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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th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in recreation and art, Chinese garden has developed for centuries and some of them have

been regarded as th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Furthermore, the western world is gradually interested in the eastern culture and

philosophy in recent years. Based on the multiple demands of recreation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our heritage,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and limitation of applying Chinese traditional garden to modern parks. Through consultation

with experts, several issues are revealed such as the quality control being a common issue for landscape design, and the budget, the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the overall image, and the material selection being the special topics. By way of case study, it reveals

that Chinese traditional garden may provide 26 items of leisure-recreation functions and most of the garden activities tend to be a

gentle model.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demands of visitors, modern facilities are applied in garden cases. Among these facilities, public

services, guide illustrations, and basic constructions occupy a higher percentage. Some modern facilities must be designed

deliberately in order not to impact on the esthetic and romantic imag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garde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it discovers that there is no obvious difference in the cognition of Chinese garden between the general tourists

and the tourists with landscape related background. It also suggests that the higher intense or competitive activities are not suitable

for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garden.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Chinese traditional garden should be viicompatible with the

contemporary trend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ese style. Furthermore, Chinese garden elements such as pond and pavilion,

winding corridor should be introduced into practice first. Besides, modern facilities may utilize local materials and moder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to create a sense of Chinese garden. Finally, Chinese traditional garden should be treated as a public art

through public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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