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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清明上河园造园手法浅析

赵利清
（国家开放大学，北京１０００３１）

摘　要：从选址、命名、雕像、浮雕、题词、园内建筑等方面，对依照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传世名作《清明上

河图》营建的清明上河园进行了解读与分析，总结提出了该公园“相地合宜、巧于因借、主题突出、建筑彰

显鲜明独特大宋文化、寓教于乐”体验式设计特色，指出了园内植物配置结构单一，与历史主题不符等问

题，并提出了改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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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宣和年间翰林张择端以

京都汴梁（开 封）为 背 景 所 创 作 的 巨 幅 长 卷 风 俗

画，至今已有３００多年 的 历 史［１］。该 画 以 全 景 式

的构图、精细的笔法记录了当时的社会风俗、城市

建筑、经济状态等各个方面的真实面貌，是后人了

解和研究宋代经济、建筑、交通、服饰习俗等的宝

贵资料［２－６］。开封市参 照 《清 明 上 河 图》于１９９２
－２００５年 分 三 期 建 造 了 清 明 不 河 园，自２００５年

开园以来，专业人士和游览群众一致评价较高，为
此，我们对其造园手法加以分析，以期有所启示。

１　开封清明上河园现状

１．１　公园建设

清明上河园坐落于开封市西北隅龙亭湖风景

区，是依照《清明上河图》为蓝本以１：１的比例复

原再现，公园按照图中所表现的北宋东京的社会、
经济、民俗、风物等诸多方面，策划了宋文化广场、
民俗街、宋代科技管等民俗风情的项目，也引进了

北宋以来流传在民间的手艺，恢复传统民间建筑。
清明上河园是一座集历史文化旅游、民俗风情旅

游、休闲度假旅游、趣味娱乐游和生态环境旅游于

一体的 主 题 文 化 公 园。清 明 上 河 园 共 分 三 期 建

设，一期主要是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设计的 ，工

程２３．３ｈｍ２，其中水面８０ｈｍ２。二期主要是皇家

园林为主 ，二 期 工 程 的 俊 工，使 清 明 上 河 园 整 体



面积达到了４０ｈｍ２，其中水面１２ｈｍ２。三期是以

汤文化为主题。

１．２　公园的总体布局

整个清明上河园以双亭桥为界分为 南 苑、北

苑两大景区。
南苑主要 反 映 宋 代 的 民 俗 风 情、市 井 文 化。

北苑主要反映皇家园林、古代娱乐。南苑的设计

成 " 如意结" 形 状，是 以 虹 桥 为 中 心 景 区，向 四 面

八方延伸，共四区八景，虹桥向东为迎宾主题区，
张择端雕像、浮雕。往北有游艺活动区，依次是中

央舞台、演兵场、跑马场、斗鸡场。往南有 住 宿 休

息区，醉杏楼、文 绣 院，仿 古 驿 站，毡 房，大 水 车。
向西有民风民俗区。有工艺一条街、小吃一条街、
勾栏瓦肆，城内一条街。八景按东西南北分别为

翰林神品、汴河趁风、虹桥飞渡、汴绣天工、平桥观

鱼、上善编钟、喧嚣河市、梦幻灯影，四区八景由汴

河连为一体。
北苑整个景观以龙亭湖为中心而建，沿 湖 布

置宣和殿、宣德殿、四方院、拂云阁、蹴鞠场、秋千

园和九龙桥等等。

２　造园手法

２．１　选址－相地合宜

《园冶·相地》中提到“相地合宜，构园得体”。
中国传统造园首先讲究选择一处合适的地段，即

使地段不够理想，也要深入了解场地的特性，充分

发掘“地宜”［７］。从中国传统园林“相地合宜，构园

得体”的视角来看，清明上河园公园选址在以下几

个方面体现出" 相地合宜" 的特点。

２．１．１　气候宜人　开封地处中原腹地，豫东大平

原、黄河下游大冲积扇南翼，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

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气候温和，为再现当年

太平盛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２．１．２　交通便利　清明上河园位于开封城西北

隅，连霍高速、大广高速、日南高速快速直达，陇海

铁路横贯东西，交通十分便利。

２．１．３　准确的找到了清明上河图的策源地　依

照清明上河图而建的公园，有杭州的宋城，香港的

宋城和开封的清明上河园，在杭州建宋城还一定

的道理，杭州是南宋的建都地，但是在香港依图建

园就无因可寻了。开封建清明上河园有着充足的

理由，众所周知，北宋建都开封，此外据考古学推

究《清明上河图》表现的景区在外城东南水门至虹

桥东一带，相当于现在繁塔往东、文庄、杨正门一

带，距 离 现 在 的 清 明 上 河 园 的 位 置，也 只 有１８
公里［８］。

２．２　园名定取－巧于因借

屈原在《楚辞》上写着：“皇揽揆于初度兮，肇

锡余以嘉名，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说明人

生下来就要取一个好名字，公园的建成也同样要

取一个是好的名字。怡园根据“兄弟怡怡”诗来句

命名，沧浪亭之名，则出于“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

吾缨”之句。北京陶然亭公园因中国四大名亭－
陶然亭而得名。清明上河园借用了千年名画———
《清明上河图》来命名，从而增加了文化底蕴和历

史价值，提高了知名度。

２．３　雕像、浮雕、题词———点睛之笔

在清明上河园的正门（东门），迎宾广场设有

张择端雕像，雕像高６米高，由花岗岩直雕而成。
画师手捧画卷，凝神远视。雕像的后面是一座长

１６米，高３米的大型浮雕，浮雕雕刻的是《清明上

河图》中各色人物的典型化与重组，有踏青者、负

重者、乘轿者、骑马者、歇息着、赶路者，神态各异，
栩栩如生。浮雕后面，选自金人张公药《清明上河

图》跋文中的前四句：" 通衢车马正喧阗，祗是宣和

第几年。当日翰林呈画本，承平风物正堪传" 意思

是说：北宋宣和年间，东京汴梁又是水陆大都会，
车马喧嚣，多亏 翰林张择端将此盛景描绘下来，
呈献宫廷，这如花似锦的升平美景和风土人情才

传给后人。

图１　张择端雕像　　　　　　　　　　　　　　　　　图２　清明上河园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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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雕像、浮雕点明了该园是依照张择端清明上

河图而建这一主题，题词第几年道出了对昔日繁

荣的怀恋，“正堪传”表述了对画师此举的礼赞，又
暗含了对后世来人的期盼。

２．４　园内建筑，彰显鲜明独特的大宋文化

主题公园的灵魂在于文化内涵，清明 上 河 园

园 内 建 筑 尽 显 了 大 宋 文 化，园 内 景 观 建 筑 面 积

３０　０００多平方米，是 中 原 地 区 最 大 的 宋 代 仿 古 建

筑群，园内有楼、桥、船坊、阁、榭、轩、廊、殿等园林

建筑，这些采用宋式的营造手法而建，无论是其外

观，还是细部处理都显示出浓厚的宋文化气息。
上善门，也 就 是《清 明 上 河 图》中 的 城 门 楼，

《清明上河图》的一重要构图点，是全图建筑等级

最高的，城楼二层，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基座四周

装有栏杆庑殿顶。现在复原上善门依图而建城门

高２１．６ｍ，面积１　５５３ｍ２，门洞高达８ｍ，既有秦

汉建筑的挺拔、扩张的粗矿与刚劲，又有明清建筑

斗拱的舒展与俏丽，这是宋代建筑宏伟中求精细，
敦厚中见缜密的典型代表。

虹桥，是清明上河园中的一 处 主 要 景 点。它

横跨“汴河”，木 制 单 孔，桥 上 有 四 根９ｍ高 的 立

柱，顶部有一圆盘，上面站着白鹤随风转动，对照

下面的十字交叉就知道白鹤所指的方向，便可知

道风向。在《清明上河图》中，虹桥是全图的构图

中心，画中虹桥两端竖有四根高竿．高竿顶端各有

一个鸟形物，用鸟羽制成，这是中国古代测风向之

用具，鸟可以随风转动，过河船只看鸟头所向即可

辨别风向。

图３　清明上河园－虹桥　　　　　　　　　　　　　　图４　清明上河图－虹桥

　　酒楼，在北宋开封，酒楼和茶馆沿街而设，内

城有很多巨大的酒楼。宋代汴京（开封）的酒楼分

为“正店”与“脚店”。宋代继承前代的曲酒专卖制

度。曲酒只能由官府发行，但并不是所有的酒楼

都能从 官 府 那 里 买 曲 酿 酒。只 有 那 些 家 大 业 大

者，先自官府“买扑”之后才获此权利这些拥有造

酒作坊的酒店叫“正店”，常常位于热闹街市。只

能从“正店”进酒的酒楼叫“脚店”。宋代的酒店布

局和建筑形式可分为楼阁型，宅邸型和花园型。
楼阁型以二至三层的楼阁为主体楼阁大多取九脊

顶，设有腰 檐、平 座。首 层 布 置 散 座，上 层 分 隔

为一间间的阁子雅座，或者有廊庑环绕，前辟庭

院，或者不留 空 隙，全 为 楼 阁［９］。清 明 上 河 园 中

孙羊正店和十千脚店取后者的形式。在清明上河

园过了上善门，再往前走一点就是孙羊正店，羊就

是吉祥的代名词。店的铺面为二层楼建筑，房屋

高大，楼 阁 取 九 脊 顶（歇 山 式），设 有 腰 檐、平

座。门面雄壮，门前搭建彩楼欢门。
拂云阁，高３１．９９ｍ，三层 红 楼，是 全 园 的 至

高点。该阁为明四暗三结构，阁外看为四层，内夹

三个暗层，实为七层。据《玉海》记载，北宋初，朝

廷藏书之所最壮观为太宗所置崇文院三馆，及其

中密阁，收藏天下图籍。由此可见阁是宋代书籍

的地 方，拂 云 阁 有 两 层 含 义，一 是 形 容 阁 高 入 云

端，轻拂白云；二是寓意吹拂去历史的烟云，洗出

清明世界之意。

２．５　寓教于乐的体验式设计

城市公园是城市的起居空间，是城市 居 民 的

主要休闲游憩场所，同时也是进行传播精神文明、

科学知 识、历 史 文 化 的 重 要 场 所［１０］。清 明 上 河

园，游人在休闲娱乐的同时能够接受宋代历史、文
化、科技方面的教育。在园内可以自愿换上宋代

服饰，坐上宋代打扮的艄公撑的大宋古船，来领略

“汴河”的风光美景。王员外招婿和大宋科举，游

客不但是游客还可以是演员，在 “王员外招婿”中

能有幸成为王员外的乘龙快婿，与王员外貌若天

仙的女儿拜堂成亲，同入洞房，共享花烛，在“大宋

科举”中设计为游人能有幸做个宋代状元，以实现

·２６· 陕　西　林　业　科　技



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的夙愿。在趣园，孩子们可以

投镖、射箭、爬 绳、钻 圈、荡 秋 千、溜 滑 梯，纵 情 嬉

戏，体验宋代游戏的乐趣。诸如此类历史内容一

一展现于园中，使游人通过时间的隧道寻觅古人，
发思古之幽情，在传统文化中尽兴的精神沐浴。

图５　艄公 　　　　　　　　　　　　　　　图６　荡秋千

３　讨论与结论

基于“大宋文化”造园理念的清明上河园，开

园以来始终是游人如织，人们的实际行动肯定了

建园的成功，无论从选址、总体布局、园内建筑，还
是园内游乐设施，都是意蕴深远、别具一格，但它

也有美中不足之处，就园内的植物配置而言，结构

单一，与历史主题契合不够，如园区多植垂柳、国

槐和松柏类等乡土树种，实际上在北宋时期，园林

植物种类多样，除了柳、槐、松、桐等乡土树种，还

把稻、谷、粟等用来观赏，同时还移栽南方花木［１１］

再如滨水区植物配置，以垂柳＋草坪草为主，其

事实并非这 样，据 孟 元 老 的《东 京 梦 华 录》记 载：
“宋代御沟水道中种植莲荷，近岸植桃、李、梨、杏，
杂花相间”，因此园区植物配置过程中，应尊重历

史，还 原 事 实，遵 循 统 一 性 与 多 样 性 相 结 合 的 原

则，在基调树种相统一的前提下，丰富植被类型，
达到生态效益和景观效果兼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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