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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体趋势分析

女性视角不仅强调女性的生理属性所具有的特征及经验，

还会关注女性的社会属性以及由此形成的女性气质和行为方

式等内容。近年来，学者对女性视角空间研究的关注度呈整

体上升趋势，基于女性视角的传统园林相关研究逐渐增多，

研究中出现的高频关键词主要包括“女性休闲生活”“女性空

间”“空间布局”“女性审美”“社会性别角色”等（图1）。学

者在研究初期往往通过对女性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较多关注

传统园林空间中的女性情感与行为，通过分析史料、画作、诗

词和戏剧作品中女性角色的园林生活，强调女性与传统园林的

密切关系。此后，基于女性视角的传统园林空间的研究热点

逐渐转向女性与传统园林空间营造的关系研究，主要分析女

性生活实践与传统园林的空间布局、空间序列、空间功能、空

间要素和空间审美等方面的关系及其影响，研究内容较为丰

富，但缺乏具体的案例研究，并缺少对女性社会关系的探索

与分析。近几年，相关研究更多将女性与传统园林的关系置于

时间、空间和社会的背景之中，更加深入地研究女性在传统

园林空间中参与和建构的过程，从更深层面挖掘传统园林空间

中的社会性别含义，并通过诸多具体案例来研究女性与传统

园林空间的关系及其影响，从中可以看出学者对女性与传统园

林空间关系的认识逐渐在加强。当前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传统

园林空间中的女性情感与行为、女性生活实践对传统园林空间

营造的影响、女性气质与园林空间审美三个方面（表1）。

3 基于女性视角的传统园林空间研究综述

3.1 传统园林空间中的女性情感与行为

3.1.1 男尊女卑社会下的宅园空间

“如果空间是生产的，那么必然有其生产过程，对生产过

程的考察也就具有了历史维度 [1]。”因此，学者首先阐明了中国

古代社会性别体制和空间伦理所根植的政治、文化背景。秦

红岭阐明男尊女卑社会制度形成的起源：从西周开始，由父系

家长制蜕变而来的宗法制度，使父系血缘关系成为维系家庭

和家族的纽带，排斥了女性在宗族中的权利，男尊女卑的格局

由此从社会政治制度的层面得以确立 [2]。时至唐代，社会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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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c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garden has complicated and wide-ranged meanings. This article research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men not only emphasize the in� uence of women on the scope of biological gender, but also 

explore the signi� cance of women in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f traditional garden from social background and social 

relationship. This paper comb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f space of traditional gard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men. 

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mainly focus on three aspects: women's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in traditional garden space, 

the in� uence of women's living practice on the space constr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garden, moreover femininity 

and the aesthetic of the traditional garden. Nowadays, women's life in physical spaces is widely studied. Whi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and the space of traditional graden under the social in� uence is lagging behind. Further 

analyses on the process of women's participation and creation in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and emphasize the in� uence 

of women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garden space through the sociality of space are needed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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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传统园林空间涉及到丰富的文化层次，性别因素作为空间背后的文化

投影，对空间的产生往往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封建社会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

下，女性在社会发展史上长期处于被动和弱势的地位，女性虽然难以参与到

园林的规划建造中，却往往是园林的重要使用者。长期以来园林空间被描述

和设定为中性的、无性别差异而存在着，人们往往忽略掉古代女性在真实生活

中可能存在的主动角色及其生活实践与园林空间的互动关系，园林的女性特征

作为园林文化极为特殊的组成部分亦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透过女性视角

重新审视传统园林空间生成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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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对女性的规训进一步强化了女性从属、卑微地位。黄毅

分析了《女论语》在唐代闺阁内的体现 [3]：“内外各处，男女异

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女论语》为女性建立了立身为

人、勤俭持家、知礼待客和敬孝长者等道德行为的规范。封

建传统思想对女性的禁锢不仅反映在精神形态层面，物质空

间的伦理关系更巩固了女性卑微的社会地位。秦红岭提出，

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礼制和阴阳学说不仅对传统建筑的布

局有深刻的影响，也让男尊女卑的性别格局具有毋庸置疑的

合理性 [2]。男尊女卑的性别关系，强烈地体现在宅园空间的每

个层面：空间属性、空间布局、空间形式和空间活动等。张献

梅指出，宋代理学使封建礼教思想发展到更为完备的具体运

作阶段，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制度主要表现在居住空间上对

女性的禁锢、在祠堂建筑上对女性的限制和统治者积极倡导

兴建贞节牌坊对女性精神的控制 [4]。宋以后，进一步强化了男

尊女卑的性别秩序，尤其是“将男女与内外相联系，并将其提

升至‘合天地之大义’的高度，这也成为后世诠释男女空间区

隔的经典依据”[5]，因此女性受到统治阶级更为严格的约束和

规训。上述研究表明，空间作为社会的产物，其生产过程会

随社会的变迁而发生改变，即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女性与宅

园空间的关系会受到不同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制约，从而呈

现出不同的空间表征与空间实践。

3.1.2 社会风尚转变下的私家园林空间

随着明代中晚期社会风尚的转变，女性虽然仍处于父权社

会的制约之下，但其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和家庭地位较之以

往有了明显的提升，社会风气的开放激发了江南女性参与文学

创造和社会活动的热情，园林空间则为女性诗词题咏、陶冶

心灵提供了更多自由。众多学者研究了明清时期女性游园 [6-8]和

女子园林雅集活动 [9-11]的盛况。宋立中以明清江南妇女“冶游”

现象为研究对象，认为女子游园、朝圣之盛况虽与封建伦理制

度产生了强烈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侵占了男性固有的特权，但

客观上有利江南社会进步和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 [12]。在日常生

活中，园林空间亦因其自然、不规则、非对称、起伏曲折的空

间特质为女性休闲娱乐和情感酝酿提供了特定的场所。尹小亭

从古代女性的教育观、女性社会角色和地位等方面对女性的

园林生活背景进行研究，指出私家园林在一定程度上扩充了女

性的活动空间，满足了她们的精神需求 [13]。

3.1.3 特定社会文化中的园林空间

在同一时期，受不同地域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宅园也形成了不尽相同的空间结构，女性在宅园中的情感与

行为由此受到较多影响。如学者以晋商大院、徽州民居、江

西民居等地域传统宅园为例，从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

空间三个层面分析了宅园空间对女性主体的建构 [14-15]，即物质

空间着眼于宅园的空间结构；社会空间主要指向空间场域的

表征与语义；精神空间指生存空间对女性性别身份的塑造和

意识形态的规训。研究指出，宅园空间是一个社会空间，不

仅限制了女性活动的物理界限，还是一种象征性秩序，界定

了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通过精神约束塑造了顺从、

卑微的家内女性。

另有学者从文学、绘画和戏曲等与园林密切相关的内容着

手，通过研究传统园林空间中女性的情感与生活，进而探索女

性与传统园林空间的关系 [16-18]。其中较多学者对《红楼梦》中

大观园与女性角色展开了研究，如依据《红楼梦》中的闺阁文

化、女性意识和女性活动 [16][19-20]，提出大观园中植景空间的营

造与人物性格的密切相关 [21]。李金宇通过古代文学作品解读了

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情色之境，并究其生成原因：私家园林常用

回廊、幽径、抑景、藏景等手法形成幽深曲折的园林空间，其

“遮”与“隐”的特点恰好符合了恋人谈情说爱之地私密性和

浪漫性的要求 [22]；高居翰、刘珊珊和黄晓以园林绘画为考察对

象，分析园林空间在女性生活起居、接受教育、休闲娱乐等

生活实践中占有的特殊地位，以及园林空间女性特征的表征

方式 [23-24]；巫鸿基于中国女性题材绘画，运用“空间”的宏观

方法论，提出超越个体女性形象之上的“女性空间”的概念，

通过把女性形象还原到整体园林空间和社会环境之中来阐释

女性与空间在特定社会文化中的意义与内涵 [25]。

概括来看，当前学者们主要以两种研究方式展开对传统

园林空间中的女性情感与行为研究。其一是基于女性园林生

活的社会背景，研究传统园林空间对女性情感与行为的影响。

如张献梅、张峰率、李溪、朱静和毛白滔等从建筑空间布局、

空间属性、空间功能、建筑构件以及装饰等角度，对中国传统

宅园中男性空间与女性空间进行比较研究 [4][26-27]，认为宅园空

间不仅是从物质空间层面限定女性的活动范围，还是教化性

和等级性空间，包含着对女性更深的规训和束缚 [28-29]；其二

是通过研究传统园林空间中女性的情感与生活，分析女性与

传统园林空间的关系，从中探索传统园林空间背后的社会性

别含义 [16-24][30]。但这种研究方式更多是以诗词书画和戏剧作品

为研究材料，缺乏对具体传统园林案例的分析与研究。

3.2 女性生活实践对传统园林空间营造的影响

宅园作为家庭生活的场所，女性是其中重要的使用者。然

而“三从四德”的道德规范和缠足的劣习将女性长期囿于深闺

之中。因此在中国传统园林漫长的发展与演进中，女性对园林

空间的影响逐步显现在园林空间的各个层面。当前学者主要从

三方面分析传统园林空间的女性影响因素。

3.2.1 社会等级秩序对空间布局的影响

学者对不同女性群体生活的宅园空间进行分析，指出男尊

女卑的空间分隔状态会因女性阶层、地位和年龄的差别而不

同。如诸葛净通过考察西门庆宅的家庭结构、生活活动与住宅

空间结构的关系，剖析性别空间的涵义，对不同女性角色（正

妻、小妾、丫鬟、媒婆和妓女）如何体现在住宅空间结构中作

出分析 [31]，研究指出性别隔离并非仅仅源于生理差别，同时也

建立在社会建构的性别（角色）差别观念上。朱静和毛白涛从

传统民居中堂、正房、闺房、后堂等空间布局方面分析了古代

未婚女性与已婚女性活动空间的异同 [32]。

3.2.2 女性行为特征对空间功能的影响

部分学者关注特定园林空间、园林建筑、设施和装饰的

功能，分析女性生活实践对其产生的影响。如园林出入口的

设置、小姐楼、戏厅（台）[33]、琴房、棋房和书房 [34]的空间布

局和空间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女性服务，女儿墙、小姐窗

和美人靠等建筑构件 [32]亦映射出传统园林对女性行为规范、

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的考量。李昊洋等通过考察女性在园林

空间中的生活实践，指出古代女性对于园林空间的需求主要

体现在空间功能层面 [34]。

3.2.3 女性角色特征对空间营造的影响

学者往往通过对具体园林的考据来分析园林中的女性生

活实践及其影响要素。如杨小乐、金荷仙等通过对耦园的整

体规划、山水布局、植物配置、建筑设计、装饰设计、诗文

品题等多维层面的全面梳理，分析园主夫妇对园林空间生成

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女主人严永华与耦园的依存与互动，突

出赋情感于宅园的设计方式 [35]；陈鑫鑫等通过分析郭庄现存

宅园的山水建筑，从园林空间的氛围、尺度和功能等方面探

寻女性的影响因素 [36]；杜春兰等以邛崃文君井、成都望江楼

和石柱太保祠等巴蜀女性纪念园林为例，强调其在空间布局、

植物景观、建筑形式等方面因纪念对象的个人经历、性格特

征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空间表达方法，突出女性情感与行为在

园林空间中的建构过程 [37]；徐琛以冒辟疆所筑的水绘园为例，

通过对诗词、古籍等资料的分析，探索女主人董小宛的女性

意识在园中的体现 [38]。

综上所述，传统园林空间的女性影响因素相关研究较为

丰富，以诸多案例分析深入探索了女性在园林空间中的生活实

践及其对空间生成产生的影响，尤其是近两年内，学者在相

关研究中更多关注到女性的主体性，从女性的自然生理属性和

社会性别属性探索女性与园林空间的互动关系，以发掘园林空

表1  当前基于女性视角的传统园林空间研究成果

研究方向 研究内容 研究案例

传统园林空间中的女性情

感与行为

女性园林生活的社会背景 她建筑[2]；明清江南女性园林生活的社会背景研究[13]

女性休闲活动和情感思绪 被遮蔽的现代性：明清女性的社会生活与情感体验[8]

女性生活实践对传统园林

空间营造的影响

社会等级秩序对空间布局的影响
上房：性别空间与私的概念——居住：从中国传统城市住宅

到相关问题系列研究之三 [31]

女性行为特征对空间功能的影响 试探中国古代女性对私家园林的影响[33]

女性角色特征对空间营造的影响
巴蜀女性纪念园林研究[37]；苏州耦园理景的夫妻人伦之美及

其设计手法研究[35]

女性气质与园林空间审美
女性美与园林美

中国传统美学中女性审美的研究价值[39]；庭园常见美人

来——探寻中国女性与园林的依存与互动[40]

女性气质在园林空间中的表征 试论女性与中国古典园林[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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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对女性的规训进一步强化了女性从属、卑微地位。黄毅

分析了《女论语》在唐代闺阁内的体现 [3]：“内外各处，男女异

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女论语》为女性建立了立身为

人、勤俭持家、知礼待客和敬孝长者等道德行为的规范。封

建传统思想对女性的禁锢不仅反映在精神形态层面，物质空

间的伦理关系更巩固了女性卑微的社会地位。秦红岭提出，

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礼制和阴阳学说不仅对传统建筑的布

局有深刻的影响，也让男尊女卑的性别格局具有毋庸置疑的

合理性 [2]。男尊女卑的性别关系，强烈地体现在宅园空间的每

个层面：空间属性、空间布局、空间形式和空间活动等。张献

梅指出，宋代理学使封建礼教思想发展到更为完备的具体运

作阶段，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制度主要表现在居住空间上对

女性的禁锢、在祠堂建筑上对女性的限制和统治者积极倡导

兴建贞节牌坊对女性精神的控制 [4]。宋以后，进一步强化了男

尊女卑的性别秩序，尤其是“将男女与内外相联系，并将其提

升至‘合天地之大义’的高度，这也成为后世诠释男女空间区

隔的经典依据”[5]，因此女性受到统治阶级更为严格的约束和

规训。上述研究表明，空间作为社会的产物，其生产过程会

随社会的变迁而发生改变，即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女性与宅

园空间的关系会受到不同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制约，从而呈

现出不同的空间表征与空间实践。

3.1.2 社会风尚转变下的私家园林空间

随着明代中晚期社会风尚的转变，女性虽然仍处于父权社

会的制约之下，但其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和家庭地位较之以

往有了明显的提升，社会风气的开放激发了江南女性参与文学

创造和社会活动的热情，园林空间则为女性诗词题咏、陶冶

心灵提供了更多自由。众多学者研究了明清时期女性游园 [6-8]和

女子园林雅集活动 [9-11]的盛况。宋立中以明清江南妇女“冶游”

现象为研究对象，认为女子游园、朝圣之盛况虽与封建伦理制

度产生了强烈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侵占了男性固有的特权，但

客观上有利江南社会进步和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 [12]。在日常生

活中，园林空间亦因其自然、不规则、非对称、起伏曲折的空

间特质为女性休闲娱乐和情感酝酿提供了特定的场所。尹小亭

从古代女性的教育观、女性社会角色和地位等方面对女性的

园林生活背景进行研究，指出私家园林在一定程度上扩充了女

性的活动空间，满足了她们的精神需求 [13]。

3.1.3 特定社会文化中的园林空间

在同一时期，受不同地域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宅园也形成了不尽相同的空间结构，女性在宅园中的情感与

行为由此受到较多影响。如学者以晋商大院、徽州民居、江

西民居等地域传统宅园为例，从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

空间三个层面分析了宅园空间对女性主体的建构 [14-15]，即物质

空间着眼于宅园的空间结构；社会空间主要指向空间场域的

表征与语义；精神空间指生存空间对女性性别身份的塑造和

意识形态的规训。研究指出，宅园空间是一个社会空间，不

仅限制了女性活动的物理界限，还是一种象征性秩序，界定

了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通过精神约束塑造了顺从、

卑微的家内女性。

另有学者从文学、绘画和戏曲等与园林密切相关的内容着

手，通过研究传统园林空间中女性的情感与生活，进而探索女

性与传统园林空间的关系 [16-18]。其中较多学者对《红楼梦》中

大观园与女性角色展开了研究，如依据《红楼梦》中的闺阁文

化、女性意识和女性活动 [16][19-20]，提出大观园中植景空间的营

造与人物性格的密切相关 [21]。李金宇通过古代文学作品解读了

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情色之境，并究其生成原因：私家园林常用

回廊、幽径、抑景、藏景等手法形成幽深曲折的园林空间，其

“遮”与“隐”的特点恰好符合了恋人谈情说爱之地私密性和

浪漫性的要求 [22]；高居翰、刘珊珊和黄晓以园林绘画为考察对

象，分析园林空间在女性生活起居、接受教育、休闲娱乐等

生活实践中占有的特殊地位，以及园林空间女性特征的表征

方式 [23-24]；巫鸿基于中国女性题材绘画，运用“空间”的宏观

方法论，提出超越个体女性形象之上的“女性空间”的概念，

通过把女性形象还原到整体园林空间和社会环境之中来阐释

女性与空间在特定社会文化中的意义与内涵 [25]。

概括来看，当前学者们主要以两种研究方式展开对传统

园林空间中的女性情感与行为研究。其一是基于女性园林生

活的社会背景，研究传统园林空间对女性情感与行为的影响。

如张献梅、张峰率、李溪、朱静和毛白滔等从建筑空间布局、

空间属性、空间功能、建筑构件以及装饰等角度，对中国传统

宅园中男性空间与女性空间进行比较研究 [4][26-27]，认为宅园空

间不仅是从物质空间层面限定女性的活动范围，还是教化性

和等级性空间，包含着对女性更深的规训和束缚 [28-29]；其二

是通过研究传统园林空间中女性的情感与生活，分析女性与

传统园林空间的关系，从中探索传统园林空间背后的社会性

别含义 [16-24][30]。但这种研究方式更多是以诗词书画和戏剧作品

为研究材料，缺乏对具体传统园林案例的分析与研究。

3.2 女性生活实践对传统园林空间营造的影响

宅园作为家庭生活的场所，女性是其中重要的使用者。然

而“三从四德”的道德规范和缠足的劣习将女性长期囿于深闺

之中。因此在中国传统园林漫长的发展与演进中，女性对园林

空间的影响逐步显现在园林空间的各个层面。当前学者主要从

三方面分析传统园林空间的女性影响因素。

3.2.1 社会等级秩序对空间布局的影响

学者对不同女性群体生活的宅园空间进行分析，指出男尊

女卑的空间分隔状态会因女性阶层、地位和年龄的差别而不

同。如诸葛净通过考察西门庆宅的家庭结构、生活活动与住宅

空间结构的关系，剖析性别空间的涵义，对不同女性角色（正

妻、小妾、丫鬟、媒婆和妓女）如何体现在住宅空间结构中作

出分析 [31]，研究指出性别隔离并非仅仅源于生理差别，同时也

建立在社会建构的性别（角色）差别观念上。朱静和毛白涛从

传统民居中堂、正房、闺房、后堂等空间布局方面分析了古代

未婚女性与已婚女性活动空间的异同 [32]。

3.2.2 女性行为特征对空间功能的影响

部分学者关注特定园林空间、园林建筑、设施和装饰的

功能，分析女性生活实践对其产生的影响。如园林出入口的

设置、小姐楼、戏厅（台）[33]、琴房、棋房和书房 [34]的空间布

局和空间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女性服务，女儿墙、小姐窗

和美人靠等建筑构件 [32]亦映射出传统园林对女性行为规范、

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的考量。李昊洋等通过考察女性在园林

空间中的生活实践，指出古代女性对于园林空间的需求主要

体现在空间功能层面 [34]。

3.2.3 女性角色特征对空间营造的影响

学者往往通过对具体园林的考据来分析园林中的女性生

活实践及其影响要素。如杨小乐、金荷仙等通过对耦园的整

体规划、山水布局、植物配置、建筑设计、装饰设计、诗文

品题等多维层面的全面梳理，分析园主夫妇对园林空间生成

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女主人严永华与耦园的依存与互动，突

出赋情感于宅园的设计方式 [35]；陈鑫鑫等通过分析郭庄现存

宅园的山水建筑，从园林空间的氛围、尺度和功能等方面探

寻女性的影响因素 [36]；杜春兰等以邛崃文君井、成都望江楼

和石柱太保祠等巴蜀女性纪念园林为例，强调其在空间布局、

植物景观、建筑形式等方面因纪念对象的个人经历、性格特

征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空间表达方法，突出女性情感与行为在

园林空间中的建构过程 [37]；徐琛以冒辟疆所筑的水绘园为例，

通过对诗词、古籍等资料的分析，探索女主人董小宛的女性

意识在园中的体现 [38]。

综上所述，传统园林空间的女性影响因素相关研究较为

丰富，以诸多案例分析深入探索了女性在园林空间中的生活实

践及其对空间生成产生的影响，尤其是近两年内，学者在相

关研究中更多关注到女性的主体性，从女性的自然生理属性和

社会性别属性探索女性与园林空间的互动关系，以发掘园林空

表1  当前基于女性视角的传统园林空间研究成果

研究方向 研究内容 研究案例

传统园林空间中的女性情

感与行为

女性园林生活的社会背景 她建筑[2]；明清江南女性园林生活的社会背景研究[13]

女性休闲活动和情感思绪 被遮蔽的现代性：明清女性的社会生活与情感体验[8]

女性生活实践对传统园林

空间营造的影响

社会等级秩序对空间布局的影响
上房：性别空间与私的概念——居住：从中国传统城市住宅

到相关问题系列研究之三 [31]

女性行为特征对空间功能的影响 试探中国古代女性对私家园林的影响[33]

女性角色特征对空间营造的影响
巴蜀女性纪念园林研究[37]；苏州耦园理景的夫妻人伦之美及

其设计手法研究[35]

女性气质与园林空间审美
女性美与园林美

中国传统美学中女性审美的研究价值[39]；庭园常见美人

来——探寻中国女性与园林的依存与互动[40]

女性气质在园林空间中的表征 试论女性与中国古典园林[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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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分析更多体现在空间的局部层面，缺乏宏观视角审视园林

空间与女性所处的社会背景、文化和政治经济的联系，因而

难以从女性视角描绘出一个更为全面的场景。

3.3 女性气质与园林空间审美的研究

女性与中国美学史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中国很多美学

范畴的生成，都是女性审美文化直接参与和建构的结果。”[39]

中国古典园林在漫长的发展中形成“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

崇尚自然的审美意识，与中国传统美学中象征自然的女性美是

相通的。因此美学上的共通使女性美与园林美相互融揉，“非

美人借韵于山花水月也，山花水月直借美人生韵耳”，女性的

气质美为园林空间更添一分韵致。

3.3.1 女性气质与园林空间的关系

程勇真以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女性审美为研究对象，指

出女性文化和女性审美与中国古代一些重要的美学范畴如

“韵”“逸”“玄鉴”“虚静”“自然”“中和”等有密切的关系[40]；

杜春兰和蒯畅从女性视角欣赏传统园林之美，认为中国古代女

性美与园林美相融相通，二者在长期相互依存的过程中，园林

空间与情调逐渐呈现女性化的特征 [40]；高居翰、黄晓和刘珊

珊通过对女性在园林中活动的仕女画的研究，指出园林建筑

是极具女性气质的一种，“如沈复就曾认为扬州园林的工巧处，

精美处，‘宜以艳妆美人目之’”[23]。

3.3.2 女性气质在园林空间中的表征分析

李金宇认为中国古典园林呈现出女性化的特点，和园主、

营造者的传统审美心理有关：“作为男性的造园家、园主恰恰

是把园林当女性来营构、赏玩的，园中的景物无不是理想女

性的化身”[29]；张宁宁从秋千与古代闺阁女性的空间关系入手

研究秋千的审美特征，认为“秋千”作为与女性、女性生活

紧密相关的审美意象，它所呈现出摇曳多姿的动态美、个性

鲜明的形象美、唯美动人的情境美与女性美相互映衬 [41]；李

昊洋等发现传统园林中以女性作为象征对象或以女性命名的

山石多如繁星，而这种现象从侧面也反映出了男性对于园林

的一些心理需求 [34]；高居翰指出许多园林构件的名称都含有

浓郁的女性意象，如画廊、月亮门、美人靠等，这些园林要

素可与女性特征相互映照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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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物质空间与女性的关系，而女性生活背后隐含的社会空间

和社会关系与传统园林空间存在怎样的联系，相关研究仍显

薄弱。因此在审视女性与传统园林关系时，需透过时间、空

间和社会三个维度，更为全面地解读女性之于园林空间的深

层含义。

基于女性视角的传统园林空间研究综述     吴若冰  杜  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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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空间的女性视角研究着实不易。当前学者基于女性视角的传

统园林空间已经做了较多的研究工作，采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

内容也为未来相关工作提供了诸多借鉴。笔者在此基础上为未

来基于女性视角的传统园林空间研究提出几点建议：

4.1 关注女性生理特征与经验，重视女性在园林空间中参与

和建构的过程

在传统园林空间研究中，研究内容更多从营造理念、营

造艺术、空间特质等方面进行分析，而较少关注宅园中日常生

活领域的空间实践对园林空间营造产生的影响。“空间的生产

始于身体的生产。”传统园林空间不仅蕴含着与身体和感官有

关的要素，园林空间使用者的日常生活经验和需求也促成了

风格多样的园林空间。女性作为园林空间的主要使用者，她

们往往能够敏于感觉，使得园林空间在营造过程中必须考虑

其敏感、较小、柔弱等生理特征，还要为深居于“内”的女

性提供保护和可能的自由。因此，基于女性视角的传统园林

空间研究应更多关注女性对空间使用和感知的方式、身体意

义上的女性特征和经验，结合女性在社会文化影响下的行为

规范、休闲活动和审美意趣等空间实践，重视女性在园林空

间中参与和建构的过程，才能从更深层面挖掘其对园林空间

营造产生的影响。

4.2 强调园林空间的生成机制，从女性与园林的互动关系中

探索空间的内涵

列斐伏尔指出，空间不仅应被看作是为行动和思想服务

的工具，作为一种生产的方式，空间也是一种具有统治性和

象征权力的工具。传统园林空间作为社会文化的缩影，将礼

制的、政治的和社会生产关系等内容转化为空间语言，并将

这种文化反复灌输于生活于其中的人。另一方面，空间实践

作为人类创造空间的基本方式，亦是物质及社会关系的基础。

因此，透过女性视角审视传统园林空间的意义关键，在于从

传统园林空间背后复杂的关系网络中探索女性与传统园林空

间的互动关系，试图从女性视角建立一条完整的传统园林空

间研究的逻辑线索，从而书写不同于传统园林空间研究范式

及内容的“她历史”。综合来看，当前的研究更多关注传统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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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物质空间与女性的关系，而女性生活背后隐含的社会空间

和社会关系与传统园林空间存在怎样的联系，相关研究仍显

薄弱。因此在审视女性与传统园林关系时，需透过时间、空

间和社会三个维度，更为全面地解读女性之于园林空间的深

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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