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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唐风园林之传统与 

现代文化元素的运用与研究 

刘  曼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55） 

摘要：西安唐风园林在营造理念与手法中运用传统与现代文化元素，并与民俗文化相结合，具有独特的文化气息
与艺术效果。唐风园林中传统与现代文化元素的运用，使得唐风园林更具特色与韵味。如大唐芙蓉园、曲江池遗
址公园、大慈恩寺遗址公园等一系列唐风园林便充分运用唐风园林的造园手法在传统文化元素的基础上融入现代
文化元素和西安本土民俗文化元素，使得传统与现代文化元素相互结合，创造出独特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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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ulture Elements  
Used in Xi’an Tang Style Garden 

 LIU Man 

(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 unique cultural ambience and artistic effect in Xi’an Tang Style Gardens which employ the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ulture elements with folk culture in its building idea and techniques. Taking a series of 
Tang Style Gardens in Xi’an for example, such as Datang Furong Garden, Qujiangchi Relics Park, Da Ci’en 
Temple Relics Park, the paper studies Xi’an Tang Style Gardens which blend the modern cultural features and 
Xi’an local folk cultural features into the garden mak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e elements, hence a charming 
landscape combining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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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发展和社会进步，我国对历史文化名
城及古典园林建筑保护日趋重视，在保护范围和力
度上不断扩展与深化。西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在
保护古代建筑与遗址的同时，恢复重建了一系列古
典唐风园林。 

唐风园林不同于唐代园林，唐代园林即中国唐
代古典园林，在中国园林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随
着历史的湮没与岁月的消逝，历史中的唐代园林几
乎不复存在。如今，我们只能通过浩瀚的历史文献、
遗留下来的园林遗迹，来追寻历史中的唐代园林文
化。而唐风园林的概念是指在保持唐代园林风格的
前提下，在不断继承和创新中演变发展的现代园林

设计风格，即兼蓄唐代园林和现代空间的具有浓郁
传统文化气氛的现代园林作品[1]。  唐风园林并不是
唐代园林的复制品，它是具有古都西安城市文化的
新唐风作品。张锦秋院士将西安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建设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和三唐工程(唐华宾馆、唐
歌舞餐厅、唐代艺术博物馆)称为“新唐风”作品，
这些工程将质朴洒脱的唐风造型与现代功能结构
融为一体，是建筑师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西
安于 2000 年以来相继建成大唐芙蓉园、曲江池遗
址公园、大慈恩寺遗址公园等一系列唐风园林。 

本文以大唐芙蓉园、曲江池遗址公园、大慈恩
寺遗址公园等一系列唐风园林为代表，探究西安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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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园林中，造园手法在传统文化元素运用的基础之
上融入了现代艺术文化元素和西安本土的民俗文
化元素，使传统与现代文化元素相结合，创造出独
特的艺术效果。 

一、 传统文化元素的再现与重构 

1. 筑山、叠石、理水 

筑山、叠石、理水是园林中最传统的造园要素，
也是唐代园林中的传统文化元素。“中国园林妙在
含蓄，一山一石耐人寻味”[2]，山水是古典园林中最
基本的物质建构，蕴涵着丰富的文化思想。从山水
的隐逸文化“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
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到山水的比德思想“仁者
乐山，智者乐水”，使得园林中的山水带有中国传
统文化的色彩。 

山水是中国古典园林的骨架和灵魂。在西安唐
风园林中，筑山、叠石、理水成为园林的造园要素
和传统元素。以大唐芙蓉园为例，筑山因地制宜，
多为土山；叠石则有分散置石，或叠石为假山，或
是与水景相结合，具有“古、拙、雅”的氛围与意
境。 

理水则是园林的点睛之笔，在大唐芙蓉园和曲
江池遗址公园这些大型的园林中采用集中理水的
手法，水面浩淼，一望无际；而小型的园林，如大
慈恩寺遗址公园则是根据园中地势的起伏来巧妙
安排水体，水体有曲有折，有隐有显，充分体现出
“山不在高，贵有层次。水不在深，妙于曲折”[2]

的造园思想和手法。园子大小不同，理水手法自然
有别，园景各异，别具风格。 

唐风园林中筑山、叠石、理水的体现，使得传
统文化元素随着山水再现并重构于园林之中。 

2.唐风园林中的仿古建筑 

在西安恢复重建的唐代园林中，仿古建筑大多
为唐风建筑。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曾对唐代建筑作
过精辟细致的描述:“唐代屋宇，无论其为宫殿，寺
观或住宅，其平面布置，均大致相同，故长安城中
佛寺道观等，由私人“舍宅”建立者，不可胜数。
今唐代建筑之存在者，仅少数殿宇浮图，无全部院
庭存在者，故其平面布置，仅得自敦煌壁画考之。” 

“唐代殿堂，承汉魏六朝以来传统，已形成中
国建筑最主要类型之一。其阶基，殿身，屋顶三部
至今日仍为中国建筑之首身足。其结构以木柱构
架，至今一仍其制。殿堂本身内部，少分为各种不

同功用屋室之划分，一殿只作一用。即有划分，亦
只依柱间间隔，无依功用，有组织，如后世所谓平
面布置也”[3]。 

建筑大师刘敦祯先生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
也对隋、唐，五代时期的宫殿、住宅、寺、塔、石
窟以及建筑材料、技术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
究。他认为，唐代“建筑风格的特点是规模宏大，
气魄雄浑，格调高迈，整齐而不呆板，华美而不纤
巧”[4]。  以大唐芙蓉园为例，园中的建筑是唐风建
筑的典范，主题格调为简约、淡雅的艺术风格。 

唐风建筑有气势雄浑的紫云楼，它是园内的标
志性建筑，楼高 39 米，共四层，建筑金碧重彩、
富丽堂皇。设计者张锦秋院士为紫云楼增加了一座
高 12 米的与唐代城墙同高的台座，来突出皇家建
筑的气势；主体建筑采用重檐庑殿的形式，每层环
以空廊。同时张锦秋院士借鉴了敦煌壁画中的楼宇
形式，给紫云楼的周边设计了四座精巧的阙亭，并
用拱桥相接，使雄浑高大的紫云楼增加了几分精巧
与雅致（图 1）。此外，紫云楼南面还用廊、亭、轩
围合而成一个中庭广场，中庭广场的地面上刻画出
唐代长安城 108 坊的地形图，来展示唐代长安城的
规模和唐代芙蓉园、曲江池的地理位置。 

秀丽的望春阁则与雄伟的紫云楼形成对景，
“望春阁采用体态轻盈的六角形楼阁，求其竖高而
又不重复大雁塔的‘塔形’，力求以望春阁之秀丽
与紫云楼之壮美，形成刚柔相济的态势”[5]，望春
阁高 36 米，平面采用六角形的造型，楼阁共三层，
四周开窗，每层设有周围廊，屋顶为重檐攒尖形式。
从建筑设计手法来看，轻盈秀美的望春阁以其独特
的六角形楼阁为建筑风格，在全国唐风建筑中独领
风骚，别具一格（图 2）。 

芙蓉园中还有亭、廊、馆、舫、桥等唐风园林
建筑，除了高大的唐风建筑群外，还有围合而成，
错落有致的小院落，院落里有仿唐的建筑群，有小
庭院和园林景观，其中的代表作就是陆羽茶社和杏
园。以陆羽茶社为例，有亭、廊、轩、馆、屋等小
巧别致的唐风建筑群，这些仿唐建筑共同围合成一
个庭院，里面曲水环绕，园中植有修竹、置有云石、
铺以白沙石，借鉴并体现了枯山水的设计手法，使
得唐风建筑群与整体景观环境相得益彰（图 3）。  

大唐芙蓉园的东南角是唐代的集市，低矮错落
的小商铺，仿唐的戏楼、财神庙等小型建筑群来体
现唐代街市热闹的场景和唐代的民间市井文化，这
些小型的仿唐建筑群尺度宜人，具有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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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大唐芙蓉园紫云楼              图 2 大唐芙蓉园望春阁远景        图 3 大唐芙蓉园陆羽茶社 

 

3.唐风园林中的古代与仿古雕塑小品 

在西安唐风园林中，设计者在园林里散置一些
古代遗留的雕塑或仿古的雕塑小品，来表现历史的
沧桑与厚重，增加园林的历史文化归属感。 

以大唐芙蓉园为例，就有许多形态丰富的古代
雕塑和仿古雕塑小品。设计者将流传于民间的历史
实物引入园内作展示，例如：拴马桩、石马石羊、
石碑头、石碑刻等历史实物。其中，唐代的石基座、
石立羊，宋代的石碑头，这些古代雕塑小品散置在
园中，不仅增加园林的趣味性，也体现出历史文化
的传承。 

大唐芙蓉园有许多放大的仿古文物雕塑小品，
例如在茶文化区选用一批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茶
具仿真模型来放大制作雕塑小品，雕塑材质为铸
铜，并采用鎏金、鎏银的工艺。这些放大了的仿古
茶具雕塑做工考究，不仅是佛教茶器的代表,也反映
出唐代宫廷茶器的风貌，散置在园中，起到点缀和
丰富园林景观的作用。 

仕女馆前的月光镜台、八人铜镜很有创意。月
光镜台一面是刻有雕花、制作精良的放大仿古铜镜
雕塑，一旁则是比例大小一样的水池，寓意水做的
镜子，每逢夜晚倒影出月亮与亭台楼阁，所以称之
为月光镜台。八人铜镜是八个铜质的唐代女性浮
雕，围合而成，富有变化与趣味。 

在芙蓉园中曲江胡店旁还有石刻的骆驼、胡人
等雕塑。这些石雕运用天然岩石的外形而略作加
工，将圆雕、浮雕和线刻的手法综合利用，很好地
抓住对象的神貌特征进行表现。石雕采用循石造型
的方法，体现出寓巧于拙，寓精于朴的写意特征。 

二、唐风园林中现代文化艺术元 
素的融入 

1.园林中的现代雕塑艺术小品 

西安的唐风园林有许多现代雕塑艺术小品，既

有现代雕塑的特征，同时体现出历史与文化内涵。 
其中，大唐芙蓉园的唐诗峡最具代表性，有反

映古代人物的雕塑，也有刻画现代人群的雕塑小
品，运用古与今的对话方式来表现历史。人物雕塑
有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等。也有文学故事中人物，
例如“红叶传书”中的宫女雕塑。唐诗峡在入口处
设置一对现代母子的雕塑小品，年轻的母亲一身简
洁时尚的装扮，坐在石头上，身体微微前倾，微笑
的面对着一旁的孩子；一旁的小女孩坐在母亲一侧
的小石头上，微扬着脑袋，一边若有所思地望着深
处的唐诗峡，一边听着母亲轻吟唐诗。这组雕塑小
品是唐诗峡的一个序幕与前奏，让游人从现代场景
去感受唐代的诗歌与历史文化。走在这刻满唐诗的
土红色峡谷之中，看着摩崖上的唐诗与众多的唐代
人物雕塑，仿佛徜徉在唐代辉煌灿烂的文化之中。 

芙蓉园里最具写实主义的雕塑小品是儿童文
化区的唐代儿童雕像。这组雕塑以儿童真实身高为
标准，尺度宜人，反映出唐代少年儿童的生活场景，
例如：骑竹马、呆若木鸡、垂钓、对弈、吹笛、习
字、悬臂立腕、元白梦游曲江等雕塑，栩栩如生，
真实的再现出唐代儿童积极向上、活泼可爱的艺术
形象。 

仕女馆前，芙蓉湖畔的丽人行雕塑，则是根据
唐代诗人杜甫的《丽人行》中诗句“三月三日天气
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而创作的。丽人行群雕刻画
唐代不同阶层的仕女形象，选用汉白玉材质，21 个
人物自由的设置在水边草坪、花丛、林间，分为“欣
喜踏青图”、“骑马游春图”、“轻歌曼舞图”、“湔衣
戏水图”四部分。人物组合错落有致，疏密间隔有
序，形态表情各异，表现出唐代妇女美好、自信、
从容、开放的景象。 

大唐芙蓉园还有表现佛教文化的现代雕塑小
品，雕塑设计者把佛教文化用佛的手型来表现，称
之为手印，这些手印雕塑错落有致的摆放在园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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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的山峦区，其生动的造型借用象征的表现手
法，利用地形的高低起伏，诠释了宗教文化的真谛，
神秘中带有现代文化和现代艺术的气息。 

芙蓉园中还有古琴的现代雕塑，用现代写意的
手法来表现四米多高的竖琴形象，用以象征唐代的
古乐器，展现出长安的古乐文化。 

大唐芙蓉园里众多的现代雕塑艺术小品都有
着独特的历史文脉，它们是借用现代的艺术手法来
再现历史，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融的载体。这
些现代雕塑小品，使得唐风园林活泼多彩，充满活
力和趣味，而且体现出西安本土的园林传统文化与
西安唐风园林的特色。 

2.融入到唐风园林的现代园林景观小品 

西安唐风园林的主要景观为传统的古典景观，
其中也不乏有现代园林景观小品，这些融入到古典
园林的现代景观小品同样别具特色。 

以大唐芙蓉园为例，园中就有独具匠心的现代
园林景观小品。例如：紫云楼西侧的山峦上，有表
现流水的现代水景景观。水体如同小河流水一般，
跌落为两段，用卵石驳岸，水体两侧散置着大小高
低各异的几何棱柱体，看似随意摆放，又形态各异，

造型精致，具有现代景观的艺术特征。 
芙蓉园里长廊一侧的镜像柱也是现代园林景

观小品，镜像柱有 11 个金属材质的柱子，柱身仿
佛镜子一样，能映射出周边风景，镜像柱有序地坐
落在长廊一侧的水中，池中有喷泉水雾，将水景与
现代环境艺术相结合。陆羽茶社庭院中的水景萦回
弯曲，曲水的驳岸设计为凹凸有序的砖石，很有现
代表现力，与陆羽茶社的古典韵味相成鲜明对比。 

大唐芙蓉园里的山峦区的小径，铺以石砖，一
块块参差有致的铺放设计，布局曲折自由，形成山
间的游憩小径。这些富有变化和趣味的山林小径，
参差错落，具有韵律与节奏的美感。 

园内的城市家具不仅具有古典元素，而且带有
现代的艺术风格。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园中的休息
亭，也可称之为大型的休息椅和休息凳，是为游人
提供休息、赏景用的设施。休息亭为木质结构，以
外挑的木椽的为檐，一排椽子整齐的排列组合，既
有中式的传统味道，又不乏现代简约风格(图 4)。休
息亭布置在有景可赏或比较安静的地方，如路边的
树荫下，湖畔水边等地。休息亭与园中其它城市家
具造型美观、构造简单、简洁大方，其色彩和风格
与周围环境相互协调统一(图 5)。

 

     
图 4 大唐芙蓉园内的休息亭     图 5 大唐芙蓉园内的休息座椅   图 6 大唐芙蓉园内剪纸雕塑 

 
西安是座历史文化古城，在这里古典传统文化

与现代艺术文化相互交织融合。同时，西安又有着
浓厚的民俗传统文化，例如关中民居、秦腔艺术、
地方戏曲、剪纸皮影、泥塑彩绘、方言歌谣等民俗
文化。 

在西安唐风园林中，设计者巧妙地把中国传统
文化、现代艺术文化与西安本土的民俗文化相互结
合，创造出许多新颖的艺术元素与景观。 

在大雁塔西面的民俗大观园里，有许多描绘陕

西乡土风俗的雕塑艺术小品，以陕西“八大怪”为
主题的雕塑小品设置在园内起伏的山林之中，该组
雕塑小品尺度较小，生动的再现出陕西的风土人
情，例如“房子半边盖、锅盔像锅盖、面条像裤带、
老碗像脸盆、辣子一道菜、帕帕头上戴、秦腔吼起
来、有凳蹲着座”，这些融入陕西民俗文化的雕塑
不仅十分有趣，而且直观地表现出陕西的民俗文
化，具有强烈的艺术表现力。 

而大雁塔东面的戏曲大观园则是展示陕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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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艺术与地方戏曲文化的开放式园林景观。在园
子入口处，立有一排表现秦腔脸谱造型的雕塑，不
仅概括了园子的主题，而且起到了点景的艺术效
果。园中设有秦腔戏场景的彩绘雕塑，反映秦腔戏
的曲目、人物、造型等艺术特点。在戏曲大观园里，
还有反映皮影戏的雕塑，以及提线偶的雕塑小品。
这些雕塑小品展示出西安秦腔艺术文化和地方戏
曲文化特色。 

曲江池遗址公园运用陕西民间流传下来的物
质文化元素来表现西安的民俗文化。在曲江池沿湖
畔的小路边依次摆放众多的拴马桩和石柱础，它们
都来自陕西的乡土民间，充分展现出陕西的民俗、
乡土与人情，众多的拴马桩形成序列，但是运用的
过于密集，希望能够适当运用来点缀园景，效果应
该会更好。 

在大唐芙蓉园中，设计者把中国传统文化、现
代艺术文化与西安民俗文化相结合，创造出新颖的
艺术元素与艺术景观。大唐芙蓉园将濒于失传的
“端午节斗百草”、“中秋节赏月”、“重阳节登高”
等唐代民俗节日活动，以及长安古乐、秦腔、眉户、
安塞腰鼓、信天游等民间戏曲歌舞和陕北剪纸、户

县农民画等本土民间艺术纳入园中作为文化主题
设计。例如：以剪纸为主题的雕塑小品就十分新颖
有趣，雕塑为红色镂空金属材质，设计为剪纸形式，
有“骑毛驴回娘家”、“打腰鼓的娃娃”等一系列反
映陕北民俗风情的的剪纸雕塑，运用鲜明的色彩红
色坐落在草坪和绿树丛中，起到装饰和衬托园林景
观的作用(图 6)。 

大唐芙蓉园中唐集市的百戏楼与财神庙反映
了唐代的民俗文化，热闹的集市、戏台反映出古代
长安流传至今的民俗文化和民俗风情。 

三、结  语 

在西安唐风园林中，传统与现代艺术文化元素
有机的融合在一起，设计者把现代文化艺术元素融
入到传统造园手法之中，使中国古典园林中穿插着
现代园林景观小品与现代艺术元素。总之，西安唐
风园林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文化相结合，并
与西安民俗文化一起有机、和谐地组合，形成独特
的园林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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