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园林论文摘要(精选6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
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园林论文摘要篇一

姓名：

性别：男

出生日期：1984年12月30日

身高：174cm

婚姻状况：未婚

户口所在地：

现在所在地：

个人特长：施工、规划设计等

语言能力

教育或培训经历

毕业院校：揭阳学院最高学历：大专

所学专业：园艺

工作经历



2007.2--2007.12汕头市绿之梦园艺景观有限公司(民营企业)

工作职位：设计离职原因：

工作描述：在工作期间负责的主要工程

1、富贵华苑小区的景观设计、制图、施工

2、普侨区文化广场施工

3、宜华木业城景观设计、制图

4、揭阳中兴名郡小区景观设计、制图

5、洪阳中学景观设计、制图

6、洪阳政府前庭景观设计、制图

7、揭阳绿茵豪苑小区景观设计、制图

8、国际(揭阳)金属材料城景观设计、制图

9、海滨花园后花园设计、制图、施工

2008.2--2009.2佛山市三水添翔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民营企
业)

工作职位：施工、设计离职原因：

工作描述：在工作期间，主要负责工程

1、百威啤酒(佛山)有限分公司绿化设计、施工主管

2、肇庆浩致员工村景观绿化设计



3、东莞市常平镇环城路绿化工程施工主管

4、佛山市佳利达厂区绿化施工主管

5、西樵福荫园临时洗手间施工图设计

6、南庄老人院舞台施工图设计

7、三水区梁生别墅景观设计

8、金四季商贸美食城绿化设计

9、佳利达厂区大树移植工程主管

10、西樵福荫园整体修编规划设计

自我评价

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和判断能力，对事情认真负责，有很强
的责任心和团队意识;具备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为人坦诚、
自信、乐观、处事冷静，人际关系良好，具有一定的创新意
识和创造能力。

园林论文摘要篇二

寺观园林是中国古代文化精髓的代表，它不仅是宗教信仰的
场所，还是人们缓解压力、沉淀心灵、领略艺术和品味生活
的场所。我游览了不少寺观园林，也许感受到了灵和气场，
但大多数时候，我没能理解园林的真正意义。最近我拜访了
一名园林设计师，与她的对话深受启发。在这篇文章中，我
将分享自己对园林的理解和感悟。

第二段：聚焦细节



园林设计师告诉我：园林是细节的艺术。走进一座寺庙，人
们提醒不要走石阶的中央来进入大殿，而要走侧边，这是为
了让人们在进入大殿前先要瞻仰殿中的佛像。这是师德文化
的体现。在寺庙的庭院里，我们会发现石狮子的精致，这代
表了神的力量和支配权。从这些小小的细节上，我们可以感
受到设计师的用心，并意识到细节的重要性。

第三段：传承文化

园林设计师又凭借自己的数十年经验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
刻理解告诉我，寺观园林它饱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传
承。园林中处处散发着“道家”哲学的气息，它强调后拱前
矮、山水相结合，有独立的诗词文化氛围和文化传承内涵。
在一座庙宇前，我们可以看见庭院内的结构、山水和手工艺
的整体协调性，这就让我们知道了设计师所传达的核心价
值——自然本位、和谐共存。

第四段：管理维护

细心的读者可能还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园林设计后，它是
如何维护的呢？答案是要依靠管理。管理是保持园林形态不
变的唯一途径，它代表了对园林设计者和中国园林文化传承
者的敬意。管理者承担了“中保佑藏”的责任，负责维持园
林美丽的自然气息不变。在我参观过的最好的园林里，我看
到了管理温馨的像家一样。工作人员从早到晚走着，勤劳而
热情地工作，如鲜花般炯炯有神。

第五段：展翅未来

在我的对话中，园林设计师告诉我，未来的园林将是高科技
和生态的结合。园林不仅可以是娱乐休闲、寻找文化历史记
忆和品味艺术的场所，还可以证明科技进步的效果和新型文
化的展示平台。园林设计师提到了一个精彩点子：设置一个
无人机，可以用农药机器人、磁悬浮列车、数字技术和虚拟



现实等技术创造极具生产力情感的体验场所，从而实现生态
价值和文化交流。

总结：

在这一系列思考和对话的启发下，我们应该用心认真地体会
和了解每一座园林的深层含义，也应该珍视园林的管理和保
护，使之真正地成为寺观园林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未来园林
的发展方向是数码科技和生态经济发展的结合。我们相信，
未来的寺观园林会更加多样化，也必将呈现给我们更加绚烂
的文化之美。

园林论文摘要篇三

园林建设是城市美化和绿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改善人居
环境的重要手段。而要实现一个完美的园林建设，预算是必
不可少的一部分。通过深入了解园林预算的相关知识和亲身
参与实践，我深刻体会到预算对于园林建设的重要性以及一
些心得体会。

第一段：预算的重要性

园林预算是在园林规划的基础上对各项工程及相关费用进行
详细核算和管理的过程。它不仅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建设成本，
还能有效地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公平合理地分配资源。
园林预算在园林工程的实施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直接关系到
园林项目的质量和进度。良好的预算编制可以使园林工程的
资金充分利用，提高工程的经济效益。

第二段：编制预算的原则

编制园林预算需要遵循一些原则，例如科学性、合理性、权
益兼顾、可持续性等。首先，科学性是指根据实际情况、经
验和技术模型进行预算编制，确保科学、准确地反映园林工



程的真实情况。其次，预算还应当合理，即根据园林工程的
实际需求和限制，在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尽量节约费用，确
保预算的合理性。此外，权益兼顾是指在预算编制过程中要
充分考虑各方利益，确保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最后，
可持续性是指预算编制要考虑园林工程的长期发展需求，确
保预算能够满足工程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段：预算编制中的难点和挑战

虽然园林预算的原则清晰，但在实际中会面临一些难点和挑
战。首先，园林工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给预算编制带来了一
定的难度。各个工程项目可能存在不同的费用结构和施工要
求，需要详细、准确地进行核算。其次，不稳定的市场环境
和价格波动也给预算编制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市场供求
关系、原材料价格等因素都可能会对预算产生影响。再次，
预算编制还需要充分考虑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这
需要园林规划者具备一定的环保意识和专业知识。

第四段：心得体会

通过参与园林预算的编制和管理，我深切体会到预算对园林
建设的重要性。首先，预算可以帮助规划者更好地了解园林
工程的成本，从而合理规划和安排资源。灵活运用预算可以
最大化地利用资金，提高项目的经济效益。其次，预算编制
需要与各职能部门紧密合作，加强交流和沟通。只有充分了
解各部门的需求和限制，才能编制出真正适合项目的预算。
最后，预算编制过程也是团队协作和沟通的过程，需要各方
互相配合，共同为项目的顺利实施而努力。

第五段：总结

园林预算在园林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根据预算编
制的一些原则，规划者可以更好地掌握园林工程的成本和限
制，并与各部门合作，共同推动园林项目的顺利进行。在预



算编制的过程中，规划者需要充分考虑园林工程的特点和需
求，并与市场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要求相结合，实现园林事业
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园林预算的编制和管理，我们可以将有
限的资金合理利用，提高园林工程的质量和效益，为人们创
造更美好的居住环境。

园林论文摘要篇四

西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丰富的园林文化，这其中不乏
一些让人流连忘返的园林景点。最近，我有幸游览了西安几
个著名的园林，让我对西安园林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
从中得到了很多心得与体会。

第二段：园林的韵味

在园林中，我感受到了一股浓郁的韵味。园林独具的山水风
貌、宏伟壮观的规模，以及精致的构造、细腻的布局，使每
个角落都充满着灵动之美。比如说，颐和园的仿古建筑、亭
台楼阁，森林公园的锦鲤、花团锦簇，都是园林韵味的典型
代表。在其中漫步，怀揣一份欣赏之心，就能感受到园林的
雅趣之美。

第三段：园林的文化气息

除了自然景观，园林还有着深厚的文化气息。因为园林是历
史的一部分，园林中的文化古迹或是文人雅士留下的轶事都
是文化的体现。比如说，明孝陵作为一座清代大型帝陵，以
其建筑布局和工艺雕刻成为中国明清时期的皇家陵园建筑典
范；小雁塔则是宋代大胜观法师所建，收藏了许多中外文物
和艺术珍品。园林文化的气息在其中蔓延，让人在不知不觉
中沉浸在典雅的文化底蕴中。

第四段：园林的历史背景



园林不仅有文化气息，其独特的归属背景更能让人深入地了
解园林文化。追寻园林历史背景，也是了解园林文化的重要
途径。比如说，枫林绿洲是全国第一个花卉主题公园，其历
史背景始发于1989年。而陕西历史博物馆园林作为全国第一
个以“文物博物理论”为园林建设的园林，在其历史背景中
不仅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也有着充满创新的建设历程。园
林历史的背景让人对园林的建设和发展有了更多的了解，也
对园林文化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第五段：总结

西安作为一座充满历史文化的名城，在园林文化方面有着独
特的优势和特色。园林不仅吸引人们来欣赏它的自然风光，
更是让人们沉浸在它的文化氛围中，了解到更广阔的文化历
史。因此，我们应该多加关注和学习园林文化，尤其是西安
的园林文化，以此推广和传承西安园林文化。

园林论文摘要篇五

年龄：26岁身高：157cm

婚姻状况：未婚户籍所在：河南省

最高学历：本科工作经验：1-3年

联系地址：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联系电话：

技能特长

技能特长：大学期间学习园林专业，掌握cad、ps等做图软件，
曾在绿化公司、装修公司实习；8月至7月再事业单位办公室
工作2年，主要负责文件收发、拟写文件、整理资料、后期服
务等工作，熟悉办公软件。



求职意向

最近工作过的职位：办公室办事员

期望岗位性质：全职

期望月薪：2000~3000元/月

期望从事的岗位：行政专员/助理

期望从事的行业：消费品(食/饮/烟酒)

教育经历

山西农业大学(本科)

起止年月：1993年9月至207月

学校名称：山西农业大学

专业名称：园林

获得学历：本科

园林论文摘要篇六

当我不止一次地徜徉在苏州园林中的时候，总是有赏不够的
精巧纤秀，览不完的曲折深幽，品不尽的优雅安谧，悟不透
的人文境界。尤其是在我对北方气势恢宏的皇家园林有了一
些体验之后，再来面对多姿多彩的苏州园林，便有如面对一
位先哲，那深厚的文化积淀，那丰硕的人文精神，无一不令
我为之思索。

位于园林路上的狮子林，为苏州四大古名园之一。因园中有
怪石像狮子，又因与天目山狮子岩有些瓜葛，加之取佛经



中“狮子座”之意，故有狮子林之名。在我的印象里，狮子
林是以假山石而著称的。你看那园中，奇峰林立，千姿百态，
如狮，如虎，如……，倒是每座假山石均有个颇好听的名字
呢，“含晖”、“吐月”、“玄玉”凡此等等。有如许多的
假山，必然会有山洞存焉。你还别说，这狮子林中的洞壑，
蜿蜒曲折，盘旋迂回，扑朔迷离，恰似迷魂阵一般。要是我
没记错的话，八十年代初，曾有一部电影《他俩和她俩》在
这里取景拍摄，当时很是热闹了一阵子。不过，依我看来，
这些山石还是沉寂一些好。我曾于飘雪之日来访，叩问这里
的一座座山峰，试图从中获取些许感悟。山峰在白雪中归于
沉寂，我似一无所获，然又从这沉寂中自有所获。

原为南宋史正志万卷堂旧址的网师园，位于葑门十全街，号称
“渔隐”。一度荒废，至乾隆年间才由宋宗元重建，借“渔
隐”原意，自比渔父，故称网师园。网师园不大，占地七八
亩罢了。其主景区在园的中部，以水池为中心，配以花木、
山石和一些雕刻精美的木构建筑。值得一说的是，仅有半亩
的水池，因濒水而建的射鸭廊、濯缨水阁和小石桥之类，皆
低临水面，故显得颇开阔。池之东南及西北皆有水湾蜿蜒，
令人感受“水广波延，源头不尽”的意境。我曾设想，若是
夏夜来此，定然水波粼粼，凉风习习。那悬于碧空之中的明
月，此刻跃然水上，好不叫人生怜。此情此景，不由人不思
绪远去，浮想联翩。

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留园，座落在阊门之外。其园名得
来颇易，清嘉庆三年，也就是公元1798年，在旧址上建造寒
碧山庄的主人姓刘，“刘”“留”同音，因而便有“留园”
之名。这留园，以山水为胜，池居中央，四周环以假山和亭
台楼阁。其颇负盛名的“留园三峰”，在园内最大的建
筑“林泉耆硕之馆”对面。正中最大的一块叫“冠云峰”，
高约九米，两侧分别为“瑞云峰”和“岫云峰”，这三块石
峰，相传为北宋花石纲之遗物，花石纲的故事在《水浒传》
里有着生动的记述。据说，这留园里的假山，其中有一部分
为明代周时臣所堆，令袁宏道大加赞赏，“无断续痕迹，真



妙手也。”留园，不仅假山极有名声，且园中建筑与景色的
处理亦独具匠心。猛一看时，园中那连绵不断的建筑群似将
原本完整的景象破坏了，其实不然，你若是细细看时，便可
发现那建筑物上的窗樘，则成了沟通两边景物的极好工具。
正是这些建筑物，又将原有的景物连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被称为苏州园林杰出代表的拙政园，在娄门内。这座既是苏
州四大名园之一，又为全国四大名园之一的拙政园，初为唐
代诗人陆龟蒙的住宅，元时为大宏寺。明正德年间御史王献
臣辞官回乡，置下这处寺产，并借用晋代潘岳《闲居
赋》“灌园鬻蔬……此亦拙者之为政也”语中“拙政”二字，
以为园名。这是个以水为主的园林，水面约占60%，建筑多临
水而立。全园共分中、东、西三部分，东部入园处建有各种
风格的建筑，景物空阔。中部正中为水池、山石、林木之类，
疏朗自然。西部颇紧凑，主要有鸳鸯厅，由三十六鸳鸯馆和
十八曼陀罗花馆组合而成。此园中，有聚有散，布局安排，
自然和谐。人们可以感受到因地造景，景随步移的风格，也
可以欣赏到对比借景之类的手法。慢步拙政园，你不能不为
建造者的匠心独运而惊叹。在这里，大与小、高与低、远与
近、曲与直、聚与散、动与静，处理得是那么精当、巧妙，
是那么富于创造。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园中景物变幻无穷，
才使得原本有限的面积，创造出了无限的空间。

在我的眼里，这一座座古老的苏州园林，向人们展示的是旧
时的辉煌，诉说的是曾经的苍桑，承载的是源远流长的江南
历史文化，蕴含的是几千年来江南特有的人文精神。这一切，
便使得苏州园林具有了浓厚的“怀旧”意味。难怪有人自醒
说，走进苏州园林，万万不能迷而不返。但愿每一位游历者，
都能从这怀旧的苏州园林中走出来。

苏州园林随笔【第二篇】：美丽的苏州园林

那是苏城的初秋，雨润的时节。当我想起引静桥边的那些微
笑，心情终于也能像白藤一样，静美安然。



以“桥”为专题的研究难住了园林社的同学们，那天中午在
细雨迷蒙中，我们踏上了前往网师的旅程。。。。。。

径直走入大厅，庭院深深，我几乎找不到那座期待中的小桥。
焦急的我甚至遗忘了彩霞池上雨过天晴的美景，只是脚步匆
匆。

直到苏子安相机的快门声打断了我。

--他正在拍我们身后的一堵墙，那里白藤密布，没有蝉鸣黄
叶，没有彩蝶翩飞，但细小的花像瀑布一样挂着，在久违的
阳光下显得朴素而雅适。

我明知园林蕴含着历史的厚重，但这派生于婉约的厚重，却
更有悠长的余韵，像水一样让人舒心。

“桥在这儿！”不知谁欣喜地说着。

当我们加快脚步走去，发现三步能走过的小桥两旁已然围上
了藤蔓，它们各妆成一束垂下，引得水面微微皱起，揉碎了
云的倒影。池子还默默地映出天空恬淡的容颜。那一定是属
于诗的秋天终于和这个古老的小院相遇了，在经历了雨的洗
礼后，网师终于迎来了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

我站在桥上，瞿然四望，大家终于也都放下疲惫，对着池水
彼此会心地笑了起来。

又有许多快门声响起，我耳边回绕着笔尖沙沙摩擦着白纸的
声音，那是有人在动笔书写。

没有回答，但我坚信自己在做着很神圣的事情--我们在以自
己的方式和这座城市促膝谈心，在努力地接触她的灵魂。

当我们能以园林文化的守护者的身份自居时，心中多了那份



厚重。可这清风却遣散了每个人的不悦和惆怅。

是风，是云，是流水和桃源般的梦境诗化了我们的心情。

我竟然此刻安闲地伫立在彼此倾慕的山水间，不言不语，心
旷神宁。

那么，我应当多么庆幸，在时间的荒漠中，与这份美丽，相
遇。

苏州园林随笔【第三篇】：游苏州园林

暑假，爸爸带我去游览了苏州园林。

我们刚来到古典园林，就被一幢幢古香古色的建筑物，一棵
棵枝繁叶茂的古树，吸引了目光。先说那古香古色的建筑物
吧，红漆漆的柱子，绿漆漆的栏杆，漂亮极了！每一间的横
杠上都有五彩的画，画上各种人物、花草，上千幅竟没有那
两幅是相同的。建筑物里面很宽，有四五百平方米，要是晚
上一个人在里面，还真有点害怕。建筑物是用木头建的，富
有名族特色。

穿过建筑物，就来到了后院。哇！苏州人真会享受，院子虽
说不算大也很宽敞，不但能乘凉，还能舒心。这院子可真漂
亮啊！既有小桥又有流水，让我不禁想起“小桥流水人家”
的诗句来，好一番诗情画意的布置。湖面上开了无数朵荷花，
白里透红，好像小娃娃的脸蛋。还有一个专供休息的凉亭，
看了这么多美景，就属凉亭最个人化了。走过小桥，一片树
林凸现出来，走进去，草地上零零星星地洒落着点点阳光，
松鼠偶而从树上跑过，花草的芬芳扑鼻而来，真像是处身于
一片大自然美景啊！

走完院子，出口就到了，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美丽的世
外桃源。



苏州园林随笔【第四篇】：梦回苏州园林

百转千结的是眷恋，这一世情结再不会搁浅，终有一刻魂梦
里相牵……——题记

梦里的我们……醒来的失落，无法言说，当我发现所谓醒来
其实是另一个梦，梦的出口散不开的浓雾太沉重……真是人
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啊！

苏州园林随笔【第五篇】：臆想苏州园林

从苏州园林回来，总对自己说要写点什么，可真正铺开纸张，
拿起秃笔，却什么也思索不出来了。想想这几天的行程，心
中委实颇有感触。尤其当我带着从书中织结的一个梦走进苏
州园林时，眼前浮现的一幕幕均混杂着诸多游客的嘻笑喧嚷，
心中顿时升起一段莫名的哀伤，一种难言的抱憾。想到这，
笔尖一颤，就写下了此篇文章。

一

自古以来，中国美学风格常分两种：一种是北方的苍劲悲凉，
一种是南方的温润秀雅，而苏州园林作为南方风格的一种缩
影，作为自然另一种方式的表达，自是古风遗韵，仪态万方，
想来也教人神往。

苏州，水中的沙洲；苏园，是水做的花园。走近苏园，想像
与现实短兵相接，走进苏园；走进苏园，理性与感性休戚与
共。亭台轩榭、回廊楼阁，每一处都让人不禁折服——为古
人精巧的设计与奇特的想像。经过历洗涤与沉淀，较之自然
倒也别有一番风味。

江南四大名园之首的拙政园，是明代退隐的御史王献臣对历
史遗址的拓建与整修，文征明亲自参与蓝图绘制。沉默多年
的光阴，只是作为一颗明珠现世前特有的映衬与铺垫。中国



古代的传统人文文化自此得到了最深刻的继承与发挥。诗人、
墨客、鸿儒在这里谈古论今，道尽风月，吟诗作赋，感怀天
地，举杯邀明月，多年的情愁皆化为一杯水酒，一饮而尽，
只留下两行泪迹，风干在面颊上。中国诗词繁多，亦道不尽
此时此景的风雅情感于万一。高谈阔论固不可少，休憩宁静
却也总能让置身于其中的人心胸旷达，清风明月，铺开宣纸，
挥毫泼墨，笔走龙蛇，抑或是什么也不理，提着酒壶，拈着
酒杯，“引壶觞以自酌”，披着月光畅游在曲径通幽处，怡
然自得。

可作为最明净最精致的中国古典园林文化，也逃不过世嚣的
嘲弄，这是自古便有的。几经朝代的更迭，数易其主，历史
在拙政园身上重叠，沉积得越来越厚。战争、政治、商业，
混合着世俗的杂音，将拙政园乃至中国园林的底色抹成了黑
灰色，不再风流儒雅，不再风花雪月，古典、传统甚至是风
情在此变得浅薄，变得拙陋，而真正映入眼帘的只不过是几
幅彩色画罢了。

二

让我感到悲哀的是沉淀了五六个世纪的文化积蕴至此不再沉
淀了，沧桑了五六百年，至此不再沧桑了。偌大的园林不会
再有风雨，不会再有危急，也不会再有故事，颠簸了一辈子
的生命总算回归了安逸，我无法去评判这样的好与坏，可我
却总难以掩住心中的隐痛。且尤使我觉得伤心的是，当导游
们领着一批又一批游客浩浩荡荡地踏过园林幽径时，幽径、
浩荡，是如此的不相称。我亲眼看到仅存的一丝灵气，瞬间
无存，这不会只是一次，而后，导游们又拼命地向游客介绍
每一块石头、每一段地砖，每一条横木所代表的富贵寓意，
然后，由游客拼命去踩，拼命去摸，好像如果这样做真的可
以增福添寿，生金变银似的，我承认，这也是一种文化，但
我总以为过于重视它，是对文化的一种逋慢，隐略，甚至是
亵渎！这让我感到很着急，可我却只能在胸中留下一段长长
的无奈以作喟叹。



真正的园林艺术其实指的便是一种意境和风韵，荷花并柳，
红鲤畅游，风月无边，独酌无言，这需要隔绝喧嚣，需要出
世。清风、明月、宿鸟、鸣虫，在这时成为了大自然最肤浅
也是最深沉的语言，教人忘我，教人超凡，那是它的呼吸；
青灯摇曳，青丝微撩，跨过千年，与古人言欢，“与君同坐
轩，话至东方白”，这是历史与艺术的成全。

有人曾问过我，狮子林、拙政园，任选其一住几天，我会选
哪个，我想，我会选狮子林，倒不是我认为狮子林美过拙政
园，而是我认为狮子林更富人性，更有灵气，抗世嚣力更强，
住入狮子林，更有味道。

被历史风化了的园林，经过了一段意识与非意识的转变后，
终于走向安逸，渐渐与自然终止了合约，与风韵情致断续地
维持着表面的联系，你若不信，有尘嚣作为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