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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景感生态学思想刍议

张学玲， 闫　 荣， 赵　 鸣∗

北京林业大学 园林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景感生态学”的提出恰符人们和时代所需，其思想主张将人的感知，即视觉、嗅觉、听觉、触觉等物理感知以及心理感受

纳入到城市生态环境研究中。 中国古典园林是集水、土、气、声、风等元素为一体的综合生态系统，本文援引园林诗词、楹联匾额

等古籍资料和实际案例，分别从园景营建、景感运营、生态审美三方面，阐述和探讨自然要素、物理感知、心理反应在园林中的运

用，揭示景感生态学思想在我国古典园林中的体现，扩展人们对当下人居环境的建设视野。
关键词：中国古典园林；景感生态学；园景营建；景感运营；生态审美；人居环境

面对愈演愈烈的城市环境问题，人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一直是人们广泛关注和探讨的话题。 与此同时，
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环境品质的提升逐渐增高，这种需求更多的表现在环境质量的改善以及

其带给人们精神上的慰藉和享受。 由此，“景感生态学”概念的提出恰符人们和时代所需，其本意指以可持续

发展为目标，基于生态学的基本原理，从自然要素、物理感知、心理反应、社会经济等方面，研究土地利用规划、
建设与管理的科学［１］。 其思想主张将人的感知，即视觉、嗅觉、听觉、味觉、触觉以及心理感受等纳入到城市

生态环境研究中［１⁃２］。 中国古典园林是集水、土、气、声、风等元素为一体的综合生态系统，“景感生态学”的提

出为中国古典园林的研究和赏析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国古典园林是指世界园林发展中以农耕经济为主开始的社会发展阶段的中国园林体系而言，按照园林

基址的选择和开发方式的不同，分为人工山水园和天然山水园；按照园林的隶属关系，又可归纳为皇家园林、
私家园林、寺观园林三种主流类型以及衙署园林、祠堂园林、书院园林、公共园林等非主流园林［３］。 然而，无
论何种类型园林都与山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山水”按照中国传统来讲即自然、生态［４］。 中国古人对“山
水”的感知早已有了较深刻的意识，如魏晋咏左思的“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强调从心中感知山水美妙的

自然之声；谢灵运的“乘月听哀狖，浥露馥芳荪”借听觉和嗅觉传达了视觉上月夜笼罩下江面上水气空濛、波
光粼粼的景色；南朝谢朓“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借用绮与练颜色的不同传达出余霞的动与澄江的静，等
等。 园林作为以“夜雨芭蕉”、“晓风杨柳”、“溶溶月色”、“瑟瑟风声”等集色、香、味、触等为一体的生态系统，
古代造园家们更是注重透过五官借用自然要素感知景物，营造从“物”到“境”的园林环境，以实现“物情所逗，
目寄心期”的造园意图。

１　 园景营建

《易·系辞上》有云：“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中国古典园林营建的第一要务是“察于地理”，即
相地选址。 古人在相地选址中十分强调综合地形、水、植被、日照等多种自然因素的影响。 《阳宅十书》认为：
“凡住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污池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谓最贵地。”背山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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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流通，挡住呼啸的北风，青山绿水，鸟语花香，正符合人们理想生活的生态需要。 《诗经·大雅·公刘》中
记载道，周族酋长公刘率领全族迁居豳地，寻找土地富庶草木繁茂之地，他亲自登临山水，察看地形，“相其阴

阳”，“度其隰原”，以确定建筑朝向和基址范围［５］。 中国古代造园专著《园冶》 ［６］ 相地篇中强调：“园地惟山林

最胜。” 山林之地“有高有凹，有曲有深，有峻有悬，有平有坦”，山水资源良好，地质地貌类型丰富，“自成天然

之趣”，体现了古代先人早熟的生态环境意识。 明代造园家计成指出：“凡结林园，无分村郭，地偏为胜。”说明

古人在选址时已注意将噪音对园林环境的影响纳入到选址中，强调好的选址要避开城市繁华喧嚣之地，“竹
里通幽”，“松寮隐僻”。 基于这种生态意识的出现，就算建在喧闹的城中，没有得天独厚的清幽环境，古人也

力图营造闹中取静的生态小环境。 如苏州网师园位于极窄的羊肠小巷深处，藉以避大官之舆从也；素有“吴
中第一名园”之称的留园，位于苏州阊门外，四周通达之路均为狭窄的石子小路；江南名园艺圃虽临近《红楼

梦》中所写“红尘中一二等风流繁华之地”的阊门，但却“隔断城西市话哗，幽栖绝似野人家”；拙政园僻处苏州

娄门内东北街，当年也是“门临委巷，不容旋马”，罕有车迹。
山水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极佳的生态环境，山水也是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主体和骨架，几乎无园不山，无园不

水。 水乃生命之源，赋予园林以灵动和生机。 园林中水体不仅是不可或缺的景观形态，更是水生动植物生存

的重要载体。 白居易在午桥庄园林的改造中强调园林水体的营造要“引水多随势”，因势利导不强行，体现了

对自然地形地势的尊重和利用。 正如苏州拙政园营建缘由，因苏州地下水位高，拙政园更是处于城中低地，因
而园内掘池得水，外连城市水系；池中垒土石筑岛山，山上遍植落叶树间种常绿树，山脚土坡苇丛，植物种类丰

富；山间有溪谷，架小桥，形成以水池为中心的小型水陆复合的生态系统（图 １）。 拙政园中水面和岛屿的建造

是根据因地制宜、遵循自然的原则将洼地生态改造成物种更丰富、生物链更为稳定的立体岛式生态环境。 从

生态角度而言，园内水体营造除了不仅有利于排蓄雨水，为园中灌溉、防火提供水源，同时也起到净化空气和

调节小气候的功能。

图 １　 拙政园西部与中部水陆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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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改绘自网络

“水，活物也。”为保持水的“活”性，保持水质的清净，园中水多通过暗沟连接园外天然水渠，如寄畅园的

主体水池“锦汇漪”，源自惠山的“天下第二泉”的泉水流入；白居易《池上篇》记载白氏旧园引伊水入宅为池；
杭州郭庄引西湖水入园为池；苏州环秀山庄因其在山脚下掘地得“飞雪泉”，与山庄中水景池泉贯通，水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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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有脉，既符合生态之理又表现出自然的和谐趣味。 园林中水池多具备一定的体量，在控制游人规模的情况

下，大比例的水面可以通过自净能力而保持水质清洁（表 １），同时，池中水生动植物群落，也具备一定的净化

水体能力，使园林水域达到生态平衡。 具备了一定生态功能的园林环境为各种水陆生物提供了生存条件，形
成了“鸟鸣蝉唱”、“鱼戏新荷动”、“稻花香里听蛙声”的和谐景象。

表 １　 主要园林水域比例一览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ｇａｒｄｅｎ ｗａｔｅｒ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ｌｉｓｔ

园林名称
Ｇａｒｄｅｎ Ｎａｍｅ

园林总面积 ／ ｍ２

Ｔｏｔａｌ Ａｒｅａ
水域面积 ／ ｍ２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水域比例

Ｗａｔｅｒ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数据来源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

北京颐和园 ２９３００００ ２２０００００ ７５％ 网络

北京北海 ７０７９６０ ３８８２８０ ５５％ 网络

苏州留园 ２３３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３％ 网络

苏州网师园 ２５１０ ３１０ １２％ 自测

苏州艺圃 １７８０ ５９０ ３３％ 自测

苏州戒幢律寺西园 ７９２０ ２７１０ ３４％ 自测

浙江南浔宜园 １１６００ ７４４０ ６４％ 自测

苏州残粒园 １４０ ２９ ２１％ 自测

“园林”重点在“林”上，如果没有“林”，那么“园”也就不称其为园了［７］。 因此园林植物多有“榆柳两三

行，梨桃百余树”、“江梅百株”、“绿树成林，绮蔬盈圃”的群体面状种植。 对园林植物的配置和选择通常需要

综合考虑地形地势条件、光照、土壤成分等因素，如“插柳沿堤”、“柳浪闻莺”等景名道出了古人经验性的于近

水湖滨处植柳成林，不仅尊重了植物喜阴喜湿的生态特性，又考虑到水边土壤稀松潮湿的情况，变不宜因素为

有利于黄鹂栖息的生境，得和风拂柳、黄鹂飞鸣之集视、听、触三感一体之景。 “多年树木，碍筑檐垣，让一步

可以立根，斫数桠不妨封顶［６］。”又传达了古人造园时对古树名木的尊重态度，从现代生态学观点来分析也是

尊重生态的需要。 经过多年生长繁茂的树木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生态位，对古树的保留实际上也是保存一

个运转良好的小生态环境。 正是由于古代造园家对配置植物的生态合理性，背阴种竹植桂、向阳栽牡丹种芍

药、地高瘠薄之地育松柏配榆枣，才有了“松竹苍翠，花艳兰香”、“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之景。

２　 景感运营

明代造园家计成在《园冶·借景》中首先明确提出了借景乃“林园之最要者也。”清代精通造园的学者李

渔在其著作《一家言》中也强调了造园中“取景在借”的道理。 《园冶·兴造论》中又曰：“‘借’者：园虽别内外

得景则无拘远近。”计成按照“得景”方式的不同，从观赏距离、角度、时间等方面将借景分为“远借，邻借，仰
借，俯借，应时而借”等方式。 可见，“得景”方式的不同，取得的园林景色各有千秋。 而得景方式的不同取决

于人运用听觉、视觉、嗅觉、触觉等感官感受外部事物的方式不同，促成了“得景”过程中体验方式的差异［８］。
２．１　 “视”景
２．１．１　 “春夏秋冬”

《论语·阳货》有“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之语。 《庄子·知北游》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

不议”之论。 自古以来，受四时意识影响，中国古典园林尤为重视四季更替对景物的影响，可以说，有相当一

部分园林景观是受季节变幻、气候变化影响的。 正如《园冶·借景》中强调：“构园无格，借景有因，要切四

时。” 中国古典园林或隐或显地借春夏秋冬的变化，显示四时景色之异。 如杭州西湖十景的“苏堤春晓”、“断
桥残雪”，燕京八景中的“琼岛春阴”、“西山晴雪”，钱塘十景的“浙江秋涛”、“孤山霁雪”，拙政园的“海棠春

坞”、“雪香云蔚”，桂林十六景中的“东渡春澜”、“尧山冬雪”、“五岭夏云”、“阳江秋月”等，显现了景色的“四
时不同”。 园林植物观花观叶各有妙处，如唐杜牧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利用了植物的季相

变化，用红枫似花的叶色破除冬日的枯寂。

２４１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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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昼夜晨夕”
白昼与黑夜，是对立的两极，而晨、夕则是其间的过渡。 昼与夜的代表性景象，就是日景和月景［７］。 日景

常常借用光、云、雾等自然气象造景。 如借光之景，峨眉山清音阁下两条溪水汇合，急湍飞瀑在日光下出现虹

影，形成“双飞两虹影”的景观。 光是影响园林景观的重要元素，明高濂在《苏堤看桃花》中描写了六种不同时

间气候变化下的桃花景观：“其一，晓烟初破，霞彩影红，微露轻匀，风姿潇洒；其二，明月浮花，影笼香雾，色态

嫣然，夜容芳润；其三，夕阳在山，红影花艳，酣春力倦，妩媚不胜；其四，细雨湿花，粉容细腻，鲜洁华滋，色更烟

润；其五，高烧庭燎，把酒看花，瓣影红绡，争妍弄色；其六，花事将阑，残红零落，辞条未脱，半落半留……”从
中可看出在霞彩、明月、夕阳、庭火等不同光感和自然环境下，花之容、色、态、影、香的变化。 又如苏舜钦《沧
浪亭怀贯之》中云：“秋色入林红黯澹，日光穿行翠玲珑。”翠玲珑馆周围广种竹子，种类繁多，因日光照射，诸
多竹子清翠欲滴，宛如碧玉，建筑馆也由此得名。 于此同法的还有描写六月西湖之景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
日荷花别样红”，园林将水生花木大面积集中栽植，不仅增强水体净化能力，同时借阳光与植物的红绿组景，
能造成强烈的色彩对比，突出视觉观赏效果。 借云之景，如昆明黑龙潭中有“两树梅花一潭水，四时烟雨半山

云”之景，山云衬掩，梅潭映照，动静对比，隐然在目。 清何绍基描写成都茗椀楼：“花笺茗椀香千载，云影波光

活一楼。” 荡漾的云影波光使吟诗楼也有了“活”意。 又如杜甫的“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尤侗的“水流云在，
月到风来”。 不仅如此，西湖十景中又有“双峰插云”，豫章十景中有“南浦飞云”，峨眉十景中的“罗峰晴云”
等以云组景，借云造景的园林景观。 借岚造景，如潇湘八景的“山市晴岚”，桂林十六景的“北岫紫岚”等。

日月光感不同，景象亦有不同。 袁宏道《西湖二》有云：“月景尤不可言，花态柳情，山容水态，别有一种趣

味。”“湖以平为美，月以秋最佳。”以月景取胜最为著名的当属西湖十景中的“平湖秋月”，通过秋月之圆满与

湖水之平展形成圆与线的对比，构成独特的自然景象，并借西湖西端自然地势条件，于孤山上面水建“望湖

亭”，可观“平湖秋月”之景。
２．１．３　 “烟霞雨雪”

清汤贻汾《画筌析览·论时景》有云：“春夏秋冬，早暮昼夜，时之不同者也；风雨雪月，烟雾云霞，景之不

同者也。 景则由时而现，时则因景可知。”气候与天象构成气象景观，如“烟霞雨雪”。 “风”、“景”二字，原意

即指刮风与日照［７］。 可见作为景观的风景和气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园林的至高境界即“纳千顷汪洋，
收四时烂漫”之风景，正如清代邓石如所云“沧海日，赤城霞，峨眉雪，巫峡云，洞庭月，彭蠡烟，湘潇雨，武夷

峰，庐山瀑布，合宇宙奇观，绘吾斋壁。”因此园林在造景中，离不开日、霞、雪、烟、雨等自然气象景观，通过其

中光影、温度、色彩、声音等不断变化，赋予静态的地貌、植物、建筑等无穷的动态景象。
２．２　 “听”景

丹麦学者拉斯穆森在《体验建筑》中强调：不同的建筑反射声能向人传达有关形式和材料的不同印象，促
使形成不同的体验，事实上，不仅能“听建筑”，还能听“环境” ［９］。 舒缓美好的声音有“涤烦襟，破孤闷，释躁

心，迎静气”的功效。 中国古典园林中常常萃取自然之声，因时、因地、因境创造不同的声境景观，构成了园林

独特的审美意境。
２．２．１　 “水之音”

古代造园家善于理水，不仅善“理”水之形，更善于发现涧、泉、溪、池、瀑、雨等自然水流声音的变化，“理”
其音，营建水声韵美的声景观。 以涧声造景取境的佳作当数扬州无锡寄畅园的“八音涧”。 古代张式引园外

泉水至园内假山中，水随涧道曲径迂转，与山体怪石摩擦撞击，产生断断续续、聚散隐显的“金、石、丝、竹、袍、
土、革、木”八种声音，正有“声淙淙而琴瑟”之妙，此声境之营建展现了古人善观自然、以声取境的高妙手法。
著名的寺观园林峨眉山清音阁第一胜景“双桥清音”，于山区错落交界和黑、白二水汇流处营建清音阁，面向

五显岗，背倚牛心岭，郁林簇拥；两侧涧瀑奔泻，喧腾而下，声传幽林深谷，成就了绝景胜迹。 同为赏自然流水

清音的景观还有避暑山庄的“远近泉声”、“风泉清听”，圆明园的“夹镜鸣琴”，谐趣园的“玉琴峡”等，或溪流

潺潺，或泉水叮咚，或涛声澎湃，形成节奏自然生态的声景。 雨与植物、建筑的搭配同时也增加了园林水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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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丰富性，因此有了“留得残荷听雨声”、“蕉叶半黄荷叶碧，两家秋雨一家声”、“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

雨亦奇”的意境之美。
２．２．２　 “风之声”

“风”在中国古典园林造园体系中如空气般如影随形，虽然自身处于无形无相的状态，但是常常与山水、
建筑、植物等园林要素搭配，营造出独特的景感景观。 如借“风”与墙体孔洞之间气流变化而发出萧萧之声，
形成扬州个园“北风呼啸雪光寒”；借“风”入松林而发出瑟瑟之声，形成避暑山庄“万壑松风”之景和“松月生

月凉，风泉满清听”之境；借“风”与假山摩擦之声，形成扬州个园“冬山惨淡而如睡”；借“风”拂翠竹似丝竹管

弦之声，形成苏州沧浪亭“风过有声留竹韵”的意境。
２．２．３　 “禽之鸣”

《诗经·周南·葛覃》描写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东晋谢

灵运有“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之句。 北宋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中有云：“清风忽来，留而不去；幽禽静鸣，
各夸得意，此山林之乐。”可以看出，园林中动物之声让环境充满了生态野趣，传达出一种自然和合之美，人们

喜闻乐见这种景象。 由此，借“莺歌燕语、蝉唱虫鸣”，古典园林中出现了避暑山庄之“莺啭乔木”，随园的“老
鹤立桥上，昂颈长鸣”，恭王府花园的“听莺坪”等景致。 “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园林中也常以动写静，以
禽语的喧闹反衬环境的清幽寂静，正如王安石描写半山园“惟有北山鸟，经过遗好音”，“风定花犹落，静中见

动意；鸟鸣山更幽，动中见静意”。 园林里中也常用梵呗钟罄声的乐感来打破山林的寂静，使静中又有动，如
潇湘八景中的“烟寺晚钟”、西湖十景“南屏晚钟”等景观。
２．２．４　 “琴之乐”

春秋时期俞伯牙和钟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故事千古流传，其美妙乐曲至今仍留在人们心底。 其中不仅可

以体会到知音难觅之情，更传达了古人很早就发现山水林木等自然之声与人听觉之间的默契关系，因而乐于

以琴曲模仿和表现林泉之声，正如唐白居易《池上篇》所云：“虽有宾朋，无琴酒不能娱也。 乃作池西琴亭，加
石樽焉。”于是，园林中通常都会设有琴室、琴亭、琴楼等建筑，如广东可园的绿绮楼、保定莲花池的响琴榭等，
作为人们听琴品茗之处，营造“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之境。 除此之外，还有如长安曲江园的“柳色箫声拂

御楼”，利用箫声营造声境等方法。
２．３　 “嗅”景

“嗅”景主要是通过嗅觉感知植物的花、果所散发的芳香为表现手法，从而达到“暗香浮动”、“花香袭人”
等艺术境界。 唐杜甫有“雨洗涓涓净，风吹细细香”之句，刘眘虚有 “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之诗，南宋陆

游有“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之词，可见古人善于借助嗅觉感知事物和环境。 自古以来也有利用艾

叶、檀香、菖蒲、玫瑰花等芳香植物医治疾病的芳香疗法，以此来改善身心健康。 造园家随利用人的嗅觉感知

条件，借用园林植物的芳香来造景。 如清代袁牧的随园就有“梅花绕屋香成海，修竹排云绿过墙”的景观，梅
花绕屋，修竹排云，花香袭来，调动了人们的视、嗅感知，从而加深对环境的观赏与体验。 较有代表性的当属狮

子林的双香仙馆，夏借荷花之香远益清，冬借梅花之暗香浮动，四时变幻，花香四溢。 以“嗅”景取胜的当属拙

政园，营造了多处可“嗅”之景，如远香堂、玉兰堂、兰雪堂、香洲、荷风四面亭、雪香云蔚亭等，利用荷花、梅花、
玉兰等多种植物散发的自然香气，增加园林艺术效果，加深游人对环境的感知印象。 较典型的可为苏州虎丘

冷香阁的“梅花香里钟声，潭水光中塔影”，全方位地调动了的视觉、听觉、嗅觉等感官，创造了集钟声、花香、
水光、塔影一应俱全的园林景观。
２．４　 “触”景

“触”景主要通过手、足、肌肤以及身体等对周围环境感知而营造的意境景观，相比“视”、“听”、“嗅”都来

得更真实。 在园林景观的感知中，人们可以通过“触觉”感知有形的水体、植被、建筑等园林要素，也可感知无

形的光、热、温度、湿度、微风等气候元素，自然而然的融入园林环境中。 如钱塘十景中的“冷泉猿啸”，唐白居

易为冷泉亭写记中有云：“夏之夜，吾爱其泉渟渟，风泠泠，可以蠲烦析酲，起人幽情。”夜晚清冷的空气拂过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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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产生“泠风”，这种夏夜泉边独有的风速与流动，蠲除心中烦嚣，随风的流动而舒缓幽情，正有“清气觉来几

席，凡尘顿远襟怀”的深远意境。

３　 生态审美

３．１　 “乐林泉”之美

山水林泉是现代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一种理想目标和追求，然自古以来人们便有着浓厚的山水情结。 历代

文人雅士身处凡俗，却“读尽儒书鬓皓然，身游城市意林泉”。 林泉是其心中向往的精神境界，正如《林泉高致

·山水训》有云：“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体现了对山水自然的一种诉求和回归。 中国古典园林即

为古人出于对自然的向往而创造的一种自然趣味的游憩玩赏的环境，是一种审美享受的对象。 因此，园林素

有“不出城郭而获山水之怡，身居闹市而得林泉之趣”的艺术境界。 园林中的山水多模仿自然山水而建，“有
真为假，做假成真”，把自然山林的“真”，做成咫尺山林的“假”，达到于壶中天地领略须弥山水的妙境，正如元

代谭惟在《狮子林即景》中所写：“人道我在城市里，我疑身在万山中。”
中国古典园林具有林泉之美，不仅表现在对自然山水的缩移模仿上，也体现在筑园活动中，尊重自然，遵

循自然规律对待园林中的山水、建筑、植被、生物等构成要素，使其保存自身生命节律的同时，互存互生，形成

一个完整和谐的可持续生态系统，从而达到“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夺目”
的“快人意，获我心”的审美意境。
３．２　 “致虚静”之美

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等级序列主要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级别，可见，居于首位的“士”具有很高的社会

地位。 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以不同的身份和职业面貌出现，是社会上雅文化的领军者［３］。 与此同时，
士人们经营的园林成为了民间造园活动的主流，遂其将高雅的气质赋予到了园林当中。

道家“致虚极，守静笃”、“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返璞归真”等原始的美学思想，铸就了士人们宁静致远、
淡泊自适、潇洒飘逸的心态。 如《林泉高致·山水训》有云：“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 邱园养素，
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可见，园林具有自然山水之虚静，
“清冷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可涵养淡泊名利、超然物外之

心境。 从园林的匾额楹联之中又可见“致虚静”的营造意韵，如苏州沧浪亭中的静吟亭匾额“静吟”，寓意“亭
林流水地斯趣，室有幽兰人亦清”，虚亭、流水、月夜、兰香，以景物比德，传达了清净幽远的意境。 又如“闻妙

香室”，取意于杜甫的“灯影照无睡，心清闻妙香。”妙香特指佛寺所用令人脱俗的香料。 此室为园主读书处，
匾额暗指主人对妙香涤除心中凡念、进入遗世脱俗的空寂境界之向往，兼指环境之清幽虚静。

４　 结论与展望

景感生态学思想体现了人们调动眼、耳、鼻、舌、身、意来感知自然、品悟自然，以实现人与自然共生共荣、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 国外现代学者有提出过“一座教堂不仅应看上去像教堂，而且听上去也应像一座教

堂。”可以说，中国古典园林就是如此，而且更善于利用感官感知“清风明月”与“近水远山”，营造集视、听、嗅、
触四位于一体的园林环境。 本文援引诗词文献、楹联匾额和实际案例，从园景营建、景感运营、生态审美三方

面挖掘和阐述中国古典园林中景感生态学思想的体现，对当下人居环境建设和生态可持续发展具有理论和实

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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