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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传统书院园林植物景观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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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古代书院的环境普遍追求园林化! 其中植物是书院满足学% 居与游等功能所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 采

用文献查阅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从书院的自然之景% 人工之景以及文化层面综合分析浙江传统书院园

林植物景观! 旨在还原浙江传统书院的园林实景& 浙江传统书院园林植物景观以自然之趣% 人工之巧% 文化之雅

为特征! 形成了书院特有的空间环境和文化氛围! 其 '寓教于景! 环境育人( 的设计思想对于现代校园建设具有

重要借鉴意义& 图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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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是古代儒家士人聚集. 讲学. 藏书. 习艺. 游息之所% 是中国古代社会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场

所% 肇始于中唐% 雏形于晚唐. 五代% 鼎盛于宋元% 普及于明清% 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教育组织模式,

#

-

&

作为与中国文人阶层联系最为密切的教育场所% 书院环境营造普遍追求园林化% 有一些寄身山水之间构

成景点% 也有一些置身市井之间自辟幽境& 古有孔子杏坛讲学之说% /环植以杏0 或堪称讲学环境绿化

之始,

!

-

& 由植物所构成的书院环境% 为读书人的学习和生活起居提供了理想环境% 因此植物是书院满足

学. 居与游等功能所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 浙江传统书院作为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 具有深厚的文化内

涵和鲜明的地域特色& 纵观书院史% 浙江书院的发展基本与中国书院发展相始终% 且数量可观& 据1中

国书院史2统计% 浙江历代书院数量达到
(!'

处% 仅次于江西. 广东. 四川% 位居第
$

位3 其中以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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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敷文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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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书院发展最为突出! 数量为当时全国书院总数的五分之一! 领全国之先" 有关浙江书院的研究多

见于历史# 教育和文化等领域! 仅有杭州万松书院的研究延伸至园林领域$

:"$

%

! 并以植物为重点进行研

究" 书院园林是中国传统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 植物景观更是不可或缺的部分! 因此! 浙江传统书院园

林植物景观仍有待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本研究采用文献查阅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剖析浙江传

统书院植物景观! 旨在还原浙江传统书院的园林实景! 从而发掘书院植物景观的艺术魅力和人文内涵"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揭示书院周边环境特征# 造景特色以及文化意义& 通过实地调查陈述书院植物的遗留

和保护现状" 基于上述资料分析与实地调查结果! 作者试图从书院的自然之景# 人工之景以及文化层面

综合解析浙江传统书院植物景观的基本特征"

-

自然之趣

'礼记(曰) *故君子之于学也! 藏焉修焉! 息焉游焉"+ 藏! 得藏于僻静之处& 修! 得修于空灵之

境& 息! 得心于宁静之所& 游! 得游于山水之间$

;

%

" 文人追求 *宁静致远+ 的心性境界! 寻求幽雅的读

书环境! 能够满足其藏修息游# 修身养性# 成就人才的要求" 因此! 无论是书院的环境选择还是庭院景

观的营造! 都力求风景名胜之地! 寻求自然朴素之所! 并利用植物的自然习性和季相特征而使书院呈现

出自然之趣"

!"!

得自然植被之胜

古代书院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 讲究寄情于山川花木! 强调在与自然环境的交流中陶冶情操" *泉

清堪洗砚! 山秀可藏书+" 初期的书院大多建于形胜之区! 例如杭州的敷文书院# 缙云的独峰书院# 平

阳的会文书院等均选择山水胜地作为院址"

浙江省自然资源丰富! 山区地形复杂! 其书院建设基于得天独厚的山水地形和植被资源! 依山就

势! 借景生境! 形成自然朴素的书院外围环境" *地方依书院之名而昭显! 书院亦得地方山水精神而愈

荣+

$

<

%

! 置于山水之间的书院! 外围环境的植物往往形成风景点! 烘托书院整体氛围" 杭州敷文书院又

名万松书院! 于凤凰山万松岭报恩寺遗址上改建而来,图
-

-" 书院三面环山! 怪石嶙峋! 古藤虬结! 泉

水清冽! 清丽静穆! 因白居易'夜归(之 *万株松树青山上! 十里沙堤明月中+ 而得名$

:

%

" 早在唐代万松

岭上就有许多松树! 山风过时! 涛声一片! 著名的西湖十八景之一 *凤岭松涛+ 就在书院内" 敷文书院

利用松树四季常青这一特征! 得以藏书院于满山松林之中! 而声声松涛更衬托出书院环境的安静" 浙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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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因地处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 降水充沛! 拥有大面积的常绿阔叶林和常绿针叶林" 因此! 浙江传统

书院大多以自然植被为基底 ! 建设在松科
$%&'()')

! 柏科
*+,-)..'()')

! 壳斗科
/'0'()')

! 冬青科

12+%345%'()')

等常绿树木繁茂的山林间! 藏匿于参天树木之中! 旨在营造出一种幽深静谧的氛围! 有利

于潜心学习# 陶冶情操"

此外! 进入书院的山道也别有一番风景" 山道是学子们前往书院求学的必经之路! 沿途景观看似自

然! 其实是 $刻意% 而为" 山中取道于秀美之处! 故山道一般蜿蜒曲折! 体现书院隐逸之风" 两侧植被

自然成为 $引导者%! 提前将人带入到书院的氛围中" 例如! 诸暨的笔峰书院就坐落于江南大宅千柱屋

后的小山上! 有一条用卵石铺成的古道通往笔峰书院" 清光绪&诸暨县志'坊宅志(载) $笔峰书屋! 在

松啸湾之麓" 襟山带水! 曲折幽邃! 门前曲池! 红莲盈亩! 夹路皆植红白杜鹃! 月季玫瑰! 桃杏梅柳!

灿烂如锦! 山上杂种松竹"% 书院利用其外部自然条件! 形成幽深曲折的入院通道! 近似于佛教的 $香

道%! 引人入胜! 以显书院之幽深"

从书院的选址可以看出! 一开始书院为追求远离世俗而选择形胜之区! 周围环境的植物以自然质朴

为特色! 使书院深深融入自然环境中" 这种环境一直深受儒家士人的认同和钦羡! 因此! 后世书院的建

设纷纷效仿! 利用自然植被的野趣凸显书院整体环境的幽静与生机"

!"#

衬四季变化之美

书院园林作为中国传统园林的一部分! 其植物配植同样遵循中国传统园林的风格特征! 注重植物的

色# 香# 韵" 浙江书院内花草果木众多*表
6

+) 春有桃花
!"#$%&'() *+,)-.&

! 杏花
/,"+0-&.& 1('2&,-)

!

梅花
/,"+0-&.& "("+

, 夏有荷花
3+'("45 0(.-6+,&

! 睡莲
3#"*7&+& 8+8,&250&

! 紫薇
9&2+,)8,5+"-& -0:-.&

,

秋有芙蓉
;-4-).() "(8&4-'-)

! 桂花
<)"&087() 6,&2,&0)

! 银杏
=-0>25 4-'54&

, 冬有蜡梅
?7-"50&087() *,&+!

.5@

! 山茶
A&"+''-& B&*50-.&

等" 随着季节的变化! 垂柳
C&'-@ 4&4#'50-.&

展其形! 荷花展其色! 桂花展其

味! 雨打芭蕉
D()& 4&)B55

展其声! 书院植物以自己独有的形式! 演绎着自然与生命之美"

表
!

文献所记载的浙江传统书院植物

7'85) 6 9%.: 43 ,5'&:. %& ;<)=%'&0 :-'>%:%4&'5 '('>)?%). -)(4->)> %& :<) 5%:)-':+-).

地区 书院 年代 文献所记载植物 地区 书院 年代 文献所记载植物

湖州 箬溪书院 明代 梧桐! 桂! 紫薇-

@

. 衢州 清献书院 南宋 竹-

6#

.

爱山书院 清代 梅! 杏! 槐! 桂 -

6A

. 正谊书院 清代 莲-

6B

.

嘉兴 传贻书院 南宋 银杏 -

66

. 天香书院 清代 桂-

6B

.

崇文书院 清代 竹-

66

. 钟峰书院 清代 竹-

6C

.

仰山书院 清代
梧桐 ! 桂花 ! 紫薇 ! 竹 ! 连理细叶

檀! 紫藤! 蜡梅
金华 池亭书院 南宋 荷-

6D

.

杭州 瀛山书院 北宋 枫! 柏! 桂-

6"

. 仁山书院 南宋 樟树! 梅! 荷 -

C

.

敷文书院 明代 松! 桂! 竹 东明书院 元代 梅! 松! 柏-

6@

.

紫阳书院 清代 竹 荷亭书院 明代 荷-

"A

.

绍兴 鼓山书院 北宋 柏 东湖书院 清代 桃! 荷

蕺山书院 明代 竹 绣湖书院 清代 竹! 芭蕉! 柳! 松-

"6

.

笔峰书院 清代
杜鹃! 月季! 玫瑰! 桃! 杏! 梅! 柳!

松! 竹
鳌峰书院 清代 竹! 松

宁波 菊坡书院 南宋 菊-

6!

. 丽水 美化书院 南宋 柏-

""

.

石镜精舍 明代 柏-

C

. 雅峰书院 清代 桂-

6#

.

辨志书院 清代 竹-

6#

. 温州 芙蓉书院 南宋 竹# 芙蓉-

"!

.

台州 桐江书院 南宋 苦槠 -

6E

. 中山书院 清代 松-

"!

.

&题子侄书院双松(提到) $自种双松费几钱! 顿令院落似秋天"% 可见! 植物的花开花落# 叶展叶

落# 叶色变化# 盛衰枯荣等不同的季相景观特色! 使原本单调的书院呈现出不同的四季之美! 表现出季

节性特征" 正是四季所赋予植物的特征变化! 造就了兰溪仁山书院的 $老梅欺雪% $半堵秋山%! 使书

院富有诗意, 而书院中的人们! 通过观察植物的季相变化来感知四季"

植物作为书院内唯一有生命的构园要素! 正是由于它的存在! 使得书院充满着生机和变化" 因此!

方舒丽等) 浙江传统书院园林植物景观特色
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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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传统书院注重植物的春华秋实! 四季变化" 并以此来呈现书院色彩绚烂而富有变化的园林景象#

!

人工之巧

浙江传统书院在建造过程中" 不仅从大环境角度寻求绝俗的自然美" 同时也在小环境上力求重塑自

然的美$ %全唐诗&中" 题咏书院的诗文不少" 多称颂其松! 竹! 泉! 石之美" 反映出士人对于读书环境

的重视" 对于自然的钦慕之情$ 这一特征与私家园林的造园思想较为类似" 通过营造近似自然的环境"

以人造的自然弥补天然环境的不足" 为学子提供游憩之所$

书院以建筑为主体" 在由建筑围合的院落内部" 庭院或天井空间自成一个个内部小环境" 常借助植

物形成过渡空间" 使园林空间与建筑空间相互交融! 契合" 形成具有书香气质的景致" 使整个书院焕发

生机$ 海宁的仰山书院" 盛时规模颇大" 内庭院中蜡梅繁茂" 修廊环绕' 过桃李门" 左为小狮林" 湖石

玲珑" 植丛竹
!"#$%&" #%'()*'+,

" 紫藤
-)&(+.)" &)/+/&)&

和连理细叶檀
0(+.12+'()& ("(".)/13))

等' 讲堂院

内植桂花! 梧桐
4).#)"/" &)#*'+,

等(

!'

)

$ 整个书院周以修廊" 中辟小园" 以植物景观布置由建筑所围合

的空间" 颇具园林之胜$ 例如桂花" 因其花香气扑鼻与叶四季常青而倍受青睐" 常孤植或对植于书院庭

院中$ 天香书院庭院植有桂花" *高可六七仞" 色赤于丹+

(

#(

)

" 且每到秋天香气浓郁" 书院也因此命名

为 *天香+$ 此外" 浙江地区夏季素来降雨充沛" 书院中多有泉, 池! 井等水体" 如杭州紫阳书院的春

草池! 衢州正谊书院的白莲池" 荷花! 睡莲等水生植物为书院中的水体增添几分生机" 更富自然之趣!

更显书院之雅$

书院围墙内的花园被称为 *园地+" 或处于书院建筑轴线的末端" 或平行于建筑轴线位于一侧" 紧

邻讲堂或学舍" 面积不大" 却另有一番天地$ 在这小小天地中" 栽花! 植木! 移竹! 运湖石以改善书院

环境" 塑造层次分明的书院空间环境$ 例如永嘉的中山书院就于讲堂之后开辟一片园地" *后筑亭池"

长松螼盖" 绕径阴森" 以为息游等眺之地+

(

!)

)

$ 书院的建造者运用松! 柳! 竹等植物结合园林假山! 亭

子等园林要素塑造庭院空间" 为书院内休憩! 游玩之所-图
!

.$ 其景致精巧如私家园林" 亭阁相望" 古

松云盖" 美不胜收$ 永嘉的芙蓉书院则顺南墙开辟一处花园" 宽约
#% *

" 园中花木扶疏" 浓荫遮天$

在这原本狭小的空间内" 假山与花木虽不多" 但在这咫尺方寸之园中创造了意蕴丰富的自然景观" 体现

出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诉求-图
)

.$

图
)

永嘉芙蓉书院复原图

+,-./0 ) 120 /034567/.37,45 8,-./0 48 945-:,; +./45- <3;=0*>

图
!

永嘉中山书院!

!$

"

+,-./0 ! 945-:,; ?245-62;5 <3;=0*>

书院庭院空间多以植物营造景观" 特别是中心庭院和后庭" 形成了一个个充满自然气息和生活情趣

的内部小环境$ 浙江传统书院在有限的空间内" 以小见大" 塑造出丰富而精致的植物景观" 不仅再现了

自然的美" 创造出尺度适宜的园林空间" 也体现出书院特有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追求$ 所谓 *餐翠腹可

饱" 饮绿身须轻+" 由植物所营造的书院园林环境以赏心悦目的景色" 为儒家士人们创造了良好的读书

氛围和游赏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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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雅

书院植物的选择很大程度取决于植物所被赋予的文化内涵! 书院植物被赋予的文化内涵一方面来源

于植物自身所表现的品格特征" 另一方面是基于植物在书院这一特定环境中所蕴含的文化寓意! 这两者

的结合" 是为求得一种潜移默化的文化环境!

!"#

抒君子比德之志

儒家思想要求士大夫在欣赏植物之美时注重发掘# 领悟植物所体现的人类美德" 把欣赏植物美当作

修身养性的手段" 借以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 即植物审美中的 $比德% 观&

"$

'

! 受到这种 $君子比德% 思

想的影响" 书院之人观察自然界的一切事物" 往往赋予了自己的某种感情和信念" 这种情感追求反映在

对书院植物的选配上!

松柏在书院中尤为常见" 其苍劲耐寒比德于君子坚忍不拔的个性! 松柏寿命极长" 往往是百年书院

的见证者" 历经风霜雨雪" 万古长青! 例如在宁海石镜精舍的后山" 明代方孝孺亲手种植的
$

株柏树

!"#$%&&"& '"(%)$*&

至今生机盎然" 姿态傲然!

竹因其竹节" 被用来比喻文人的气节" 又象征虚心谦卑# 节高清雅的内涵! (全唐诗)中就有诗云*

$此地本无竹" 远从山寺移!% 因爱竹 $经寒不动" 静处养性% 的秉性" 书院主人远从山寺移来小竹" 装

点书院环境! 永嘉的芙蓉书院# 椒江的东瓯书院# 桐乡的崇文书院等均以竹来布置庭院!

桂自古被视作吉祥之木" 仕途得志# 飞黄腾达称为 $折桂%! 书院主厅前庭院对植两株" 古谓*

$两桂+贵,当庭%" $双桂+贵,流芳%! 淳安瀛山书院双桂堂前旧有两株桂木" 与 $双桂堂% 之名相得益

彰" 寓意深远!

荷亦称为莲" 亭亭玉立" 香远益清" 被称为 $花中之君子%! 东阳的卢格于居室东凿池引水植荷"

创荷亭书院&

"%

'

- 兰溪的池亭书院 $悠然独占闲中趣" 一枕荷花午睡醒%

&

&'

'

" 可见其最得士人喜爱!

植物的象征意义是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体现! 书院之人把植物之 $美% 和人格之 $善% 完

美地结合在一起" 是植物的人格化- 同时要求学子在欣赏自然花木之时" 把植物的品行与自己的内在品

格联系对比" 从而实现人格的升华!

!"$

营书院文化之境

书院文境" 指的是书院的文化意向! 植物景观不能脱离环境而独立存在" 而书院这一特定的环境赋

予了植物特定的文化寓意" 使之区别于皇家园林# 私家园林# 寺庙园林等的同一植物而蕴藏深意!

入书院者" 或潜心求学" 或追求功名" 志存高远! 湖州的爱山书院就以树明志" 激励学生不断求学

奋进" 规定 $童生入泮者" 各于书院前栽树
&

株" 以志不忘! 梅# 杏# 槐# 桂" 各从其便!%

&

&%

'自此" 植

物作为一种载体" 被学子们寄托以远大理想" 传承书院奋进与坚韧的精神!

书院虽最初从补官学不足到纠官学之弊发展而来" 不以科举为主要目的" 但发展到后世" 书院确是

因科举才得以繁荣发展而得到普及! 在这种因素的影响下" 书院植物的选择也与科举有着密切的关系"

尤以明清书院为典型! $二月会试" 八月乡试% 的规制始于明代" 一直传到清代" 因此常有书院楹联写

到 $二月杏花八月桂%! 其中" 二月杏花指的就是会试" 而八月桂花指的是乡试! 浙江书院多建池植莲"

$莲% 与 $连% 谐音" 古时科考称连续考中为 $连科%" 暗祝仕途遂意! 由此可见" 科举制度对浙江传统

书院文境的营造及植物景观的塑造颇具影响!

自古以来" 书院就有着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和良好氛围! 先生所植之树有教化育人的作用" 是学子

们在奋发读书时最好的精神食粮和人生指引! 当年朱熹亲手在桐江书院门前植下
(

株苦槠
+,&-,(./&*&

&012$./34115

" 蕴含孟子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 之意" 鞭策求学

的学子们甘于寂寞" 吃苦耐劳" 奋发向上! 现今书院前仍保留有朱熹当年手植的苦槠" 其存在对古今学

子来说意义非凡" 于无形之中勉励万千学子" 并得以流传百年!

#

小结

浙江传统书院历史积淀深厚" 从书院选址到内部环境的营造都十分重视植物景观的生态性# 景观性

以及与建筑的协调性! 其特征可归纳为以下
!

点* 其一" 书院在外围环境上多选择以常绿植物群落为主

方舒丽等* 浙江传统书院园林植物景观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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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环境背景! 并利用植物的季节性特征体现自然变化的魅力" 其二! 书院胜于运用松# 柏# 桂#

竹# 荷等植物! 通过植物的多种配置方式形成层次丰富的书院空间环境" 其三! 书院植物被赋予丰富的

文化寓意! 因其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书院文化与精神的传承者$

也许对书院来说! 植物并不是最重要的构成要素! 但却是不可或缺的$ 书院植物作为富有特定意义

的精神符号! 在物质与精神层面赋予了书院独特的空间环境和文化氛围$ 浙江传统书院植物景观需要保

护与传承! 其 %寓教于景! 环境育人& 的设计思想对现代校园环境的建设有着深远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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