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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传媒的优势之一是可以在线播

放音像混成的动态画面，因此本站将

尝试把过去需要录音后整理成文的访

谈，用视频记录并在“本站专稿”栏

在线播放。由于这些视频文件都是先

传到优酷网再用外部连接的方式链接

到本站，因此无法避免优酷网的网络

商业行为。本站“视频下载”栏将改

成“视频专栏”，也采取把视频文件

传到优酷网再链接到本站的方法。如

果您想避免成为优酷网在线商业宣传

的对象，请不要点击本站视频文件。  

2、本站免费刊登展览信息和个人作

品。展览信息包括电子海报、简讯文

档、参展作品与展览场景，作品要求

表明尺寸、材料和创作年代，如果是

展览预告，参展作品与展览场景的图

片可以在开展之后补发给我们，否则

我们将不保留该展览信息。个人作品

要求有个人风格，并为具有探索与创

新的风格，数量在４件以上，艺术市

场上热销套路风格，本站一概不与刊

登，展览信息除外。这是本站鼓励创

新和尊重创作自由的学术定位所决定

的。所有图片请把像素调到

800X600，高宽相加等于1400  

3、本站“视频下载”拦目欢迎40MB
以下的avi格式的压缩文件，内容可以

是video作品、访谈录像、名人生平

录像、行为艺术录像、重大展览与学

术会议录像。超过40MB以上的稿

件，请分成上下集或多集，我们将采

取连载的方式予以发表，连载最多不

超过400MB。其他内容的avi稿件，

请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

尽量考虑发表。本站工作邮箱：art-
here@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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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耿纪朋 来源：雅昌艺术网专稿  

人造二维山水与三维山水的关系略论——中国山水画与中国园
林艺术的关系  

  中国山水画、中国园林艺术、中国山水诗、中国山水散文、中国的盆景艺术都是反映以山

水为主体景物的艺术。【1】几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由于表现手法不同，各有侧重

点。中国的盆景艺术从一定的角度来看可以认为是浓缩的中国园林艺术。中国园林艺术与中国

山水画虽然是在不同的空间展现了山水景观的面貌，但是二者有着紧密的关系。 

  本文的着眼点便是中国山水画与中国园林艺术的关系，即二维山水与三维山水的关系。先

从二者的相互影响谈起，再逐步探讨二者的共性和特性。从一个较为宏观的角度来讨论二者的

关系。 

  中国山水画的出现可以推溯到史前时期。它的发展却是在南北朝时期才开始明朗化，直到

五代以后中国山水画才走向成熟。山水画的发展过程经历可以简单概括为描摹山水、改造山

水、创造山水的过程。早期中国园林艺术在其出现之初只是依附于大自然的山水，建造的主体

主要的是附属建筑，只有到了五代后期，人在园林艺术中山水创造的主体性才凸显出来。就历

史发展过程而言，中国山水画与中国园林艺术的成熟过程几乎是同步的，隋唐以后中国山水画

与中国园林艺术的关系才明朗化。 

  一、中国山水画对中国园林艺术的影响 

  中国山水画的最初形态在原始艺术中已经出现，在原始彩陶中就有对山水的描摹。虽然对

于自然描摹的传统始终没有停止，但是中国山水画逐渐步入以表现主体精神性为主的艺术轨

道。 

  中国山水画论的滥觞是在魏晋南北朝之际，而中国山水画的创作是在隋唐时期才逐步稳定

的。现存的大量山水画作多是五代以后的作品。 

  中国山水画对于中国园林艺术的影响可以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画论谈起。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政治上的不稳定局势，所以士人阶层在思想上特别推崇玄学。自然作为思想的寄托对象，

不仅在诗和画中是被歌颂的对象，在现实中也是士人们热衷于逃入其中的环境。陶渊明的《桃

花源记》充分地展示了这种思想。这个时期形成的山水画论对以后的中国园林艺术产生了极大

的影响。这个时期的山水画论以及后来的山水画论、山水作品、山水画家共同构建了这个影响

系统。 
1、中国山水画论的影响 

  在顾恺之的《画云台山记》和王微的《叙画》、谢赫的《古画品录》中就谈到对山水创作

的思考，这一批早期的山水画论主要是从如何表现现实的自然景观出发来论述的。只是从一定

的角度上体现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于山水的热爱，反映了同时期中国园林艺术追求的母体的形

象，对于中国园林艺术本身并未有很大的影响。而这一批画论对于山水形态的论述却不仅成为

后来画家在创作山水画时追求的目标，也成为后代园林艺术塑造中参照的重要理论依据。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到“魏晋以降，名迹在人间者，皆见之矣。其画山水，

则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列植之状，

则若伸臂布指。”【2】极为形象的描述了魏晋南北朝的绘画的稚拙状态。与《洛阳伽蓝记》

中记载的这一时期的名园洛阳华林园和张伦景阳山等可以相互参照。 

  相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画论而言，隋唐时期山水画论已经对于山水画的创作产生了总结

和指导的双重作用。唐初的山水画还是“尚犹状石，则务于雕透，如冰澌斧刃；绘树则刷脉镂

叶，多栖梧菀柳，功倍愈拙，不胜其色”，【3】中唐前后发生变化，“由是山水画之变，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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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吴，成于二李。”【4】王维“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或咫

尺之图，写百千里之景。”【5】笔墨成为中国绘画美学中重要的形式意味的载体。虽然这一

时期的园林艺术有崇建筑、广凿池、少造山的特点。【6】但是太湖石的发现和运用使中国造

园艺术以自然山水为创造主题的发展成为可能，也为中国山水画特别是山水画论对中国造园艺

术的全面影响提供了可能。【7】 

  五代两宋时期画论已经和山水画创作结合的相当到位。画论本身就是绘画经验的整合。宋

人郭若虚画论有“或问近代至艺与古人如何？答曰：近代方（仿）古多不及，而过亦有

之。……若论山水……则古不及今。”【8】山水画所追求的理念虽然来源于具体山水，但落

脚点却不限于具体山水。季节和地域的程式化要求已经在画论中表现出来，并有了较好地解决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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