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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期的中国古典园林就园林本身的发展情况看可分为三个阶段：

1. 殷、周；

2. 秦、西汉；

3. 东汉。

其中：殷、周为生成期的初始阶段；秦、西汉为生成期园林发展的重要阶段；东

汉是园林生成期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过渡阶段。

 园林的转折期——魏、晋、南北朝（公元 220—589 年）

总说（时代背景）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动乱时期，也是思想十分活跃的时期。思想的

解放促进了艺术领域的开拓，也给予园林以很大的发展。

1. 社会动荡、民生凋蔽

公元 220 年东汉灭亡，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公元 263 年，魏灭蜀。

两年后司马氏篡魏，建立晋王朝。公元 280 年吴亡于晋，结束了分裂的局面，中

国又恢复统一，史称西晋。西晋之后，由于庄园经济和豪强势力日益壮大，并转

化为门阀士族，士族拥有自己的庄园和世袭特权，足以跟皇室抗衡，导致皇家、

外戚、士族之间的争权夺利，促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造成有权势的人争权夺

利，贪婪奢侈。

2. 思想解放、文化多元

与贪婪奢侈相对的另一个极端，则是玩世不恭。名士们以任情放荡，玩世不恭的

态度来反抗礼教的舒服，寻求个性的解放有两种表现：

1) 饮酒、服食、狂獗的具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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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寄情山水，崇尚隐逸的思想作风，即当时的“魏晋风流”。 例如比较有名的

有：竹林七贤、白莲社等。寄情山水、崇尚隐逸成为社会风尚，也导致知识

分子阶层对大自然山水有了更进一步理解和认识，也成了一种浪漫风习。

3. 中国园林体系的完成

魏晋六朝长期处于动乱年代，而思想、文化艺术十分活跃，对中国园林体系的完

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 在以自然美为核心的时代美学思潮的直接影响下，中国风景式园林由再现自

然进而至于表现自然；

2) 皇家园林的狩猎、求仙、通神的功能基本上消失或仅保留其象征意义，生产

和经济运作则已很少存在，游赏活动成为主导功能；

3) 私家园林作为一个独立的类型出现，几种反映了这个时期造园活动的成就；

4) 寺观园林的出现开拓了造园活动的新领域，对风景名胜区的开发起着主导作

用；

5) 建筑作为一个造园要素，与山水地形、花木鸟兽等自然要素取得了较为密切

的协调关系。

 皇家园林

此时期的典型代表皇家园林：北方的邺城、洛阳，南方的建康。

1. 邺都园林

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是战国时期魏国的重要城池之一。 从城市规划上，结

构严整，以宫城为全盘规划的中心。有代表性的园林：铜雀园、华林园 。

1) 铜雀园

在邺都城内西北，长 3 里，宽 2 里。园内修筑铜雀、金虎、冰井三台。 铜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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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邻宫城，已略具“大内御苑”的性质。

2) 华林园（华林苑）：位于城北面。

2. 洛阳园林

曹操时期的都城。代表园林有芳林园。

魏明帝时期在东汉旧苑基址上重新建芳林园。是当时最重要的一座皇家园林，后

因避齐王曹芳改名为华林园。

3. 建康园林

建康即今南京，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吴、东晋、宋、齐、梁、陈六各朝代的建都

之地。建康的皇家诸园中，比较著名的是“华林园”和“游乐园”。

1) 华林园

地理位置：位于宫城北面，玄武湖南岸。华林园的景象：东晋简文帝入华林园时

描述曰：“会心处不必在远，怡然林水，便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2) 乐游园

在华林园的东面，又名北苑，始建于刘宋。园林基址的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往东

可远眺钟山借景，北临玄武湖。

 私家园林

此时期的私家园林见于文献记载的已经很多。从地理位置上私家园林有两种：建

在城市里或城近郊的城市型私园——宅院、游憩园；建在郊外的庄园、别墅。同

时也有南方与北方私家园林的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