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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庆中：中国天人关系与中国园林艺术的生成 

    文章摘要：本文以为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生成是在中国古代天人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完成的。在殷商及其

以前人对天地鬼神的畏惧时期，中国古典建筑以亲悦鬼神为目的为特征；在周及先秦两汉人对天地鬼神的敬而远

之的时期，古典的园囿象天而建制，充满着趋吉避凶的功利主义理念；在魏晋以后的玄学对自然的祛魅时期，中

国古典园林的建制有了美的法则，形成了自己追求意境、追求幽曲的审美风格，标志着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成

熟；在近代以来的科学主义对自然的彻底地祛魅时期，中国的园林艺术转向了西方几何化理性化的风格。 

    关键词：畏   敬   美  理性  园林                      

一  

    园林艺术以模拟自然山水为目的，因此，它最突出最集中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说，它即是在

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至某个阶段上的产物。因此，研究园林艺术首先必须从人与自然山水之间的关系谈起。中国

园林艺术也正是在中华民族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关系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发展，以致走向成熟的。 

    在中国古代人与天的关系上，许多人从不同的角度都做过论述，但多是从观念形态或个别观念形态进行

的探讨，如儒家的天人关系、道家的天人关系等，较为全面的系统的阐述的有郭沫若的《论先秦天道观的进

展》、李泽厚的由巫而史说以及徐复观等人的天道下落说等等。但较少有人在人对天的情感关系上进行探讨。李

泽厚先生曾做过这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在其《美学四讲》中，他以中国为例把自然美的诞生放在“自然的人化”

的历史中进行认识，将天人关系大致分出四个时期，他说： 

    最早是神秘恐怖的神话阶段，从殷周铜器上的饕餮图纹、《山海经》里的众多怪异到《楚辞招魂》里的

四方不可居留，以及包括后羿射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等等故事，展示的是一个自然与人相敌对相抗争的世

界。 

    以后便是寄托幸福生活和长生幻想的世界。从秦代的求仙活动到汉赋里对皇家园林的铺构描绘到汉画像

石里的自然景物和劳动场面，也一直到谢灵运的山水诗篇，等等，它们主要是与现实社会生活直联系着的自然，

是生活或人力加工过（狭义自然人化）和幻想加工过的自然。陶潜的《桃花源记》是这两者的并行不悖的交织。

再后便是本色的自然阶段了。不再增添神话的或想象的内容，也不再作为生活图景和背景，也不再作为寓意或象

征，大自然的山水花鸟以其自身作为人们赏心悦目、寄兴移情的对象。它们已从各种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其

自身的色彩、形体、容貌、姿态来吸引人、感动人，成为人们抒发情感和充分感知的对象，它们表现为诗词书画

各种情景和境界（“有我”“无我”），等等。 

    最后是现代。现代并不排除上述三个阶段，而且还要保存它们；但现代毕竟是人进入征服宇宙怀抱宇宙

的历史时期。所谓“自然的人化”是极大的扩展了。一种无垠辽阔的时空感受所带来的哲理特征，将标志着一种

新的自然美形态的出现。（李泽厚《美的历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481-482页） 

    在这段话中，李先生大致把中国古代的人天关系概括为先秦时的人对天的恐怖期、秦汉时的人对自然的

加工幻想期、魏晋时的自然本色期以及现代的人对自然的征服期。这种划分基本上是合理的。但李先生只止于现

象的描述，论述亦较粗略，没有对之进行充分地展开。本文欲接其话头，陈述笔者一管之见，在某些方面的不敢

苟同之处亦一一陈出，而且与其从“自然的人化”的论述角度不同，笔者主要是从人对自然的情感关系处入手进

行开掘。此外，亦欲借此机会谈一下它与中国园林的生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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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中国古典时期，人天的关系大致表现出三个阶段。 

    首先，我们从第一个阶段人对天的“畏惧”说起。不论是东方或是西方，早期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

表现为人与鬼神的关系，因为早期的自然皆已是人格化了的鬼神，因此最早的自然亦是附魅的自然。早期的人类

由于其生产能力、智慧的低下，他们对自然知之甚少，自然界的风雨雷霆、地震、火山、鸷鸟、猛兽等等，威胁

着他们的生存，震慑着他们的心灵，大自然作为一具有绝对力的人的对立面，使人类匍匐在它的脚下，诚恐诚慌

地对之顶礼膜拜。这时的自然相对人类来无从说得上有审美的意义，而是人类所畏惧者。畏惧造就了原始的宗教

崇拜，如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和灵物崇拜等等。在中国古代，这段时期主要集中在殷商以前的上古时期。殷人即

是“隆祭祀，重鬼神”的。殷王事无大小必卜之于鬼神，以预测吉凶祸福，作为一切行事的指南，甲骨文内容的

绝大部分就是卜辞。从那些内容上，我们可以看出殷人对他们的至上神“帝”诚恐诚慌的崇拜。在这种精神氛围

中，中国的早期的建筑与之相应亦谈不上有什么美的意义，其园囿多用于饲养畜禽，纯为实用而设，而且除了为

实用居住的建筑外，其它的建筑多有娱神的功能。如古人认为，在山的高处，是人与神的相接处，因此，人们往

往在便宜处仿山而建造灵台，以便人们能由此通神而与神相接近来获取神的福佑，如《左传·昭公4年》载：“夏

启有钧台之享。”《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轩辕之台，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海外北经》

有：“......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这里即表现了人们对赋有神意的“台”的惧畏。《楚辞·天问》中有

“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诒，女何喜？”商的祖先简狄因在“台”上向神祈祷而喜怀帝契。《新序·刺奢》

中述：“纣为鹿台，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临望云雨。”此说虽然有些夸张，但其“临望云雨”，则显

示出它在古时对人们有乞神降雨的实际功用。这种非为物质功能而用的灵台的的建制体现了先民对神灵的依附。 

三 

    周代殷制，被史学界称为是上古时期的一次伟大的革命。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对之给予了高度的评

价，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时代的剧变亦使其观念的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秉天

命而有国的殷遭到了失败，这对周人对天地鬼神的信仰观念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周人对天命的可靠性发生了一定

程度的怀疑，但亦未敢完全否定神意的存在，周人在这种又信又疑中保持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这就由殷

人对鬼神的“畏”，而进步到了对鬼神的“敬”。在《论语》中就存留着孔子对天地鬼神的远敬态度。周人对

“敬”的对象不单单限制在于鬼神上，而是将之扩充开来，包括了一切超越个人性的东西，如周人敬德、敬天

地、敬君、敬民、敬父母等等。对“敬”的情感内涵，徐复观、牟宗三等人有过深入的论述，徐复观说：“周初

所强调的敬的观念，与宗教的虔敬似近而实不同。宗教的虔敬是人把自己的主体精神消解掉，将自己投掷于神的

面前而彻底皈依于神的心理状态。周初所强调的敬，是人的精神，由散漫而集中，并消解自己的官能欲望于自己

所负的责任之前，凸显出自己主体的积极性与理性作用。”（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

年，22页）这就将周人的用敬与宗教的虔敬区别了开来，宗教的虔敬实际上是一种在神面前因其罪恶而畏惧的向

神的完全归依，是一种对自我的完全放弃，周人的敬则是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所以牟宗三亦说：“在敬之中，

我们的主体并未投注到上帝那里去，我们所作的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仿佛在敬

的过程中，天命、天道愈往下贯，我们主体愈得肯定。”（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台湾学生书局，1984

年，20页）对超越性的神的一定程度的怀疑，就是对自然的附魅的消解，人们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天的神性，但是

并没有因为动摇了其终极的关怀而使其生存变得茫然，他们又重新从天地中找回了其终极的生的依据，这时期，

天地万物的自然秩序却成为了人们新的生存的依托，即所谓“为人君者，取象于天”（董仲舒《春秋繁露》），

成为两周及秦汉时期的主要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在建筑上，他们依天象而设位、构置。武王灭殷以后，正欲 

“定天保，依天室”[i]，即要定国都，修宫室。通过“南望过于三涂，北望过于有岳，丕愿瞻过于河宛，瞻过于

伊、洛，无远天室”（《逸周书·度邑》），最后依天之中心而找到了地之中心，即“土中”。依天设位，选定

国都，举国欢欣，“天保定尔，亦孔之固”（《诗·小雅·天保》）。秦代的宫殿建构亦是因天而设位。如始皇

即亦以无比广大的天地作为法效的对象。《史记·秦始皇本纪》上说：“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

郦山，作甘泉前殿。”又说：“（阿房宫）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

绝汉抵营室也。”自周至秦，在人天关系上，随着先秦理性的发生与兴旺，人们逐渐将天地秩序化，从对传世典

籍的注释中，如从《易经》由经而传的发展，即由数而理的变化中，我们最能清楚地看出时代理性对自然魅惑的

消解。 

    本来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学术的争鸣，思想的自由，已经出现了许多破除自然妄魅的思想，如道家

思想、名家思想等。但是汉代却是一个返魅的时代。到了西汉武帝时期，大儒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观念融入儒



学，将姬周以来的天人感应之说系统化、理论化，主倡谴告之说，新构儒学术体系定儒家于一尊，成为了汉代正

统的官方思想，秩序化的自然及其附魅一齐成为了时代思想的主流。在这个时代，大自然既充满着神性又充满着

理性，这是一个理性与迷信混淆的时代。两汉的谶纬之学则是其极端的发展。于此，人们又重新回到了迷信之

中。在法天上，如班固《西都赋》描写西汉的宫苑时说：“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

位，仿太紫之圆方。”（《文选》卷一，李善注引《七略》：“王者师天地，体天而行。”）其建筑格式完全依

乎天象地理。这虽然较多地摆脱了超越性的神的控制，但是人们对待自然之态度仍然还是以“敬”而法之，这实

际上仍然是一种趋吉避凶的功利主义态度，建筑不是从审美的角度去建构，而是出于对某种神秘力量的尊重，以

趋吉避凶为准则，这里面仍然存有着对天的神性的某种程度上的认可。而且，受秦汉间齐燕方士、道术之士以及

长生不老等神仙思想的影响，迷信充斥着秦及两汉时代。秦始皇曾不惜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去海中求仙（《史记·

秦始皇本纪》）并且按照有关蓬莱仙人的传说，“始皇都长安，引渭水为池，筑为蓬、瀛。”（《秦记》）汉武

帝有过之而无不及，笃信神仙长生之说，亦多次遣人入海中寻仙，并派专人守候海边以望蓬莱仙气。现实上做不

得仙人，即从想象中寻求得满足，“武帝广开上林，......穿昆明池象滇河，营建章、风阙、神明、    娑、渐

台、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莱。”（《汉书·扬雄传》）建章宫未央殿“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

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汉书·郊祀志下》）在对仙境的

仿造中实现了他们的成仙长生的理想。而且“取象于天”思想又使秦汉时期的池园苑囿等各种原始的园林规模至

巨，展现秦汉时期的池园苑囿的物丰资富、气派宏大的风范。据《汉书》、《西京杂记》等述，上林园方圆三百

里，北抵渭水，南依南山，苑中百兽游荡，奇花异树繁生，，内分三十六苑，有离宫七十所，在宫殿十二所，观

三十五处，还有大水池十多处。昆明池其大最负盛名，池中有豫章台，东有牵牛，西立织女，俨然河汉形象，其

中最大的宫殿建章宫，内有神明台，台上置仙人，仙人举盘以盛云表之露。其规模令后来者望尘莫及，其园建制

充满着神仙的气息。这里是法天思想与神仙思想错杂之所。没有诗情，缺乏画意，了无韵味，直是一片山林园池

建筑的简单堆砌、铺排。这完全是带有迷信色彩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嫡出。正如李泽厚所说当时的自然只是“人力

加工或幻想加工”的自然。人的精神包裹上了想象的套子，自然又返于附魅状态，园林建筑并非为赏心悦目而

建，而完全成了夸示豪富、追逐物欲与图谋吉利的象征。 

四 

    纯粹为审美而设计的园林，则需要人对于自然具有普遍的美感，更进一步地说，在于自然的脱“魅”。

而自然的附魅不是因为自然本身存魅，而在于人的精神从对自然的“畏”与“敬”中超出，自然不再高于人类，

成为人的朋友，从而具有悦人的情味。总之，自然的“祛魅”其核心是需要人的精神消解对自然的虚妄敬畏。在

中国古代思想中，最具“祛魅”能力的就是道家的精神。老子深化了前人关于道的论述，将道性定于自然之上，

从而看到了世界自然而然的本来面目，第一次提出了“自然”的观念，在中国古典时期，对消解人的精神的虚妄

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冯友兰先生对老子的自然主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自然’是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的

一个重要概念，这个概念是老子首先提出的。老子提出的‘道法自然’的思想，意味着人不应该将自己的意识和

作为强加于自然界使之为自然界的属性。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这是第一次从理论上否定‘天人感应’的迷信。

这种思想一直成了后来的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用以反对唯心主义的目的论和神秘主义的‘天人感应’的有力武

器。”（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七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279页）后来庄子及汉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

充等人继承了这一思想，但这种自然主义思想却一直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深入人心的力量。直到魏晋时代，何

晏、王弼、嵇康诸人，崇无息有，“越名教而任自然”，玄风皱起，老庄的自然主义及自由精神才成为时代思想

的主潮。它破解了支离破碎的令人生厌的繁琐儒学，扫荡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说的虚妄与后来的由之产生

的谶讳符命等荒诞的鬼气阴森的迷信怪论，把人从对天的“畏”、“敬”中解脱出来。大自然脱魅地以其本然的

美的真颜展现于人的面前，自然具有了悦人的审美的意义，自然山水之美终于成了人的审美的对象。正如宗白华

所言：“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宗白华《艺境》，北

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39页）一时，对自然山水之美的欣赏之风大盛。袁嵩《宜都记》上说时人对自然美的鉴

赏已达到了“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的程度。《晋书》卷92《顾长康本传》载：“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水之

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孙绰）居于会稽，游山放水，十有余

年”。“统（孙绰之兄）家于会稽，性好山水，......纵意游肆，名山胜川，靡不穷究。”（《晋书》卷56《孙

绰传》）“或登山临水，经日忘归”，“曾游东平，乐其风土。”（《晋书·阮籍传》）“王子敬（即王献之）

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忘怀。’”（《世说新语·言语》）甚

至于魏晋人以人对山水是否喜爱来做为评价他人的志趣是否高雅的标准，如孙绰就曾讥讽别人说：“此子神情都

不关山水，而能作文？”（《世说新语·赏誉篇》）时代审美趣味的变化促成了艺术的自觉，可以说中国古典艺

术大都于此时代自觉。文学上出现了描写自然山水之美的抒情小赋、山水诗以及歌颂田园风光的田园诗；书法亦

于此时自觉而成熟；山水画冲入了人物画之中开始独立，中国画开始摆脱写形与重彩的形式而出现了写意的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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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中国园林艺术亦于此真正具有了以审美为目的的构制。正如彭一刚所认为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可看做造园

艺术的形成期。初步确立了再现自然山水的基本原则，逐步取消了狩猎、生产方面的内容，而把园林主要作为观

赏艺术来对待。除皇家园林外，还出现了私家园林和寺庙园林。”（彭一刚《中国古典园林分析》，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1986年，3页）特别是东晋时期，私家园林繁生，造园成为一种时尚，从庾阐、谢安、王羲之、许询、

孙绰、郗超、谢灵运等高门士宦，甚至是“性嗜酒，家贫不可常得”的陶渊明亦制有自己的东园。私家园林的出

现使自然之美移到了私家庭院之中。这里园林是小的山水，得此亦可以得自然之美， 如“简文入华林园，顾左右

曰：‘会心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世说新语·言语》）魏

晋时期的园林众多说明了人们对自然之美的普遍觉悟，而其构制形成了自己的美的法则则标志着中国园林艺术的

生成与自觉。王毅认为魏晋时期的园林形成了三个基本的造园法则：“1）以山水、植物等的自然形态为主导而构

建园林景观体系”；“2）纡徐委曲的空间造型”；“诗歌、绘画等士人艺术与园林融合。”（王毅《园林与中国

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90-99页）综上所述， “魏晋风度的旷逸，六朝流韵的潇洒，老庄哲理的玄

妙，佛道教义的精微，再加诗文绘画清新的趣味，以及造园艺术实践的经验积累，使得这一代人们的审美心理结

构萌发出茁壮新鲜的根芽。中国古典园林的审美观完成了第一阶段的飞跃。”（王世仁《理性与浪漫的交织》，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年，111页） 

    中国古典园林成熟于魏晋，衰落于明清。随着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化的变革，在西方思想的冲击

下，传统的观念发生了彻底地变化。西方的具有析解性的理性精神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随着科学主义在中

国的深入人心，传统的人与自然之间悦情的和谐关系一跃而变成了人对自然的征服。至此，自然变成了人的对

象，彻底地失去了灵性而变成纯客观的死的存在，这就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称的“世界的祛魅”。与

此相应，中国园林艺术的审美观念亦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古典的讲求“一转一深，一转一妙”（刘熙载《艺概

·词概》）的“曲径通幽”式的追求意境的园林建制方式，为追求以理性的古罗马严格的几何构图和宏阔气派为

原则的西方化风格所取代。横览我国许多的现代的城市园艺建筑，其审美趣味追求的就是西化的风格，多强调园

林中的轴线（园林中联系主要景物的风景线），常以一条笔直的道路为主轴线，再以次轴线与主轴线相交。依轴

线而布置喷泉、雕像、小广场、树木、花草、憩亭等建筑，使园林轴线成为总体布局的中心。追求一种整齐划一

的一览无余的审美效果。讲求对称与几何形体，甚至于连树木也要做成各种几何拼图。这大概就是李泽厚先生所

说的将要出现的“一种新的自然美形态”吧，或者说只是其“一种”中的一种？ 

    [i]天保，指天之中心；保，指伞盖的中心部分。在中国天文观念中，帝星居于天之中心，即北极星，武

王借天保表示其以天为则，实际上是借其义为政治中心，指定都何处。    

    作者简介：鲁庆中，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从事古代文艺学与文化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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