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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画境文心：中国古典园林之美》是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写的关于古典园林审美的书，现在三联书店
要再版，说明它还有读者，很是欣慰。
屈指算来，此书从完稿至今，已匆匆过去了十七个春秋，自己也由一个四十多岁的壮劳力熬成了华发
满头的老者，高兴之余，真是感慨良多。
上星期，我单位(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开了个学术思想报告会，让我讲讲自己治学的一生，同时欢
送我光荣退休。
这表明这辈子剩下的时光我可以不干活，尽情游玩，寻觅开心了，让我浑身感到十分的自在轻松。
虽然我不可能像古代有些退休文人，自己造园，但眼下的我，至少可以不带一点功利，没有一点压力
，自由地在园林风景中徜徉了。
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生真谛的诠释，少不了一个“乐”字，人活着就是要快乐，在古代园林赏景中，“
乐”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北宋有“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欧阳修的琅砑山水之乐，有钟情园林“兴会神到”的司马光的园中
独乐。
直到晚清，颐和园中有乐寿堂、谐趣园，江南海宁安澜园中更有以“三乐”为名的主要厅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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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宋著名学者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很入神地描绘了自已园林生活的丰富：    渔于泉，舫于渊，俯仰
于茂木美荫之间⋯⋯与之酬酢于心目之所寓者：琴、棋、禅、墨、丹、茶、吟、谈、酒，谓之“九客
”。
    ——刘天华    本书作者巧妙借助中国古典文学理论，选取十二个最重要的角度，解读中国古典园林
之美，勾勒出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世界和安身之道。
本书第四章到第八章，是关于古代造园艺术的法、韵、情、趣，谈的都是园林艺术文化含意上的妙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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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天华，甲申岁尾生，1966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系，后又师从著名园林家陈从周教授研读古典园林
，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退休前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室主任。
主要从事园林美学、建筑美学、中西建筑文化的研究，著作有《园林美学》、《旅游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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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古典园林，“园因景成，景因园异”，虽然花园景致均是由山水、花木、建筑等要素组合而成，
但其妙处可说是园园不同，所以计成说造园有法无式——只有总的艺术规律，而无固定的阵式。
在园林艺术的发展中，和它的左邻右舍——山水画和风景诗文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并从这两门艺术理
论中不断吸取养料。
因此，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自然、气韵、清新、空灵、活泼、含蓄和意境等审美标准，对园林艺术
法则都产生过很大影响。
要问治古园之法，首先便是“自然”。
自然与生气自然界的山水林泉是一个不断变化、充满活力和生气的有机整体，园林艺术创造的风景要
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顺应自然，因地制宜按自然山水的规律去组织、去布置各类景物。
山水脉理之法“天下之山，得水而悦；天下之水，得山而止”，这是明代文学家归有光游赏山水风景
的经验之谈。
自然山水的关系极为多样，有相争的，如峡谷深渊；有相依的，如曲岸平湖；有相和的，如丘陵溪涧
，这不同的关系赋予山水景不同的风格。
园林中的山水景是对自然的概括和提高，因而按照山石的脉络走向和水的源头流向来组织风景，是最
重要的。
正如园林家陈从周说的：“山贵有脉，水贵有源，脉理贯通，全园生动。
”拥翠山庄是苏州城外虎丘风景中的一座小园。
它位于虎丘寺二山门西侧，因着山麓的自然坡度，逐层升高，与真山浑然一气。
园门向南，十余级朴素的青石踏步将游人引入翠树掩蔽的简洁门洞。
内有小轩三间筑于岗峦上的古木间，深邃幽奇。
轩北不远处，有突起平台，台上建亭名“问泉”，与轩屋和陡峭的山坡互成犄角之势，是引导人们登
山的点景小筑。
小亭西、北两面，和着真山悬崖的石脉，又堆了一座湖石小山，间植紫薇、白皮松、石榴等花木，令
人真假莫辨。
一边，园墙隐约于山石花木之中，使园内小景和园外自然山林融合在一起，充满着生机和意趣。
然后，由自然山石和稍经人工叠砌的磴道盘曲而上，可到小园主建筑灵澜精舍的平台上。
这里已是虎丘山腰，往下看，是一片葱翠的山麓风景；抬头望，则是巍巍古塔。
按照自然脉理，人工构筑的小园与大的山水景色得到了协调和统一。
与拥翠山庄不同，寄畅园虽然亦处于惠山脚下，但却是平地园，它的山景中，有真山，亦有假山，假
山中又有土山和石山，但造园家按照自然脉理，因地制宜地置山景，使真山假山浑成一体，气势奔走
相连，达到了较高的艺术造诣。
惠山东麓伸出的一支余脉直接寄畅园西壁，并有数点余脉突入园内。
于是就依顺着园外真山的脉络走向，掇土筑山。
其方法也是仿效自然，以土为主，在一些高阜及关键处点以山石，其走向与真山脉络保持一致，石质
石色及纹理也相同，不流露出人工斧凿的痕迹。
因而土山虽仅高数米，但游人却有置身于真山脚下之感。
然而，园林要源于自然，更要胜于自然，为了组景，造园家在局部处还是对山进行了艺术加工。
如使水池西面大假山中部较高，正好处于园景构图中心，逐渐向东、向南低落下去，山势延绵至花园
西北部又重新高起，看上去似乎与惠山相连。
而东部小岗正好对着锡山，所以游人常说此山“头迎锡山，尾联惠山”，使园内山景自然向园外两座
真山伸展开去。
总的看来，寄畅园假山没有“另立山头”，去抢夺真山真水风景之美，而是陪衬了主山，呼应了主山
，引渡了主山，使整个惠山景很自然地移植到园林中来。
沧浪亭的野趣不少城市园林没有真山可以依托，其理石挑山也要讲究脉理，使山现出自然的野趣。
苏州沧浪亭，是一座文人名园，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北宋，就享有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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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诗人苏舜钦被人陷害，罢官隐居苏州，买下城南一块废地修筑园林，为感慨命运的作弄，他在
大假山上筑一小亭，取名“沧浪”，并以此作为园名。
诗人当年很欣赏假山景色，他自己作的记中，曾以“一径抱幽山，居然城市间”来赞美。
城中小园的平地堆山何以能成为幽深的城市山林，关键还在于依照真山脉理之法使之自然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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