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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将符号学理论融入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中，可以揭示出隐藏在设计之中的文化价值与意蕴内涵，也

就可以将中国古典园林看作是一种具有能指、所指、传递与表达等功能集于一体的综合性符号体系，是

由多种符号依照一定结构规律构成的、以传达内涵与文化的载体，这样的交叉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方法：以符号学为研究视角，罗列并归纳出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中的叠山、理水、置石三类形态符号及细

部装饰与声色韵律两类意境符号，并通过实例分析总结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中的形意关系。结果：中国古

典园林的造园艺术早在唐宋时期就已经体现出了在设计中对符号的应用，不仅满足空间布局和功能上的

需求，还通过符号揭示出了园林所隐藏的文化价值与意蕴内涵。中国古典园林设计的巧妙之处在于讲求

形式美的同时，注重对意境美的把握。结论：中国古典园林是“形”和“意”的综合体，“形”是“意”

的阐述基础，“意”是“形”的内涵延伸。有了“形”的存在，“意”才能进行意涵阐述与深层传达；

同时，有了“意”的内涵延伸，“形”才有更具体、更丰富的呈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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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Integrating semiotic theory into the design of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s can reveal the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esign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3.84306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3.84306
https://www.hanspub.org/


彭恬怡 
 

 

DOI: 10.12677/design.2023.84306 2524 设计 
 

cultural values and connotations hidden in the design.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s can also be seen 
as a comprehensive symbol system with functions such as signifier, signified, transmission, and 
expression, which is a carrier composed of multiple symbols according to certain structural rules 
to convey connotations and culture, such cross research has certain academic value. Meth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this study lists and summarizes three types of morphological symbols 
in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 design: stacked mountains, water management, and stone placement, 
as well as two types of artistic conception symbols: detailed decoration and sound color rhythm. 
Through example analysis,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 and meaning in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 design. Result: The gardening art of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s has already 
reflected the application of symbols in design as early as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t not only 
meets the needs of spatial layout and function, but also reveals the cultural value and connotation 
hidden in gardens through symbols. The cleverness of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 design lies in its 
emphasis on both formal beauty and the mastery of artistic conception. Conclusion: Chinese clas-
sical gardens are a synthesis of “form” and “meaning”. “Form” is the basis for explaining “meaning”, 
and “meaning” is an extens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form”. With the existence of “form”, “meaning” 
can only be elaborated and deeply conveyed;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extension of the connota-
tion of “meaning”, “form” can have more specific and rich presentation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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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园艺术早在唐宋时期就已经体现出了在设计中对符号的应用，不仅满足空间布局

和功能上的需求，还通过符号揭示出了园林所隐藏的文化价值与意蕴内涵。 
 

 
Figure 1. Technology roadmap 
图 1. 技术路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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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梳理近年文献后发现，对符号学理论的研究主要是理论解读及符码转换等方面。对古典园林在

景观中应用的研究主要是造园手法在居住区、商业区的应用。可见探究符号学形意关系在中国古典园林

中应用的文章并不多，因此本文通过分析归纳造园手法中的形意方法，探究古典园林如何营造形意兼具、

表里互联的中国特有的园林景观(图 1)。 

2. 相关概念界定 

2.1. 符号学 

20 世纪初，索绪尔和皮尔斯成立了符号学以研究符号的一般理论。现代符号学的创始人之一莫里斯

将符号学分解为语构学、语义学、语用学三个分支。其中，语构学研究符号在整个符号系统中的关系；

语义学研究符号对事物的关系；语用学研究人们对符号的理解和运用规律，此理论被运用多领域，强调

从语构、语义、语用 3 个层面对符号开展解析与研究。 

2.2. 符号学视角下的园林设计 

园林作为一种人为创造的符号所被人感知和理解，是能指与所指、表征与内涵、编码与解码、逻辑

与规则的融合[1]。此时在符号学的视角下，园林则可被视作由多种符号依照一定结构规律构成的、用来

表述人的思想及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在园林中山、水、石、植物、建筑等造园要素就可以看作是景观

化的符号。其中语义学研究园林设计与其他类设计的相互关系以及其在设计体系中的意义；语构学研究

园林的协调规则和组织方法；语用学则探讨园林中的情感表达如何被人们所感知解读并加以传承运用，

以形成新的符号形式和文化价值[2]。 

2.3. 符号学视角下的中国古典园林 

索绪尔提出语言符号是由所指和能指构成的，其中能指是具体的事物，以符号形式的表征体现在运

用过程中；所指则可理解为是一种心理上的概念，指代的是符号的内容以及所想表达的深层含义。基于

此，中国古典园林可以看作是一种具有能指、所指、传递与表达等功能集于一体的综合性符号体系，通

过造型形态、色彩光线、比例尺度、选材质感等符号要素，把复杂的造园设计和隐藏的意蕴价值进行内

在联系[3]。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中符号的能指则可以概括为形式、空间、设计细节以及人的体验等；其符

号的所指包括设计背后隐藏的文化价值和意蕴内涵。 

3. 中国古典园林的符号学特征 

3.1. 形态符号特征 

如《说文》所说：“形，象形也。”即形是现实存在、可观可感的真实物体，不仅指形象，还包含

表达的方式与方法。映射到中国古典园林中，其形则包括园林外在的形态和特定的形式表达。山、水、

石、古建作为中国古典园林形式表达重要的构成要素，共同营造了湖光山色、碧波荡漾、浑然天成、古

色古香的园林景观。下面依次对叠山、理水、置石和建筑中的形态符号进行分述。 

3.1.1. 叠山形态符号 
假山理洞是一种中国传统造园艺术中最为常见的设计形式。山洞依靠洞壁作整体支架以承重，由柱

和墙组成。利用平面的符号语言描述假山山洞，可以把柱视作点，墙视作线，而洞视作面。点线面三形

一体，形成山体独特的外观形态。 
造崖塑壁是一种通过原有地势因地制宜塑造自然形态的设计形式。也就是说，在造型崖壁时，下方

堆放的悬岩应选用较小的形态，越到上方越大，选材时要挑选造型形态险峻的立峰或单石，以此更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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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仿照自然崖壁的符号外观。 
错峰布峦是一种通过错峰布局形成群山景观的设计形式。尊重山体的自然形态，避免外观呆板枯燥。

在设计时要错峰布局，以不稳定的形态体现其险峻、陡峭和惊奇的外观特点，以此来增强其符号识别性

[4]。 

3.1.2. 理水形态符号 
“掩”“隔”“破”是中国古典园林中最常见的三种理水手法。“掩”：通过池岸变化、建筑布置

以及种植草木的方式，把曲折的池岸加以掩映，称之为“掩”。常用于江南私家园林的设计形式中；“隔”：

通过修建桥梁或构筑堤岸等方式分割水面，称之为“隔”。常用于面积较大的水域；“破”：通过碎石

布置驳岸形式，同时种植草木，打破水体规矩的形态，避免呆板表现和人工迹象，称之为“破”。常用

于对规模较小的水体处理[5]。 

3.1.3. 置石形态符号 
(1) 平面组合 
两块或三块石头的组合，石组连线不能平行或垂直于视线方向；三块以上的石组排列不能呈直线形

式排列放置(图 2)。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stone placement plan 
图 2. 置石平面示意图① 

 
(2) 立面组合 
两块石组一高一低，避免形态相同；三块石组由各个石头顶点组成三角形态；三块以上石组采用奇

数成群组合。常把多个石块分割成少块石组堆积而成的小石堆[6] (图 3)。 
 

 
Figure 3. Schematic diagram of stone placement elevation 
图 3. 置石立面示意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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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意境表达特征 

如《说文》所说，“意，志也。”即意是情与景、情与境的结合，是内心认知和感知体验的精神境

界。意指形式与状态所传递的信息，映射在中国古典园林中，意就是其文化意义的载体，是外在的形式

与状态表达出的内在精神情感和意蕴内涵，体现出人与自然的高度统一和“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除去造园艺术中对山水草石等具体形态的造型方法，在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美学影响下，通过托物

言志，将传统文化精髓与美好意愿结合在一起，逐渐衍生出了富有文化价值的图案纹样；同时古典园林

设计中也通过形、影、声、色等抽象的表达方式，借助人的感官体验和心理暗示进行意境的传递与表达。 

3.2.1. 细部装饰意境表达 
在中国古典园林的设计中，古人将中国传统哲学和“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寄托其间，将抽象的概

念转化为具象的设计符号，赋予在园林的细部装饰之中。 
(1) 传统纹样意境表达 
古典园林中具有象征意义的纹样几乎都是由自然符号演变而成的。圆形是日月的简化象征符号，给

人饱满、充实、活泼、平衡的感觉体验；方形是天地的象征符号，给人以单纯、大方、开阔、舒展的感

觉体验；三角是山峦的象征符号，给人安定、庄重、有力、理智的感觉体验。 
例如，拟日纹是对太阳的抽象表达，中心象征太阳，四周的涡轮线条象征其散发的光辉，呈现出权

重望崇的崇高性,被冠以光明、忠诚、希望等内涵意义，是我国古代人民崇拜太阳的抽象符号表现；云雷

纹由连续的形如“回”字的线条构成，首尾相连，无休无止，呈现出绵延不断的连续性，被冠以绵长、

富贵、长寿等内涵意义，是我国古代人民敬畏自然的抽象符号表现；水波纹模拟水的流动形态，以圆弧

或曲线回旋的形式表达，呈现出婉转流畅的律动性，被冠以吉祥富贵、平安如意等内涵意义，是我国古

代人民憧憬生活的抽象符号表现；冰裂纹模拟冰块融化渐裂的形态，呈现出井井有条的秩序性。被冠以

品德高尚、不畏严寒、苦尽甘来等内涵意义，是我国古代人民期盼未来的抽象符号表现；太极八卦纹由

太极图和八卦图组合而成，呈现出相互转化、矛盾统一的对立性。被冠以神通广大、震慑邪恶、护卫平

安等内涵意义，是我国古代人民信奉传统的抽象符号表现(图 4)。 
 

 
Figure 4. Schematic diagram of garden pattern plane 
图 4. 园林纹样平面示意图① 

 
(2) 装饰门窗意境表达 
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洞窗，除了发挥通风采光的基本功能，在增添园林意境、丰富园林文化、营造园

林意境的层面也起着不容小觑的作用。而门在园林建筑中不仅仅是一个出入口，更是一种深入人心的礼

制观念，是中国儒家思想含蓄的体现。因此门窗的图案被视作园林建筑中最有文化价值以及意蕴内涵的

装饰细节，常蕴含祈福和宗教内涵。 
祈福内涵：园林建筑的门窗图案大多与“福、禄、寿、喜”相关。“福”代表多子多福、香火延续

的美好意愿；“禄”代表吉祥如意、富贵安乐的美好意愿；“寿”代表延年益寿、万寿无疆的美好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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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代表喜气洋洋、张灯结彩的美好意愿。反映了古人的造物理念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宗教内涵：园林建筑的门窗图案往往也会暗含着宗教指向[7]。如月洞门的形态表达出天圆地方、团

圆美满的儒家文化思想；如香炉式、葫芦式、仙桃式的洞门形态表达出恍若仙境、吉祥如意的道家文化

思想；如贝叶式、莲花式的洞门形态表达出冰清玉洁、超脱红尘的佛家文化思想。 

3.2.2. 声色韵律意境表达 
“声”既是园林形态与氛围的纽带，又是符号化的景观。在古典园林设计中，近借山泉的水声、林

中的鸟声，远借山外的钟声、松林的风声。同一元素应用在不同载体上的声也能给人以截然不同的感觉

体验，例如海浪声传达波澜壮阔之感；山泉声传达奔流不息之感；溪水声传达婉转收敛之感。 
“色”既是具象物体的特定认知，又是抽象意蕴的审美表达。在古典园林设计中，色彩搭配同样也具

有丰富的价值内涵。同一物体通过调整色相、明度、纯度、色调以及冷暖关系，也能给人以不同的心理感

受。例如江南私家园林以白、黑、灰等冷色调为主要色彩基调，传达幽静秀雅、内敛含蓄的价值内涵(图 5)；
北方皇家园林以褐、红、黄等暖色调为主要色彩基调，传达雄伟华丽、金碧辉煌的价值内涵(图 6)。 
 

 
Figure 5. Suzhou Humble Administrator’s Garden 
图 5. 苏州拙政园② 

 

 
Figure 6. The Summer Palace 
图 6. 北京颐和园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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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符号学视角下中国古典园林的形意关系 

中国古典园林之所以可以产生如此生动的气韵意境，最大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借对外在的“形”进

行认知解析，以此来达到对内在的“意”进行传达阐述的效果[8]。因此可以把其形意关系概括为，“形”

是“意”的阐述基础，“意”是“形”的内涵延伸。造园艺术中的符号体系中，方法对应“形”，目的

对应“意”，在中国传统统一辩证的理念之下，方法与目的相辅相成、和谐共生。由此可见，“形”与

“意”是无法割裂的，中国古典园林是“形”和“意”的综合体。 

4.1. 形于意——古典园林中的“以形达意” 

园林意境的呈现依赖于景观形态这一物质载体，想要传达深层的“意”，前提是必须确保“形”的

存在，并依托于“形”进行意涵阐述。选取载体时，要根据符号的意涵和传达原则选择适当的符号形态。

在“意”传达之前，“形”的初始状态呈现出独立性和单薄性，常常采用与“意”的实体表现相似的象

形符号。例如，在种植园林草木时，为表达园主高风亮节、坚毅不屈的优良品格，往往选取苍劲挺拔、

不畏风寒的松柏进行内涵传达。有了松柏这一形态，才有了传达优良品格的基础；在建筑装饰时，为表

达呼风唤雨、神圣吉祥的神教崇拜，往往选取象征威力、正义包容的龙进行内涵传达。有了龙这一形态，

才有了传达神教崇拜的基础。 
采用巧妙的形态符号表达深层的意蕴内涵。通过对“意”的认知，准确把握图形的特征，通过外在

形态和内在意境的结合，将符号抽象化、概念化，完成深层意蕴内涵的有效传达。 

4.2. 意于形——古典园林中的“借意赋形” 

“理解符号含义是符号学的研究要义。”也就是说，当人们从“意”中领会到所传达的价值内涵，

也就意味着他们对于符号本身的“形”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此时园林景观中的形意关系就可以看作是

一个由表象到意象，由外在向内在的转化解码的过程，这一转化过程从低维到高维、从表层向深层进行

信息的传达与转译。 
例如，园林景观中的舫舟在没有“意”的内涵支撑时，只是一种单纯的建筑形态。正是因为有了“意”

的点缀，使舫舟的内涵得到拓展延伸，将其视作士人表达心志、游于山水之间的具象载体，赋予其“形”

新的特点，作为表达君子之德、幽隐之乐内涵的物质寄托，使得人们从舫舟这一具象形态看到中国古代

“渔隐”观念在“形”中的抽象呈现；园林建筑中的屋顶在没有“意”的内涵支撑时，只是一个单纯的

建筑结构。正是因为有了“意”的点缀，使屋顶的内涵得到拓展延伸，将其视作节奏韵律呈现、传统思

想象征的具象载体，赋予其“形”新的特点，作为表达尊卑有序、生生不息的内涵的物质寄托，使得人

们从屋顶这一具象形态看到中国古代礼制观念和等级制度在“形”中的抽象呈现。 
借助意蕴内涵赋予形态符号更具体、更丰富的呈现思路。运用“意”贯穿整个设计之中，将“形”

凝炼成具有符号性、识别性的设计元素，对其进行内涵延伸，更好地传达意蕴内涵[9]。因此，要想表达

古典园林的意蕴内涵，必须借助符号形态来呈现，有了“意”的内涵延伸，“形”才有更具体、更丰富

的呈现思路。 

5. 结论 

中国古典园林不是只有叠山、理水、置石、种植等具象层面的设计需求，更重要的是捕捉其背后所

隐藏的意蕴内涵和美学思想。从符号学理论的视角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形意关系进行解读，有助于更好地

理解中国古典园林和我国古代思想之间蕴藏的文化含义，揭示出隐藏在其中的文化与价值内涵。不仅可

以丰富园林设计语言，为我国当代园林景观设计提供一套新鲜的理论基础与设计法则，还能通过结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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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化，创造出具有地域特色的中国景观。 

注  释 

①图 1~4 来源：作者自绘 
②图 5 来源：网页引用，https://dp.pconline.com.cn/photo/list_5093181.html 
③图 6 来源：网页引用，https://dp.pconline.com.cn/photo/51046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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