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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清池风景区景观文化遗产的价值展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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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ang’an, an ancient historical city with its construction basement remains. Chinese Traditional Landscape Culture

comes from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environment of the central Shaanxi plain forms its

ideology characteristic. Basing on the fast urbanization and growth of economies, there is a growing emphasis on Urban

Landscape Cultural Heritage.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traditional landscape should be protected and exhibit because it

reflects the original characteristic and implied meaning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andscape culture.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case of Huaqing Palace(华清宮) scenery area as an example; evaluate the value of its original landscape culture,

showing the way of the conservation and regulation.

Key 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Landscape Architecture, Huaqing Palace Scenery Area, Historical Landscape Culture,

View-shed Space, Values’ Presentation

中文抄錄

长安古都大多表现在其历史发展中建设基地的遗存，而建筑物、构筑物构成的空间格局及其所依托的自然地景

环境，依然留存至今,它反映了中国传统景观文化“笼山水为苑”“相地地形数理”和“君子山水比德”的原型特点和文

化寓意。基于这种理念，本文评述华清池风景区的景观文化价值以及现状问题，通过景象空间和赋文景观文化内

涵的营造，保护和展示人工建筑与自然山水空间融为一体的历史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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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引言

中国地景建筑思想起源于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陕西关中地区

自然环境特征成就了这一思想的形成。近年中国城乡建设高速发

展，经济水平提高，对传统历史文化的保护也日益重视。西安临

潼华清池风景区，是唐代华清宫所在地，文献记载其宫殿建筑群

的布局体现了中国地景建筑思想的典型特征。今天华清池风景区

所呈现的建筑及园林风貌，除清代修建的“环园”和临潼县城搬来

的“飞霜殿”，都是自上世纪50年代至本世纪之间不同时期修建

的，能够表现唐代建筑群格局，只是散落风景区中的“御汤”和

“梨园”遗址。这样看来，华清池的“唐代园林”好像只是一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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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悠远历史中的长安古都风貌，今天只能表现在其建设基地的历

史遗存，园子的花草林木更是早已破败。而建筑物、构筑物构成

的空间格局及其所依托的自然地景环境，留存至今,这种景象显然

不同于江南私家园林“小中见大”的景观风格，它反映了中国传统

景观文化“笼山水为苑”原型特点和文化寓意，这些历史沉积下来

的空间语言，需要被我们保护和品读。

Ⅱ. 中国地景建筑思想的基本内涵及意义

1. 起源与发展

中国地景思想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是人类对地貌的功用和景观

认识的过程。中国地景建筑思想在历代城镇、宫殿离宫等规划建

设中不乏表现。早期自公刘时代迁豳选址，周文王灵台、灵沼和

灵囿；周公庙“卷阿”作观景游乐；战国荀子“形胜”理念；秦始皇

上林苑和朝宫“表南山之巅以为阙，络樊川以为池”；到汉班孟坚

评说西都长安：“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带以洪河、泾渭之川。”

地景建筑理论基本思想逐具雏形。

隋宇文恺之大兴城“六条高坡，象乾卦六爻，故于九二置宫

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九五贵位，置玄都观及兴善寺，

以镇其地”，将地景理念与《周易》吉卦及城市功能三者相融。

唐代“笼山为苑，冠山抗殿”思想成熟，表现在唐九成宫“笼碧城

山与西海为苑”和玉华宫、华清宫的“通山包苑”“疏泉抗殿”的地

景建筑空间格局，人工工程与因藉自然的规划设计理论，趋于完

善。一直到清代颐和园和避暑山庄，地景理论与其表现的空间气

势依然延续。

2. 内涵及意义

因借自然地景环境的建筑群体及城池选址布局，是中国传统地

景建筑理论的主要内涵，可体现为“笼山水为苑”、“《易经》相

地数理”和“君子与山水比德”三个方面。

1）“笼山水为苑”首先表现为相地选址与人工建筑的布局关

系。隋宇文恺营造麟游仁寿宫时，依地景选景定界。笼碧城山和

杜水西海、凤台山、堡子山等为内涵，成为“山色苍碧、周环若

城”(麟游县志）的自然地景胜地为苑。唐阎立德营建终南翠微宫

时，也是本着“才假林泉之势，因岩壑天成之妙，借方甸而为

助，水态林姿，自然而成”，此乃“丹青之功”，地景与建筑一

体，构水墨画境之意。“笼山为苑”、“包山通苑”、“因山籍水”、

“才假”、“因岩”和“借甸”无外乎乃因籍自然的理念和方法，这里

包含两层意义：

—相地选址时对山、水、林、甸等地景因素的界定，为人工建

造布局作伏笔。关中地区号称八百里秦川，在一马平川的平原地

区中，起伏变化的高地自然珍贵，因而地貌条件所决定的方位和

景象是相地选址的重要因素，是建筑群体依托的背景和骨架，树

林往往与山势同构。而开阔的水体和草甸元素是展示地貌山势与

人工建筑群体所必须的前景条件。山水为苑、林甸为助的两者都

不可缺少。

—建筑群体之分布、体量与地景要素的尺度比例关系。明代计

成的“精在体宜”，能够表达这种理念。塑造景观利用自然地景，

然后施以人工成景，避免单依人工，“强为造作”。

2）山形变化与《易经》相地数理。以农业文明为代表，祈求

风调雨顺，山岳崇拜成为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除了“德高如

山”(伦理学）之外，《易经》相地学中，以山形地气为重，“山

谷异性，平原一气”……“山乘秀气，平乘脊气” 发展到“龙为地

气”以龙喻山，山形气脉的论说。并将人工工程塑造融入因山、

因势、因阜、因岗选龙脉等人工与自然一体的营造原则与理念。

环境模式与山阜丘地的景观文化价值，在近现代的城市环境建设

中应给予完整和原型的保存空间范围。

3）君子与山水比德的思想和境界。君子以利比德，孔子在

《论语》中引导仁者智者去领悟山水，并以山水隐喻人的仁、智

与性格差别。唐代柳宗元“视雍志滞”的思想应得以传承。

Ⅲ. 华清池风景区的历史景观价值评述

1. 地景特征

华清池风景区地处西安城东，骊山北麓，距西安30公里，位于

临潼区的南端。南依苍翠的骊山，北距渭河约5公里，临潼县城

东西两侧有临、潼二水，因而得名(见图1图2）.

华清宫所在之地既属于临、潼、渭水的二级台地，其所在的临

潼区内地势走向为南高北低，海拔高度在429—450米之间，地势

较为平坦。南部骊山海拔高度在600——1200米之间，最高点海

拔为1302米，山前为洪积扇形带状黄土台地。

图1. 华清池风景区区位环境示意图



韓國傳統造景學會誌 Vol.28. No.4 (2010年 12月)100

图2. 清乾隆41年 临潼县疆域图

2. 历史沿革

华清风景区历史悠久，地位独特，所在之地早在周、秦、汉、

唐时一直被视为京畿之地，加之有骊山之美、温泉之胜，成为历

代封建帝王游幸的离宫别苑。

根据《华清池志》记载，远在三千年前的西周时期，就已成为

周天子的游幸之地。而且建有“骊宫”《三秦记》载：始皇初，砌

石起宇，名“骊山汤”，汉武帝时扩建为“离宫”。北周武帝天和四

年(公元569年），令大冢宰宇文护造皇汤石井，隋文帝开皇三年

(公元591年）在骊山温泉修屋宇，并植松柏千余株，唐太宗李世

民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令左卫大将军姜行本，将作大匠阎立

德建宫室楼阁，赐名“汤泉宫”。唐高宗咸亨二年(公元671年）改

“汤泉宫”为“温泉宫”。唐玄宗天宝六载，易“温泉宫”为“华清

宫”。华清宫又在骊山，又称“骊山宫”亦名“骊宫”。白居易《骊

山宫》诗：“骊宫高兮入云。”骊山似锦若秀，一名“绣岭”，宫因

山名，亦名绣岭宫。唐代人崔涂、李商隐、崔道融咏华清宫，皆

以“绣岭宫”为诗名。

唐玄宗李隆基诏令环山列宫殿，宫周筑罗城，赐名“华清宫”，

占地面积约1300亩。从清乾隆重《临潼县志·唐华清宫图》绘制

的示意图和有关史料，对华清宫作如下记载。总体分为东、中、

西三个宫城区，中宫为前殿、后殿、宜春汤、太子汤；东宫为飞

霜殿、九龙汤、莲花汤、海棠汤；西宫为羽账、瑶坛、长汤十六

所。宫城为帝王理政、起居、沐浴区，东宫墙外有按歌台、斗鸡

殿、舞马台和马球场，为文体娱乐区。西宫墙体外有粉梅坛、看

花台和芙蓉园，为园林休憩区。骊山上有长生殿、望京楼，是登

临观光区。(见图3）唐代诗人白居易《骊宫高》诗曰：“高高骊

山上有宫，朱楼紫殿三四重。”这是对华清宫宏伟气势的真实写

照。“安史之乱”后，建筑残存无几。

1900年，慈禧诏改陕西巡抚署为行宫，规骊山之麓，加修环

园，建成杨妃池、荷花阁。

图3. 唐华清宫布局图

图4. 唐昭应县城、华清宫与骊山

3. 近代演变

华清宫的历史发展不断变化，唐代的辉煌已荡然无存，今天华

清池风景区的建筑及园林，除“环园”，都是自上世纪50年代至本

世纪之间，在不同时期修建的不同风格的建筑和园林工程，成为

大众游玩享受温泉的公共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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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世纪50年代以来华清池风景区各个时期建设情况

50-60年代，1959年将龙吟榭(明末建筑）迁建至九龙湖南岸，

将飞霜殿(清代建筑）迁建至九龙湖北岸；1956年-1959年之间新

建了单双人池、棋亭、碑亭、望湖楼、望河亭、沉香殿、宜春

殿、九龙长汤、九龙汤、莲花汤、海棠汤、晨旭亭、晚霞亭。

60-90年代期间，发展变化缓慢，主要集中在70年代，新建长

汤、宾馆、宜春阁，50年代至此，建筑风格多为明清形式，办公

和洗浴设施是现代风格。90年代至今，是华清池风景区的新的发

展时期，根据御汤遗址发掘状况，新建地面展览馆建筑，以供观

展，2003年新建芙蓉园，这个时期的主要为唐风建筑风格。(见

图5）

4. 风格与现状问题

1）华清池的地景建筑风格表现在：

—背依骊山，面向渭河，左右临水，山宫城一体。

—环山列宫室，治汤井为池。体现地景建筑的典型特征。

—历代歌咏，诗情画意。

2）华清池风景区与其他遗址区不同的是，在近代时期的不断

修建，原来的建筑群格局被覆盖，大众游玩公园的特征远远大于

对历史景观风貌的欣赏。但：

—山水为苑的地景空间气势依旧，只是缺少对其价值的展示，

观赏点及其景观画面有序的组织营建。

—水清木华气质依旧，只是少了纯净，多了不必要的繁琐和混

乱，打造的功能太多。

—近代的建设和历史事件，赋予华清宫更多的历史内涵和功

能，应给与足够的保护和尊重，不能一味地追求唐式复原。(见

图6图7）

3）其他现状问题。首先表现在空间组织及功能分区混乱。多

图6. 华清池风景区现状图 
上：北望鸟瞰 下：航拍平面图

次改建增建，对称式布局将整个景区划分为三个截然不同的区

域，相互之间的空间联系和过度处理不到位。

另外，建筑风格混乱，尺度与地景要素的比例尺度失调。华清

宫景区现有建筑包括明末、清代建筑龙吟谢、飞霜殿、五间厅

等；还有50年代建设的棋亭、碑亭、望湖楼、望河亭、沉香殿、

宜春殿、九龙长汤、九龙汤、莲花汤、海棠汤等；2003年新建的

整个芙蓉园区，各个年代建筑风格、环境风格交错在一起，建

筑、环境风格混乱。新建的芙蓉园区无论从建筑或空间感上都略

显尺度过大。

第三，游赏路线与活动，无法体验华清池的景观文化价值。一

是游览时间短，多为1-2小时游览，游人主要集中在御汤遗址、

环园中，在新建的芙蓉园区多为穿越式游览，逗留时间短。二是

重游率非常低。目前华清宫接待的游客大多数由于华清宫的名气

而去游览，由于无法真正欣赏和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大多数为

走马观花式游览，游览结束后对园区感受甚浅。

还有，植物等设施配置混乱。大量出现修剪整齐的植物、几何

式的绿篱。并且植物种类繁多，栽植搭配杂乱，缺乏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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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华清池风景区现状
由上至下为：50年代修建的九龙湖成为华清池

的标志性景观；东入口津阳门与骊山；芙蓉湖

北望望京门。董芦笛摄2010.8）

图8. 华清十景的分布(资料来源：华清池风景区景观规划设计项目组)

Ⅳ. 华清池风景区的景观保护与整治

1. 基本理念

保护并展示华清池风景区的地景建筑景观文化价值；

尊重历史各个时期的有价值的建造活动；

画境须有文心，营造赋文的文化内涵。

2. 诗考·赋文：“华清十景”

华清宫是让历代帝王流连忘返的度假圣地，古人此遇佳境，纷

纷做诗留对，借景抒情或咏诗赋怀。查阅历史资料，流传下来大

批描写华清池如梦如幻景色之词句，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

句，与景区气质特点相符，营造“华清十景”，以文会心，以词点

景。“华清十景”分别是木华绣岭、水清芙蓉、骊岫飞泉、玉莲暖

香、画舫柳岸、贵妃出浴、山水唐音、环垣倚翠、粉梅春杏和梨

园霓裳。(见图8）

1）木华绣岭。位于华清池芙蓉园景区，展示长生殿、芙蓉湖

与骊山的优美景致。诗考：岧峣绣岭接离宫，万卉芳蕤媚暖风。

(明刘余泽 《温泉宫吊古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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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清芙蓉。位于华清池芙蓉园景区芙蓉湖，展示荷花湖

景。诗考：复此斜阳相掩映,红云万朵照芙蓉。(明 刘储秀《骊山

晚照》）根据史书记载，华清宫中多种芙蓉，尤其是以芙蓉为名

的芙蓉园，更是以芙蓉作为主景，营造四面荷风的夏日景象，符

合唐诗中对华清宫“岸阔莲香远”的描绘。

3）骊岫飞泉。位于华清池芙蓉园景区长生殿东北角，诗考：

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唐李商隐 《骊山有感》）

湖周石矶驳岸，叠石形成飞泉跌落。

4）玉莲暖香。位于华清池御汤遗址景区，诗考：零叶翻红万

树霜,玉莲开蕊暖泉香。(唐 杜牧《华清宫》）

5）画舫柳岸。位于华清池九龙湖景区，诗考：龙池九曲远相

通，杨柳丝牵两岸风。(五代后蜀花蕊夫人《宫词》）即九龙湖

旁的九曲迴廊与周边环境，此乃华清池之50年代的典型景观，加

以保护。

6）贵妃出浴。位于华清池御汤遗址景区。诗考：春寒赐浴华

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唐白居易《长恨歌》）

7）山水唐音。位于华清池梨园遗址景区。诗考：何必丝与

竹，山水有清音。(西晋左思 《招隐》）

8）环垣倚翠。位于 华清池环园景区。诗考：水殿临丹籞，山

楼绕翠微。(唐李乂《春日侍宴芙蓉园应制》）

9）粉梅春杏。位于华清池御茗轩服务区，诗考：饮鹿泉边春

露唏，粉梅檀杏飘朱墀。(唐郑嵎 《津阳门诗》）

10）梨园霓裳。位于华清池梨园遗址景区，诗考：玉树长飘云

外曲，霓裳闲舞月中歌。(唐张继《华清宫》）《长恨歌》中有云：

“缓歌曼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指的便是按歌台表演的场

景，根据史书记载，“按歌台”是一座开敞式的重檐琉璃瓦屋面、

朱红柱子雕梁的建筑物，竖立在一高大的玉石台基上，石台基平

台向西面敞开，唐玄宗和他的梨园弟子们在这个台子上按歌拍由

梨园弟子歌舞。

3. 景象空间营造

选取重要节点，展示营造地景建筑历史景观文化。

1）“木华绣岭”景点的改造。骊山因景色翠秀,美如锦绣,

故又名“绣岭”，原景点由于长生殿体量过大，尤其在正面观赏

时，屋脊甚至高过山势，建筑未能表现出美的景象，骊山(绣

岭）也未能作为背景与建筑融合，二者没有明显互相映衬的关

系。对景点的改造主要是改变游人视点，将原来观赏长生殿的正

面视点通过地形、植物遮挡，引导游人行至芙蓉湖西岸，同时将

遮挡观景点的湖心岛去掉，改变视点后看到的长生殿屋脊位于山

势之下，并且于山势走向暗合，同时能够在水中看见长生殿的倒

影，为游人展现一幅以骊山为背景、真正湖光山色间的唐宫殿画

卷。(见图9图10）

图9. 华清池风景区芙蓉湖景区改造前后平面图

图10.“木华绣岭”改造前后对比

2）“山水唐音”的改造。

景点设计中采用唐杨惠芝“粉壁为纸，以石为绘”的手法，选终

南山之石，横纹立砌，堆山砌石，流水从山石上跌落，入海棠状

状水池内，会意“清音”之山水。(见图11）

图11 “山水唐音”景点改造前后对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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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结语

对传统景观文化的理解，不仅仅是人工的造物，人工工程依托

的地景环境是需要理解和保护，并给与展示的空间。同时，景象

空间营造和赋文的文化寓意对今天的景观环境营造有其可借鉴的

意义。

(感谢李侃侃同学的文献图片整理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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