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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折有条，端方非额”

——“中国园林博物馆”设计方案
The Double-win between Architecture and Landscape Garden: Concept 

Design of National Museum Landscape Garden

2011年初，“第九届中国园林博览会设计成果展”在北京

首都规划展览馆开展。其中定位于公益性的国家级博物馆“中国

园林博物馆”（简称“园博馆”）是第九届园博会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将是2013年在北京举办的第九届中国园林博览会的点睛之

作。笔者有幸参与了此项目的方案征集、展览及延至2011年5月

的设计深化工作（图1~3），并多次受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领导

及专家的好评。

立意
题目可以划分为两部分，“中国园林”表征了其特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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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博物馆”则定义了其功能性。基于中国园林的特质，未来的

园博馆其趣味应恬静淡雅，其风度应浪漫飘逸，其气质应朴实

无华。中国园林的发展特色是循着绘画脉络发展的，追求“外

师造化，内发心源”（图4）。我们认为园博馆的设计同样应从

“外”、“内”两大方向入手，即用地条件的限定与中国园林的

特性。

园林渗透着中国人的宇宙观，园林之美同样是东方哲学之

美。未来的中国园林博物馆将园林文化浓缩展示，给人们提供超

越时空的、真切的园林体验。

图1 鸟瞰夜景图1 鸟瞰夜景

图2 园林博物馆人视日景

图3 人视日景 图4 南宋马麟《静听松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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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地 

1  用地及项目概况

项目建设用地位于园区西部，鹰山公园脚下（图5）；东侧

以园博轴同园区相连，园博园后将建设跨越永定河的京周新线；

北望永定河；南临射击场路，园博园期间此处设有园区次入口。

2  规划研究

项目扩大研究范围向西至鹰山山脊，向北至永定河大堤，包

含了园博园内的重要制高点——永定塔及永定阁。

此范围被铁路边线、塔、阁等外界要素自然划分为三块：铁

路线以西，塔及阁周边形成郊野区，为突出塔及阁的景观地位，

造景手法仅限于整合地形、 植被，形成大尺度郊野公园游览区；

铁路线以东，因借与铁路之间的绿化隔离，设置高大浓密的乔木

种植，形成用地边界的森林景观；建设用地北侧临河的滨水区，

结合永定河的水体资源，设置滨水景观带，绿植以低矮灌木为

主。三者共同形成以植物林地为主的外围底景。

内侧靠近用地红线处，依据地势采用微地形及园林种植手法，

分隔室外展园。在主体建筑内利用建筑的围合设置中庭，从而由外

向内形成自“囿”而“园”再“庭”的空间尺度层级（图6）。

立基   

1  用地红线拆解

建设用地红线呈不规则形态，南部平坦宽阔，适于建设园博

馆主体建筑，北部用地狭小，相对高差较大。本项目将建设大量

室外展园，地理方位的南向是项目内在的重要因素。垂直于用地

东边的园博轴在展会期间将输送主要人流至园博馆区，而展会后

平行于用地东边的京周新线同样界定了用地东边的重要地位，从

而确定了一个北倾东30°的构成体系（图7），两个体系相结合

形成用地的逻辑建构。

2  设计理念

本案选择正方形为建筑生成的母题。正方形至简至诚、中而

不偏、可左可右、可展可收、品性无邪，有中国文人的精神。同

时，正方形的丰富组合能体现园林“端方中须寻曲折，到曲折处

还定端方”[1]的空间意境（图8）。

简单纯粹的正方形使建筑具有强烈的识别性，满足了园博馆

作为传播展示园林文化这一重要场所的要求（图9）。同时，正

方形的建筑平面适应博物馆的功能需要，便于高效利用空间。

法式
1  概念生成

顺应基地二元构成逻辑，建筑主体采用边长为145m的两个

正方形组织空间与功能：正南方向正方形厚重而开放，展示古典

园林；北倾东的正方形轻灵而闭合，展示现代园林与理想家园

（图10）。两个正方形体量之间展现了不同的对比关系，如内与

外、看与被看、主与从、藏与露、疏与密、虚与实、高与低、仰

与俯等（图11），体现了东方哲学的思辨与深邃的内涵。

2  建筑造型

建筑整体展现为两个“正方”的组合，既是内部体系的外

图6 景观层次分级 图7 红线用地拆解

图8 博物馆平面局部

图9 园博馆意向

图10 展示内容示意

图5 园博会规划总平面图

图11 概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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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又暗合了传统“双胜”的造型。建筑内部的空间构成同样采

用不同尺度“正方”的叠加与组合。

每个正方体都有自己的尺度，传递各自不同的信息。各种各

样的单一体验盒子隐藏在整个园子的各个角落，被精心设计过的

第二自然所包围。分布于建筑场内各处的间隙空间，恰如园林之

中的间隙，带给建筑以丰富的样貌。

室内，风景自然融入，体量的存在感不知不觉消失，四周

的植物、清新的空气和陈列的展品浑然一体。漫步其中，不知内

外。粼粼波光，斑驳树影（图12，13）。

造园
以历史名园为蓝本，室外展园以突出园林四大要素为主要特

点，分别为展示建筑结构精妙的清“梨花伴月园”，展示植物与

地形围合的宋“董氏西园”，展示水体造景的唐“绛守居园”，

以及以结山构石为特色的明“东园”。

室外四园分别坐落于避让城市道路的主体建筑西侧与北侧，

并借助主体建筑及微地形形成独立组团。将前期策划确定复原建

造，反映时代特征的唐山池院、宋独乐园、清半亩园设置于主体

建筑内部围合的庭院中。中庭、内园、入口庭院、室外展园、屋

顶花园、空中花园等诸多园林组团共同形成“园罗棋布”的园博

馆整体形态，而各园之间通过景窗、对位、轴线等手段形成空间

的互相因借（图14）。

架屋
1  平面布局

建筑主入口设于东侧，迎向园博轴。依据展陈内容将建筑

划分为两部分：“古典园林”设置于南向下沉的厚重正方体中，

“现代园林、理想家园”设置于偏东漂浮于绿地之上的轻灵正方

体中。展厅主体为单层，局部两层。展厅之间通过室外连廊沟

通。临时展厅、科普教育区、4D影院设置于用地东侧，并在庭院

中有独立出入口。行政办公、科研及设备用房设置于东北，在北

侧设有独立出入口，设置地下车库。藏品管理、地下库房设置于

用地西南，并设有独立出入口。

2  室内流线

采用园林式入口，观众经院落沿廊墙进入公共大厅。在空间

的压缩与放大的对比中，先期感受园林空间特色。再经序言厅进

入位于标高-2.00m的“古典园林”展区，沿顺时针方向参观。

本区域以时间为轴，展示自先秦以来直至晚清的中国古典园林历

史。穿插以“文人园林”、“皇家园林”、“寺观园林”、“园

林理论”、“园林流派”等专题展厅。中庭中设复原重建的历史

名园。结束此部分参观后，观众可沿公共交通到达+3.00m标高，

进入“现代园林、理想家园”展区，依次参观中外园林交流展

厅、现代园林展厅、理想家园展厅，之后继续进入4D影院、科普

教育区、临时展厅及室外中央景园。

图14 轴线分析

图13 展厅空间意象

图12 中央大厅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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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博馆各组成部分既联系紧密，又相对独立，可保证参观流

线不重复，又给观众以自主选择参观次序的可能（图15，16）。

3  开放空间与室外流线

为体现园博馆的公益性，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采用不影响

封闭管理的全方位开放策略，其各个中庭、庭院在建筑闭馆期间

仍可开放给市民参观。市民可以由主入口庭院的室外空间进入中

央庭园，并由中央庭园的西北出口及西侧和北侧建筑底部架空空

间进入室外展园或通向永定塔及永定阁。对复原重建的建筑中庭

内历史名园，市民可以通过空中室外廊道观赏。

无论开馆闭馆，市民均可在园博馆中体验步移景异的观景流

线，俯瞰庭院，远望鹰山，游园戏水，这里将成为普通市民的乐园。

展陈
园博馆所展示的是一种需人们充分利用各个感官去体验的特

殊展品——“园林”。按园博馆前期策划，展陈布局分为三大部

分：古典园林、现代园林、理想家园，并分别以时间为轴，系统

展示、深入剖析园林文化，全面系统解读园林体系，这必然要求

建筑空间与展示内容高度统一。

博物馆主体由不同尺度大小的正方形展厅构成，使得展陈

中分解展示迥异的各个园林要素成为可能，各种盒子与庭院的组

合共同完成对博大精深的园林文化的整体展示。展陈手段采用实

物、书画、沙盘、烫样、数字园林、气味、声音、复原局部园林

等。同时，按时空特点设置室外展示内容，实现室内外展示的完

美结合（图17）。

回顾
回顾方案的创作过程，我们最初设定两个基础的设计目标：

首先是园博馆需要有典型的“中国”文化特征，我们想去寻找传

统文化的空间特质；其次，园博馆所展示的园林是一种非常特

殊的“展品”，园林是“替精神创造的一种环境，一种第二自

然”，其独特的魅力在于诠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在园博馆中

充分展现“人”与“自然”的互动，成为我们必须解决的首要问

题。我们选择了两个手段：其一，调整朝向，在建筑中引入正南

的朝向，有了正南，就有了合理的阳光，就可以体会园林中正确

的光影流动；其二，开放空间，在确定朝向的基础上，将展示空

间尽量打开，形成室内外空间的消融。

中国园林的精髓是诗画入园，园林如画，人在画中游。穿

越时空的园博馆，如画面上的一方赏印，安静而内敛。太极生两

仪，两仪生四象。园博馆将是园林与建筑的双胜：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互补双赢，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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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展陈空间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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