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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CAPE ARCHITECTURE UNDER THE CONCEPT OF PEOPLE'S CITY专题：人民城市理念下的风景园林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园林体系。为

此，江苏省高度重视传统园林营造技艺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工作，通过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传统技艺融入当代规划建设之中，进一步提升江苏

传统园林保护水平以及城乡空间文化特色与功能品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

和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促进城市园林绿化与社区美好生活的共同缔造，体现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让市民更加便捷地获取共享的

园林产品，更加舒心地享受宜居生活。

摘要

传统园林营造技艺保护与传承对于弘扬优秀中华文化、彰显中国园林特色、高质量推进园

林绿化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当前传统园林营造技艺面临传承困境状况下，以江苏

省为例，积极探索实践保护和传承的方法途径，将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园林建设，创建融

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于一体的当代精品园林景观，为践行“人民城市”建设理念提

供有益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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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garden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arry forward 

the excellent Chinese culture,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garde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andscape greening with high quality.Und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raditional garden construction skills facing 

inheritance dilemma,the papertaking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actively explores the ways of practic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fine garden landscape integrating 

regionality, culture and times, and provides useful ideas and methods for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skills into modern 

garden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ing the construction concept of “people’s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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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园林营造技艺的保护与传承

1.1 营造特征

传统园林是建筑技术与艺术的结合，包含各类古典建筑，

其中亭（图1）、台、楼、阁、堂、轩、榭、廊、桥（图2）、

舫等是古典园林的主要建筑形式 [2-3]。其独特的造园要素包括

叠山理水（图3）、景观建筑、植物小品、园路铺地、匾额楹

联（图4）、花墙水岸、石刻雕塑等；其建筑主要技法包括木

作、瓦作、石作、假山、街砌、油漆、彩绘、雕刻等。所有

这些构建了传统园林的建设要素，其所包含的不仅仅是工程

技术，还有文化艺术，传统园林营造技法至今仍影响着我国

园林的设计与建设。

以苏州园林为代表的江南园林是中国传统园林的杰出代

表，最早始于春秋吴苑，由最初皇家活动场地发展到宅园一

体私家园林，与人居环境共融，体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能工巧匠奠定了江南园林的建造基础，并形成独特的传统造园

技艺。明代造园家计成撰写的《园冶》是我国第一部造园专著，

将园林创造实践总结凝练，并提升到理论层面，计成设计建

造了代表作扬州影园；清末营造专家姚承祖撰写《营造法原》，

记述中国江南地区古建筑营造作法，并建造苏州怡园；明代

建筑匠师蒯祥，作为江南杰出的工匠代表，是故宫、天安门城

楼的主要设计、建造者，苏州“香山帮”的创始人 [4]。史书记载

“江南木工巧匠皆出于香山”，2009年“香山帮”营造技艺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2 保护与传承意义

传统园林反映中华文化深厚的积淀，是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亦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名片。江苏苏州、

扬州已在海外建造20余个作品，包括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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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馆“明轩”、洛杉矶“流芳园”、新加坡“蕴秀园”、加拿大温

哥华“逸园”等佳作，它们成为展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载体。传统园林是中国园林的基石，奠定了中国园林的

文化特色。而现代园林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对传统园林的

继承与创新，需要从传统园林中汲取养分和灵感 [5]。

保护与传承传统园林营造技艺是维护中国园林文化之根

本。传统园林营造技艺是中国几千年来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

具有完善的体系和独特性，其技艺复杂、工种繁多，失去传

统园林营造技艺，将失去古典园林，失去中国园林文化底蕴。

1.3 传承困境

传统园林营造技艺以往主要靠优秀工匠通过“师传口授、

师徒相传”的方式予以传承。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现代建筑体

系的发展，传统营造技艺日渐式微，工匠也面临着后继乏人

的困境 [6]。传统园林建筑熟练工匠愈来愈少，高水平工匠逐渐

老化，营造技艺面临失传。其主要原因有：（1）现代公园的发

展使园林走向公共化，园林功能内涵及服务对象在转变，园

林的建设风格在转变，传统园林的市场趋小。（2）现代建筑

材料、设备、工艺对传统建筑技法产生冲击，钢筋水泥替代

传统建材，机械化代替手工，使得古建园林“仿制品”泛滥。

（3）传统园林营造技艺的学习难度与劳动强度较大。其营造

方式体现在“技”与“艺”的融合，需要高素质、高技能的职

业化人才多年的历练，如过去“香山帮”学徒时间要3～5年。

同时传统建筑营造为体力劳动，工作艰苦，收入低下，现代

年轻人大多难以坚守。目前江苏大多数建筑与园林企业缺乏

古建工种，优秀工匠越来越少，而且80%古建工匠在60岁以

上，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危机，其中古建雕刻工、石工、假山工

等已近失传。

2 江苏省传统园林营造技艺的保护与传承

2.1 应对策略

江苏近年来积极开展传统建筑和古典园林营造技艺的传

承和保护工作，江苏省委、省政府将传承古典建筑与传统园

林营造技艺列入江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工程。省政府制定发

布《江苏省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工作方案》

（苏办发〔2017〕63号），将传统建筑和园林营造技艺列为江

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六大工程之一。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印发《关于推进江苏传统建筑和园林营造技艺传承工程的

实施意见》[7]，明确提出具体目标，梳理出一批传统园林营造

技艺特色工艺，建立了一批从事研究、教学和培训的专业基

地，优化完善一批制度标准，培养造就一批“带领技艺传承、

带强产业发展、带动群众致富”的乡土人才。

据此，江苏开展传统园林营造技艺调查研究，了解古建

园林企业、技术工匠、优秀技艺传人以及古建工程情况。省住

房城乡建设厅组织开展《江苏传统建筑特色调查和传承研究》

《江苏传统建造技艺调查》两个课题研究，调查完成江苏13个

省辖市的研究报告并通过专家评审，在此基础上开展一系列

研究 [8]，并委托江苏省风景园林协会等，参与组织实施传统园

林营造技艺传承工程，开展传统技艺传承人才培训，着力培育

园林行业的当代工匠队伍，助力提高江苏传统园林文化的影响

力和传播力。

传统园林在现代社会中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江苏

园林汲取传统营造智慧，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

传统技艺融入当代城市规划建设之中，以更优的园林满足人

民需求，用最好的资源服务人民，进一步提升江苏传统建筑

和园林保护水平以及城乡空间文化特色与功能品质。江苏传统

园林朴素的“不出城廓，而享山林之美”的造园理念，体现人

和自然和谐相处、相互依存的思想，为城市建设和发展提供

诸多可借鉴之处。

2.2 实践探索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实施传统建筑和园林营造技艺

传承工程的意见中提出“延续传统脉络，原真记录与当代传承

并重；丰富当代内涵，加强保护与活化应用并重；多力推动发

展，行政推动与社会参与并重”的“三个并重”原则，从技、

人、物3个层面来推动园林技艺的当代传承和活化，积极探索

传统园林营造技艺保护与传承实践 [9]。

2.2.1 组织抢救性记录

（1）编撰《传统营造大师谈》。组织江苏传统营造技艺传

承人和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访谈与工作实景摄录，目前已完成

29位设计大师和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代表性传承人的实录资

料，根据部分资料编撰完成的《传统营造大师谈Ⅰ》已于2018

年5月正式出版。

（2）拍摄营造技艺分解短视频。组织拍摄“江苏传统建筑

与园林营造技艺”的视频资料，尝试运用视频方式记录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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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操作技法，建立视频资料体系。将主要古建营造技艺如石

作、瓦作、木作、假山、油漆、街砌等拆分为若干节点，结合

具体工程，请有经验的工匠现场操作，将每个实操知识点摄

制成3～5 min的短视频。视频将真实记录传统营造技艺的形

成，也可作为教学资料，初步计划拍60～80部。江苏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专门成立课题，委托江苏省风景园林协会组织

相关学校、企业合作，邀请专家工匠指导，2019年试拍完成3

部，2020年拍摄15部，打算3～5年时间完成全系列教学视频

制作。

（3）拍摄典型古建全流程建造、安装视频。尝试以一座

古典建筑为例，记录建造全过程，完整体现营造技艺。目前

已组织拍摄教学片《歇山方亭》。

（4）研究出版《江苏古典园林实录》。研究总结传统园林

的历史脉络、艺术特征，收集优秀、具代表性园林资料，确

定其特色、价值，并进行重点维护与宣传。江苏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2019年设研究课题，收集整理江苏现存传统园林实

录资料。通过调查摸底，收集汇总江苏现存传统园林数量、

历史沿革、保护管理等情况，将1911年前建造的324处古园

林列入目录，明确挂牌保护，对其中62处经典园林实施重点

保护 [10]。在普查的基础上编写《江苏古典园林实录》一书。

2.2.2 培育高水平工匠队伍

（1）建立实训基地。制定《江苏传统建筑与园林营造技艺

实训基地管理办法》（苏园协〔2019〕4号），由行业协会牵头

组织，鼓励有条件的职业技术学校与企业申办，要求每个工种

必须配有优秀工匠担当教员，且具备足够的实操场地及工艺示

范点，重点培养传统技艺人才实际操作知识和能力。

（2）创新匠师培训办法。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实操

教学为主的培训思路，针对社会需求开展多元化分类培训。以

短训为主，普及古建园林营建知识，培养懂专业的管理人员；

以专业工种为主，培养实操技术工人；以1+X方式，结合职业

技术学校学历教育，培养有专长的高级职业技术工人；采取

“企业新型学徒制”“现代学徒制”的技艺传承方式，培养高

级工匠、传承人。依托实训基地，开展木工、瓦工等10余个

班次古建园林技能工种培训，积累实训经验。

2.2.3 建立职业技能评价体系

（1）园林古建工种列入省职业技能工种目录。省住建厅、

人社厅、教育厅、财政厅四部门联合颁发《江苏省住房城乡建

设系统职业能力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19—2021年）》[12]，明确

将园林古建相关工种列入江苏省职业技能工种目录，并对开展

培训考核评价提出要求。

（2）确定省级职业技能评价机构。江苏省人社厅研究制

定首批面向全省的职业资格评价机构目录和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机构目录，改革技能人才评价、等级认定机制，在国家职

业技能标准和行业企业评价规范框架下，评价方式和评价内

容由评价机构自主确定，促进评价与培养、使用、激励相衔

接。研究确立省级社团第三方评价机构，经省人社厅考核，

由行业协会江苏省风景园林协会承担全省古建工种职业技能

评价工作。

（3）制定《评价规范》。研究建立传统营造技艺人才评价

体系，协会组织编制《古建工种（木工、瓦工、假山工、油漆

工、彩绘工）职业技能评价规范》，经省人社厅审核通过并予

发布。同时建立考题库，由主管部门备案。

（4）建立职业技能培训考核师资和评价队伍。通过选拔

培训建立职业技能评价队伍，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健

全培训制度，推动企业落实。通过提高师资和评价队伍建设，

为下一步广泛开展培训考核工作奠定基础。

2.2.4 研究建立激励机制

（1）申报非遗传承人，挂牌匠师和优秀工匠工作室。积

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申报工作，目前已完成

2名国家级、8名地方级非遗传人 [11]的申报工作。完成《江苏省

匠师工作室管理办法》和《江苏省优秀工匠管理办法》的研

究编制工作，为匠师和优秀工匠工作室的申报和评定工作提

供理论依据。

（2）建立专项人才信息库、传统园林营造技艺企业库。

针对传统营造技艺鲜明的地域特色，为进行更大范围的挖掘、

保护、遴选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和优秀传承企业，寻找散落

在江苏省各地的传统营造技艺各工种传人，研究建立江苏省传

统园林营造技艺传承人挖掘和保护制度，建立专业人才库和

优秀园林古建企业库。

（3）研究扶持古建园林企业专项政策。如苏州市制定香山

古建企业支持政策，帮助企业承接专项古建工程。

（4）开展职业技能竞赛。开展江苏省园林古建职业技能竞

赛，培养选拔园林古建行业高技能人才，带动各地普遍开展岗

推进传统园林营造技艺保护与传承——以江苏省为例      王  翔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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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练兵、技术培训、技能比武等活动，推动企业建立健全技

术工人培养、评价、选拔、使用、激励机制，努力造就一支知

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专业人才队伍。

2.2.5 加强理论技术交流合作

（1）加强学术交流活动，传播园林艺术深厚底蕴，传承

工匠精神，推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如“苏州园林传承与创新

研讨会”研究苏州园林在设计、建造、传承、创新等方面的发

展，探讨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运用新思维、新技术、新材料，

保护传承传统工艺、创新发展新苏式园林。“扬州园林与园林

文化高峰论坛”基于扬州园林的论述，推进古典园林理论与

实践的探索。同时通过建立院校与园林行业企业的紧密合作

关系，助推园林人才的培养。

（2）培育传统营造技艺人才，实现专门人才培养的社会

化。2006年，“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公

布，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中国传统木

结构建筑营造技艺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在苏州市成立“香山帮”营造协会的基础上，

成立“香山工匠学院”“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培训与研究

中心”。这是第一个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香山帮”的传承人

以及相关企业链和院校的深入合作，架起学院与企业的合作

桥梁。

3 结语

江苏省的传统园林营造技艺保护与传承工作还处在初始

阶段，近年来通过不断实践探索，一方面促进城市文化发展

和社会生态环保意识的提高，提升城市公园绿地功能品质和

文化内涵；另一方面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园林文化，

将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园林建设中，有利于建设融地域性、文

化性和时代性于一体的当代精品园林景观。传统园林营造技

艺的保护与传承，秉持着“人民城市”理念，将城市园林绿

化建设与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和生态环境需要紧密结合，为城

市公园绿地服务水平、中心城区功能品质、城市宜居度和吸

引力的提升，为促进城市园林绿化与社区美好生活共同缔造

人性化城市、人文化气息、人情味生活，为人民留下更多绿

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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