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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园林艺术诞生于中国精神文化丰厚的土壤

中, 其间蕴涵着中华民族特有的宇宙观、价值观、审美情趣及

思维方式, 形成了中华民族特定的“精神气候”, 深刻影响着

中国园林的内容、形式、结构及艺术风格, 同时形成了区别于

世界上其他民族园林艺术的美学特质和精神内涵, 体现出以

人、物、天三维合一为特征的思维模式和审美理想。

1  法乎自然的自由洒脱

1 .1  山、水的自然精神  中国地处东亚大陆, 东南濒临大

海, 西北横亘沙漠 , 西南耸立高山, 与外部国家的交往联系相

比, 海洋民族( 如希腊、罗马) 在这方面要困难得多。这种半

封闭的大陆地理环境曾给中华民族以生殖繁衍之利, 形成了

一种与海洋民族外向不同的大陆民族内向文化心理[ 1] 。得

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为农业的开创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节

气有序、耕作有时、安定而有节奏的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 使

人们依赖自然、顺应自然 , 与自然建立了亲密和谐的关系, 人

们对自然生命活力的深切情感, 促使人与自然在精神上愉悦

而融合。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华民族眼中从来都是统一和谐的 ,

这样的思想基础决定了中国传统园林环境与天地自然必然

有着天然亲和的关联, 是具有“高度自然精神”的境域, 这体

现在园林艺术中人们对自然山川之美的欣赏、重视与表现 ,

表现在组成园林的物质材料犹如真正的大自然一样包罗万

象: 山、水、林木、花草、禽兽、洞壑溪涧。在园林的建构中, 人

们舍弃了自然山水大体量的特点 , 将自然美在领悟的基础上

进行提炼, 然后集中表现在园林环境中, 当人们徜徉在柳暗

花明、小桥流水的园林胜景中, 生出有若自然的感受 , 宛如正

流连于生机勃勃的大自然中。

1 .2 人居本位的自然情怀 中国传统园林艺术高度的自然

精神还体现在园林中一切都竭力追求一种自然天成般的状

态, 一切都遵循着宇宙自然的规律, 使事物的本真特性在园

林中得以体现。所有的人工因素都在于更好地使景物表现

其存在状态。对自然山川之美, 在观察与掌握的基础上进行

概括提炼, 使景物遵循自身存在的规律, 以自然而然的状态

展现其天真之美的造园旨意, 使中国自然式山水园成为一方

具有高度自然精神的境域。欣赏者身处其中, 丝毫不觉人工

雕饰之牵强 , 一切都像自然天成般, 以其闲静的气质抚慰着

欣赏者, 使其仿若置身于云蒸霞蔚的林泉深处 , 而与天地自

然相往来。

2  似有还无的写意高妙

2 .1  山、水与隐逸文化 魏晋时期战乱蜂起、社会黑暗 , 士

大夫阶层深感前途渺茫。受道家“崇尚自然”思想的影响 ,

他们渴望在名山大川中寻求自身的解脱, 于是自然山水成为

他们隐居、观赏的理想之所。但在这种环境中隐居, 生活相

当简陋清苦, 因此两晋以后,“甘心吠亩之中, 憔悴江海之上”

的人已经不多了, 隐士更愿意像陶渊明那样“结庐在人境”而

“心远地自偏”, 甚至效法白居易“隐在留司官”, 这样既可实

现山林野趣的生活理想, 又能得到超越红尘的清净之所。老

庄“游心”思想认为:“以天地之心为心”方可“默契造化, 与道

同机”, 这启发古人以有限的形象来象征无穷的意境, 他们以

拳石勺水来象征自然的山水, 园林山、水的写意色彩越来越

浓, 并逐渐成为我国古典园林中最基本的物质构成要素。

2 .2 山、水神韵的写意表达 写意, 这是中国艺术重要的美

学特征[ 2] 。在中国造园史上, 自魏晋南北朝, 自然山水开始

真正走入园林美的视野。而中国古典园林艺术表现自然山

水之美的具体途径, 便是通过不断的摹写, 在把握自然山水

发育形态的某些典型特征及掌握其美的本质的基础上 , 在有

限的园林环境中生动地再现出自然山川之美。自然山川雄

壮广阔 , 而造园空间总是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生活的发展

日益缩小, 这就决定造园活动只有从人们视觉心理活动的特

点出发, 舍弃自然山水体量之真, 而取其之所以美的本质规

律, 使人们由神似中见形似。这一切, 都随着写意画的发展

而达到成熟精致之境界。

写意画讲究以简练的构图取得丰富的意境, 以精湛的笔

墨获得变化无穷的趣味 , 寓全于不全之中, 寓无限于有限之

内, 以少胜多, 给人以生动传神、意味深远的感觉。它从不客

观地再现具体事物, 而是画家在深刻观察、把握对象形质的

基础上, 进行高度提炼与概括, 并以纯熟简洁的笔墨将事物

的神韵表达出来, 藉以传达出包含了画家的感情、思绪、情操

在内的精神信息。这就需要抓住对象的内在精神及生命的

活力进行表现。寥寥数笔勾勒出物件的神韵, 从神韵中现出

对象的形貌, 传达出无限意境。中国文人写意园传承了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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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的艺术宗旨 , 即通过把握自然山水发育形态的特征及规

律, 掌握其美的本质, 在特定的空间里将其表现出来 , 使人们

感觉到湾曲水亦可有江河无尽之势, 一块体态空透玲珑的石

头亦可体现出山峰耸立的精神。正因为抓住了自然美的特

征及本质, 中国传统园林艺术便能用以少总多的写意造园

法, 将自然山水之美集中体现在简练的人工山水中, 将深邃

的宇宙时空感寓于有限的园林意境中, 带给人们“一峰则太

华千寻 , 一勺则江湖万里”的奇妙审美体验。

3  “天人合一”的审美襟怀

3 .1 “天人合一”之万物本源 文化精神的基本出发点是整

部中华文化演绎史的思想基础。它是有关人生价值及意义

的命题, 中国人本主义哲学对人生意义的追问最终在“天人

合一”之境中获得圆满的解答。人是天地生成的, 故强调“天

道”和“人道”的相通、相类和统一。人类道德的最高原则与

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自然”和“人为”也

应相通、相类和统一。天象和自然界的变异能够预示社会人

事的变异; 反之 , 社会人事变异也可以影响天象和自然界的

变异, 两者之间存在着互相感应的关系[ 3] 。“天人合一”的思

想意蕴有一个逐渐饱满充实的过程。从远古时代的“神人交

通”、传说的中领项帝“绝地天通”, 到春秋时期百家争鸣中的

“天人合一”说, 再到西汉董仲舒神学目的论的“天人合一”

说, 历经魏晋玄学的演绎和隋唐佛教精神的阐释, 直至宋明

理学的发展,“天人合一”说最终获得了本于道德而又超于道

德的饱满的内涵及意义, 这必然会深刻地影响人们的“自然

观”, 即人应该如何对待大自然。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

虽然与儒家思想立论不同, 但可作为儒家思想有益的补充。

老子学说, 主要取法于水———“上善若水, 水利万物而不争 ,

处众人之所恶, 故几于道”, 从水的“柔弱无争”之中悟出了刚

强的道理 , 以自己对于广袤大自然的体验得出了“人法地, 地

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这一万物本源之理。庄子进一步发

挥了这一崇尚自然的哲学观, 追求虚静, 向往一种原始自然

的生活状态 , 认为人只有顺应自然发展的规律 , 才能达到自

己的目的, 主张大巧若拙 , 于有限中追求无限 , 以此达到天人

合一的自然美境界。

3 .2  “与天对话”之意境起源  中国园林是由山水、花木、建

筑组合而成的一个综合环境, 其间山水花木与建筑水乳交

融, 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紧密交织。景点交错、布局曲折、柳

暗花明中景景相扣、生机勃勃, 并在其自身的历史发展中, 积

淀了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 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灵魂[ 2] 。它

始终与人的生命活动联系在一起, 不但可望, 且要可游可居。

它承载着人们现实生活的同时, 又关注着人们精神层面上的

修身养性。作为一个包容性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中国古

典园林对人进行着具有积极伦理意义的生命关怀。人们流

连于中国园林构造的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境域中, 体

味着大自然的美, 感到自己的生命亦如山水花木一样, 原本

是自然天道孕育滋养而成, 忘却了世俗功利的纷争, 回归了

自然, 恢复了天性, 体验着与自然宇宙融为一体的自由。共

同的主题与目标, 使古典园林与“天人合一”思想自然而然地

联系在一起,“天人合一”思想多元的意蕴在传统园林艺术中

都有体现, 并在精神层面成为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审美理

想。在中国园林艺术中, 人们用多种方式, 从不同角度表达

了对“天人合一”这一理想境界的向往。

天人合一的哲理经过历代哲人的充实和系统化, 成为中

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 它启导中国古典园林向着“风

景式”方向健康发展 , 把园林里面所表现的“天成”与“人为”

的关系始终整合如一, 力求达到“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的境

地———天人谐和的境地[ 3] 。与天对话, 在自然秩序之外对自

然生机的赞美和在社会礼教之外对乐的精神追求 , 构成了中

国园林艺术的深层含义和特有的园林文化传承基因。

4  本于生活的文化表达

4 .1  “本于生活”的人文情怀  中国传统文化“以人文关怀

为中心、肯定现世人生”的浓厚人文倾向, 促使中国古典美学

在总体上提倡“美”存在于满足人作为自然生命所必然有的

欲望、实现社会伦理道德的要求与“自然之道”三者的统一之

中。比起寄托希望于“上帝”或“来世”, 中国古人更注重自我

生命的完善和现世人生的尽情展开[ 4] 。中国古人试图通过

艺术而非宗教, 更深切地与现实世界相结合, 通过艺术生活

化和人生艺术化消解“无家可归”感, 从而实实在在地把握生

存生活的真意。特别是在知识阶层中, 艺术在某种意义上替

代了宗教, 成为慰藉人心最有效的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人文倾向, 是中国古典园林始终深

入地贯彻“本于生活”的营造原则的文化依据, 也是中国古典

园林在悠久的造园史上越来越显著地流露出世俗化倾向的

文化根源。中国古典园林完全没有禁欲主义的意味, 不仅不

偏废 , 反而充分肯定园林的世俗实用功能 , 并结合“自然”、

“和谐”的最高艺术原则, 强化园林“美善统一”、“雅俗共赏”、

“可游可居”等特征。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曾评

述: 中国人理想中的和平文化 , 实在是一种“富有哲理的人生

之享受”[ 5] 。中国古典园林也属于这种“深含哲理的人生享

受与体味”在实际人生中的表达, 既满足人们现实栖居和日

常生活的要求, 又寄托着人们的高尚情怀和美好情趣, 还承

载着作为庇护灵魂的精神家园的使命。钱穆先生特别提出 :

在建筑方面表示最显著的便是园亭, 将自然界的山水风物迁

移到城市家宅中, 从而使一般孝亲敬长忠君爱国在现实人生

中的人们, 时时有亲近自然的机会, 随时随地与花草虫鱼为

友, 随时有山水风云荡涤胸襟。只要家宅中有一亩半亩空

地, 便可堆山凿池 , 乔木森林 , 萧然有出世之意[ 5] 。事实上 ,

城市私家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体系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类园

林形态, 它的确是将世俗的、现实的家宅与艺术的、超脱的园

亭有机地结合, 在“实用”与“自然”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平衡

点。当然 , 钱穆先生所说的“自然”, 更准确地说是“人文的自

然”, 是合乎“自然之道”的艺术。

4 .2 “本于生活”的园林形态差异 中国古典园林是由皇家

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3 大主流园林形态, 以及遍及城乡

的大量非主流园林形态共同构成的一个异常完备成熟的园

林体系。在长达3 000 余年的世界造园史中, 中国古典园林

不仅因各个时代的社会思潮、文化特征有所不同而有风格迥

异的园林空间形态, 即使在同一时代也由于居住于其中的人

们在文化修养、经济能力、审美水平及生活方式上的差异, 而

有规模、功能、风格大相径庭的各种园林形态出现, 以满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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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需要 , 绝非千篇一律。那些规模不等、功能齐全、风格各

异、隶属有别的多种园林形态, 与中国古代皇家、贵族、士大

夫文人、富商乃至广大庶民等各社会阶层人群的现实栖居和

日常生活有紧密的联系。这是“本于生活”的营造原则在中

国古典园林体系中的整体表现。

从具体的园林营造看,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 , 园林的独立

栖居功能不断得到开发, 中国古典园林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相

对于正统居处形态的高级居处形态, 成为兼顾“安居乐业”的

世俗理想和“安心立命”的超越理想的美好家园。中国古典

园林特别讲究“构园无格”、“因地制宜”、“因人而异”, 强调

“人”与“园”的亲和关系, 强调园林为“人”服务、以“人”为本。

例如, 西晋石崇的洛阳金谷园“奢华”, 而南朝谢灵运的会稽

别业“清旷”, 但两者都与园主的现实栖居和日常生活紧密相

连[ 6] 。又如 , 白居易营建在自然山水间的庐山草堂和洛阳城

内的履道里园, 虽由同一人构园 , 但形态大为不同, 也体现了

“本于生活”的营造原则, 这可以从清乾隆时文人沈复所著

《浮生六记》中找到类似的例证。沈复本苏州人氏, 曾立宅沧

浪亭畔, 又兼游幕30 年, 遍览各地风光, 对江南一带名园可

谓了如指掌。他特别赞赏两处园林: 一为明末徐佚斋先生隐

居处, 在苏州城外寒山附近的上沙村。“村在两山夹道中。

园依山而无石, 老树多极纤回盘郁之势 , 亭榭窗栏尽从朴素 ,

茹舍竹篱 , 不愧隐者之居。中有皂英亭 , 树大可两抱。余所

历园亭 , 此为第一”。另一为海宁陈氏安斓园,“地占百亩, 重

楼复阁, 夹道回廊; 池甚广, 桥作六曲形; 石满藤萝, 凿痕全

掩; 古木千章, 皆有参天之势; 鸟啼花落 , 如入深山。此人工

而归于天然者。余所历平地之假石园亭 , 此为第一”[ 7] 。无

论是“亭榭窗栏尽从朴素, 竹篱茹舍”还是“重楼复阁, 夹道回

廊”, 都是以“栖居”为基础, 无非前者是清旷幽雅的隐士山

居, 后者是“人工而归于天然”的平地园宅。窥一斑而知全

貌, 从中可以了解到古典园林同样是深入贯彻“本于生活”的

营造原则而建的。

5  结语

中国古典园林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 也是世界历

史文化的宝贵遗产。它不仅代表了当时社会发展的真实状

况, 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真实写照。它凝聚着

古代人民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 也体现出创作者的思想

境界和美学观念, 因此透过古典园林这个物质载体, 从文化

角度对古典园林艺术进行探讨, 有助于了解传统文化与古

典园林的内在联系和相互渗透的过程, 以及特定历史时期和

文化背景下 , 园林艺术的审美观及其发展, 可以较为完整的

把握中国文化的层次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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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汾河源头管涔山森林群落17 个群丛乔木层建群种

较少 , 优势度较高 , 且以寒温性针叶林为主。由于乔木层覆

盖度和干扰类型不同导致林下灌木层与草本层 R0 、H′、E5

变化较大。乔木层覆盖度较低的群丛, 林下光照充足 , 导致

灌木层 R0 、H′、E5 较高, 而旅游活动导致草本层 R0 较低;

乔木层覆盖度较高的群丛, 光照条件差, 且由于旅游活动干

扰, 林下灌木层与草本层 R0 、H′、E5 较低 ; 对于人工林而

言, 受人工抚育影响, 导致灌木层发育较差, 但草本层 H′、

E5 较高。

( 4) 汾河源头管涔山森林群落在海拔1 600 ～2 700 m 呈

连续分布 , 不同群落类型由于所处环境条件如水分、光照、

海拔高度、土层、枯枝落叶层、腐殖质层厚度等的差异性, 导

致 R0 、H′、E5 出现较大的波动性。按 R0 、H′大小 ,17 个群

丛分为3 种类型, 即分布于海拔 2 150 m 以上的群丛1 ～4

和14 R0 、H′较低, 海拔1 700 ～2 000 m 的群丛7 、10 、12 和

17 R0 、H′偏高 , 其余海拔处群丛则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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