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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对宋代园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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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典园林历经千余年的发展!在宋代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进入到一个成熟的阶段"宋代园林既是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因此宋代园林的发展和成熟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

传统文化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儒家#道家#佛教的主要思想#宗旨和哲学观对宋代园林活动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宋代文

人性格和审美情趣潜移默化的作用!体现在宋代园林布局#风格和景观意境的塑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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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史上$宋代是一个关键的阶段%&B’宋

代城乡经济高度发展$促进造园技术水平的进步#文化繁荣(人

文之盛远迈前代$刺激文人士大夫的造园兴趣#宫廷和上流社会

风气浮华(侈靡$讲究游赏玩乐%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上

自帝王$下至文人士大夫$积极营建园林$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和

寺观园林大量修建$数量众多%皇家园林中有代表性的有在东

京建成的)东京四苑*+++琼林苑(玉津园(金明池(宜春苑$以及

宋徽宗时建成的德寿宫(集芳园(玉壶园(玉津园等#较著名的私

家园林中有中原地区的富郑公园(环溪(湖园(苗帅园(赵韩王

园(独乐园(董氏西园(东园(刘氏园(水北胡氏园和紫金台张氏

园$江南地区的南园(水乐洞园(水竹院落(后乐园(云洞园(水月

园(裴园(俞氏园(叶氏石林(沧浪亭(乐圃(研山园和梦溪园等#

较著名的寺观园林有东京的玉仙观(一丈佛园子(祥祺观(巴娄

寺(铁佛 寺(鸿 福 寺$临 安 的 灵 隐 寺(净 慈 寺(三 天 竺 寺(韬 光

庵%&B’作为一个园林体系$中国古典园林历经千余年的发展而造

极于赵宋之世$它的内容形式均趋于定型$造园的技术和艺术达

到了历来的最高水平$形成中国古典园林发展史上的一个高潮

阶段%&B’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古典园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

广义上说$古典园林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物质组成部分#从狭义的

角度看$古典园林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文化上的发展与进步

推动园林的发展和成熟$反映在造园布局和园林风格上%另外$

中国古典园林素有)文人园林*&B’之称谓$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

陶的文人士大夫对园林情有独钟$不仅著文描述某些名园$如李

格非的,洛阳名园记-$而且还经常参与园林的具体规划设计$将

他们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落实在具体的园林物质环境中$如司

马光自问无力与众同乐$又不能如孔子(颜回之甘于清苦$故只

好造园以自适$并名之为独乐园%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但纵观其发展的历程$

儒家(道家和佛教文化一直是它的三大主要组成部分$所以本文

就以儒家(道家和佛教文化为例$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宋代古典

园林的影响%

一$儒家文化与宋代园林

春秋末年$孔子创立儒家学说%儒家主张)礼乐*()仁义*和

)中庸*之道$提倡)德治*()仁政*和)王道*$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

自我修养%&"’西汉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汉武

帝刘彻接受$儒家便占据了思想界的正统地位%

儒家文化对宋代园林的影响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第一$尊王攘夷(皇权至上的封建礼制思想影响皇家园林的

规划(布局%大多数的皇家园林都有一条明显的主轴线$主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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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又有一个明显的中心!这个中心的位置"高度"规模"体量统帅

着所有的景区和景点!象征着皇权至上#$C%如北宋的金明池!从

宴殿到宝津楼"仙桥"水心殿构成了一条明显的南北主轴线!在

这条轴线上!水心殿又因其位置突出!体量较大而成为全园的核

心!统领园内所有景点#另外如宋徽宗亲自参与规划设计的!历

史上著名的人工山水园之一艮岳!其北部是山势雄伟的万岁山!

中部是水面开阔的雁池!南部是体量相对万岁山较少的寿山!寿

山与万岁山隔着雁池遥相呼应!三者组成一条南北方向的主轴

线!在这条南北轴线上!万岁山体量巨大!是全园的最高点!不仅

居于主轴线的主位!而且是全园的中心!统领园内所有景区!象

征着皇权的至高无上#

第二!君子比德思想影响园林的布局"设计#在儒家看来!

大自然的山川草木能够表现出与人的高尚道德相似的特征#孔

子云&’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智者何以乐水!仁

者何以乐山呢？就因为水的清澈象征人的明智!水的流动表现

智者的探索!而山的稳重与仁者的敦厚相似!山中蕴藏万物可施

惠于人!正体现了仁者的品质#中国自古以来即把’高山流水(

作为品德高洁的象征!宋代的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大都以山水为

骨架#$B%如艮岳的东半部以山为主!西半部以水为主!总体上成

’左山右水("’山环水抱(的格局#除了筑山理水!宋代园林中!

园中种竹十分普遍!而且呈现大面积栽植!)洛阳名园记*所记BE
处园林中绝大多数都提到以竹成景的情况!有’三分水!二分竹!

一分屋(的说法#竹者!虚心有节!象征人品的高尚"节操!喻主

人于治学和为人处世的廉躬态度#苏轼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可

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再如!菊花"

梅花"石也都与操守"哲人"君子"清高等高尚品德联系在一起!

影响园林的创作#北宋文人林逋特别喜爱梅花!喻之为’梅妻(!

写下了’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咏梅名句#在园

林中大量栽植梅"菊!除了观赏之外!也同样具有诗画中’拟人

画(的用意#宋代园林用石盛行单块的’特置(!以’漏"透"瘦"皱(

作为太湖石的选择和品评的标准亦始于宋代!秀润奇峭的特置

石不仅具有观赏价值!也表现了文人爱石的高雅情调#

第三!’天人谐和(的思想对园林活动有深刻的影响#’天人

谐和(思想是在’天人合一(思想基础上发展而衍生出来的#’天

人谐和(是指人既要利用大自然的各种资源!使其造福于人类!

又要尊重大自然"保护大自然及其生态$B%!即)易+大传*所谓&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南宋临安的西湖!历

经晋"隋"唐"北宋的开发整治!成为一座大型的天然山水园林#

建置在环湖一带的众多园林有私家园林"皇家园林和少数寺庙

园林#西湖山水之自然景观!经过众多园林的点染!配以其他的

亭"榭"桥梁等小品自由随宜地"半藏半露于疏柳淡烟之中!显示

人工意匠与自然之浑为一体!达到天人谐和的境界#

二!道家文化与宋代园林

道家是先秦’百家争鸣(中涌现出来的一个学派!因以’道(

作为其学说的核心而被称作为道家#在自然观上!老子认为’道

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生成了万物!是万物的根

源和存在的依据!但却’生而不有!为而不悖!长而不宰(!即’道

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认为道从自然为宗!即’道法自然(#在

政治上!老子提倡’小国寡民(!人们清心寡欲!绝仁弃义!而老死

不相往来#

道家文化对宋代园林的影响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老庄的’无为而治!崇尚自然(之旨影响于园林!表现

为园林活动追求天然之趣#$C%宋代园林所追求的天然之趣!表现

在两方面&一是力求园林本身与外部自然环境关系的和谐!园林

选址很重视因山就水!利用原始地貌!园内建筑更注意收纳"摄

取园外之’借景(!使得园内园外两相结合而浑然一体!宋代的私

园中有高出于树梢的台!多半即为观赏园外借景而建置的!如像

水北胡氏园中的玩月台!’其名四望!尽百余里!而萦伊缭洛乎其

间!林木荟蔚!烟云掩映!高楼曲榭!时隐时现!使画工极思不可

图(#二是园林内部的成景以植物为主要内容!宋代园林的天然

之趣!更多的则是得之于突出园内的大量的植物配置!绝大部分

都以花木种植为主!多运用成片栽植的树木!而构成不同的景域

主题!如竹林"梅林"桃林等!也有混交林#往往藉助于林的形式

来创造幽深而独特的景观!例如司马光的独乐园!在竹林中把竹

梢扎结起来做成两处庐"廊的摹拟!代替建筑物而作为钓鱼时休

息的地方#

第二!道家强调的’清心寡欲(影响于园林!表现为朴素"简

约的风格#$!%造园的诸要素如山形"水体"花木"建筑不追求品类

之繁复!不滥用设计之技巧!也不过多地划分景域或景区!建筑

的密度低!数量少!个体多于群体!建筑布局着眼于疏!建筑物多

用草堂"草庐"草亭等#司马光的独乐园就因其在’洛阳诸园中

最简素(而名重于时#

第三!道家关于’海外仙山(的神仙思想影响于园林!表现为

造园活动再现仙山琼阁的意境#自西汉武帝的建章宫成为第一

座完整的仙苑式皇家园林以来!’一池三山(便成为历代皇家园

林的主要模式$B%!宋代也不例外!如宋高宗的德寿宫!其后苑叠

石为山象飞来峰!宋孝宗诗誉之为’壶中天地(!即’圣心仁智情

幽闲!壶中天地非人间#蓬莱方丈渺空阔!岂若坐对三神山#(除

了皇家园林!神仙思想在私家园林亦有所体现!如南宋吴兴的南

沈尚书园!主要建筑物为聚芝堂!在堂前开一大池!池中筑一小

岛名’蓬莱(#

三!佛教文化与宋代园林

佛教最早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古印度!自东汉明帝永平十

年,公元GA年-传入中国#佛教宣传因果报应!轮回转生!注重

来世#隋唐时期!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相结合

形成了中国禅宗!禅宗重修禅定!主张’以心传心(!’教别外传!

不立文字!直接本心!见性成佛(#$"%

佛家对宋代园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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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小中见大"以少胜多的创作手法#禅僧倡导$梵我合

一%之说!认为主体与客体本来是不可分割的!在禅僧看来!自然

之境与禅境并无二致!所谓$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

非般若%!$翠竹黄花皆佛性!白云流水是禅心%!这就为园林这种

形式上有限的自然山水艺术提供了审美体验的无限可能性#园

林之佳者如诗之绝句"词之小令!皆以少胜多!以咫尺面积创无

限空间#&(’小是客观的!指园林的面积!大是主观的!指人的感

受!大可以通过小体现出来#在禅僧看来!规定性越小!想象余

地就越大!因而少能胜多!只有简到极点!才能余出最大限度的

空间去供人们揣摩与思考!即所谓$藉芥蒂之微而感悟宇宙之

广%#如董氏西园!布局方式模仿自然!取山林之胜!并在地形上

做了起伏变化!不使人进园后有一览无余之感!小小的西园!却

意境幽深!给人带来诸般感受#

第二!意境的深入#禅宗的思维讲究悟性#南宗禅的$顿

悟%就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内心体验与直觉感受来把握一切!无需

遵循一般认识事物的逻辑"推理和判断的程序#这种通过内心

观照"直觉体验而产生顿悟的思维方式!渗入到宋代文人士大夫

的艺术创作实践中!便促成了园林活动更强调$意境%&B’!也就是

园林的形象中所蕴含的情感与哲理#在宋代文人园林中!意境

的深化除了以$深深庭园%的风花雪日"池泉山石等视觉景象作

为载体外!还藉助于景物题署的$诗化%来获致象外之旨#北宋

文人晁无咎致仕后在济州营造私园归去来园!园中景题皆$摭陶

(渊明)词以名之%!如松菊"舒啸"临赋"遐观"流憩"寄傲"倦飞"窈

窕"崎岖等!意在$日往来其间则若渊明卧起与俱%#

第三!淡泊"幽远的园林风格#禅僧的清静闲适"恬淡脱俗"

追求内心宁静的生活情趣影响于文人园林!表现为淡泊"幽远的

园林格调!在宋代的文人园林中!经常是$高梧丛竹!林越禽鸟%!

以创造幽雅的园林环境#如苏州的沧浪亭!前竹后水!水之南边

又是水!园林内容简单!但富于野趣#

三!小"结

文化于园林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文人哲学观和审美情趣

的潜移默化&(’!反映在园林布局"风格和景观意境的塑造中#宋

代园林!无论从其物质内容到精神功能!从立意布局到园内景区

的主题分配!从景物本身的表义内涵到景物之间的符号关系!都

孕育着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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