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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国庭园在生活中占居重要地位，人们精心选择和布置庭园装饰物，根据花境外形轮廓选择不同形状植

物，通过植物不同布局形式组合形成多种视觉效果，运用植物色彩达到不同的空间效果。庭园内设置趣味性和

有观赏价值的迷园和节纹园，并且通过位置和植物攀援使功能性的园亭达到与自然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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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是一个海洋性气候岛国，温润多雨的天气，云雾多、日照弱，自然色彩不明朗。因此，鲜艳明亮、色

彩绚丽的花卉植物受到英国人的喜爱，形成了庭园的景观特色。此外，英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气

候冬季不严寒，夏季不炎热，是室外花园最理想的形成环境。所以英国人了解植物知识，重视花草植物的

个性美和自然的生长形态，形成了独特的庭园审美。另外，英国１９世纪末，工业发达，室内工作环境恶劣，

当时蔬菜价格昂贵，人们便在自家室外种植舒缓疲惫的花卉和解决饮食的蔬菜。从此，英国开始热爱园

艺，将花园的经营作为业余爱好，并将居住环境中的庭园命名为花园。

１　生活的庭园

英国有花园中心，经营各种品种的花草、花盆、养花饲料、种花、养花的工具以及养花图书。最大的花

园中心连锁品牌是英国花园中心集团公司（ＴｈｅＧａｒｄｅｎＣｅｎｔｒｅＧｒｏｕｐ，简称ＴＧＣＧ）
［１］，英国也有很多专

门养花的杂志，《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Ｇａｒｄｅｎ》（英国花园）、《Ｇａｒｄｅｎｓ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英国花园画报）、《Ｈｏｍｅｓ＆

Ｇａｒｄｅｎｓ》（居家园艺）等，并且英国的报纸在周末版设置养花专栏，电视、广播也有“养花人专题节目”。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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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专门为热爱园艺花草种植的人们服务，非常受欢迎与喜爱。

英国皇家园艺协会一年一度主办“切尔西花展”，在世界上久负盛名，英国甚至流行着这样的说法，有

三件事常常引起伦敦交通堵塞：一是女王出行；二是获胜的足球队凯旋；三就是切尔西花展对外开放。由

此可见，切尔西花展对英国人以及许多喜爱花卉园艺的外国人都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花展与英国女王出行

一样具有轰动效应。另外，英国私人庭园花园在每年夏秋之间利用周末时间对外有偿开放，所得款项捐献

给民间慈善机构“国家花园计划（ＮａｔｉｏｎＧａｒｄｅｎｓＳｃｈｅｍｅ，简称ＮＧＳ）”。

２　庭园装饰物

英国庭园善于利用饰品进行精巧装饰，花盆、石材、雕塑、日晷、木作、喷泉水景、供小鸟戏水的柱盆等。

花盆多采用素烧陶材质，英国文化史家罗伯特·路威精辟地指出，“陶器是文明的指数”。英国庭园中的花

盆采用素烧陶（图１），淡雅砖红色搭配各种植物
［２］。木作是由花木衍生的木制品，在英国庭院中极为常

见，英国人喜欢将古旧的家具保留并放置在庭园中，是承载家族印记的标志（图２）。

铅制装饰物在英国庭园中最富魅力，以花瓶和雕塑为主，用银灰色铅材料制成，外观为柔和，在绿篱植

物色彩衬托下显得特别美丽。铅制雕塑题材来自于古典神话，例如：花神、酒神、维纳斯、小爱神等。铅制

人物肖像雕塑在庭园中也很常见，维尔顿宅邸及雷斯特园里的肖像雕塑和兰卡郡贺顿中庭院里的威廉三

世的塑像等。庭园中的园路同时具有装饰的作用，多用天然石材，不仅形成自然的美感，也衬托了植物的

绚丽。另外，散铺砾石的园路在英国庭园中也比较常见，铺设时选用没有尖锐角的豆石，避免对皮肤的

割伤。

日晷在英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庭园中较少见，而在英国庭园中作为附加景物则占重要位置，华丽并具有

纪念意义。１６、１７世纪在庭园中以日晷作为主景，周围用黄杨、紫衫修边，花草种植成罗马数字或警醒文

字，利用日晷的影像和植物景观，提醒人们时间飞逝，时光短暂。

图１　花盆
　　　

图２　木作

３　花境

花境（ＦｌｏｗｅｒＢｏｒｄｅｒ）是指在草坪、道路、墙基、建筑外围、自然组合的群植周边等由多种矮生花卉组

合的飘带。花境起源于蔬菜、花卉、药草等种植床，最早出现在英国修道院。修道士在抬高的长方形种植

床栽植花卉供人们采摘，创造了封闭院墙内伊甸园形象。普通居民在宅旁种植食用的蔬菜、治病用的药草

和制作香料的花卉等。由于当时人们园艺水平有限，只是将材料成丛混合种植，形成了花境最基本的自然

丛植特征［３］。这个时期花境植物品种多为实用，具有芳香气味，百合、薰衣草、蔷薇等比较受人们的欢迎。

现在，英国花境已经有１５０余年的历史，在当今社会普遍运用，花境的植物种类多样，以多年生宿根花卉为

主，还有常绿灌木、慢生小乔木、观赏草、攀援藤本、蔬菜等［４］。

１）外形轮廓。花境的外形轮廓概念性归纳为以下团块形式：球形、立方体、圆锥形团块。不同的团块

布置选用适合的外形轮廓植物，圆形团块使用球形植物，三角形团块使用圆锥形植物，条带性团块使用立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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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花境

方体形植物，这样的植物选择容易表现设计轮廓，形成不

同的对比景观效果（图３）。花境通过三种不同类型植物

的合理运用，使庭园外立面景观丰富和错落有致。

２）植物布局形式。花境植物布局形式主要包括条带

形、三角形、无序斑块形（图４ 图６）。表现花境竖线条

进深景观选取三角形团块布置各种花卉，几种花卉品种

交错种植，花卉品种选择高度是宽度的２倍以上，视觉上

会形成韵律和节奏感极强的效果（图５）。这是一种层次

简单、养护管理容易的花境。表现花境水平景观选取条

带形、圆形或方形团块布置各种花卉，花卉选择高宽比相

差不大品种。条带形花境内大部分花卉以飘带种植，方

向蜿蜒平行人们行走的方向，与视线成４５°，飘带长度不能太长，相互之间有一定的重合尺寸，形成纵深方

向丰富的层次，并且随着季节的更替、花开花落可以遮挡时节性观赏效果不佳的植物（图４）。这种花境植

物材料应用较多，景观层次丰富，需要较多的后期养护与管理。无序斑块形的花境选用较多的植物材料，

将花卉团块随意组合，这种形式的使用要求设计师对植物色彩和立面层次配置技术较高，适合在面积大的

绿地中使用，形成自然的团花锦簇景象（图６）。

图４　条带形 图５　三角形 图６　无序斑块形

３）植物色彩运用。色彩运用在花境植物选择中比较重要。欣赏花境的第一印象是其色，色彩艳丽、质

地厚重的花卉引人注目，缩小视觉距离，所以，为了在视觉上缩短花境的纵深或者长度可以选用这些品种。

相反，品种的花卉为冷色调，并且质感柔和，设计在花境的背景或两端可以视觉上延伸纵深和长度。面积

较大的花境应该采用“杰基尔”渐变色或冷暖色系的规律配植。“杰基尔”渐变色是将环形光谱的１２种色

相谱上颜色按照顺序选择花卉，形成色彩序列。冷色系可以选用：紫红—蓝紫—蓝—白—银，暖色系可以

选用：乳白—黄—桔黄—栗色—棕色。面积小的花境多采用暗冷色和亮暖色系对比配置，增加更多的观赏

点，使花境更加生动，例如，深色的蓝色花鸢尾和浅色的桔色火炬花搭配。

４　迷园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迷园（Ｍａｚｅ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是庭园中不可缺少的附属物。迷园由复杂的曲径和修剪

的常绿植物绿篱组成［５］，以几何构图形式设置。植物常用月桂树、椴树、鹅耳枥、黄杨米心树等，编织的绿

篱高１．３～１．５ｍ，遮挡错综复杂的园路，并利用薰衣草、迷迭香等矮生植物装饰边缘。迷园极易使人迷失

方向，因此，宗教称进入迷园的人们为“迷途羔羊”。迷园中心设置园亭或造型树，提示人们最终的目标（图

７）。狭窄的曲径有的可以回环出入至出口，曲折迂回，困难重重，有的为断头路，人进入迷园后，因路婉转

图７　迷园

摸索，时而碰壁，时而峰回路转，这样可以测试自己的方

向感，看看能不能头脑清醒的走出迷园，人们常常以此为

乐。现存最古老的树篱迷宫———英国普顿宫（Ｈａｍｐｔｏｎ

Ｃｏｕｒｔ）迷园，１７世纪完成，最开始是威廉三世的柳橙果

园，设置了许多交叉路口和死胡同以迷惑游客。此外，苏

格兰Ｉｎｎｅｒｌｅｉｔｈｅｎ市的 Ｔｒａｑｕａｉｒ迷宫是当今最大的迷

园，每年复活节举行寻找彩蛋活动，园中会隐藏６０００只

彩蛋供人们搜获。因此，在现代庭院中布置小的迷园，可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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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加儿童趣味性玩耍。

５　节纹园

１）节纹园特征。节纹园是由矮生植物编织成多个不同种类和色彩的植物交织在一起的花结组合，利

用几何的秩序和草本自然美以及叶子颜色的对比混合种植，节纹园不是以复杂为美而是“韵律”与“秩序”

的组织结构美，形成节纹园独特的景观。节纹园通常是黄杨修边，太冷的地方应该用牛膝草、石蚕属植物

代替黄杨，在方形范围内平均分为四组相同图案。矮常绿草本植物常作为绿篱边界，选择相似生长期与生

长速度的草本植物，以此保证多种植物的均匀生长，使节纹园的边界保持明显［６］。

２）节纹园花结。节纹园花结分为开放结和闭合结（图８）。开放结通常在条形几何图案中种植矮生可

修剪的黄杨、迷迭香、海索草、百里香，其图案样式也可以设计成野兽、鸟，图徽简单形状并在其间隙的空地

上填满有颜色的粗砂。开放结有入口、间隔和彩色砂子或砾石填充在绿篱中，开放结中小径也会形成图案

的一部分。闭合结用芳香植物填充在绿篱中，例如迷迭香、牛膝草、鼠尾草、芸香和桃金娘。节纹园最好的

观赏时间为５月、６月，需要人们花费时间和精力修剪照顾，以便保证几何图案的面貌。

图８　花结

６　园亭

园亭是一种开敞带屋顶的轻便、半永久性建筑，英国庭园的园亭最初是为在户外举办宴会、舞会而建，

后来凡是庭园中的小建筑都被成为“亭”。英国庭园中的园亭又被称为望楼，在可以眺望周边风景的庭园

一角建坚固、美观的园亭。另外，在古代园亭常被用作等候马车的场地。因此，在园亭设置壁炉等生活设

施，抵御变化无常的天气。

园亭一种为藤架式园亭，米黄或白色的亭身，罗马式柱子上铁花穹顶，加上肋拱，深铜色的圆顶有许多欧

式图案的线条，其位置离居住建筑较远，为了跟自然的树木相融合，并作为攀缘植物的支架，常用植物有紫

藤、五叶地锦、常春藤、玫瑰等藤本植物，爬满植物的园亭又为人们提供阴凉的绿廊空间。园亭的另外一种形

式是神庙式，将神庙建筑的外形应用在园亭，米色钢筋混凝土和黑色铁艺构建的英式园亭布置在庭园的一

隅，其精美绝伦、设计考究的纹理及工艺，白色铁艺休憩桌椅，会使庭园呈现更加优雅、高贵的视觉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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