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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18日，第九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

北京市丰台区永定河畔开幕。北京园博会以

“园林城市，美丽家园”为活动口号，“一轴、两点、三

带、五园”的园区规划别具特色，吸引了数百万人前

来参观游览。北京园博会为期半年，不仅展示了美

丽风景，也传播了园林文化，拓展了城市建设和发展

理念，成为建设生态文明、打造“美丽北京”的创新实

践，彰显出多重“美丽”内涵。

巧于因借的自然之美

在我国园林美学中，巧于因借，妙造自然，一向

是高级的审美境界。其中，“因”是一种遵循，是一种

自然而然，即最大范围利用园林所在地本身的地势

环境，加以人工改造。“因”同时也是一种“借”，是凭

借自然形胜，使封闭的空间开放起来，让有限的空间

包含更多的内容，“极目所至，俗则屏之，嘉则收之。”

巧于因借的自然美学核心就是要让园林看起来毫无

造作之态，如同自然一般，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

开”的效果。

北京园博园充分体现了巧于因借的园林设计理

念。从历史来看，西郊永定河一带有山有水，错落有

致，本身具备良好的园林建设条件，著名的“卢沟晓

月”美景就产生于此。园博园选址永定河西岸，因借

了永定河本身固有的地势、河流、水利条件，为创造

因地制宜的自然园林风景打下了良好基础。这种顺

遂自然的巧妙因借把天然的永定河城市核心段纳入

园区，并将其改造成为园内最大的水景观赏区园博

湖。开阔大气的湖面、曲折婉约的水形、自然风貌的

河床与河岸都使得园博园极具自然野趣。园博湖北

接莲石湖，南连晓月湖，三湖似断还连，如璀璨明珠

点缀北京西郊；它又西邻园博展园，东邻永定河休闲

森林公园，北接太行山余脉鹰山，山水相依，相邻相

借，形成“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水绿交融的自

然生态景观。这样，园博湖的设计把园外的景物

“借”到园内视景范围中来，收无限于有限之中，扩大

了景物的深度和广度，丰富了游赏的内容。

同时，园博园的设计还充分利用了永定河西岸

生态退化后形成了现实条件，因势利导，“化腐朽为

神奇”，实现了传统巧于因借园林观和现代生态修复

园林观的有机统一。其中，锦绣谷的设计堪称经典

案例。“谷”作为中国传统山水审美中极为重要的景

观之一，由于受到园林建造条件的限制一直以来很

少出现在城市园林的景观设计中。北京园博园锦绣

谷的营建，不但丰富了中国城市园林的景观体系，而

且用生态修复的现代性理念诠释了巧于因借的传统

园林理念。锦绣谷原为永定河河床的一部分，曾作

为采砂场，后成为令人掩鼻的建筑垃圾填埋场。园

博会筹建时，该地域仍留有一个面积为10公顷，深达

30米的大沙坑。在中国传统园林设计“高阜可培，低

方宜挖”的基础上，锦绣谷的设计入奥疏源，就低凿

水，利用既有的沙坑地形，巧妙地将建筑垃圾填埋场

改造成了一座四季常青的下沉式景观花园。锦绣谷

的设计充分利用了原来沙坑的圆形边坡造型，沿坡

造景，按四季养莳花木，使得山石古建错落有致，名

花异草吐绿竞艳，小桥流水映带穿插。锦绣谷可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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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可登临、可仰观、可俯瞰，倍添了园林观赏的新奇

之乐。此外，锦绣谷与其西侧的北京园隔中有通、互

为借资。从北京园看锦绣谷，为俯借；从锦绣谷看北

京园，为仰借。一俯一仰之间，创造性地再现了中国

古典园林“相看两不厌”的交映成趣的借景手法，构

成了一条彼此相因相借的回旋视线，彰显了中国文

化最为注重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天人合一”观念。

开合聚散的空间之美

在园林美学中，园林首先是由各种艺术元素相

生互补而形成的一种空间艺术。能否在有限的空间

中创造出含蓄不尽的体验乐趣，直接关涉到园林意

境的塑造。园林的空间划分在分割空间的同时又统

摄空间，形成开合聚散、有主有宾的均衡与照应。北

京园博会作为园林的集萃盛会，在空间处理方面体

现了全面协调的均衡设计理念。

北京园博园总的空间分割由河堤路与银杏大道

两条贯通南北的道路完成。河堤路依湖蜿蜒，对园

博展园和园博湖两大景区进行了对比性分割。以河

堤路为界，一面是湖光山色的水景观赏区，另一面则

是形态各异的园林区。园湖互为对景，人游走其间，

步换景移，宛若画中。园博展园则由一条3公里长的

横贯南北、形似河道水流的银杏大道（园博轴）来分

割与组织空间。园博轴两边种植了800株大银杏，其

本身不但是一条亮丽的银杏景观带，而且还可以被

用来收摄景区和组织游园路线，从而把锦绣谷、生态

展园、国际展园、企业设计师展园、现代展园和传统

展园景观一体连通。这样，整个园博展园的景观就

呈现为以园博轴为线向四周辐射的开合聚散形态。

经由银杏大道的引导，游人可以步石寻幽，在时空变

换之中渐入佳境，领略各种园林艺术的异彩纷呈。

在各大展园中，游人不但能直接感悟国内园林的地

域文化特色与艺术精髓，而且还能感受国际园林的

异域风情与实验性的空间体验。

园博园开合聚散的空间设计还体现在标志性建

筑上。标志性建筑在园林的空间里往往占据主体性

地位，它奠定一园之体势，既控制全局又收摄众宾与

各式分景。中国园林博物馆和主展馆、永定塔是北

京园博园的三大标志性建筑。北京园博会最大的亮

点之一就是在园内建成了首个国家级园林专题博物

馆——中国园林博物馆。这是世界上唯一以园林为

专题的博物馆，全面展示了中国园林和世界园林的

发展历史、文化传承和现代成就，填补了博物馆的空

白，堪称园林知识的“百科全书”。主展馆采用北京

市的市花月季作为造型，其外观层次丰富，动感十

足，作为展现中国几千年园林文化的场馆则平稳周

正又不乏自由灵动。永定塔作为园博园的制高点，

既是观赏胜景又是风景收纳聚合之所。永定塔高踞

鹰山之上，四面八角九檐，蔚为壮观。当人徜徉园博

园时，无论你游走在哪个展区，体量巍峨的永定塔都

能成为远眺的借景。当人登临塔顶，俯瞰园博园时，

整个园林景色又尽收眼底。此外，永定塔作为点景，

还保证了整个园博园的空间均衡。点景的关键在于

画龙点睛，在于点活、点出神气、点出意境。由于园

博园大规模的景观都密集于园内中部和南部的狭长

地带，北部相对开敞，这就导致了园博园的总体布局

向中南部倾斜，永定塔的设置就如一把秤锤，不但挑

起了园博园中南部的重点景区使园博园整体上获得

了均衡，而且把园林北部的景致点活了。正所谓：

“万绿丛中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

水流花开的灵动之美

在独特的空间布局基础上，北京园博园结合了

季节、时段、气候、水流等时间性因素，如同一个生命

整体，充满变化和活力，这使得园博园呈现出生命的

韵律和灵动，显示出深厚的思想内涵与文化气质。

对于园林来说，四季、时段、气候等园林时间的

转换带来的最直接感观是花木的变化。随着天时运

转的交替更新，园林花木会随自然节奏而兴衰荣落，

园林之景就呈现春夏秋冬四季决然不同的季相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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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貌。除了一年之中春夏秋冬的四季交替，一天之

中也有晨昏昼夜的时段转换。晨光、烈日、夕照、月

影、黑夜都给园林花木投射了不同的光线而呈现变

幻各异的美感。同样，气候也会随着季节和时间段

而瞬息万变，这种变化也会导致园林景色的不断换

装，风霜雪雨、雾露云电的出现都会给园林带来别样

的景致。

为了给游人呈现不同的时间流动美感，园博园

不但种植了随各种不同时间枯荣开落的花木品种，

而且还有专门设立了多处独立的植被景观。国色天

香的牡丹，含羞欲语的月季，临风婀娜的修竹，形象

多变的花坛，花木与昆虫、鸣禽之间的闹趣等都构成

了园博园层次丰富、气脉相通的花木韵律，给整个园

林灌注了灵动的生气。锦绣谷中更是移景再现了著

名的“燕京八景”，如西山晴雪、卢沟晓月、太液秋风、

琼岛春阴、金台夕照、蓟门烟树等景观都很好地表达

了时空一体的园林意趣。这些美景都随时间流程而

瞬息万变，随风霜雪雨而变态万千。形、影、声、色、

味的交融一体就使得园林形成一种流动的画意，令

人流连忘返，赏玩不已。

“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

采。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花木给园林带来

了大自然的节奏与律动，水则直接给园林带来了活

泼泼的生机。“无水不成园”，水作为园林建造十分重

要的因素之一，在园博园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园博

园的理水艺术可谓实现了科学技术、生态理念和古

典园林美学的有机结合。北京园博会筹办之初，面

临的最大问题是水源的问题。由于永定河北京段已

经干枯多年，单纯的自然水和引水工程都无法有效

而经济地解决园博园的水源问题。在这种困境中，

借用科技手段的再生水和雨洪水二次应用工程应运

而生。再生水的利用、雨洪水的收集不但实现了水

资源的循环利用，改善了城市生态环境，而且为园博

园提供了活力的源泉。有了水，园林就有了动态美，

听泉、观瀑、养鱼、泛舟、嬉戏、濯足等园林活动都得

以展开。为了净化水质，北京园博园创造性地设计

一个湿地展园，不但放置了过滤材料而且养殖了各

种水生动植物，实现了园林观赏性、嬉戏互动性与功

能性的有机结合。湿地展园的设计不但为园博园增

添了一处湿地生态景观，而且使得园博湖时刻具有

“呼吸”效应，为园林水质提供了保障，增添了园博园

的灵动之美。

在打造“园林文化百科”、创造“多彩魅力体验”，

“展示先进理念”等设计思路的指导下，北京园博会

的举办以丰厚的建设实绩成为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打造美丽中国的一个范例，对促进北京建设中国特

色世界城市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余开亮，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美学教研

室主任；许海，中共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社记者，博士

后）

链接

第九届中国（北京）国际园林博览会选址北

起莲石西路，南到梅市口路西延，西至鹰山公园西

墙，东临永定河新右堤，西南接京周新线，园区面积

267 公顷，园博湖面积 246 公顷，总面积 500 多公

顷。园区规划为“一轴、两点、三带、五园”。“一轴”

为贯穿南北的园博轴；“两点”为中国园林博物馆与

锦绣谷；“三带”为三条从科技园区延伸至园博园中

的绿色景观走廊；“五园”为传统展园、现代展园、国

际展园、企业设计师展园和生态展园。

北京园博会是继奥运会之后北京举办的历时

最长、规模最大的国家级、国际性盛会，从5月18日

开幕至今，吸引了大量中外游客参观游览。其中，

国庆期间，北京园博园共接待游客 50.6万人，单日

最高游客量为 10月 2日 9.9万人。巧夺天工的园

林、异彩纷呈的文化活动，使北京园博园成为2013
年北京旅游新景观。北京市假日办综合数据显示，

北京园博园已经成为北京假日游览的新热点。截

至目前，园博会运行平稳，让广大游客实现了快乐

游园博、便捷游园博、舒适游园博、绿色游园博。

（北京园博会宣传活动部媒体服务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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