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易　俊．小尺度园林空间与意境营造设计的研究———基于尼泊尔梦想花园为例分析［Ｊ］．江苏农业科学，２０１７，４５（２０）：１５７－１６１．
ｄｏｉ：１０．１５８８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３０２．２０１７．２０．０３８

小尺度园林空间与意境营造设计的研究
———基于尼泊尔梦想花园为例分析

易　俊
（文华学院城建学部，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０）

　　摘要：详细阐述了小尺度园林景观环境的有关概念，以及景观空间设计与意境营造的特点和方法；实践部分则以
尼泊尔的梦想花园为例，结合中国传统园林的造景手法，细致分析小尺度园林景观空间的设计形式，以及景观意境营

造的表达方式，希望为同类型的园林景观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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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久以来，大尺度的园林景观设计遍布城市中心，而中小
尺度的园林景观则七零八落。随着城市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发

展，社会功能和人群使用需求的迅速扩张，中小尺度园林开始

渐渐衍生，尤其是小尺度的园林景观空间。一个大空间的景

观环境能够集中满足某一区域人群的行为需求，而多个小尺

度的景观环境却能够分散满足更多区域人群的行为需求。大

尺度空间给人的感觉更多是视觉性的空旷和大气，小尺度空

间给人的感觉则更多是参与性的丰富和精致。城市的更新需

要小尺度的空间环境，人们的需求变化也更加推动小尺度空

间的出现。因此，探索小尺度园林景观空间设计的方法对人、

社会和城市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１　相关概念

１．１　小尺度园林景观
所谓小尺度，是相对大尺度而言。景观空间的尺度大致

分为３个等级，即大尺度、中尺度和小尺度。从城市规划的角
度看，大尺度是指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对城市总体空间大小的

感受；中尺度是指城市中的行人通过视觉在舒适的步行范围

对城市公共空间大小的感受；小尺度是指人在休闲活动时对

个人领域及交往空间大小的感受［１］。具体范围从人的触觉

感受范围到普通人辨别人脸部表情的最远距离（２５ｍ），包括
人与人、人与物的接触交流、人与人的视觉交流、对话交流等。

１．２　空间与意境
景观设计是从空间开始、以意境延伸的。空间是景观的

载体，意境由空间生成，二者相互产生关系，彼此成就。

１．２．１　空间　空间，“空”是重点，有“空”才有使用的场地，
具有无形、多变的特点。景观中的空间需要一定的要素进行

界定，景观要素的围合、渗透和穿插都能影响空间的变化和

层次。

１．２．２　意境　意境，由空间生成，是一种难以用语言形容的
心理感悟和情感体会。景观中的意境生成需要景观环境、使

用对象二者同时作用，有氛围的环境能促进人的情感发生，人

的思想情绪也能丰富景观体验。

２　中尼小尺度园林景观空间设计与意境营造的特点

中国传统园林景观的设计具有自然美、空间美与意境美

的特点，其造园的技巧在世界亦享誉盛名［２］。尼泊尔园林景

观的整体设计水平虽比不上中国，但好的作品都具有一定的

共性和个性，了解和学习不同地域的环境设计作品，能帮助彼

此成长和发展。

２．１　中尼小尺度园林景观空间设计与意境营造的同一性
２．１．１　营造空间的手法　中国传统的小尺度园林景观在创
造空间的手法上擅长运用借景、对景的方式，达到以小见大、

以有限面积创造无限空间的视觉感受；尼泊尔传统的小尺度

园林景观在设计手法上则擅长运用错觉的方式，以丰富的设

计产生空间的延伸效果。二者都在追求小空间大感受。一个

位于梦想花园墙角边界极小的狭长空间，地理位置不佳，不仔

细观察以为就是一堵墙，可当你走过去回头一看，发现原来另

有一番天地。设计师居然将一块最窄只有约 １０ｃｍ、最宽约
８０ｃｍ的狭长空间处理成跌水，利用地形本身的近大远小优
势，将空间虚实关系层层递进，意境尤为深远（图１）。花园中
心护城河水池的处理部分，从视线上看，水池延伸到墙体的另

一边，实际上，设计师为了将小尺度的面积扩大，就将石墙的

孔洞设计成透明玻璃，通过材质的光滑和反射效果，让参观者

产生错觉，从而使景观空间得以延伸（图２）。
　　中国传统的小尺度园林景观在组织空间上喜爱欲扬先
抑，留有悬念，营造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视野感；尼泊尔传统的

小尺度园林景观在空间运用上则喜爱出其不意，创造可遇不

可求的惊喜感。二者都在追求空间变化、步移景异带给人的

新鲜与喜悦（图１、图２）。
　　中国传统的小尺度园林景观在空间结构布局上强调视觉
轴线和逻辑轴线的运用；尼泊尔传统的小尺度园林景观则表

现在空间轴线对整体环境的设计。二者都在展现轴线对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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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控制和统筹能力。

２．１．２　空间的形态　中国和尼泊尔在空间形态的把握上都
追寻基本的３大类型，即开敞空间、半开敞空间和私密空间。
但是相比中国的开敞空间设计，尼泊尔的空间视线更开阔。

２．２　中尼小尺度园林景观空间设计与意境营造的差异性
２．２．１　宗教特点　中国传统园林景观的设计思想崇尚道家、
儒家，并受佛教影响。因此，景观环境多以自然山水园林为

主，喜爱叠山、理水、置石。例如先秦就有的“一池三山”设计

模式，将神话里的蓬莱、方丈、瀛洲３座仙山植入园林概念，典
型的受道家思想影响。尼泊尔是一个全面信仰宗教的国家，

整个国度都充满了神的色彩和佛的力量，那里的人有各自的

宗教信仰，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或其他，其中印度教影响最

为广泛。因此，景观环境多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喜爱运用鲜

艳的色彩、象征神的符号和代表文化特征的元素。例如尼泊尔

国家的生殖崇拜信仰，他们认为这是创造生命的原动力，因此，在

园林或寺庙里经常可看到一些生殖器官的景观设计（图３）。

２．２．２　情感表达　中国传统园林的设计常用托物言志的方
式来传达主人的美好寓意和愿景，将情感寄托在物体和空间

上，以物载情，以情说物。如园林设计中对吉祥图案的热衷，

对文字内涵的追寻，对美好意境的向往［３］。尼泊尔园林设计

更偏向功能的实用性和休闲性，较少展现个人的情感追求。

３　尼泊尔梦想花园景观空间设计与意境营造的方法与认识

３．１　案例背景
梦想花园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泰米尔街区，可以说

是城市里闹中取静、令人心旷神怡的一个小园林。该园林曾

是陆军元帅的后花园，建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曾因年久失修而
面临坍塌的危险，后经一支建筑队用了６年的时间将其修缮
一新（图４）。

　　花园小而精，占地面积约８００ｍ２，吸引了无数参观者的
眼球，园林中每处看似无用的小空间都被设计成一道靓丽的

风景，其精致、典雅、细腻、丰富、有情趣的设计格调让人流连

忘返。从功能布局上看，花园可坐、可躺、可游览、可休憩、可交

谈、可吃喝，功能类型十分齐全；从空间形态上看，花园既开放

又隐蔽，动静适宜，非常人性；从设计造型上看，有传统的圆亭

建筑造型、文化元素，有现代的喷泉水景，体现了城市文脉的传

承与发展；从意境营造上看，质朴、感性、怡人的气氛无处不在，

正如其名———梦想花园，一个可以让人做梦的花园（图５）。

３．２　梦想花园景观空间构建的方法
３．２．１　景观空间构成元素的特点
３．２．１．１　景观空间界面　任何景观空间的围合都离不开底
界面（地面）、竖界面（植物、构筑物、建筑物）和顶界面（天空、

植物、构筑物）的构成［４］。梦想花园的界面空间设计具有自

然、柔和、亲切、舒适、开放的特点，具体体现在：（１）花园的硬
质底界面设计少，大量应用绿地软界面，穿插水景界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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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具有强烈的亲切感和生命力（图６）。底界面是人们接触
景观最直接、最亲密的要素，它的质感和触感对人们的活动类

型、行为特征以及心理感受有着重要影响。梦想花园的硬质

界面多以材质拼贴和铺装图案变化的方式呈现，绿地和水面

则通过地形的高低起伏变化和水的流动产生律动感。（２）花
园的竖界面占地空间少，集中在用地边界区域，中心使用空间

格外开敞、明亮（图７）。由于花园的用地范围小，功能需求
大，花园对竖界面的利用量小，局部有一些高大树木、圆亭及

园林建筑，且高大的建筑物全部都在用地边界区域，中心使用

空间基本都是低矮的树木、花坛、水池、绿地等（图６）。因此，
花园的景观空间看上去十分集中、紧凑。（３）花园的顶界面
基本是自然的天空，局部座椅休憩的地方配有植物天花和构

筑物，虚实空间利用得当（图８）。景观构筑物的使用对空间
围合感有很大作用。该花园设计以开敞空间为主，半开敞和

私密空间为辅，因此，构筑物的应用少，实体空间多于虚拟空

间。不同的景观空间对虚实空间的使用程度不同，如果一个

外部空间的界面过“实”，会显得缺少流动性和层次性，相反，

界面过“虚”，会显得缺少安全性和真实性。梦想花园的空间

虚实结合，虚中有实，实里有虚（图９）。

３．２．１．２　景观色彩　梦想花园的景观空间色彩简单又严谨，
绿树、白墙、红砖。１个环境，３种色彩，却营造出无限的遐想
空间。梦想花园整体以大面积的绿色（植物）、纯洁的白色

（建筑、墙体、路灯）、古老的砖红色（屋顶、地面）和低调的灰

色（地面铺装材料、喷泉），来创造出一幅平静、安宁的色彩环

境，非常符合这样的休闲空间（图１０）。

３．２．１．３　景观材料　花园的底面材料以大面积粗面的砖、砂
砾、草坪为主，竖界面材料以小面积光面的玻璃、金属和石材

为主，自然中透露出精致，质朴中带有华美，景观视觉空间显

得大气、透彻。花园的中心池塘旁用了粗糙的灰色地砖，视觉

效果干净，突出周边的物质环境（图１１）。

３．２．１．４　景观植物　梦想花园的植物配置以小乔木灌木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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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为主、大乔木为辅，局部搭配攀藤类植物，点缀花草类和水

生类植物。大乔木集中种植在边界，小乔木散植在灌木丛、绿

篱或草坪中，攀藤类植物围绕在花架上，花草群植在草坪间，

水生植物对植在池塘里。通过乔 －草、乔 －灌、乔木背景林、
绿篱、立体植物等形式，分别创造出虚实不一的空间类型，使

景观空间具有强烈的实用性和美学性（图１２、图１３）。

３．２．２　景观空间结构的构建
３．２．２．１　景观结构和轴线　梦想花园的空间结构简单、清
晰，基本遵循了传统的轴线构建模式，以空间轴线控制为主，

视觉轴线顺应为辅（图１４）。一般来说，景观轴线分为空间轴
线、视觉轴线和逻辑轴线［５］。其中，空间轴线最为简单，以１
条或２条明显的线索统筹整体环境，串联各个景观节点，使景
观空间有一定的秩序；视觉轴线不太明显，通常没有明确的轴

线，主要以视线的延展产生景观空间的串联关系；逻辑轴线较

难处理，单从平面布局和形式上看不出来，必须充分理解设计

意图和景观内容，了解其结构关系，才能整理出逻辑思路。

３．２．２．２　景点主次关系　梦想花园的主景、次景关系明确，
景观结构稳定。主景设置在场地中心，空间尺度较大，活动空

间集中；次景环绕主景，空间尺度较小，活动范围分散（图

１４）。
３．２．２．３　景观空间密度（大、中、小）　“景观空间密度”这一
概念是用来描述和衡量景观要素建设量的适宜性问题，旨在

能够通过一个量化的数值来研究在不同类型、不同尺度的景

观空间环境中景观建筑量的适宜度问题［１］。景观空间中要

素的面积、多寡、组合会直接影响到景观空间的视觉效果。通

过高低起伏关系可以看出园林中的使用活动都集中在中心场

地，且景观中的要素组合关系有松有紧、舒适度高（图１５）。

３．２．３　景观空间秩序的生成
３．２．３．１　序列构成　西蒙兹的《景园建筑学》对序列有微妙
的论述：“一个序列应当说明、表达或者装点所使用的或所经

过的地区或空间”［６］。文学中讲究结构的开端、发展、高潮、

结尾的起伏关系，景观空间中同样要有启、承、转、合的变化层

次。梦想花园的景观空间序列构成不仅包含了全部过程，且

部分空间的处理变化多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引人入胜，令

人回味（图１６）。

３．２．３．２　序列组织　空间序列的组织可以引导人的使用流
线，让观者按照设计者的思路游览［７］。不同的组织方式给游

人不同的体验感受，串联的方式自由且开放，并联的方式紧

凑、规律，辐射式的方式则比较多变［８］。梦想花园的序列组

织形式以中心为原点，运用轴线串联式、４个直角辐射式，使
景观空间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和规律性（图１７）。
３．３　梦想花园景观意境营造的设计
３．３．１　建立人与环境的良好关系

—０６１— 江苏农业科学　２０１７年第４５卷第２０期



３．３．１．１　尊重场地环境特征　对于场地环境的设计，梦想花
园的处理方式就是尊重和保留。进入花园，就能看到门口有

１棵极其弯曲的大树，这棵树长到园林内部空间中，影响到墙
体的完整性，设计者没有将其截肢或缠绑，而是将墙体留孔洞

来迁就树体，让生命得到自由生长，这种做法值得称赞（图

１８、图１９）。

３．３．１．２　尊重人的行为特点　花园中心有１个尺度较大的
草坪露天剧场（图２０），很多游人都会不自觉地放下背包和相
机慢慢躺下，拿出一本自己喜欢的书籍，看着蓝天、白云、树

木，闻着花香、咖啡香、焚香，听着鸟叫声、水声、树叶声，触摸

着草的柔软、风的温暖。看似简单的情景，却是城市人难以触

及的奢侈环境。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变得简单又融洽，人与

自然的情感变得亲密又友好。

３．３．２　促进情感与文化的交融
３．３．２．１　设计功能场地，推动情感故事的发生　尼泊尔是一
个不太发达的国家，关于男女情感的表达也比较含蓄。大街

上，看不见牵手、亲昵的情侣或家人，有的都是同性朋友的亲

密。唯一在这个园林，可以看到座椅上拥抱的情人，草坪上嬉

闹的男女，他们没有畏惧或羞涩的表情，只有开心的笑容。一

个好的空间环境设计，必定会让人停留、带给人快乐，同时，能

给使用者带来身、心、灵的放松和愉悦。

３．３．２．２　设计都市酵母，建立对城市的情感依赖　所谓都市
酵母，就是在都市里发散一种让你爱上都市的元素。梦想花

园就是一个这样的都市酵母，让你有机会和自然亲密接触，和

动物一起喝下午茶［９］。

４　结语

园林景观的不同尺度可以营造出不同的空间氛围，甚至

影响人的情绪和行为［１０］。小尺度的园林景观是未来城市人

居环境设计的发展趋势，本研究深入分析尼泊尔梦想花园园

林空间设计与意境营造的方法，旨在探索出适合中国现代景

观小空间的设计思路。在研究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对文化

特点和植物类别发掘不深的问题，在后续的研究中需加以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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