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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中国古典园林汇萃了古代艺术与哲学的精华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园林多为明清所建 ,但其造园思想和造园手法的确立

则可追溯到魏晋或秦汉等更早的朝代。本文试就魏晋以前的早期造园成就做一些简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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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s contain t he essence of ancient art and p hilosop hy. Alt hough most of gardens we

see today were built in t he Ming &Qing dynasties , t he gardening st yle and technique originated f rom some earlier

dynasties such as Wei , J in , Qin , Han , etc . In t his article t he discuss was focused on t he gardening achievement

before Wei and J in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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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园林具有悠久的历史 , 它是诸多门类艺术和技术

结合的产物 , 其历史上可追溯到远古时期的原始崇拜。在

一园之中汇萃建筑、植物、叠山、理水等各种技艺和手法 ,以

及中国传统的艺术与哲学思想 ,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师法

自然”的创作手段、“天人之际”的哲学思想和劳动人民高超

的技术与智慧。

一般说来 ,中国古典园林可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生成期

(殷、周、秦、汉) 、转折期 (魏晋南北朝) 、全盛期 (隋唐) 、成熟

时期 (两宋至清初) 、成熟后期 (清中叶至清末) 。

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古典园林无论是皇家园林还是私

家宅园 , 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所营造的成熟期

的作品 ,在经历了数度荒废与重建后 ,能够保留有明代以前

风格的已寥寥无几。但是历史发展从来都是有其渊源的。

不可否认 , 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园传统和造园技艺可追溯到

魏晋南北朝甚至更早的时期。在中国封建社会早期 , 中国

古典园林的体系就已初步确定 , 古典园林的三个主要类型

即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均产生并形成同步发展的

局面。中国早期古典园林创作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在园林史

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 对后世园林发展以及世界园林发展

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造园思想与风格
中国园林的起源可上溯到中国的奴隶社会 ———殷商时

代。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下 , 能够产生园林的雏

形与两个因素密不可分。

一是实际的需要。商周时代的帝王建苑囿 , 并在园内

“置野兽蜚鸟”, 种植各种树木 , 在一定程度上有观赏的目

的 , 但更多是为了生产狩猎之用。这种用途甚至到了汉代

仍有体现 ,如汉武帝所兴建的上林苑规模 300 里 ,宛内有百

兽 ,天子于秋冬两季前往狩猎 [1 ] 。此外 ,这种苑囿还兼有游

玩、栽培 ,甚至储藏等功能。

二是原始崇拜思想。虽然这些最初的园囿都是为统治

者服务 , 但却反映了当时人的思想状态。在不能抗拒自然

力、不能了解更广阔的自然界的情况下 ,就会产生崇拜与向

往的心理。这种观念使得人们将现实世界与幻想的虚拟世

界结合起来 , 竭力用可能的形式来加以模仿。一方面以此

来象征人间某些不可企及的力量或权势 , 另一方面也希望

通过对自然的模仿来实现人们“天人合一”的理想。表现在

园林中 ,对虚幻的蓬莱三岛的向往和对山岳的敬畏 ,使得殷

周至秦汉园林中一直盛行高台和蓬莱、方丈、瀛洲三岛的造

园形式。

这两种因素相结合使得苑囿 ———中国园林的初始形

式 ,得以源于自然、依托自然而产生 ,并且确立了园林建设

以“自然”为宗旨的造园思想。这一宝贵的思想始终贯穿于

中国园林的发展过程中。

秦汉时期 ,苑囿游赏的功能逐渐强化 ,“体象天地”、“天

人之际”的思想在造园中有了更为突出的体现。封建王权的
确立使殷商以来单一的原始崇拜逐渐转化为皇权与神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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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驾 , 这就造成了园林从最初对自然事物单纯的组合演变

为对自然的效法。秦汉时期恢宏、庞奢的咸阳宫、上林苑都

不是对天地、山川简单的描摹 ,而是更多地加入了当时人的

思想、人的宇宙观和美学观念。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思

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强化。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活跃的时期。朝代

的频繁更迭和封建政权的分裂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统治者

的束缚 ,打破了自汉代以来独尊儒术的局面 ,儒、释、道等多

种哲学思想流派并起 , 构成了一种新的平衡关系。与这一

现象密切相关的是士大夫阶层的确立。士人阶层在春秋时

就已产生 ,而真正成为统治阶段的一部分、在社会生活的各

个领域占据重要地位 , 则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动

荡使士大夫崇尚隐逸和玄学 , 也使他们更需要在游赏山水

和经营园林中表现自己体玄识远、萧然高寄的襟怀。这从

客观上促进了古典园林造园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大发展。

正是由于士人对造园的参与 , 使古典园林在效法自然

这一根本的基础上 , 进一步发展了园林艺术化的特点。其

主要表现 ,一是在利用自然山水的同时 ,艺术地表现山水的

自然形态。如刘面的庭园中“经始钟岭之南 ,以为栖息 , 聚

石蓄水 ,仿佛丘中”[2 ] ,南齐孔硅的宅园“列植桐柳 ,多构山

泉 ,殆穷真趣”[3 ] ,这些都是利用自然条件加以变幻、组合 ,

实现“水石林竹之美 ,岩岫隈曲之好”。

二是以植物和建筑来实现园林空间的组合与划分。如

梁朝萧绎建湘东苑“穿池构山 ,长数百丈 ,植莲蒲 ,缘岸杂以

奇木 ,其上有通波阁 ,跨水为之”[4 ] ,康僧渊的私园“立精舍 ,

旁连岭 ,带长川 ,芳林列于轩庭 ,清流激于堂宇”[5 ] ,可见这

时期的植物和建筑不再单纯为观赏或其他目的而设置 , 而

是更多地为园林景观的和谐服务 , 并在与山水实现空间组

合、映衬的同时 ,达成巧妙的融合。

三是多种艺术形式的融合。士大夫对文化的影响不仅

表现在园林上 ,在诗画、书法、音乐等各门类艺术中均有重

要的表现。在园林诞生之初 , 其他艺术门类就开始与其发

生融合和相互影响 ,至魏晋南北朝这一传统得到了发展 ,宗

教的色彩逐渐淡化 ,更多地追求诗、画等与园林相交融的意

境与情趣。后世造园中追求的所谓“诗中有画”“园中有诗”

正起源于这一时期。

因此 , 从殷商至魏晋 , 中国园林自发生到发展历经

1600 余年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其造园思想

在“自然”的基调下 ,由单纯的再现、效法上升到艺术创作的

高度 ,其风格由粗旷豪放转变为清新自然 ,并在魏晋时期发

展成为包含皇家宫宛、私人园林、寺观园林的综合体系。这

一千余年所积淀的园林成就为以后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提

供了一个脉络 ,也为其成熟和兴盛奠定了基础。

2 造园手法与技艺
山、水、植物与建筑是园林构成的四大基本要素 ,与之

相对应 ,叠山、理水、植物配置和建筑营造就成为四个最重

要的造园技艺。从园林产生之初就具备了这四个基本要

素 ,叠山理水等技艺随着朝代的更迭而不断发展变化 ,但其

表现手法在中国园林的转折期即魏晋以前也已基本确立。

现仅以叠山和理水为例。

2. 1 叠 山

出于对山岳的模仿和追求以及与神的交流 ,在商周时代

的苑囿中就建有土筑的高台 ,即“鹿台”、“灵台”等 ,此时的台

线条简单、体量庞大 ,是园林中非常重要的景观。秦汉时期 ,

蓬莱神话盛行 ,宫苑中普遍存在模仿三山的表现形式 ,如《史

记》中记载“始皇都长安 ,引渭水为池 ,筑为蓬、瀛”[6 ] 。这时所

筑的台或三山都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 , 但都可视为人工叠

山的雏形。

随着游赏逐渐成为园林的重要功能 , 叠山形式由单纯

的土山 ,发展为筑土和构石相结合 ,使之更具有观赏性和艺

术性。西汉梁孝王刘武所建的兔园 ,“园内有百灵山 , 山有

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又有雁池 ,池间有鹤洲、凫渚”[7 ] 。

东汉的茂陵富商袁广汉“于北邙山下筑园 , ⋯⋯构石为山 ,

高十余丈 ,连延数里”[8 ] 。《晋书》中记载东晋文孝王的园囿 :

“筑山穿池 ,列树竹木。帝尝幸其宅 ,谓道子曰 ,府内有山 ,

因得游瞩 ,甚善也 ,然修饰太过。道子谓牙曰 ,上若知山是

板筑所作 ,尔必死矣。”[9 ] 。可见叠山这种造园方式不但用于

皇家园林 ,在贵族和私人宅园中也广泛应用 ,而且造型日渐

丰富 ,逐渐具有了深远的层次和复杂的空间关系 ,大大提高

了景观价值 ,并确立了以土和石筑山的叠山方式。

叠山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手法就是用奇石做装饰 , 这种

形式盛于宋代 , 在明清得以沿袭发展 , 而起源是在魏晋时

期 ,并出现了丰富的表现形式。南梁人到溉“斋前山池有奇

礓石 , 长一丈六尺”[10 ] , 就是一块单一的奇石 , 做为庭园的

装饰。北魏洛阳的华林园中“采掘北邙及南山佳石”[11 ] ,《洛

阳伽蓝记》中记载的北魏洛阳张伦所建的私园 ,“伦造景阳

山 ,有若自然 ,其中重岩复岭 ,岭岳相属 ,深蹊洞壑 ,逦迤连

接 ,高林巨树 ,足使日月蔽亏。悬葛垂萝 ,能令风烟出入。崎

岖石路 ,似壅而通 ,峥嵘涧适 ,盘迂复直。”[12 ]这里所指的景

阳山是张伦仿照华林园中的景阳山 , 在自己宅园中兴建的

假山 , 它将自然山岳最动人的特征加以精炼 , 并集萃于一

身 ,小中见大 ,既有写实性 ,又有写意性 ,再辅以楼阁、山洞、

池岸等造园手法 ,使园林空间的组合增加了多重性 ,可算当

时叠山的代表之作 , 这种表现手法在后世得到了普遍效法

和发扬。

2. 2 理 水

中国园林初创时期对水体的利用同样充满了原始崇拜

的意味 ,如灵沼不仅被称为“神池”,而且它围绕着灵台 ,就

象征了“昆仑之丘 ,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13 ]之意。

此后 ,随着原始宗教对造园影响的逐渐削弱 ,山水还原

了其秀美的本色 ,并被赋予了人格化的色彩 ,即孔子所说的

“知者乐水 , 仁者乐山”[14 ] 。而水体真正被视为一个造园的

主要因素 ,则是在秦汉园林模仿海上三山的热潮中。此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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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规模庞大 ,数量众多 ,如汉武帝时的“上林苑有昆明池 ,

周匝四十里”,“前唐中池而后太液 ,览沧海之汤汤”[15 ] 。并

且水体开始作为联系其他构园因素的纽带 ,如张衡在《西京

赋》中所记述的“乃有昆明、灵沼、黑水、玄址 ,周以金堤 ,树

以柳杞 ,豫章珍馆 ,揭焉中峙”[16 ] 。这些千姿百态的水体穿

插、渗透于山体和建筑之中 , 大大开拓了园林的艺术空间 ,

丰富了园林的艺术手段 , 促进了造园要素更复杂的组合关

系的出现和发展 ,并开始改变园林质实威重的风格 ,而代之

以起伏有致、疏密相间的和谐韵律 ,为中国古典园林最终发

展成为飘逸、流畅、自然的形式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魏晋时期 ,由于士人文化的影响和地理位置的便利 ,对

园林中水体的运用形式就更加丰富了。在建园时注重选择

“前临清渠”的位置 ,以保证与周围环境的交融 ,并以“潭壑

镜澈”、“瀑布之壑”等方式对人工水体进行构筑。在一园之

中 ,有多种水体的表现形式 ,如金谷园中的水景“回溪萦曲

阻 ,峻阪路威夷 ,绿池泛淡淡 ,青柳何依依 ,滥泉龙鳞澜 ,激

波连珠挥”[17 ] 。这表明在魏晋时期 ,利用涧、潭、溪、泉、池等

多种水体的变幻、映衬、组合 ,以表现水景之美的方式在造

园中已很普遍。这不仅促进了园林作为一门艺术的丰富与

完善 , 而且其千变万化的表现形式和艺术技巧对后世园林

具有重要意义。

由此可见 , 回顾中国古典园林从先秦两汉到明清的发

展历史 ,它走过了一个从“体象天地”到“芥子纳须弥”的过

程。造园手法由效仿磅礴的自然山水演化成为程式化的

“壶中天地”。尤其是宋代至封建社会晚期 , 造园手法有了

极大的丰富和变化 ,但是从殷商至魏晋时期 ,古典园林的基

本构成要素都已经形成 ,造园中叠山、理水和构园的基本形

式与方法也已经确立 ,并且为后代园林规定了模式 ,树立了

典范。古典园林的造园风格也同样经历了由宏大自然转为

精致奇巧的过程 ,这与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由海纳百川

到闭关锁国的历史是密不可分的。而在魏晋以前 , 古典园

林造园风格中所包含的美学意境、空间原则、艺术品味及其

所承载的哲学理念等一切文化因素的发展趋势都已显露出

来 , 以后一千多年的园林建设都是在这种趋向和模式中发

展的。并且 , 在中国早期古典园林中所形成的追求人与自

然完美结合的造园风格与指导思想 , 也一直为后代造园者

所推崇 ,并深深地影响了日本、朝鲜等国家 ,是以后历代优

秀的园林作品所希冀达到的境界 , 更自始至终贯穿于中国

园林的发展过程中。
本文得到王秉洛先生的悉心指导 ,谨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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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近日 ,建设部对贵州省建设厅城建处《关于〈城市园
林绿化企业资质管理办法〉执行的有关问题的请示》给予如
下答复 :

1995 年以前 , 建设部就没有对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进行
资质的统一管理 ,建筑业司在 1991 年制定的《园林、古建的
资质管理办法》也没有对城市园林绿化企业的资质标准做
出具体规定。1995 年 ,城建司研究制定了《城市园林绿化企
业资质管理办法》和《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标准》,经与建
筑业司协调 ,法规司审查后 ,报部领导批准 ,由建设部建城
[ 1995] 383 号文件颁布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 ,“一级企
业由省、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直辖市园林绿化行政主
管部门审批、发证。二级企业由所在省、自治区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 ,直辖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机关审批、
发证 , 并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三级和三级以
下企业由所在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发证 , 报
省、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对此 ,作为部里一直
是城建司负责审批管理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 , 各城市也
是由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
质审批管理工作 , 不存在多头管理和审批的问题。请你省
尽快按照《办法》和《标准》的规定 ,做好本省的城市园林绿
化企业资质管理工作。 (王修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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