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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山水园林的自然观

汪　洋 , 徐萱春
(浙江林学院 园林与艺术学院 , 浙江 临安 311300)

摘要:中国古典园林以自然山水园为主要类型。古代中国人基于 “天人合一” 的哲学观 , 产

生了人与自然万物可以融为一体 , 内在性灵与外界自然之间无绝对界限的意识 , 并且把人与

自然合一当作一种最高的境界来追求 , 从而促使山水文化的产生和繁荣。在山水文化的哺育

下 , 中国园林把崇尚自然 、乐山悦水作为造园的指导思想 。对自然朴素美的意识 , 导致中国

园林把对追求山林原野自然形态的 “真趣” “野趣” 作为最高的审美境界;而对于山林原野

自然形态美的追求 , 在园林艺术实践上又必然以利用自然 、模拟自然和妙造自然作为造园手

法 , 从而使得园林艺术出于自然而高于自然 , 达到情景交融 、 逸味无穷的艺术境界 。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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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人类以来 , 人与自然就构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自然因人获得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 人因自

然得到生存与表现的可能 。他们之间相互依存 , 循环作用 , 即交融又冲突 , 波浪起伏 , 曲曲折折 , 形

成了人类文化发展的璀璨历史 。艺术作为人类文明的精华 , 必然以某种形式对这种关系予以反映 , 人

的自然意识也必定为艺术所折射。中西方在对待自然的方式上表现出明显不同 , 西方人强调人与自然

对立 , 人高于自然 , 而中国人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西方对待自然不同的认识方式深刻地影响

了中国园林的内容 、 形式 、体裁 、 结构和创作方法。在世界古典园林中 , 有意大利的台地园 , 法国的

平地园 , 英国的牧园 , 日本的水石庭 , 中国则是以 “可游可居” 的自然山水园为基本类型。中国园林

艺术创作的最高准则是 “虽由人作 , 宛自天开” , “外师造化 , 中得心源” , 即得自然之道 , 获得人之

精英 , 生成艺术生命 , 从自然中感悟出生命真谛 、宇宙隐语 , 自然因人的情思而包裹感性及生命 , 由

此孕育并上升为容量极大的审美意象。中国人这种深沉的山水自然意识 , 注重于对自然山水的审美和

表现 , 使得山水园林成为中国园林的主流 , 也是中国园林区别世界其他园林的民族特质之所在。

1　崇尚自然 , 乐山悦水

中国人对自然的崇尚由来已久 。早在古代文明的初期 , 我们的祖先就以对山川之望作为原始的宗

教祭祀活动 , 把山川和大地同祖宗一样当作祭祀对象 , 为着风调雨顺而祈福于泛化在自然之中的神

灵 , 为着预测前程而观察山峦的特征和江河云气的气势。这种祭礼性的观望活动使人们无形中体察了

山川的自然习性 , 将之与人生人性联系在一起 。《诗经》 中 “昔我往矣 , 杨柳依依 , 今我来思 , 雨雪

菲菲” , 是以自然景物烘托人的心情。“手如柔荑 , 肤如凝脂” , 是以自然物比喻人的外貌。《论语·雍



也》 曰:“智者乐水 , 仁者乐山 。智者动 , 仁者静;智者乐 , 仁者寿。” “岁寒 , 然后知松柏之后凋

也。” 反映了孔子关于自然美的看法 , 代表儒家审美的一种心里特点 。儒家把大自然 “人化” , 认识到

人与自然在广泛的样态上有某种内在的同形同构 , 从而可以互相感应交流 。仁者比德于山 , 智者比智

于水 。山是静的 , 它长育万物 , 阔大宽厚 , 坚实稳定 , 清新爽快 , 容易使人养成朴素忠诚 、 凝重敦厚

的情操;“仁者不忧” , 宽厚得众 , 稳健沉着 , 有 “静” 的特点 , 故仁者乐山 。水是动的 , 它川流不

息 , 能委屈婉转 , 随形逐势 , 千变万化 , 这种形态能启发活跃人的智慧;“智者不惑” , 捷于应对 , 敏

于事功 , 具有 “动” 的特点 , 故 “乐水” 。这里的 “乐” 是人对自然的感受和喜悦 , 并不是功利上的

满足 。庄子对自然更是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欣喜:“山林欤 !皋壤欤 !使我欣欣然而乐欤!” (《庄子·

知北游》)他推崇的理想之人是 “至人” “真人” “神人” , 就是逍遥于天地宇宙之中的自然之人。他本

人游山水乐此不疲 , 喜 “游乎雕陵之樊” “游于濠粱之上” , 还时常垂钓于濮水之滨 。他解释此快乐是

“就薮泽 , 处闲旷 , 钓鱼闲处 , 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 , 闲暇者之所处也。” (《庄子·刻意》)老庄将

人们对自然之乐提高到明确自然的高度 , 而且昭示出自然的无穷玄理奥义:无为 、 天真 、 素朴 、 无

限 、 永恒……山水成了 “道” 的感性化身 , 游于山水 , 达自然之性 , 畅万物之情 , 即是对 “道” 的体

认和感悟
[ 1]
。由此可见 , 儒道两家虽然在处世态度和方法上大不相同 , 但在追求如何顺应自然规律 ,

达到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境界上却殊途同归 , 其最终理想并不相悖 , 或许这也正是儒道两家思想能长期

共存的原因。

受儒道两家熏陶的文人士大夫们不仅 “性本爱丘山” , 而且多怀抱着与自然为一的情趣 , “五岳寻

仙不辞远 , 一生好入名山游。” (李白诗)在他们看来 , “我” 原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 天生我才是必

有用处的 , 达则兼济天下 , 穷则独善其身 , 自然山水之中有着无穷的乐趣[ 2] 。他们乐于泉石啸傲 , 适

于渔樵隐逸 , 穿于猿鹤飞鸣 , 渴望与烟霞为侣 , 与林泉为友 , 是因为他们在自然的幽寂灵秀中发现了

真正的精神上极乐 , 即 “养性情 , 且可涤烦襟 , 破孤闷 , 释燥心 , 迎静心。” (王昱 《东庄画论》)这

是一种处于宽闲之野 , 寂寞之乡 , 水流之处而得到的放心于物外 , 无累于心的快乐。 “散怀山水 , 萧

然忘羁。” (王羲之 《兰亭序》)“涤除机心 , 容养淳淑 , 而自适尔 。” (戴逵 《闲游赞》)这些文人士大

夫把山林岩穴当着人生的避世之地 , 把林木山川作为精神憩园 , 将心安放于其中 , 获致精神上的宁

静 、 放松 、自由 , 作为一种消融精神苦闷的 “逍遥游” 。他们从自然中汲取精神的力量 , 以自然为友 ,

“竹解心虚为我师 , 何必悠悠人世上 , 劳心费目觅亲知 ?” (白居易 《池上竹下传》)自然山水成了他们

的精神支柱 , 也可以说他们的精神是赖于自然山水维持平衡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 山水艺术作品源

源不断的从他们这里产生出来 。

中国古典园林作为山水艺术的典型代表 , 是为了补偿人们与大自然环境相对隔离而人为创造的

“第二自然”[ 3] , 竭力营造与大自然和谐的自然氛围。园林建筑物尽可能取树木掩映四周 , 借溪流或挖

池塘使之绕于屋后或映于房前。房屋上安装有多个雕空的门窗 , 都朝向湖光山色 , 造成与外界的通

融 , 每一个小窗格的门窗本身都可以成为人们镶嵌着自然图画的镜框 , 杜甫的 《绝句》 中 “窗含西岭

千秋雪 , 门泊东吴万里船” 正是描绘门窗以外的自然画面 。园林建筑的亭子更是与外界的通融联系而

建的 , 亭子除顶 、柱之外皆为透空 , 四面八方皆朝向自然 。途中十里一长亭 , 五里一短亭 , 使人在旅

途小憩之时还能一览四周风光 。名山之上 , 不管多么险峻 , 也多在悬岩峭壁间开出小道 , 筑上亭阁;

秀湖之中 , 又常修有亭榭廊桥 , 有的亭榭还挂有 “湖光山色共一楼” 的匾额。登高临水皆可观赏无限

风光 。这样从精神上拥有大自然 , 既肯定了自然 , 也肯定了人自身 , 于是便可魂天归一 , 超然物外 ,

或宠辱皆忘 , 怡然自乐。

2　兴象天然 , 返璞归真

宋代表现江南山水的米芾提出山水画要 “平淡天真” “不装巧趣” 。明代的鉴赏家李开先则提出山

水画 “悠然野逸”[ 4] 。这种 “天真” “野逸” 的审美情趣是对平淡 、 恬静 、 自然美风光的赞赏 , 是不加

巧饰的天然 “真趣” , 是提倡表现自然界含蓄的内在美 , 而不要人工雕琢的表面奇巧和华媚柔细的

“俗气” 。在中国文化中 , 对中华民族审美观影响最大的是老庄 “道法自然” 的哲学美学原则 。老子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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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见素抱朴 , 少思寡欲” , 即素朴是最美的 , 破坏了素朴的人为的雕饰是不美的。庄子主张 “法天

贵真” , 赞美 “天籁” , 说 “淡然天极而众美从之” “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 (《庄子·天道》)道家学

派认为 ,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 完全有必要和可能与自然达到统一 , 即 “天和” “与天和者 , 谓之天

乐。” (《庄子·天道》)“天乐” 就是人与自然的统一所达到的自然美 。庄子认为最美的音乐是 “天籁”

“天乐” , 特点是 “听之不闻其声 , 视之不见其形” , 这是老子 “大音希声 , 大象无形” 的美学思想的

具体发挥。庄子把自然朴素看成一种不可比拟的美 , 雕削取巧犹如 “丑女效颦” 。老庄这一美学思想

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和中国艺术的发展 。《淮南子》 重 “自然” ;王充重 “真美” ;刘勰

“标自然为宗” ;皎然推崇 “真于性情” “风流自然” ;司空图 “冲淡 , 高古 , 典雅 , 疏野 , 清奇 , 超

逸” 等诸品中论列的审美现象 , 基本上都可归入素朴之美的范畴[ 5] 。苏轼推崇 “天成” “自得” “发纤

禾农于简古 , 寄至味于淡泊” ;汤显祖 “一生儿爱好是天然” , 明显是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 “自然”

“素朴” 成为居于阳刚 、 阴柔两大审美范畴之上的最高的审美范畴。自魏晋至隋唐 , 以陶渊明 、王维

为代表的中国文人诗画就已经以自然为宗。宋文人画勃兴 , 自然美成为艺术的主导目标 , 自此 , 返璞

归真成为中国文人最高的艺术审美境界 , 欣赏无尘世的喧嚣 、 朴素有真趣的自然山水 , 以能在青山绿

水中获得精神自由为快活 , 以栖丘饮谷为高 , 一丘一壑自风流 。

中国古典园林以 “虽由人作 , 宛自天开” 的天趣为最高境界 , 以区别 “俗气” 或 “匠气” 的作

品 , 正是返璞归真这一审美理想在艺术实践中的体现 。私家园林以情韵取胜 , 追求平淡天真 、幽雅脱

俗的意境美。园中云峰石迹 , 迥出天机 , 参乎造化 , 以妙合自然 , 假中见真 , 不见人工痕迹为重要的

美学特色 。张陶庵在苏州东山所叠假山 , 人居其间 , 能够使人几乎忘了东山之为山 。将假山当作了真

山 , 而真山反倒觉得好似假山了。不仅私家园林如此 , 皇家园林也力求去奢华 , 回归自然。如承德避

暑山庄 , 融人工美于自然 , 追求田园风光 , 乡间野趣。那茅亭石驳 、 苇菱丛生的 “采菱渡” , 颇具乡

津野渡气息;山区不少石桥 , 不用雕栏;湖区的桥也多带有树皮的木板平桥 , 水位以下的驳岸 , 作水

草护坡的自然水岸处理。寺庙道观园林中的建筑也不乏这类天然素朴的建筑。如中国道教发祥地的青

城山有一种人为的亭桥 , 以木为柱 , 以树皮当瓦 , 藤萝栏架 , 竹篾捆扎 , 散落于曲径间 、茂林里 、飞

瀑边 、巨石旁 , 与大自然浑然一体 。总之 , 素朴而富野气 , 回归自然 , 进入 “天和” 常乐的至境 , 就

成为中国园林的审美追求 。

3　师法自然 , 妙造自然

如前所述 , 我国山水园林一直追求表现自然山川 “天趣” “真趣” , 以求获得一种天然美的意境 ,

犹如天地造物 , 神工独运 , 自然天成。那么 , 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达到这一点呢? 中国山水画论给了

造园家很大的启发。南北朝的宗炳提出要 “应目会心” “应会感神” , 以求 “神超理得” , 这表明了主

客观统一的过程应是:“目师山水 , 心师目 , 手师心” , 去表达客观山水的规律与美的风采。唐代的山

水画家张 把艺术创作中如何从客观到主观 , 进而达到主客观统一的做法和过程概括为:“外师造化 ,

中得心源” 八个字。清代的石涛把这个问题说得更透彻 。他认为他自己画山水是一种 “山川脱胎于

予” 及 “予脱胎于山川” 的过程 , 而达到了 “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 的结果 (《苦瓜和尚话语录》)。

那么 , 他的山水画也就是客观的自然山水与他主观的情感交融 、汇合 、统一后的艺术体现 , 这种艺术

的统一体 , 是一种汇入了主观情思的 “自然的迹化” 。中国传统山水画与园林艺术关系极为密切 , 历

史上一些成功的山水画作品和画论对造园艺术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 6] , 只不过园林的创造是以物质手

段所构成 , 以空间的方式出现而已 。具体说来 , 园林创造自然美的方式和途径有:模拟自然 , 缩写山

水;因地制宜 , 巧妙布局;借景对景 , 扩大空间 。

3.1　模拟自然 , 缩写山水

模拟和缩写是创造咫尺园林 , 达到小中见大的主要手法之一。堆石为山 , 叠石为峰 , 凿池为塘 ,

垒土为岛 , 莫不模拟自然山石峰峦[ 7] 。削利者取黄山之势 , 玲珑者取桂林之秀 , 池仿西湖水 , 或拟太

液池神意 , 把池岛作蓬莱 、方丈 、 瀛洲之神山 , 达到 “山翠万重当槛出 , 水光千里抱成来” 的意境 ,

使人有虽在小天地 , 犹如置身于大自然之中的感受。而模拟之法 , 以形寓神 , 重其神似 。苏州狮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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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山理水的艺术处理 , 就是仿借自然景色的范例之一 。那飞瀑亭的瀑布分成三段跌落 , 依崖壁泻下或

凌空直下 , 直落山下青潭 , 水花四溅。一弯清泉逶转注入荷池 , 其上又架以石板桥 , 桥上行人仿佛置

身于山谷间。池岸叠石参差 , 池中莲荷高下 , 水面亭楼倒影 , 池边绿树拂波。这景色俨然是缩小了的

自然式山水 , 但它比自然式山水更集中 , 浓缩于咫尺天地 , 更具代表性。

3.2　因地制宜 , 巧妙布局

因地制宜是指造园时根据不同的基地条件 , 有山靠山 , 有水依水 , 充分攫取自然景色的美为我所

用 , 这实际上也就是园林规划布局中的顺应自然
[ 8]
。明代造园家计成著 《园冶》 一书中说:“园基不

拘方向 , 地势自有高低 , 涉门成趣 , 得景随形 , 或傍山林 , 欲通河沼” “园地惟山林最胜 , 有高有凹 ,

有曲有深 , 有峻而悬 , 有平而坦 , 自成天然之趣 。”[ 9]造园家常常依据地形的倾斜坡注 , 因势就势 , 巧

妙布局 , 造就出雄奇 、峭拔 、 幽深 、平远 , 或深涧绝谷 、 峭壁危峰等丰富的园林艺术境界。杭州龙井

周围的景观布局就是一个 “妙合自然” 的范例:龙井是一个圆形的泉池 , 泉池石壁是峻峭的山岩和人

工构置的古朴湖石。泉池的周围也都是以自然山石为主 , 辅以人工叠石 , 形成涧道盘曲林壑幽深 , 富

有自然山水之情趣的园林意境 。游人到此 , 但见奇岩夹径 , 怪石峥嵘 , 古木参天 , 藤萝遍布 , 泉声聒

耳。清丽幽深的景色 , 具有前不知其所穷 , 后不知其所止的园林感受。

3.3　借景对景 , 扩大空间

借景是突破园林空间局限的有效方法。借景 , 即景不在我地 , 而把他景为我所用 , 巧妙地吸收到

自己园中 , 增加园林景色 。北京的颐和园 , 巧妙地将园外玉泉山美好山形和那玲珑挺秀的玉峰塔组织

到园中 , 成为颐和园中主要的组景部分 。玉泉山外的西山群峰起伏 , 北高南低走势 , 与万寿山相呼

应 , 而波光浩淼的昆明湖水面 , 把西山群峰与玉泉山全部倒映湖中 , 又有长堤隐约 , 湖边杨柳 , 湖中

荷花 , 湖光山色相映成趣 , 浑然一体 , 如此一借 , 犹如一幅绝妙的天然图画。江南园林多为封闭式 ,

难借园外景色 , 大都采用另外一种借景办法 , 即在主要观景点正面有意识地布置山水 、 竹石 、花木和

亭榭等组成对景 , 形成生动的风景画面。这种对景方式是随着曲折道路与游廊前进时 , 景色依次展

开 , 移步换景 , 组成动态的 、 自由变幻的景观构图 , 其中以空间转换变幻处门窗洞口 、 叠石 、树木等

构成的框景或夹景效果最为引人注目[ 10] 。在苏州拙政园中 , 若以枇杷园月洞门作为观景点 , 可见东

南面 “嘉实亭” 一带 , 三五株枇杷树掩映下 , 亭廊蜿蜒 , 花石错综 , 构成以建筑物为主的立体景致;

若以 “嘉实亭” 为观景点 , 品赏月洞门一带 , 则又是一幅情趣迥异的景致 , 月洞门及其云墙 , 若隐若

现于树丛深处 , 透过月洞门 , 外面又是一番风光 。游人至此总要产生 “触景生情” 的联想 , 思绪便一

下子回到浩瀚的大自然中去 , 仿佛置身于山野林泉之中。因此 , 无论是借景还是对景 , 都是为了丰富

园林景观 , 扩大园林空间审美范围 , 以求获得真山真水的意境 , 这是中国园林自然观在园林造景中最

为集中的体现。

4　结语

中国园林艺术是我们民族精神财富的一部分 , 它既是作为一种物质财富满足人们的生活要求 , 又

是作为一种艺术的综合体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要而出现的 。它把建筑 、 山水 、 植物融合为一个整体 ,

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 , 利用自然条件 , 模拟大自然的美景 , 经过人为的加工 、 提炼和创造 , 出于自然

而高于自然 , 把自然美与人工美在新的基础上统一起来 , 形成赏心悦目 , 丰富变化的 “可望 , 可行 ,

可游 , 可居” 的景观环境 。艺术作品一经形成 , 即转化为客观存在 , 这第二自然又会反过来影响人的

意识 , 促进人的审美意识的发展。古代中国人出于人对自然的领悟 , 人与自然的融合来表现自然 , 妙

化天机的 , 使得山水园林艺术情景交融 , 逸味无穷 , 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 成为我国乃至东方古典美的

典范 , 并为丰富世界艺术宝库做出了贡献。当前 , “人与自然” 已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 世界

各国都把保护自然 , 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与环境观 , 作为提高人类生存质量 , 实行可持续

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 。中国古典园林在这方面提供了 “人与自然” 的最佳结合样式 ———艺术生活

化 , 生活艺术化 , 不仅对园林创作和城市规划具有指导意义 , 而且在环境生态和环境美学诸方面都具

有永恒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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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view of Chinese landscape garden

WANG Yang , XU Xuan-chun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Arts , Zhejiang Forestry College , Linan 311300 , Zhejiang , China)

Abstract:Landscape garden is the main type of Chinese ancient garden.Based on the philosophical view of

“harmoniz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man” , ancient Chinese people thought there was no boundar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the harmonization of nature and man is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 , which caused the

production and prosperity of landscape culture.With the cultivation of landscape culture , adora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nature is the guideline of building Chinese gardens.The consciousness of simple beauty of nature

makes Chinese people pursue natural morphological beauty , which leads to nature simulation and creation in

building gardens.Therefore , landscape gardens originate from nature and are superior to nature , and the highest

artistic state is achieved.[ Ch , 10 ref.]

Key words:Chinese garden;landscape garden;landscape culture;natural view;man and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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