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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意境扪谈〈续〉

一一园林意境鉴赏

梁敦睦(重庆域建学校〉

前面讲过，园林意境的表现常常是通过

园林景物这个艺术形象的比喻、象征和暗示

等手法来完成的。因此可以说，所谓园林意

境的鉴赏，就是对园林中"天然符号" (山

水等)、 "人工符号" (建筑等人 "文字

符号" (匾对题咏等〉的破译。

园林意境一般是含蓄不露的，因而不是

每个游览者都能鉴赏的，一般惊人可能意会

但也不能言传，或者靠导游的解说和借助文

字的介绍去理会。要想对园林意境作出较好

的品鉴评论，必须要有较好的思想修养、文化

修养、文学艺术修养和园林艺术修养，而且

还要有较多的游园和品园的知识与经验。故

陈从周教授在《说园》中指出"造景自

难，观景不易" ..故游必有情，然后有

兴，钟情山水，知己泉石，其审美与感受之

添浅，实与文化修养有关。故我重申 z 不能

品园，不能游园 g 不能游园，不能造园"。可

见园林意境的鉴赏也是大有学问的。试想，

一个对中国园林没有感情，对传统民族文化

持否定态度的人，能对中国园林意境作出比

较正确的品鉴么?

由于园林意境是深层的间接地再现作者

所要表现的经过头脑巾加工过的诗情画意，

所以对意境的鉴赏体味也有较大的余地，司

以让鉴赏者充分地展开"比" "兴"的想象

和联想"反复讽咏，以候人之自得，言有

尽而意无穷"。因而不仅鉴赏者的文化修

养，才学不同，对意挠的领会会有不同，就

是鉴赏的时机、心挠、方法和经验不同，其

对意境的领会也会不同的。可见在园林意境

的鉴赏中，见智见仁的现象是难以避免的。

那么，对园林意境的鉴赏是不是可以随

心所欲，漫无标准地去品评呢?从古今的文

艺批评活动来看，意境是应该也是可以得到

比较准确的评价的。虽然意境是高层次艺术

思维的活动结晶，其活动轨迹有点象李商隐

的"无题"诗思，扑朔迷离，朦胧依稀，但

意境总是表达一种世界观，人生观或艺术

观，包含着政治的教育因素和艺术的美育因

素。它始终是物质客观存在的一种反映，是

可以认识的。衡量园林意境，在目前尚无统

一的标准，但具体虽无而大体却有。比如s

(一)意境的"象外之意"是高雅的引人

向上使人感动的，

〈二〉意境的载体(景观〉是现实的美，

其"景外之景"更是理想的美p

(三)意是真情实意，境是天然图画，有

天然之理，天然之趣，不是"强为"或伪

造，即要合乎自然规律z

(四)悬含蓄的不是浅露的，合乎"暗

示η"象征"等要求，不是看图识字似的一

见便晓，

(五〉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p

(六〉具有对立统一的特征，从局部看个

别景点的景观具有独立的美的意境，但它是

整体的有机组成，对形成全国的意境起作

用。

园林意境的鉴赏可分为游赏与评赏两个

阶段。游赏阶段主要通过对景观表象的反复

观察，体认感受作者"钟情山水，知己泉

石"的丰富感情，理解意境产生的根源，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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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阶段主要通过对景观内涵的切实分析，辨

认论证作者 μ托物言志η 的纲领旨趣。《文

心雕龙·知音》指出 z 尽管"音实难知"

但是"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

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这个"文"可

倍指景观。北齐刘昼《刘于·正棠》也说E

"赏者所以辨情也，评者所以绳理也。贯而

不正，则情乱于实 i平而不均，则理失其

真。"

要做到鉴赏的公正，必须首先端正态

度。要树立热爱国林建设园林的思想，要以

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要克

服《文心雕龙·知音》中所指出的"贵古贱

今" "崇己拥人" "信伪迷真"等文艺批评

中的弊病。其次要懂得一些赏鉴的方法z 带

货时， (一)选择好时机。季节、天候、早

晚、忙闲对景观和情绪是有很大影响的，

"良辰"与"美景"是相得益彰的。如"平

湖秋月" "断桥残雪"何时最美是说得很明

白的。(二)选择不同的距离、角度。通过近

观、远观，俯察仰观，左顾右盼，找出最佳

的观赏点。(三)采取多种观察方式。通过静

观动观，宏观微观，环顾反观，辨认园林建

筑点景与得景的生胜关系。(四〉把景观的环

境，背景、天荒地景等联系起来看，找出在

不同光影、色彩、气氛中的美感。(五)充分

展开想象和联想，利用"比" "兴"的方法

去观察。(六)收集资料，作好记录。这里所

说的游货不同→般，它不单是为了求得感官

上的满足，达到怡情悦性，它是鉴赏的一个

感性认识阶段，要为理性认识打好基础，掌

握丰富实际的感性材料。所以游货不只是观

景，还要注意 lïiI对、题咏、记、志和有关作

者的介绍文字、图片等应广为收集。

品鉴阶段就是理性认识阶段，第一步是

对游赏阶段所占有的感性材料进行整理、鉴

别、筛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0 (一)

分类型z 是大园或小园， Ùl园或水园，古园

或今园，皇园宫园公园或私园等等J (二)识

风格z 属于奇、险、野、壮、幽、秀、秘、

丽、和、泊、雅、平等的哪一种?虽有交

又，以何为主'/ (三)辨流~:是写实或边

境，是自然式、写意式或图案式。是北派、

江南或岭南等等 J (囚〉另Ij手法z 是现实主义

或浪漫主义，是暗示，象征或比喻等。这些

方面与园林意境的形成是有关系的。第二步

运用科学抽象的思维能力从具体到抽象，根

据合乎实际的典型材料进行分析"由此及

彼，由表及里"完成对园林意境的品鉴e

品鉴的主要方法有2

(一)对比比较分析法。借助文字资料，

联系古今品园评语进行纵观，联系各地的类

似景观进行横观o (二)以意逆取法。朱嘉

《四书集注》认为"当以己意逆取作者之

志，乃可得之" 0 (三)会意法。梅尧臣主张

"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章学诚《文

史通义》认为"善论文者，贵在作者之意

旨，而不拘于形貌也。" (四)讨论。通过座

谈、书信、报刊讨论，发挥群体智慧是当今

有放的好办法。(五)尝试法。利用己知探索

未知，将已知的园林，宦挠、诗词意挠，绘画

意境等评语，引用来多方印证，求得较妥的

结论。

对园林意境的鉴赏常常不是一次完成

的，必须反复赏鉴，反复实践， :ÌE步深入，

求得→次比一次更接近意珑的本意。同时还

要多游历多观赏，通过博观积累更多的货鉴

经验。《文心雕龙》作者刘部认为"操千

l由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这样才能

见多识广，不至于"信伪迷真" "然后能

评理若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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