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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介绍“八景”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 挖掘“八景”自身存在却又被忽视的文化底蕴及特点 , 总结了“八景”在体现地域文化特色中
对现代园林的影响, 指出了重新审视“八景”文化对我国现代园林景观发展的实际意义。
关键词 八景 ; 文化 ; 地域特色 ; 现代园林
中图分类号  S68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 - 6611(2008)36 - 15872 - 02

The Influences of the “Eight Sights”Cultureto Modern Landscape Design
SHEN Yue-hua et al  (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of Hebei ,Baoding ,Hebei 07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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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景”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一种文化现象, 也是我国古典

园林中的一种形式, 它将自然与人文统一起来 , 充分反应了

景观对人文意味的追求 , 并借助诗文绘画, 表达地域性的审

美情趣 , 具有十分深厚的文化底蕴。

1  “八景”的起源与发展

“八景”不仅常见于各地的名胜古迹中, 在某地历史与地

理的地方志中也有所记载, 且在具有浓厚地方色彩和个性特

质的家谱中, 也有较突出的表现。可见 , 其历史渊源相当

久远。

1 .1 “八景”的起源 “八景”文化大约起源于魏晋南北朝时

期, 产生于隋唐, 成熟于宋元, 发展于明清 , 影响继续发展至

今。目前所看到最早的关于八景文化的记载, 出现于北宋沈

括的《梦溪笔谈》中。该书第十七卷“书画”这样写道:“度支

员外郎宋迪工画, 尤善为平远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 ,

远浦帆归, 山市晴岚, 江天暮雪, 洞庭秋月, 潇湘夜雨, 烟寺晚

钟, 渔村落照, 谓之‘八景’, 好事者传之”[ 1] 。后人将“平沙雁

落”、“远浦帆归”和“渔村落照”分别改为“平沙落雁”、“远浦

归帆”和“渔村夕照”, 形成了迄今为止固定的“八景”称谓。

沈括所说的宋迪是目前有案可考的绘制《潇湘八景图》的第

一人。由此可知,“八景”最早起源于绘画。

1 .2 “八景”的发展

1 .2.1 国内的发展。潇湘八景之后诱发了人们对自然的亲

情, 引起了天下文人骚客的向往, 各地八景霎时遍布九州。

“君子所以爱夫山水者, 其旨安在? 丘园素养, 所常处也; 泉

石啸傲, 所常乐也; 渔樵隐逸, 所常适也; 猿鹤长鸣, 所常亲

也。”(《林泉高致》) 。由于当时的社会背景, 文人雅士眼中的

山水已不再仅仅是绘画吟诗的对象, 而是唤起了人们心灵的

向往。著名的八景还有“燕京八景”、“太原八景”、“关中八

景”、“羊城八景”等。其内容也从潇湘八景的“雨霞烟钟, 风

荷雪月”发展到从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河流、花草林木 ,

到佛寺道观、名人遗迹、农耕渔樵、民居桑田等, 几乎成了当

地景观的代名词。

1 .2 .2 国外的发展。公元13 世纪, 正值中日贸易繁荣时期。

随着贸易的发展, 大量中国陶瓷、织物和绘画输入日本。南

宋禅僧画家牧溪的《潇湘八景图》在这个时期传入日本。虽

然其在中国绘画史上并不很受重视, 但在日本却给予其较高

的评价。其中,《烟寺晚钟图》和《渔村夕照图》被列为“国

宝”,《远浦归帆图》和《平沙落雁图》被列为“重要文化遗产”,

并成为日本庭园设计的起源, 琵琶湖西南著名的近江八景以

及神奈川县内的金泽八景都是典型的模仿之作。另外 , 还有

朝鲜平壤八景、越南河仙十景、新加坡裕华园三十一景等。

可见, 我国的“八景”文化影响深远。

2  “八景”对现代园林设计的影响

2 .1 “八景”的构成 “八景”主要包括3 方面内容: 一是自然

景观, 既包括山川河流、芳草花树等“固态”的物质资源, 也包

括日月星辰、风雪烟雨等变化莫测的自然景象 , 此外还考虑

到了春夏秋冬及晨夕光影的更替变幻 , 如“西湖十景”中的

“残雪”、“秋月”、“春晓”、“夕照”、“闻莺”、以及“燕京八景”中

的“春阴”、“清波”、“垂虹”( 趵突) 、“晓月”、“夕照”、“叠翠”、

“烟树”、“晴雪”, 这些丰富的景观犹如一幅幅生动形象的画

卷, 但这些画卷所反应的内容是极其深广的: 从地域上看, 反

应了东南西北、四面八方; 从时间上看, 包括了春夏秋冬、从

古至今; 从空间上看, 涉及到了天上地下、高山大海。可见 ,

其充分展现了大地景观的丰富多样及美妙佳境。二是人文

胜迹, 包括儒、道、佛、地方信仰的建筑遗迹, 以及相关的思想

理念和神话传说, 如潇湘八景中的“烟寺晚钟”、洛阳八景中

的“马寺钟声”、桃源八景中的“浔阳古寺”; 也包括与地方相

关的著名历史人物和事件, 如邳州八景中的“圯桥进履”、越

州十景中的“禹穴探奇”等。三是富有地方情韵的日常生活

景观, 如潇湘八景中的“远浦归帆”及汴京新四景中的“樊楼

灯火”等。以上3 方面, 既是构成“八景”的主要内容, 也是

“八景”的文化精神, 集中起来可以归纳为3 点: 一是对大自

然美妙风光的热爱; 二是对地方人文胜迹及美好生活的彰

显; 三是表现出了景致、诗情、画意、人文之间的息息相通。

2 .2 “八景”对现代园林设计的影响

2 .2.1  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思想。纵观各地“八景”, 无不

展示出一幅幅意境隽永或气势非凡的大地景观, 或优美宁静

如田园牧歌, 或波澜壮阔富于变幻, 或悦人耳目, 或沁人心

脾, 其魅力绝非今人眼中形形色色、奇形怪状的各类标志性

安徽农业科学,Journal of Anhui Agri . Sci .2008 ,36( 36) :15872 - 15873 ,15880               责任编辑  陈红红 责任校对 傅真治



建筑所能比拟。所触发的正是人类对大自然( 天) 的古老记

忆, 满足的是人类渴求接近、回归大自然的愿望, 着眼的是青

山绿水、泉石清音, 荡漾的是自然之趣, 洋溢的是古朴之风 ,

作者在创作时, 都会浸淫其中, 沉醉于山水云霞的清新古朴

之中, 因而, 山水文学与“天人合一”哲学思想有亲密的联系。

其实“八景”之名, 已充分地显示了这一特点 , 它们往往由4

个字组成, 前两个字点明具体的描述地点, 后两个字为修饰

词语, 更进一步地说明和渲染其状态, 一般是对时间或景象

的描述。“八景”既有动静之态, 也有颜色、声音视听之美, 再

加上“朝昏之气不同, 四时之景不一”光影、时间的丰富变化 ,

以及人文胜迹等, 展示出了具有浓郁审美情趣的综合的、整

体的大地景象。

2 .2.2  地域特色景观的显现。“八景”具有浓郁的地域特

色, 反映了人们的乡土意识和地方感知。它是地方人士对家

乡的山川、人物、风土、古迹、神话、传说融会于心, 反复酝酿 ,

精心挑选而成的。由“1 .1”中可知, 最早出现的“八景”作品

是绘画。以绘画的形式对自然景观加以浓缩, 将最能迎合士

人情趣, 最贴近士人审美观念, 风景绘画在冠以地域名称之

时, 推介的意图已十分明显 , 而用艺术的手段进行加工与掩

饰, 抑短扬善, 可以理解成对养育之地由衷的偏爱, 也可认为

是向世人郑重介绍, 有广而告之的用意。所谓“无声句”与

“有声画”, 形式上虽各不相同, 但画与诗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 地方文化胜迹的形成, 离不开景观内外的“人”。

柳宗元言:“美不自美, 因人而彰”, 清人罗钟也在《凤山十景

记》中说道:“十景之在天地间久矣, 幸遇贤士鉴别而归之于

诗于记, 庶免芜没于草莽”[ 2] 。这些语句均说明了美景的产

生与人的发现和惠识是密切相关的。八景的出现也是如此 ,

自然环境是主体, 文化因素是动因 ,“八景”则是结果, 正如有

些学者所说, 八景“从产生之日起, 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十分浓

厚的文化创造意味与心理想象色彩”[ 3] 。反之, 这种文化创

造又进一步强化了地方特征, 并带有对外宣传和推广的意

味, 如苏轼在为初次赴任的陕西凤翔作《凤翔八观》( 并叙) 时

说:“作诗以告欲观而不知者”[ 4] , 明显具有强烈的宣传目的。

可见, 这一景观文化既具有美学、文学、思想等文化艺术价

值, 又具有强烈的观赏、娱乐、交流等实用价值, 二者相辅

相成。

无论是绘画还是诗歌 , 所表达的都是对当地自然景观的

心理认同 , 有着浓郁的乡土意识。地域特色不仅表现在当地

的自然景观中, 而且在民俗风情中也有所体现 , 如潇湘地区

最为古老和家喻户晓的传说是关于湘君和湘夫人的。伟大

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曾为该传说留下了著名的诗篇《九歌·

湘夫人》, 其中写道:“帝子降兮被渚 , 目眇眇兮愁予。兮秋

风, 洞 庭 波 兮 木 叶 下。登 白 兮 骋 望, 与 佳 期 兮 夕 张。

⋯⋯”[ 5] ; 唐代诗人李白在《远别离》中状写生死之别, 流露出

对远古时代这两位女性的深切同情, 即:“远别离, 古有皇英

之二女, 乃在洞庭之南, 潇湘之浦。海水直下万里深, 谁人不

言此离苦! 日惨惨兮云冥冥, 猩猩啼烟兮鬼啸雨。⋯⋯”[ 6] 。

2 .2 .3 风水观念。在中国古代相沿甚久的“左青龙, 右白

虎, 前朱雀, 后玄武”的理想风水模式中, 山和水均被提到了

异常重要的位置, 不但强调了山水与人的亲密程度, 而且对

它们分别从哪一方位与人亲近, 也有明确的规定。

众多的“八景”胜景所涉及的自然景观是多方面的 , 但有

两种景观是共同所有的, 即以山、水为景观的基本生成要素。

著名的潇湘八景、燕京八景和西湖十景分别有山市晴岚、洞

庭秋月、西山霁雪、太液晴波和平湖秋月、双峰插云, 均有山

和水。其他的大小“八景”十二胜( 如关中八景、桃源八景、金

陵四十景等) , 几乎没有一个是可以离开山和水而孤立成

景的。

山、水两要素在风水观中, 不但必不可少, 而且其最理想

的存在状态是山明水秀。“八景”中的山和水, 并不一定像风

水学那样严格地按照背依群山、前抱流水的位置结构出现 ,

但它们是构成人们日常生活居住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将

如此明丽如画的景观纳入人的生活范围内, 正好表现了中国

人游其景, 观其景并居其景的特殊景观意识。

2 .2.4  平衡和对称。“八景”一词最早为道教所使用 , 指道

教8 个受仙时间的自然气色景象和八方之景 , 以后才逐渐借

用到现实世界中, 指人们日常生产和生活中所涉及的美妙景

象。从某地景象中选取4 种、8 种、10 种、12 种等双数景观 ,

可以从东南西北、上下左右、四面八方既全面又对称的说明

该地的地理环境。如著名的“西湖十景”中的“苏堤春晓”、

“柳浪闻莺”、“平湖秋月”、“断桥残雪”分别表现了春夏秋冬

四季的景色。

3  对中国园林发展的思考

3 .1  我国现代园林发展在传统借鉴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

造园历史源远流长, 历代造园师对继承传统的坚持, 使中国

的园林艺术在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一脉相承, 并未呈现西方

园林纷繁时代变迁、流派更替的景象, 多种原因使得中国的

传统要素在园林设计中产生了较多问题, 诸如对本身历史文

化的缺失与对地方文化的忽视, 缺少自己的精神, 千篇一律

现象泛滥。

3 .2  “八景”文化对我国现代园林设计的积极意义  当今 ,

我国社会日趋复杂, 各种媒介、信息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

将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底蕴的“八景”文化运用到现代园林设

计中, 可为人们提供沉思、回味、遐想、传承的空间, 以呼唤起

人们对于自身居住的认知与更深层次的理解, 以及对地域性

景观的重视。同时, 为现代园林注入新的活力。

4  结语

“八景”文化既是“模山范水”的典例, 也是对地方人文的

彰显; 既是地方美景的再现, 也是基于自然的文化创造; 既有

普遍的审美和文学艺术价值, 也有一定的通俗性及对外宣传

的实际功效 , 是生命力较强的文化盛事和优秀的文化传统 ,

这在现代地方景观趋同、异化的危机下具有一定的启示作

用。虽然时至今日, 地方“八景”多数已随历史的风尘而褪

色, 但仍有不少城市通过雕塑、绘画、篆刻、歌曲、邮票等多种

方式纪念各自的“旧八景”, 有的甚至举办“新八景”的评选活

动。由此看来, 将各地“八景”对当地地域特色的利用系统

化, 可较为直观的了解当地景观特色, 并有利于指导当地景

观建设 , 找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景观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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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使世人浮躁之心渐渐平静, 达到“方寸虚则万景入”的大

美境界[ 3] 。而如今每天几万市民进入山庄锻炼, 再加上来自

世界各地的旅游人群 , 使原本应该“静默少喧哗”的山庄�杂

不堪; 山庄围墙外近在咫尺的公路上车水马龙 , 由此所产生

的各种污染使山庄不堪重负, 无怪乎有人形容避暑山庄是

“一道宫墙隔出了两个世界”。

2  承德避暑山庄赏美障碍的原因分析

与山庄万树园仅一河之隔、在广告中把山庄当作后花

园、号称“生态富人区”的某高档小区虽经媒体报道和舆论高

度关注仍然建成; 山庄丽正门外伫立起的现代高层建筑横空

出世, 破坏了山庄和市区、和周围山峰的联系性、统一性、和

谐性。诸如此类, 造成山庄“审美障碍”的原因既有历史的也

有现实的, 除了环境制约、理念滞后等因素外 , 最主要的还是

现实的经济利益和“形象”、“政绩”等原因。沈阳作家刘元举

在散文《2300 年的叹息———寻找沈阳城》中写道 :“我从中可

以看到我们的城市在今天走向商品时代的全部贪婪。围绕

着这片皇天厚土风水宝地, 许多人跻身这里做着发财梦。他

们不遗余力地占据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而且不断扩张着蚕

食着。”这段话为造成山庄“审美障碍”的原因做了最好的

注解。

3  承德避暑山庄赏美障碍的解决对策

“世界遗产没有终身制, 保护不好将会出局。”我国有14

处世界遗产将接受联合国监测, 其中包括承德避暑山庄, 因

此, 加强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保护工作重要而紧迫。

3 .1 强化世界文化遗产意识, 努力做到有效保护  世界遗

产的价值是遗产本身及周边环境 , 周边环境资源的真实性和

完整性对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保护历史名城和

世界遗产, 不但是保护古建园林和历史街区, 更应该保护原

有的历史风貌和自然生态环境。因此 , 要把对山庄、外庙历

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上更高的认识层次, 要打破狭隘的地方

经济观和短期利益观, 更广泛地看待世界遗产所带来的长期

效益, 要认识到保护山庄就是保护生产力, 就是保护城市建

设和发展的基础, 也就是保护经济增长点 ; 要树立《保护世界

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意识, 遵守国际准则, 文物部门要坚持

原则依法行政, 建立完善的制度性监督机制, 对山庄及外庙

周围的开发建设严格把关。

3 .2 树立大避暑山庄理念, 努力做到合理开发  承德是先

有山庄后有城, 因此城市发展和建设应以山庄为中心。要重

新审视城市规划, 处理好经济发展和遗产保护的关系, 牢固

树立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传统格局和自然环境的意识。建议

引入“反规划”理念, 从被动的因开发建设需要进行的规划 ,

走向主动地为保护遗产地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使其可持续发

展而进行的规划。可以采取划定不建设区域的办法, 对遗产

地周边各种珍稀资源进行“留白”性保护[ 4] , 建立起名城保护

的完整规划体系, 多留遗产, 少留遗憾。要规划生态建设系

统, 使之与山庄生态环境相协调 , 把避暑山庄的建设理念、建

筑风格、构筑意境扩展延伸, 努力把整个承德市区建设成“大

避暑山庄”。

3 .3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努力做到永续利用  在避

暑山庄的保护、开发与利用上, 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

突出以人为本, 坚持可持续原则 ; 要坚持科学态度, 尊重专家

意见, 培养和重用专业人才 , 应用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对遗产

地进行有效的环境质量管理; 要加强宣传与教育, 提高全民

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 发挥民众监督的作用; 抓紧建设休闲

公园, 对进入山庄锻炼的市民进行分流与限制 , 减少污染和

破坏, 使山庄远离喧嚣, 回归宁静; 山庄旧景的恢复应该择优

进行, 切忌盲目, 因为康乾时的建筑也并非无瑕可指 , 当时大

兴土木造成建筑过多、密度过大的弊端 , 已明显地损害了山

庄的自然美 ; 要严格控制建筑物高度, 处理好避暑山庄与外

庙众星捧月、与周围的奇峰异石、山川河流的借景关系, 有计

划地对遮挡山庄景观视廊的建筑物进行改造与拆除; 在武烈

河上游和市区内的河段修建蓄水工程, 加强山庄湖区水体保

护和污染治理, 使“自有山川开北极, 天然风景胜西湖”的人

间仙境长存长美。

参考文献

[ 1] 陈宝森.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 M]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 .
[2] 承德避暑山庄研究会.避暑山庄论丛[ M] .北京:紫荆城出版社,1986 .
[3] 张福.试论避暑山庄的虚幻美及保护对策[J] .承德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学报,2003(1) :75 - 77 .
[4] 赵晓宁.利益博弈与”遗产”危机: 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周边不当开发原

因刍论[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12) :208 - 211 .

( 上接第15873 页)

[2] 陶成福.浦阳陶氏宗谱[ M] .清嘉庆12 年浙江浦江陶氏木活字本.
[3] 张廷银.传统家谱中“八景”的文化意义[J] .广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2004(4) :40 - 45 ,94.

[4]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
[5] 韩传达.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上) [ M]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

186 .
[6] 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等.《全唐诗》卷162[ C] / / 全唐诗评注. 大连:

大连出版社,1987 :553 .

08851              安徽农业科学                        2008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