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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园林空间模式研究
!

———以甘泉宫、武侯墓和黄帝陵为例

张! 颖D，董芦笛"，刘! 晖"

（D)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艺术学院；")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建筑学院，西安 %D##GG）

摘要：借鉴空间理论的有关研究成果，依据空间的 " 种表现形式即感知空间与认知空间的特征，对园林的空间模式

进行了界定与研究，并以汉代园林 + 大遗产地甘泉宫、武候墓和黄帝陵为例进行实地考察，综合分析。研究结果表

明，中国古代园林存有外向型、内向型及内外结合型 + 种空间模式；外向型是一种开放式的空间模式，其表现为“ 宽

广”与“博大”；内向型是一种闭合式的空间模式，其表现为“藏风聚气”；内外结合型空间模式是上述 " 种空间模式的

结合。研究揭示出园林空间是一个融合统一的有机整体，提示了园林的空间特征与本质，并为中国古代园林或遗产

地的空间鉴赏与旅游开发提供新的思路与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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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古代园林或中国遗产地有着丰富多彩的构

成要素（包括山石、水体、建筑、植物和道路等）。这

些要素是营造园林的物质基础，其装饰作用在园林

景观中具有重要意义。除此而外，园林还具有空间

向度、空间组织和脉络，是人们认识园林的基本架

构，可以说空间是园林的本质［D］。人们对空间的营

造自古至今一直延续着，但对空间的理解和阐述因

空间复杂多样的内涵，现仍没有太多发展，对园林的

空间论述及研究也较为欠缺。本研究借鉴空间理论

的有关研究成果，从感知空间、认识空间基本理论出

发，以中国汉代著名皇家园林即甘泉宫遗址、汉武侯

墓和黄帝陵这 + 个遗产地为例，运用系统分析方法，

揭示其存在的空间模式特征。同时凭借园林的本质

和核心是空间这一理念，力图从空间的角度为遗址

地的旅游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D 研究区域概况

汉甘泉宫遗址位于陕西淳化县北铁王乡凉武帝

村一带。遗址西至米家沟，东至武家山沟，北至北庄

子村，南至董家村，总面积约 *## 27"。甘泉宫是中

国西汉时期仅次于京师长安的政治中心、帝王盛夏

避暑与理政的行宫、中国古代有名的皇家园林。现

存建筑遗址主要部分为东城墙（II# 7）、西 城 墙

（I$# 7）、北城墙（D $G# 7）和南城墙（D $KI 7）形

成的甘泉宫遗址城垣，且城垣内有通天台、门阙等遗

迹。甘泉宫遗址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

空间对象及地貌特征十分明显，南部和北部为褶皱

的隆起山地，中部是堆积的黄土丘陵、高原，外周有

河谷、沟谷及其所形成的冲积阶地。地形走势呈北

高南低状，其北部的黄花山海拔 D I#I) $ 7，是子午

岭南延山地的最高峰。该山孤峰高耸，视野开阔。

南端嵯峨、北仲 " 座山，其山峰起伏，脉络相连，峰顶

浑圆，坡势不险。中部的黄土丘陵、高原范围较广，

坡度平缓。而东面的冶峪河，西面的姜嫄河，呈南北

走向流过。山地植被为天然次生林、人工林。一般

树种有栎、白桦或天然灌木林，经济林木中苹果、核

桃较为出名。

武侯墓位于陕西勉县城南 G L7 处定军山脚，是

中国古代杰出政治家、军事家蜀汉丞相诸葛亮墓冢

所在地。也是国内唯一的文化层次深奥的墓园园

林。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园内现有古庙 D
座，是 D 座 + 院并联的围合大院。其东西长 D"# 7，

南北宽约 D+# 7。庙内有乐楼、照壁、字库、山门、拜

殿、大殿、前坟亭、崇圣祠、后坟亭、东西厢房、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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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东道院等古建筑。武侯墓冢在古庙大院其后呈

覆斗形，高 ! "，周长 !# "。冢旁有汉桂 $ 株，高

%& "，直径 % "。园内还有古柏 $$ 株。墓园周边空

间对象地貌构成为汉江及其支流河浸滩地，宽约

’## "；( 级阶地分布在汉江滩地至低山丘陵地带，

地域宽广；! 级阶地为低山丘陵地带分布。低山丘

陵分布在天荡山与定军山山麓地带。另有山地地

形，定军山主峰海拔 ))* "，东西逶迤 %# +"，山南有

天然锅底形大洼，周长 %, ’ +"，史称“仰天洼”。

黄帝陵位于陕西省黄陵县城北 % +" 的桥山之

巅，是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墓，被称为中国

第一陵，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园内有黄帝

庙，呈四方形建筑，其后有新建的祭祀大殿。黄帝墓

冢置于凤凰岭中段，海拔为 &--, ) "，冢高 *, ! "，周

长 .) "。此外群山环抱，古柏参天，四季青翠，环境

幽雅。园内有“ 黄帝手植柏”，相传为黄帝亲手所

植，距今 . ### 余年，巨柏高 %& "，树干下围 %# "。

另有汉武帝时期种植的“挂甲柏”（又名“将军柏”）。

此外，该处还有千年以上古柏 *# ### 余株，是我国最

具历史文化价值与旅游观赏价值的古树名木。黄帝

陵周边空间对象地貌特征明显，其中桥山位于子午岭

向东伸延的一条支脉，是黄土高原地貌中川、源间之

山，最高点海拔为 % #$% "，相对高度为 %!# "。虽然

山体本身并不高大，但作为浩翰如海、多姿多彩的黄

土高原地貌特定环境，仍有其独特的气势。桥山东、

南、西 * 面被沮水环绕，其北有海拔高度为% #$# "的

孟家塬。黄帝陵周围另有印台山和龙首山。

$ 研究内容与方法

借鉴空间理论的研究成果，对感知空间和认知

空间的内含进行剖析。/01+ 对有关“ 空间”理解的

各种思想模型进行研究后发现，“ 在不同时代和不

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空间的认识和评价具有不

同的方式”［$］。有关空间认知的研究表明，在不同

空间尺度，人类对于空间有着不同的理解能力和表

达方式，而有关尺度、空间和经验之间的关系具有重

要意义。各种空间类型可以划分为如下表现形式。

$, % 感知空间

感知空间是指人的感觉器官以不同方式与环境

的突出刺激发生物理作用后，形成典型特征感知图

像的空间，它由与感知方式有关的人的位移（ 或移

动）组成［*］。对属于感知空间的空间类型，对它们

的感知行为仅从某一个视点（ 或角度）就能够完成，

因此可以认为它属于一种“ 小”空间类型，但它与

“对象”空间类型具有密切关系。

$, %, % 空间特征感知2 空间特征感知发生于感知空

间。在感知空间，人们应用各种有关特征产生的感

知手段和方法（ 如曲率最小原则、感知突现等）［.］，

从某一视点（ 或角度）来观察空间实体的各个组成

部分，以获得有关空间实体各组成部分的属性特征。

在感知空间中所产生的属性特征是一种空间特征，

而空间特征又分为空间原始特征和空间功能特征。

$, %, $ 园林感知空间的界定2 园林的感知空间应该

是园林各要素之间所建立的联系。其要素包括园林

内的山石、水体、建筑（ 或建筑遗址）、植物和道路

等。人们对园林感知空间的界定为以园林内的某一

物质要素（ 如建筑、山石等）为视觉启点，来观察园

林内空间实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以获取园林空间结

构的特征感知。

$, $ 认知空间

认知空间将典型特征感知图像与信念、知识和

记忆这些认知要素相连，以进一步形成有关典型对

象认知图像的空间。认知空间是基于认知 * 要素即

信念、知识和记忆而形成的。其中，“ 知识”是有关

空间实体的部分———整体关系的知识（ 或经验）；

“记忆”则具有特殊功能，它使得发生在认知空间中

的认知行为不再受物理空间约束的影响，而这点正

是认知空间和感知空间的重要区别。对于属于认知

空间的空间类型，对它们的认知行为已不能单从某

一视点（或角度）来完成，要通过多视点（或多角度）

认知方式才能够实现。由此可见，认知空间是一种

包括“对象”空间类型的空间表现形式，涵盖了有关

城市空间研究的所有空间类型，也是有关“ 社会地

理”、“环境”与“地方”研究的主要空间形式［’］。

$, $, % 空间对象认知2 空间对象认知发生于认知空

间。人们在有关空间实体各组成部分的属性特征感

知基础上，基于有关空间实体的部分———整体关系

知识（或经验），通过将空间实体各组成部分之间的

属性特征相集成，来实现对于某个空间实体的对象

化认识。因此可以说人类的空间认知行为是直接与

空间对象发生作用的，而人类所拥有的空间知识则

广泛来源于对空间对象的分类。空间对象按其边界

的不同，可分为 $ 大类。一类是具有真实边界的对

象，如山体、河道、湖泊、土地利用等；另一类是边界

需要特定或划分的对象，如行政管辖区、土壤等。

$, $, $ 园林空间对象认知的界定2 园林认知空间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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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是园林外部或者周围的空间实体的对象化认识，

对其必须要通过多视点（ 或多角度）认知方式来完

成。园林外部或周围的空间实体或对象一方面包括

山体、河流、地形地貌特征等，另一方面包括的则是

需要制定或划分的对象，如行政管辖区域等。基于

不变特征的经典分析理论认为，对象表达产生一个

有限特征集和一个特征组合的规则集，而特征的组

合将产生有关对象的层次结构表达，形成园林空间

结构的对象化认知。

! 实例分析

!" # 甘泉宫遗址的空间分析

以感知空间界定分析，其空间范围界定为甘泉

宫遗址城垣。以城垣内的通天台为视觉启点，视觉

终点至东、南、西、北四处城墙遗址。环视四周，视域

开阔，空间特征为开放式空间迁移。以认知空间界

定分析，以甘泉宫遗址城垣的四块城墙地为视觉启

点，视觉路线为：东城墙至东部的黄土高原与冶峪河

谷阶地；西城墙至西部的黄土丘陵与姜嫄河谷阶地；

北城墙至北部的黄花山；南城墙视觉穿过西南面的

北仲山与东南面的嵯峨山。视觉终点可达汉长安城

（咸阳），形成外向型空间对象认知，构成“ 二河三

山”的空间景观模式（图 #）。

图 #$ 甘泉宫遗址感知空间与认知空间分析

!" % 武侯墓园林的空间分析

以感知空间界定分析，其空间范围界定为墓园

围墙内的园区及园外山门处。取园内武侯墓冢为视

觉启点，视觉终点至园东的山门，园西的后坟亭，园

北的围墙，园南的古柏。环视四周，空间特征为闭合

式空间迁移。以认知空间定界分析，视觉启点选为

山门、墓冢、寝宫。视觉路线为：山门至园东的书案

山；墓冢至园北的土地梁；墓冢至园南的武刚山；寝

宫至园西的笔峰山。整个路线形成内向型空间对象

认知，构成“四山一溪”的空间景观模式（图 %）。

图 %$ 武侯墓园林感知空间与认知空间分析

!" ! 黄帝陵园空间分析

以感知空间界定分析，空间范围界定为从轩辕

桥起，经黄帝庙、祭祀大殿，沿谒陵路至黄帝墓冢处。

取园内祭祀大殿为视觉启点，视觉终点西至黄帝手

植柏北至凤凰岭。环视四周，空间特征为闭合式空

间迁移；取黄帝墓冢为视觉启点，视觉终点南至县城

区，东至黄帝手植柏，空间特征为开放式空间迁移。

以认知空间界定分析，同样选定祭祀大殿与黄帝墓

冢为视觉启点，视觉路线为：祭祀大殿南至印台山；

祭祀大殿北至凤凰岭；祭祀大殿西至龙首山。整个

路线形成内向型空间对象认知。另从黄帝墓冢为

启点西南至黄陵县城区域，东越过沮水区域而形成

了外向型空间对象认知。黄帝陵园构成了内外结合

型空 间 对 象 认 知 和“ 二 山 一 河”空 间 景 观 模 式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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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黄帝陵园感知空间与认知空间分析

# 结果与讨论

综合上述实例分析，本研究得出了中国古代园

林感知空间特征、认知空间对象和空间景观模式

（表 $）。

表 $" 中国古代园林三大遗址地空间分析

景

区

感知空间

视觉启点

感知空间

视觉终点

感知空

间特征

认知空间

视觉启点

认知空间

视觉终点

认知对

象空间

空间景

观模式

甘

泉

宫

通天台

东、西、

南、北

城墙遗址

开放性

东、西、

南、北、

城墙遗址

冶峪河谷

姜嫄河谷

黄花山

咸阳

外向型

（开放）

“二河三

山”型

武

侯

墓

武侯

墓冢

山门、

后坟亭、

围墙、

古柏林

闭合性

武侯墓冢

山门

寝宫

土地梁

武刚山

书案山

笔峰山

内向型

（闭合）

“四山一

溪”型

黄

帝

陵

祭祀大殿

黄帝墓冢

黄帝手

植柏

凤凰岭

县城区

谒陵路

开放与

闭合性

祭祀大殿

黄帝墓冢

印台山

龙首山

县城区

沮水

内外结

合型（开

放闭合）

“二山一

河”型

此外，本研究以空间方向作为切入点，提供一种

新的看待与理解园林的方式，用空间的观点认识如

下。

$）园林的本质和核心是空间。只有通过空间，

园林要素之间才能建立联系，人们在园林中才可得

以运动。园林空间就是人们活动时的自由度，空间

越多，自由度越大，这正是园林的价值所在。

%）中国古代园林存在的外向型空间模式，是一

种开放式的空间模式，其表现为“ 宽广”与“ 博大”；

存在的内向型空间模式，是一种“ 闭合”式的空间模

式，也是一种典型的“ 藏风聚气”的理想风水模式；

内外结合型空间模式是上述两种空间模式的结合。

在园林空间中，人们的感受随时间的不同而不同，所

谓步移景异正是人们在园林空间中的时间轴向运动

的体验。

!）空间上的多层次设置，使景物掩映配合，增

加了景观层次，也能达到有起伏，含蓄耐看的目的。

构成园景的要素虽是分散、个别的，但园林的空间却

是一个融合统一的有机整体，虚空具有强大的融合

性［&］。提高人们对园林空间、空间模式的认知印象

与美感欣赏，是景观旅游开发的一项新的课题。在

武侯墓、黄帝陵这样旅游地认知度较高的地方，应进

一步引导游客对园林空间的美感认识，可通过展板

将园林空间特色与景观特色一并介绍给游客，形成

旅游目的地形象的“ 先入为主”和“ 即成事实”效

应［’()］。而像甘泉宫一类只存有遗址的地方，可通过

路线展示结合乡村旅游的方法，使人们欣赏山水空

间格局的美景，也为旅游开发提供新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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