，在设计中缺乏对人性化设施的考虑，过度重视自然而忽略了人的需求，缺少休息设施等，导致游客

难以舒适地欣赏景观。另外，“拆改留”式的城市更新、大挖大填的工程建设、超大尺度的广场设计都

会阻碍城市绿地发展、带来资源的无序消耗、导致环境遭到破坏。这些情况下，“天人合一”思想的运

用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天人合一”的理念显得尤为重要，它要求我们在保护环境与满足

人类需求之间寻求平衡。智慧园林，作为智慧城市不可或缺的一环，通过运用大数据等前沿科技，不仅

能极大提升园林养护管理的效率与质量，更能够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美化城市环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因此，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对“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与发

展不仅成为现代园林进步的必要途径，也是建设智慧城市的必然选择。 
现代园林建设时还应通过不断探索和创新，将“天人合一”思想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推动现代园林

设计的进步和发展，实现城市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关注城市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保持城市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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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魅力和历史底蕴。另外，选址时应借助 AI、大数据、3S 技术等智慧手段，利用清洁能源、智能灌溉系

统等，能够大大节约能源，这些现代科技手段能够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可持

续发展。 

6. 结语 

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理念之一，“天人合一”思想源远流长、内涵丰富，不仅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年

代为人们提供精神指引，引导人们爱护自然，更为园林设计提供了多样的方法与理念。而在今天，这个

思想对于我们的意义不仅在于形式，更在于造园的思想，通过人与自然相互交融的方式打造出理想中的

园林，展示出独具特色的民族精神气质。 
“天人合一”思想在现代园林中的应用能够改善因工业发展等原因为大自然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还

能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现代园林须得博采众长，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汲

取养分，做到古为今用，才能够让园林之树长青，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 

注  释 

①图 1 来源：作者自绘 
②图 2 来源：作者自绘 
③图 3 来源：作者改绘 
④图 4 来源：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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