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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中国古典园林建筑设计 0是

重庆大学建筑学本科教育中 /传统建筑

设计 0系列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 课程融

入了包括造园!建筑设计 !文化注入等在

内的多方面内容 "本文简要介绍了该课

程在设置背景 !体系架构 !教学内容等方

面的情况 , 对近年来教学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进行了剖析和思考, 并提出了相应的

措施与改革建议 , 具体阐述了任务设置!

教学模式 !设计表述 !成果要求等环节的

改进方法"

关键词 古典园林与建筑;课程设计;

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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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 , 重庆大学在建筑学本科四年级的设计课教学体系中植

人了 /传统建筑设计 0的系列课程 ,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 , 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 也

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近年来 /中国古典园林建筑设计 0又被纳人该教学体系, 与 /官

式古典建筑设计 0 ! /乡土民居建筑设计 0共同构成了 /传统建筑设计 0课程的又个

主要板块 "该课程在 /传统建筑设计0 的教学框架内选取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 ) 古典园林作为设计教学主题 , 讲授古典园林及其文化内涵 !园林布局与空

间构成 !园林建筑的类型与特征以及相关的设计技巧与营造手法等等, 同时运用说

学理论指导学生进行设计创作 "教学组一般由3名建筑历史专业的教师组成 , 分别

按照以上几方面授课并开展设计组联合教学 , 每年指导建筑学 专业学生36 名左右

教学组通过分析教学过程及设计成果 , 发现授课中存在的问题 , 组织教学讨论 , 希

望在总结教学经验的同时进行课程改革 , 弥补教学中的不足, 使课程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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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概况

作为全国历史最悠久的建筑院系之 .,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原重庆建筑工

程学院建筑系)的老一辈创办者们早在上世纪30 年代就参与了中国营造学社对我国

传统建筑的调查与研究"建国以来 , 辜其一 !叶启染 !赵长庚等老一辈学者先后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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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古建筑 !传统民居 !古典园林的地域

性研究方面开展了深人研究 , 并取得了

丰厚的成果 "随着对传统建筑文化遗

产的研究和保护日益深入 , 同时基于建

筑创作中传承本土优秀建筑文化的需

要, 自上世纪80年代起 , 重庆大学相关

教学团队开始了将地域传统建筑文化

融人建筑学本科设计教学的探索 , 先

后尝试从地域乡土建筑 !民居建筑 !大

木大式建筑等多个角度切人设置了系

列设计课题 "

近年来 , 建筑学科发展中呈现出

建筑学 !城市规划和风景园林三位一

体的学科融合性特点 , 为实现培养学

生综合素质的目标 , 满足社会相关领域

的要求 , 教学团队进一步将 /中国古典

园林建筑设计 0纳人 /地域传统建筑设

计 0的系列课程中, 并形成了由 /地域

性古典建筑设计 0 ! /乡土民居建筑设

计0 ! /古典园林设计 0等板块所构成

的系列设计课程 , 旨在使学生不仅能

从传统建筑单体和群体组合中吸取创

作的营养 , 也能从建筑 !山水 !植被等

复合型要素中学习我国传统建成环境

营造的精髓 "由于教学组在继承老一

辈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仍持续进行着古

典园林等地方性建筑遗产的探索和研

究 , 并于近年逐步形成了成熟的体系和

教学梯队, 因而该课程的教学已具有了

以研究滋养教学 !以教学传承学术的可

持续发展模式 "

/中国古典园林建筑设计 0所属的

/传统建筑设计 0 系列课程既是 /中

国建筑史0课程体系的延续 , 又是本科

建筑设计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筑学

专业的 /中国建筑史 0教学体系包括理

论 !实验与实践三个环节 , 其中理论教

学针对建筑学专业本科三年级学生开

设 , 讲授中国建筑的发展历程及相关

知识;实验课程在理论教学之后 , 通过

结合所学的中建史知识 , 进行典型的

传统建筑实地测绘 , 加深学生对理论

知识的理解 ;实践 环节 在课程设计中

完成 , 学生运用之前所学知识进行传

统建筑设计 , 完成多栋建筑或一个建

筑群的方案设计"紧接 /中国建筑史0

理论教学和实验环节设置的 /传统建

筑设计 0课程是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

重要手段和学生加深理解 !融会贯通

的实作过程 "作为设计环节的重要组

成部分, 在建筑学专业本科五年的学

习中, /中国古典园林建筑设计0是唯

一一门既涉及古典园林又包含传统建

筑的课程设计, 课题融合了传统造园 !

景观配置 !木构营造 !文化传承等多方

面的设计内容"

/中国古典园林建筑设计 0有独特

的教学与设计要求 , 原因可归纳为以

下两点:第一 , 该课程有特定的设计依

据 "与其它课程设计不同, 作为 /传统

建筑设计 0系列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典园林建筑设计 0以传统造

园手法 !木构建筑营建方法为依据进

行构思与设计, 目的在于吸取中国传统

园林与建筑的精髓 , 培养学生的综合

素养和设计能力 "本课程开设初期 , 在

园林设计方法层面主要以明代计成所

著 5园冶 6等造园理论为依据 , 以现存

明清园林实物遗存为参考; 在园林建

筑层面主要以清代 5工部工程做法 6¹

及 5营造法原 6 -º等古籍为设计依据 ,

以现存园林建筑实例为参考 "学生在

设计过程中均需找到可考实例或文献

加以印证 , 不可凭空臆造 , 以求设计之

严谨 , 否则将脱离本课题设置的主旨"

第二 , 该课程的设计内容独具特色 "古

典园林与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

表达方式 , 其中蕴含着古人对世间万物

的理解与向往 "建筑不能脱离文化而产

生.园林建筑更是如此 , 园林中的一山

一水 !一框一景 !建筑中的一梁一栋 !

一门一窗无不蕴含着文化 "在设计过程
中, 园林建筑应成为文化的载体 , 深层

次的传统文化内涵通过其形象得以传

达, 园林与建筑才能达于意境和韵味"

开设 /中国古典园林建筑设计 0课

程旨在加深学生对中国古典园林与园

林建筑营造的认知.引导学生掌握占典

园林建筑设计的内容和方法 , 训练学生

运用包括建筑 !植被 !山体和水体四大

要素在内的园林造景手法与园林建筑

营建方法进行古典园林建筑的设计, 从

而完成从理解到运用的转变 , 达到学

以致用的目的"

2 设计教学过程中的问题与思考

总结近年来 / ,扣国占典园林建筑

设计 0的教学经验 , 结合学生最终的设

计成果 , 主要有以下儿个方面的问题与

不足 :

第一 , 学生对占典园林的认知停

留在知识层面"虽然有 /中国建筑史0

课程的先导, 学生对占典园林的表观特

征已有初步了解 , 但对古典造园手法却

知之甚少, 同时普遍缺乏园林取意等深

层次的文化素养 "因此 , 学生课程设讨-

中造园构思缺乏 !立意含糊不定或对已

确立的构思缺乏有效的设计表达手法,

使设计表意仅停留在形态层面"

第二 , 设计成果中园林与建筑的

地域性特征不突出"我国占典园林因地

域不同 , 造园风格及建筑形态各有特

色 "但在设计的初始阶段 , 学生对此缺

乏了解和重视 , 以致设计成果中的造园

风格不清晰, 建筑形态特征不突出, 甚

至个别建筑成为多种风格的混搭体 ,

不伦不类 "

第三 , 学生对古典园林建筑的结

构和构造缺乏了解 "这是设计过程中最

普遍的问题 , 与中建史理论课程中较少

涉及园林建筑的木构背建技术也不无

关系 "这种情况造成学生在进一步深

化建筑单体设计时无法用传统工艺准

确重塑内部梁架结构 , 也无法合理地

设计木节点构造 "

第四, 设计过程缺乏协作沟通 , 成

果深度欠佳 "以往的课程设计均为一人

一份成果 , 但因设计周期的限制 ,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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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决定了园林的精神定位 , 这两方面

共同构成了园林的核心要点 "在以往的

设计中, 学生经常会忽略后者而尽力去

追求前者的表观形态 , 结果往往是其

设计#的园林空有其表 , 缺乏与文化环

境的融合, 也没有体现出社会因素对园

林的影响7因此 , 任务书提供了名人故

居 !风景名胜区及市井街区三种不同文

化背景下的基址待选 .同时对应不同的

地形地貌 名人故居的地势地形平坦 ,

区域环境设定在江南水乡或北方平原

地区;风景名胜区的地势落差较大 , 环

境优雅 , 区域环境设定在多山地区或丘

陵地区;市井街区的地势高差居中, 变

化丰富, 区域环境设定在浅丘地区"具

有差异性的基址条件成为设计构思的

切人点 , 令方案的生成有据可循 "这种

设置既有利于学生在设计之初就有意

识地结合自然条件并考虑文化因素的影

响 , 也能展现方案的个性 , 避免雷同"

3 .2 .2 突出选题的功能与主题类型

中国占典园林类型丰富 , 包括专供

帝王将相赏玩的皇家同林 !文人商贾自

建的私家园林 !宗教礼拜所用的寺观

园林 !纪念名人的纪念园林以及宅园

合一的宅第园林等 "每种园林类型因

其使用对象 !造园手法 !建筑形态及营

造体系的差异而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

因此设计中园林的立意应明确 , 例如若

以义人园林作为选题 , 则造园上宜体现

/虽有人作 !宛自天开0 的总体特征 ,

强化诗 !书 !画等相关艺术门类在造园

中的体现 , 以提升园林的文化内涵;名

人纪念园林可局部使用轴线式布局的

祠堂建筑形制 , 做到与园林建筑有机

结合; 寺观园林多因山就势 , 将礼佛禅

修空间与自然山水环境紧密结合;宅第

园林则多强调居住建筑的风水格局 !礼

制与伦理特征 同时 , 因功能和地域特

点的不同 , 园林中的建筑也对应着不同

的参考依据, 如北方皇家园林建筑浑厚

庄重 !刚直有力, 设计时应采用 5清式

营造则例 6 !.!作为建筑设计准则;江南

文人园林建筑轻盈雅致 !曲美柔和 , 设

计时应采用 5营造法原))l .1作为建筑设

计参考;巴蜀园林建筑因受到西南地区

建筑体系的影响而具有古朴飘逸 !多

元文化相融揉的特征, 有关其营造技术

的研究成果即可作为设计的依据和参

考 "尽管教学组力求使建筑设计有可靠

依据.但园林建筑的多变性带来了设计

的灵活性 , 如何把握好在特定建造体系

之下的创造也是教学中需要持续探讨

的内容

3 .3 对设计过程的改良与优化

在 /中国古典园林建筑设计 0课程

的教学过程中, 对设计方法与技巧的教

授和引导至关重要 "古典园林本身具有

的深厚文化内涵及其构成要素的丰富

性使古典园林设计教学涵盖的内容特

别广泛 , 单一的教师授课形式很难满足

学生的需求 "因而课程改革时在理论

学习环节增加了学生根据选题自主研

究的步骤 , 通过对相关理论著述的检

索阅读和对优秀造园案例的剖析 », 学

生能较好地体会和吸收古典园林设计-

的精髓 "该环节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 , 取得了突出的教学效果 "

在设计环节的教学过程中, 教学

组着意加强了对园林主题立意的提炼

和融人 , 强化了对园林要素的组织及空

间构成训练 "与其它类型的建筑设计不

同, 古典园林中的建筑不仅在园林中作

为厅 !堂 !轩 !榭而构建 , 亦作为景致进

行点缀 , 与环境景观融为一体 , 充当景

观角色!.]"园林建筑既是观景点 !亦是

景观点 , 这种 /双重角色0要求其在景

观空间中所处的远近 !高低位置都需准

确定位 , 在游人视野中形成的景观构成

关系也需满足审美需求 "因此 , 园林建

筑的空间布局设计更多地通过分析二

维视野中的景观构图和下维环境中的

视域范围来控制建筑的空间位置 , 进

而根据其空间位置拟定建筑体量 , 推

敲建筑的面阔与进深 !层数与高度的比

例关系 , 确定其三维尺度;在进行园林

单体建筑设计时, 通过尺度划分开间 !

进深数量 , 结合屋顶构架尺度确定进

深尺度及数量, 结合构架的自身特点确

定平面进深尺度, 通过立面分隔确定平

面开间尺度 , 再通过平面柱网设计空间

构架的搭接方式 , 完成主体构架的搭

建;在设计构架搭建及构造搭接时 , 首

先通过二维图纸进行初步思考, 然后建

立三维模型进行实体搭建 , 在此过程

中反复调整三维构件的搭接关系, 确定

最终搭接方案;最后依据三维模型绘

制设计图纸 , 并将建筑装饰融人其中,

使最终的成果达于视觉艺术与营造技

术的融合

古典园林课程设计涉及内容较多,

教学过程分为园林建筑知识讲解 !经

典造园案例分析 !设计立意构思 !设

计深化与推敲及最终成果表达五个阶

段 "设计成果表达也较为复杂 , 包括园

林立意构思表达 !园林景观设计表达 !

建筑营造过程以及构造方式表达等内

容 "课程设计仅有9周时间 , 考虑到时

限较短 !任务内容繁重 , 加之对设计成

果的深度要求较高 , 改革后拟定两人一

组 , 合作完成设计任务, 共同绘制正式

的设计方案图 "以小组为单位的设计

模式既减轻了个人负担 , 又加强了学生

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 有利于他们学到更

多的知识 "此外, 这种方法还可以提高

学生的绘制效率 , 加大其设计深度.完

善其图纸表达

3. 4 教学模式的改革

首先 , 是针对教学手段的改革 "教

师的讲授方法与展示手段直接影响到

学生对要点的解读及其记忆的深刻程

度 ,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生动形象的

讲解形式非常重要"以往教师对知识

点的介绍多采用大量的描述性文字, 图

片资料较少, 欠缺立体感 , 对实例的表

现力也不强 "以这种方式学习, 学生理

解比较困难 , 甚至容易引起误解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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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翼角的营造与构造特点时, 教学组

进行了多元化展现模式的尝试: 通过

学生喜爱并能熟练操作的skol(I 川p !

R hi ,1"!3D M ax等建模软件进行命_体化

呈现 , 既能使抽象语汇变得直观易懂 ,

又能激发学生动手操作的兴趣 , 冉结合

三维动画方式 , 多角度 !多视野地巩固

印象 (图4 )

图1 园林建筑木构架的营建过程

F 19 1 eo n strue t1o n P ro ee ss o f w o od fr am e in Ian d seaP e a rch 一te etu re

3 .5 成果表达的提升

方案设计正图是学生综合能力的

手段改进后 , 教师在教学讲解时摈弃了

大篇幅义字介绍 , 改为互动式教学;减

少空泛的口头宣讲, 改为幻灯式信息展

示 例如在讲解园林建筑营建技艺时,

通过三维模型直观展现梁柱的结构关

系, 演示构架的营建过程 (图l卜 在讲

解知识要点时将文字转化成图示表达

出来 , 避免了反复的抽象性描述 , 更直

观便捷 , 做到了变复杂为简单 !化深邃

为浅显, 便于教师讲解 , 也利于学生记

,{乙(I月2 )

其次是对传统的抽象教学进行改

革 以往的授课方式是:学生经听觉接

收教师Ll 头传达的信息 , 通过对文字

叙述的理解, 在头脑中还原三维形态

这三个过程均需要学生通过抽象思维

处理信息 , 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偏差甚

至误解 , 因此在设计过程中极易犯错

针对这种情况 , 教学组将知识点转化为

互动化体系及可视化信息 , 通过多感官

刺激的方式将信息传达给学生 , 力求

表意生动 !还原准确 !记忆深刻 园林

建筑屋面的构造层次及作用一直以来

都是教学中的难点 , 纯粹的口头叙述很

难让学生形成深刻的印象 在设计过

程中, 学生常常是顺序颠倒或漏项 !缺

项.构造作用更是混淆不清 教学改革

后 , 教师通过剖面图展示屋面层次 , 再

通过 二维模型讲述营建过程及作用 ,

i卜学 生获得直观感受 , 在很大程度 _l二

避免了错误的发生 (图3 ) 再如翼角复

杂的营建方式与细部构造也是园林建

筑设计一的重 l氛与难点 , 学生很难深刻

地理解复杂的构架与精致的构造 , 在

设计中运用起来就更加困难 , 常常出

现各种错误 , 纠正起来也颇为费心 这

种情况在以往的教学中并不少见 , 说明

学生对= 维营建层面的认 识不够 , 没有

构建起正确清晰的空间模型.更缺乏

对构造节点的认知 针对一这种情况 , 在

图3 屋檐的构造层次及作用
F 29 .3 o rg an lz atlo n al lev els an d ro les o f e ave s

图4 翼角的营造特点与构造方式

F 一9 .4 e on srru etio n fe atu res an d rllo d e o t-uP tL且rne d

ro of- lldg c

,讼蠢瘾蘸
图2 部分园林建筑的三维模型

F 19 .2 rh ree一d lm en s一on al m od el o f son le la nd sea Pc a re h一re e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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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展现 构思缘起 !文化融人 !生成

过程 !设计表述 !细部表达 !效果表

现等方面均是展示设计方案的必要内

容 , 在图纸中清晰 !准确 !简练地表述

方案亦不是件易事"从近几年的学生

设计图纸来看 , 或是方案阶段着力不

够, 最终设计成果缺乏文化底蕴 , 形式

流于表面;或是前期考虑过于复杂 , 后

期设计时间不足 , 最终成果达不到要

求 针对以上情况 , 教学组对方案设计

正图的内容与要求进行了新的设定 "正

图分为叹个部分:园林的立意构思 !园

林的设计方案 !园林建筑的设计方案"

其 7!,立意构思需要通过必要的文字与

分析来清晰地表达取意由来与文化背

景 , 这一部分是整个设计的灵魂 , 也是

造园之根本"园林设计方案除必要的

工程图外还应该有大量的分析图 , 从

整体布局 !流线组织 !景点构成 !文化

融入等层面进行深入分析, 也应该有主

要景点视觉效果表现及总体效果图"

园林建筑设计方案除必要的工程图外

还应对主体建筑的营建过程 !造型效

果 !室内陈设 !木构节点构造 !门窗大

样等方面进行全面表达 "正图从宏观

到微观层面 !从表观到内在层面都需

要将方案的特点淋漓尽致地展现于图

纸上 , 把这些内容准确无误 !形象生

动 !深人浅出地表达出来并非易事 , 需

要师生间的相互沟通才能完善 "

的地方性书籍"

» 主要参考书著为彭一刚所著 5中国古典

园林分析 6一书"

4 结语

/中国古典园林建筑设计 0是建筑

历史教学体系中的一门重要课程 , 融合

了建筑历史理论 !建筑方案设计 !园林

方案设计 !园林建筑文化等多方面的

教学内容.综合性较强 , 对学生在方案

设计 !理论运用等方面都提出了较高的

要求 , 对任课教师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

多年的建筑历史教学及近几年的园林

建筑设计教学将中国建筑历史理论教

学又向实践层面推进了一步, 在此过程

中, 教学组收获教学经验的同时也发现

了教学中需要纠正的问题 , 通过分析提

出并实施了课程改革措施.取得了较为

显著的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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