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九世纪的巴黎城市园林
Paris Urban Landscape of the 19”Cenlury

崔柳朱建宁

CUl Liu，ZHU Jian—ning

摘 要：19世纪后半叶的法国巴黎进行了城市空间的改造，与之同期进行的公共园林建设更是彻底地改写了巴黎的城市环境。正

是这～时期巴黎城市公共园林的建设开始具备了环境整治的概念，开始了对园林现实存在意义的探求。分析了这一时期法国城市园

林产生的原因以及巴黎城市园林的4种类犁和特征，结合我国城市园林发展现状进行了指导性的概括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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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century．Paris carried out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pace；meanwhile．il was the

construction 0f public gardens and buildings that completely rewrote the Paris urban environment It was during this period

that Paris urban landscape’S design began with the improvement 0f the environment and to explore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ause for the urban parks and public gardens and discusses its four Iyp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The summary and conclusion with guidance are given by link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China's urban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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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世纪城市园林产生的历史背景

19世纪下半叶，工业化在欧洲国家迅猛发展，而人类的生活却

为经济效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生产力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调整

导致城市人口猛增、城市面积不断扩张，生活环境恶劣而拥挤不堪、

霍乱以及其他疾病急剧蔓延⋯⋯此外，中世纪的城市格局也早已无

法满足资本社会的需求，城市的自发性建设由于缺乏合理的规划布

局，导致住房、交通、教育、医疗服务等问题日益突出，城市交通秩序

混乱。对此，欧洲的社会学家、工业家以及政府部门也都相继为城

市的发展、改革提出了解决的设想、方案甚至具体的规划。其中要

数法国奥斯曼1的巴黎城市改造最为成功、最为彻底。历时17年的

城市改造，使得整个巴黎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当时历史上最

美丽的城市。大众城市园林的概念也在此孕育而生。

城市公共园林的出现一方面是为了“平衡城市空间”，通过绿地

的建设改变城市的环境面貌，使得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平衡，把

自然引入城市，借以·恢复城市的自然秩序。另一方面也是与社会进

步相适应的一种园林发展模式：园林艺术从过去仅为特权阶层服务

的贵族艺术，走向主要为大众服务的公共艺术，为广大市民提供了

亲近自然、享受阳光和新鲜空气的场所。正如约翰·拉斯金(Jorn

Ruskin)所提倡的：“艺术必须从上层社会走向民众，真正的艺术必

图1 1860年巴黎城市市域．包括东西两侧的万森林苑和布劳涅林苑【

须为人民而创作，艺术作品必须有其实用的目的。”城市公共园林的

出现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

2奥斯曼时期的城市改造与城市园林

当时巴黎的城市行政边界和现在不同，拿破仑三世在1859年规

定要把巴黎的城市边界永久地定在蒂埃尔城墙的位置上(即现在巴

黎的36kin长的环城公路)，外加东西两侧的森林林苑(图1)。也正是

t真斯曼(Georges Eug白riG Baron Haussmann，1809--1892】法国第二帝国(1852—1870)时期任塞纳大省省长、巴黎蕾察局长，由拿破仑三惜任命为巴肇城市改造的总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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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市域范围内，奥斯曼展开了大刀阔斧的城市改造，巴黎的城

市园林便是城市改造下的产物。出于政治目的：拿破仑三世想通过

建造新的街道来分解巴黎紧密的网状结构，进而把城市分成若干

块；同时也可将潜伏的叛逆邻邦隔离开来，使得暴徒在中世纪狭小

的街道设立路障和将来控制首都变得更加困难。而纯粹对于城市

改造而言：奥斯曼首先强调城市形式的本身，并以科学技术的发明，

通过全面的城市规划和工业时代技术的运用来解决诸多的流通问

题。

奥斯曼重新规划了巴黎的道路系统，拆毁了大片传统街区，对

这个中世纪狭窄迂回的、被称为街垒战和造反温床的市中心，进行

了彻底的城市空间改写。他创造性地在主要大街两侧栽植了高大

成片的行道树，使巴黎的林荫大道成为后来世界所有首都和大都市

道路建设的楷模。在重要街道的节点处，设立公众广场，安装路灯、

座凳和其他的街道小品设施；在局部的公共空间设置了大量的街头

绿地和市民散步休憩的小型游园，而且还出现了街头雕塑：他对道

路宽度与两旁建筑物的高度规定了一定的比例，屋顶坡度也有定

制。此外他还注重建筑与环境、单体建筑与群体建筑的整体关系，

从而重新塑造了巴黎的现代都市性格——公众的社会参与性。

这一时期巴黎主要建设的城市公园有：肖蒙山丘公园(Parc

de Buttes Chaumouts)，蒙苏里公园(Parc Montsourie)，蒙梭公

园(Parc Monceau)和巴加特尔公园(Parc de Bagatelle)；以及保

留地景资源开辟出来的2座郊野公园：布劳涅林苑(Bois de

Boulogne)和万森林苑(Bois de Vincennes)。

3园林案例分析

3．1森林林苑

拿破仑三世时期巴黎市行政边界扩大，把巴黎以西两侧的森林

也纳入城市范围内，这2座森林分别为：万森林苑(Bois de

Vincennes)和布劳涅林苑(Bois de Boulogne)(图2、3)。

布劳涅林苑原是巨大的鲁伍莱(Rouwray)森林的残存物。第二帝

国时期，奥斯曼任命工程师阿尔方1进行林苑的改造重建。布劳涅林

苑位于巴黎西北部，面积约为873hm2。早在阿尔方接管重建以前，拿

破仑三世任命造园师瓦雷(Var6)进行自然式风景园的改造设计。而

后又由阿尔方和巴里叶一德尚接手继续设计林苑。他们利用原始沟

图2万森林苑鸟瞰”

围3布劳涅林苑鸟瞰“

壑地形增大了河流的流域，添加了3条河域的支流系统。同时，开辟了

穿越丛林的蜿蜒步道。用自由弧线而取缔了法国古典式的放射形的

公园格局。园中以树丛、瀑布、河流、岩洞及假山为主要景物。阿尔方

还将20万株树木完全更新，使布劳涅林苑成为一所真正的林苑。

万森林苑在13世纪为菲利浦·奥古斯的猎场，1860年拿破仑三

世时期，万森林苑归属于巴黎政府，并为市民开放，它与巴黎西侧的

布劳涅林苑于巴黎城市对称布置，被称为巴黎的“绿肺”。万森林苑

坐落在巴黎城市东部，面积为995hm2。万森林苑的改造仍为阿尔方

负责，同布劳涅林苑一样，他借用英国海德公园的自然式平面布局进

行改造。阿尔方增建了园内的地形及湖面。林苑还设有跑马场、小

游园、运动场、动物园、花圃以及为其园内植物管理养护所专设的园

艺学校。动物园位于林苑西部，占地14与hm2，于1934年向公众开

放，现为巴黎物种最为丰富的动物园之一，深受游人的喜爱。

3．2城市公园

为平衡城市空间，奥斯曼规定结合当时巴黎已有的城市公园，

以各地区的高密度为中心分散规划布置城市公园。肖蒙山丘公园

(Parc de Buttes Chaumouts)，蒙苏里公园(Parc Montsourie)，

蒙梭公园(Parc Monceau)和巴加特尔公园(Parc de Bagatelle)都

是这一时期修建起来的城市公园。

肖蒙山丘公园以其废弃材料中创造出的新形式以及富于戏剧

性的景观艺术使它在造园史上成为相当著名的案例。公园位于巴

黎市区的东北角，面积24．7hm2，是巴黎市区的大型公园之一，也是

最具有代表性的拿破仑三世风格的公园作品(图4)。阿尔方将采石

场旧址上一部分石灰岩地形保留下来，并通过设计加以强化，改造

余下的部分，种植绿化植被。运用混凝土等材料模仿自然地貌，甚

至是岩洞中的钟乳石，达到人造与天然的完美统一。公园经过石料

开采和阿尔方的地形重塑之后，仅留下了由南向北和向东穿越公园

的5处高峰。其中在盾形湖面上的岛屿上有一所景亭称“女巫庙”，

高出湖面30m，而成为全园的中心(图5)。一座称为“自殉者之桥”的

悬索桥跨越山谷，将岛与湖岸联系起来，人们可乘船到达岛上。园

中的水体从渥尔克运河引水形成。公园园路长达5km，如海德公园

隐藏的路径设计I或林木笼罩，或充满阳光，视线或收或放，为游人

提供了不断变化的视角。

蒙苏里公园是一处开放式的公共公园，占地1 5．5hm2(图6)。建

i阿尔方(Jean Charles Adolphe Alphand，181 7—1891】，生于法国的格勒诺布尔市(G renoble)，毕业于道桥专业fPont et Chausees)，后成为一名工程师．1857年被臭斯曼任命为总工程师，1861年任命为

Service(当时巴黎城市改造时针对公园、街道、广场等城市公共卫生空间改造所成立的组织)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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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4肖蒙山丘公园平面图13]

图5肖蒙山丘公园最高峰上的“女巫庙”(引自hep：／／www．v1．parisfr)

图6蒙苏里公园鸟瞰”一

图7蒙梭公园乌耐a

固8巴加特尔公园的月季展(引自http：／／www．v1．pads fr)

造蒙苏里公园是为了在当时在巴黎城市4个主要的方位分别建设一处公共的绿色空间。这4处

绿地分别为：地处西边的布劳涅林苑，北面的肖蒙山丘公园，东面的万森林苑以及南面的蒙苏里

公园。场地早期为蒙苏里采石场，1867年开始建造，历经11年宣告结束。阿尔方仍为这座公园

的总建造师，他首先移走公墓，清整场地，采用英中式园林的布局方式，在园中营造出起伏的地

形、人工湖、瀑布、；W-J府以及草坪和树林，以传达其自然的设计理念。公园收集了许多珍稀的植物

品种，此外还养殖了许多小动物来营造自然的气息，如羽冠山雀、袖珍鹩哥、黑颈天鹅、苍鹭等。

蒙梭原是巴黎南部的一个／J、村，1769年高利涅翁为夏尔特公爵(Le duc de ChaRres)在这

片荒芜的地方建造了亭子和规则式花园，成为蒙梭公园的雏形。1787年，当时的风景园林设计

师卡蒙特尔(Carmontelle)为亲英派的查特斯公爵设计建造44英亩(约为17．8hm2)的蒙梭公

园。蒙梭公园作为一处收藏古代珍品的现代主题公园出现在巴黎。内部设计了精巧的设施，展

现了国际上各个时代的特征。1860年，它重归巴黎市政府所有，拿破仑决定将之改建成一个大

型的公共活动场所，他认为有必要在城市中增建一处美丽的公园。在一部分住宅及土地售出后，

剩下的8．5hm2，由阿尔方和园林师巴里叶一德尚、建筑师达维武建成“浪漫的”英国式花园。园内

种植一些非常美观的树木，草坪精心养护，装饰着大量的盆花(图7}。

巴加特尔公园如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花卉展览，如春季的球根花卉和夏、秋季花期很长

的月季花展等(图8)。巴加特尔公园位于布劳涅林苑的西边，占地面积约24hm2。1777年，从卜
11月，工匠们夜以继日地工作，于2个月内建成了这座花园，最初是靠近隆尚(Long Champ)的

规则式花园。花园较狭窄，改造荒地，形成了起伏的地形，修建了园路，并进行种植，1778年，建

筑师贝朗热(Fran(；ois—Joseph Belanger)继续这项工程，使之成为自然式花园。在以后的10多

年中，爱尔兰园艺师布莱基(Thomas Blaikie)也参与了此项工作。1905年，经过一番艰难的谈判

后，巴黎市政府购买下这个园林，并将它与布劳涅林苑合为一体。随后，巴黎市政府的公园与园

林负责人弗里斯蒂埃(J．C．N．Forestier，1861--1930)提议按照芙国邱园的模式，将“这座占地

24hm2的优美的历史园林作为园艺新品种的收藏地”，一方面要成为18、19世纪园林的风格与历

史的见证，另一方面要展示造园技艺和新的植物品种(图9)。弗里斯蒂埃在园中兴建了一系列主

题花园，用于展示不同的植物种类和类型，形成各种植物专类园。

3．3林荫大道、散步道

阿尔方改造完成了巴黎的“人十字”干道和2个环行路。“人十字”干道把里沃里(ru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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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9巴加特尔公园内的景亭“

图10改造后的里沃里大街(引自http：／／www

panoramio．corn／photo)

Rivoli)大街向东延长(图10)，其西端与香榭丽

舍大街连成巴黎东西主轴，并作一条与之垂直

的南北干道。以凯旋门为圆心，设计了12条向

外放射的道路，凯旋门广场因此而被命名为星

形广场，成为巴黎的象征之一。另外，内环线：塞纳河南岸作一弧形道路，与北岸巴士底

广场、协和广场和原有弧形道路连接，组成环线；以民族广场、明星广场与东西一极再跨

图一环，构成巴黎的外环。17年中，市中心开辟了95km笔直宽阔的道路，拆毁了49km

旧路，于市区外围开拓了70km道路。

林荫大道对于法国来说并不是～个陌生的概念，但是把园林的设计元素应用于城市

设计却实为一种创新。阿尔方的林荫大道是利用高大庭荫树把车行与人行分开，并按照

行速的不同分为专供车辆行驶空间、人行空间以及散步休息空间。树木使一些过于空旷

的道路和十字路口变得紧凑，并构成空间的形状，限定了空间的边界和方向。阿尔方将

勒．诺特尔古典主义园林的设计语言借到此处，轴线作为城市空间的发展脉络，在整体上

控制了城市秩序，极力地体现出帝王的无上权势与地位。

3．4街头小游园

巴黎的街头小游园被称为城市中的“绿色沙龙”，它们沿街布置并被街道所环绕，是

城市中巨大构图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的作用就像是华丽住宅中的阳台花园，既美观，

又是聚朋会友的地方。不仅如此，树木能够形成城市中新鲜空气的通道，并且是非常有

效的自然的过滤网，它们吸附街道上空的有害尘埃，净化城市中的空气：也可作为灾难发

生时的“避难场所”。巴黎的街头小游园证明，阿尔方不仅用行道树和树丛装饰街道，而

且以块状分散布置的方式，最终以绿色植物遍布整个市区。这种绿色空间对城市的渗

透，使得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亲近自然，它们也是最为贴近市民生活的一种绿地形式。

4 19世纪巴黎城市园林特征

这一时期的法国城市公园建设，事实上更多的是拿破仑三世意愿的集中反映。拿破

仑三世有着对英国强烈的怀旧感以及潜在的圣西门主义思想，对此，他早在巴黎改造之前

就有过自己的设想：他希望以法国式园林的绝对几何形的设计手法来建设新型的巴黎城

市：相反，对于那些为城市带来阳光和新鲜空气的园林，他想采用英国式园林的自然主义

设计模式。因此，巴黎城市的公园建设多采用的是英国风景园的自然主义的设计手法。

4．1城市园林系统

19世纪的法国巴黎城市改造深受法国古典主义园林理论的影响，17、18世纪早期的

城市建设就是沿花园的林荫大道边缘而逐渐形成的，因此这种法国古典园林式的城市布

局是巴黎城市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巴黎城市改造中的平面格局是借鉴运用了加伯特

(Cabet)和欧文(Owen)等人所设想的理想城市的棋盘式平面布局形式，最后形成了一

个由交织的轴线网络支配而成的城市。城市的园林建设首先从道路人手，以期创造风景

如画的街道景观，并将之看作是重振几个世纪以来遭到衰落的街区的重要手段。规划按

照街区的集中性分散布置市内公园，使其既分散又相距不远；利用林荫道将各个公园连

接起来，同时在沿街布置小游园或散步道：在城市道路的交叉处点置街心雕塑或设以高

大的公共纪念碑：纳入城东西两侧的大型林苑，构成了巴黎“点”“线”“面”相结合的园林

布局形式。

巴黎的公共园林把城市人们的日行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居民可以在遍布巴黎各

街区的公园里尽情享受大自然；在郁郁葱葱的林荫大道呼吸新鲜空气：或徜徉于散布在

城市中的街边小游园。阿尔方在完善巴黎城市园林艺术的同时创造了“资产阶级的乐

园”，它将各阶层人士汇聚在一起。园林城市以柔和的自然充满了城中所有的空间或明

显的不连续之处。阿尔方的“花园式林荫道”是美国城市中“公园式道路”的雏形，他的散

步道网络演变成在20世纪得以发展的“公园系统”以及霍华德的“花园城市”理论。

4．2园林设计手法

在城市设计中阿尔方把所必需的技术措施进行艺术处理。把工程技术和园林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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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起来，形成一种定式。他将各种设计元素与城市总的体系结合

在一起，同时又能把这些手法演变成一种规范。他还把景观看作是

一种地理要素从而确定它们的具体地位，并将它们联系起来加以合

理分布，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地域整体。

阿尔方执著地要求将园林景观向街道和城市敞开，以向更多的

行人展示园林的魅力。街道上的行人透过铸铁栏杆可欣赏到街头

小游园里的灌丛。在市郊公园里休闲的人能瞥见巴黎的纪念性建

筑。这种“透景”与“借景”的方式将园林与城市、城市与园林之间以

视线联系起来。阿尔方以植物来构成公共空间的框架并连带地将

它们装饰起来。在处理巴黎旧城中“有碍观瞻”但尚未拆除的部分

时，阿尔方利用住宅楼和树木组成的双重屏障加以遮挡：在单调的

新住宅的背景前，他巧妙地开创“建筑式的植物景观”，既不妨碍奥

斯曼所要求的广袤的街道透视线，又足以分散行人的注意力，有助

于形成城市明确的方向感。

4．3园林设计风格

从19世纪的园林设计的平面图上，可以看出一种有规律的“不

规则性”在重复地出现，设计中似乎缺少一种明确的风格，园林的平

面布置与造园要素始终无法突破欧洲古典造园手法的束缚。这种

对于规则与自然2种设计手法调和式的折衷主义运用成为这一时期

园林设计的最大特点。从一些园林处理的细节上，我们仍旧能够体

会这个时期法国古典主义的设计情怀，而且这种设计理念通过园林

渗透到城市的诸多方面，使得城市和谐统一。阿尔方总能充分分析

场地的要素特征，并通过工程技术等手段把不利因素转变成有利因

素，发掘场地潜在的景观特色。对于园林的整体布局，他经常能够

站在人视的角度从场地的内外综合分析，精心设计场地的地形、水

体、园路，配以精巧的园林设施。在阿尔方的设计下，巴黎所有的公

共园林均以外向敞开的视线来与周围的道路相联系，并且拆除园林

封闭的围墙和遮掩其中所有的败景。同时他还在园林中引进了大

量的色彩，使得整个园林变得绚丽而动人。

5 19世纪巴黎城市园林建设的现实意义

巴黎城市的园林建设在整体上规划限定了城市的无序蔓延。

阿尔方用园林式的建筑语言在协调一整座城市，他把园林视为城市

发展和保持平衡所必须具备的多功能设施。我国现今“园林城市”

“生态园林城市”的建设正在如火如茶地进行，各个城市都有着各自

的特色与机遇，那么如何把风景园林系统化地与城市建设相结合，

创建出富有文化地域性的风景城市，促进城市中人与自然的和谐，

使环境更加清洁、安全、优美、舒适，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风景园林师

的最大使命。

巴黎的城市园林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演变而成的，设计师以园

林的布局手法将自然引入到城市中，同时又在城市与大自然之间保

持一定的距离。在新与旧之间、在不断创新的生活方式和已成为装

饰的古迹所反映的历史之间，阿尔方创造的“自然景观”，形成巴黎

城市中一个前所未有的场所。时至今日，我国的风景园林建设一直

在步履蹒跚地改革发展中，面对如此庞大的需求市场以及建设市

场，我国当代的风景园林设计师也可以像巴黎一样，在自然与社会、

城市与乡村之间，在精神与文化的要求上，创建属于我国特色的风

景园林作品，结合国内创建“园林城市”“生态园林城市”的热潮，小

到一所庭院，大至整座城市，以不同地区的不同地域特色为基本，创

建出独一无二的城市景观、独一无二的风景园林。

巴黎众多的城市园林，基本上是在改造或重建的基础上进行

的，所以场地本身的地域特征赋予了场地自身的景观特色。阿尔方

的园林设计真正能够做到化腐朽为神奇，他把每一种景观要素都作

为园林建设的一种机遇，加以转变、发挥，甚至发扬。在那个时代也

许无法做出一个有关生态或诸如此类的定论，但是早在150年前的

法国，阿尔方的园林处理概念，事实上并没有完全地模仿自然，而是

在面对自然与城市之间，利用园林的手法与思维寻求着一种人工与

自然的平衡。这对于我们所面临的日益恶化的城市生存环境有着

统领性的指导意义。

巴黎的城市改造前后持续了37年，从1853年奥斯曼被任命为

塞纳省省长，到1870年奥斯曼卸任，最后到1890年才正式宣告结

束。那么，探求适应与我国时代发展要求的风景园林必定是一个艰

辛而漫长的过程。风景园林区别于建筑最大的特点就是时间：植物

的生长需要一个过程，景观的形成需要时间的积淀，环境的整治更

是千秋万代努力的巨大工程。因此，一个坚定统一、贯穿始终的理

念是至关重要的。

当时法国的一位园艺师和政治家苏罗伯爵曾说过：“园林使富

人的情趣更高雅，使大众的行为更文明；园林对于某些人是奢侈，而

对其他人则意味着秩序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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