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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园林山石鉴赏法及其形成发展过程的探讨

李树华 (日本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予 606 - 8265) 

摘要

虽然北宋的米苦、清·李渔等古代文人以及有关近、现代学者对我国园林山石的鉴赏法先后作了不同

程度的探讨与总结，但笔者认为，他们仅仅总结了园林山石鉴赏法的-部分，并且尚未完全探明山石鉴

赏法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因而，本文在查阅大量古代文献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分析了我国园林山石鉴

赏法的形成、发展过程，总结不同历史时期园林山石的鉴赏法。

关键词国林山石山石鉴赏太湖石盆景艺术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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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园林山石是指被用于园林与盆景中的岩石、矿物、化

石类，在我国至少已有 2000 年以上的应用历史。在这漫长

岁月里，园林山石鉴赏法，亦即人们对于山石的观赏认识

与品评欣赏标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

以及不同历史时期造园活动的进行而形成、发展与变化。

关于山石鉴赏法的研究与总结，其代表者一位是北宋文人

米帝(公元 1051 - 1107 年) ，他首次提出"相石法将山石

之美概括为"秀"、"瘦"、"雅"、"透"四个字 [IJ 。另一位是清

初文人李渔(约公元 1611 - 1679 年) ，他就米苛提出"相石

法"中的"透"、"漏"、"瘦"三字作了详尽的解说I飞进入近、现

代，日本的学者主要对太湖石的鉴赏、应用等方面作了有益

的总结[3l; 国内的学者对假山与山石的历史、鉴赏法作了程

度不一的研究[飞对于上述古、今之总结与研究，至今尚未

完全探明中国园林山石鉴赏法及其形成、发展过程，因而撰

写此文，旨在解明此问题。

以下将整个中国园林山石鉴赏法的形成发展过程依

先后分为萌芽、太湖石鉴赏法的形成、四种山石鉴赏法的

形成、山石鉴赏法的继承与发展等四个时期，逐一进行分

析探讨。需说明的是本文主要以用于园林孤赏(特置)、供

石以及构成假山与石组的山石个体作为研究对象。

2 山石鉴赏法的萌芽
我国园林中山石的最初应用，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 。

秦始皇(公元前 259- 公元前 210 年)、汉武帝(公元前 156 -

公元前 87 年)都把渤海视为神秘之域，认为海中有蓬莱、方

丈、激洲诸神山，其上不仅有仙人居住，而且还藏有长生不

死之仙药 。永生的侈心促使他们在三番五次派人出海寻求

的同时，还于宫苑内大筑仙山 ISll6l ，其结果导致园林中开始

出现了山石与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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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孝王刘武好宫室、苑固营造之乐，曾修耀华宫，内建

兔固，园内作百灵山。山上除构筑落猿岩与栖龙蛐外，还采

用有肌寸石[7J。另外，当时茂陵(现陕西省兴平县之东北)富

豪袁广汉也于北叩山麓(位于河南省洛阳之东北)大修园林，

内"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 [8]"值得注意的是，当时

造园活动中并非各种山石皆可应用，而是有选择性地采用 。

魏文帝(公元 186 - 226 年)在芳林园中建景阳山时，使

用了采自太行山与谷城的白、紫石英及五色大石[9J 。石英的

观赏价值在于它的色、泽，属于〈尚书》所载"怪石"之类 [IOJ 。

同时，从上记"五色大石"也可得知，色彩是当时园林选石的

主要标准与观赏因素。另据《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载，魏

明帝(公元 204 - 239 年)在重修芳林园时，还"凿太行之石

英，采谷城之文石。"文石为有纹理之石，说明当时在选石时，

还注意到了山石的纹理，即山石的皱纹，它成为唐代之后园

林山石鉴赏的重要要素之一。

到了南朝的齐(公元 479 - 502 年)、梁(公元 502 -

557 年)时代，随着"奇石"一词的出现[IIJ 形状奇特的山石

开始以孤赏(特置)的形式，被布置于庭园中的中心场所，成

为园林的主要景点之一。《南史》到溉传记有"(到溉)第居近

淮水，斋前山池有奇砸石，长一丈六尺。"其后，此奇砸石被

"迎置华林园宴殿前"。

魏晋南北朝时期，园林用石数量的增加与园林选石的

开始，为唐代太湖石鉴赏法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3 太湖石鉴赏法的形成
3.1 白居易发现太湖石

隋唐时代，由于在有限空间内表现大自然景色的"壶中

天地"园林艺术的发展，宫廷与士人间兴起爱石趣味。中庸

大诗人白居易(公元 772 - 846 年)便是当时著名的爱石大

家之一。他在任苏州刺史时，于太湖岸边发现了已经沉睡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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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蹦

表 l 从唐代诗文分析太湖石的鉴赏法

编号 l 作者 诗文名称 形状 洞眼 青苔 声质 光、泽 色彩

姚合 买太湖石 爱石青瞠峨 嵌空若琢磨 爱石青l睦峨

2 1 吴融 太湖石歌 朝家正人立，战士方组击风来中有隙

3 1 牛僧葡 李苏州遗太湖石奇状绝伦 掀蹲龙虎斩，挟怪鬼神警 嵌空此日成， 轻敲碎玉鸣

因题二十韵奉呈梦得乐天 透穴洞天明

4 1 白居易 双石 峭绝高数尺，厥状怪且丑空黑烟痕深 锦青苔色厚

5 1 臼居易 太湖石 远望老l睦峨 嵌空华阳洞

6 1 白居易 太湖石 削成青玉片，截断碧云根苔文护洞门 苔文护洞门

7 1 白居易 奉和思黯相公以李苏州所 错落复崔鬼，峰骄仙掌出， 鳞诉剑门开 斑明点古苔 清越扣琼块 黛润沾新雨 黛润沽新雨

寄太湖石奇状绝伦因题 峭顶高危矣

二十韵见示兼呈梦得

8 1:如j 禹锡 和牛相公题姑苏所寄

太湖石兼寄李苏州

9 1 皮日休 太湖石

101 王贞臼 太湖石

11 1 王贞白 依韵和干公题太湖石

(二首之一)

太湖石

太湖石记口2 13 

厥状复如何，鬼工不可图

谁怜孤峭质

山立抵盈絮寻

搓牙真不才

厥状不一

12 

注:表中诗文 1 - 12 ，收录于《全唐诗>; 13 ，唐·白居易《太湖石记》

万年的两块太湖石苍然两片石，厥状怪且丑。俗用无所堪，

时人嫌不取。…万古遗水滨，一朝入吾手。…孔黑烟痕深，

鳞青苔色厚。(12)"此诗是我国有关记载太湖石的最早文献

史料，同时诗的内容明确地记述了白氏首先发现太湖石的

过程以及太湖石的观赏价值。自此之后，随着太湖石观赏

价值的得以认识，拉开了我国园林与盆景中持续 1200 余

年大量采用太湖石的序幕。

3.2 太湖右的鉴赏法

自从太湖石被发现后，白氏一直把它列为园林观赏石

类之首位石有类聚，太湖为甲，罗浮、天堂之徒次焉。 [13)"

在白氏的影响下，其他诗人如皮日休、姚合、吴融、刘禹锡、

王贞白等也先后开始观赏太湖苟，并且写下了多篇咏颂太

湖石的诗文。可以推测，在当时，作为观赏石类虽然还有罗

浮石、天堂石、松化石 [14)等，但园林与盆景所用山石之主要

种类是太湖石，并且我国观赏石的鉴赏法的形成也始于太

湖石。为了研究太湖石的鉴赏法，在此特将当时咏颂太湖

石的诗文中所描述的各观赏要素列表分析(表 1) 。

从表 1 的分析结果可知，太湖石的鉴赏法主要与形状、

洞眼、附生青苔、声质、色泽以及簸纹等要素有关。以下将

对诸要素作以下简要说明与解释。

形状 指太湖石千奇百怪的形态。白居易在其《太湖

石记》中描述了太湖石的形状"厥状不一。有盘拗秀出，如灵邱
鲜云者;有端俨挺立，如真官神入者;有缤润削成，如圭璜[15)

者;有廉棱锐判，如剑戳者。又有如此如凤，若拳若动，将翔

将踊;如鬼如兽，若行若骤，将攫将斩。"虽然太湖石的形状

如此多样，我们可将其归纳为两类:一类为表现山峰景观

的山形石;一类为表现人物、动物、云形的象形石。

洞眼 指太湖石长年受湖水冲击而形成的洞穴与透

眼，古称"弹子窝"。正由于这些洞眼，给山石赋予了神秘

感;同时，文人们把它当作神仙栖息的仙洞而有灵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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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钩入空隙， 苔葬助新青 铿锵玉韵聆 烟波含宿润

嵌空胡雏貌

连络若钩锁 苔崖高下刮

崖穴垫方深 葬点晴偏绿

旁穿参洞天

11 6 3 2 2 

而，太湖石也就成了神石与神山。

形状与洞眼是鉴赏太湖石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要素，

也是选择太湖石最基本与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

由于太湖石多处水边(或水中)，湿度大而易于着生苔

辞类。青苔可以赋予太湖石生命力和增加它的苍老感，提高

太湖石的观赏价值。声质是在敲击太湖石时发出的声响。清

越者为上品.沉闷者为下品。色泽是指太湖石的色彩与光泽，

一般来说，山石色影以红色、黄色以及绿色为上品，以常见

的灰色为下品;光泽则以润者为上，燥者为下。山石的声质、

色泽与山石的质地、构成有关，质地致密则声清脆、光泽润，

色彩艳，质地松软则声沉闷，无光泽则色彩暗。青苔、声质、

色彩以及光泽是在选择与鉴赏太湖石时，仅次于形状与洞

眼的重要要素。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初唐宫廷画家阎立本(公元? - 673 

年)所作〈职贡图>，图写异民族朝贡之状。其中可见三点盆

山与三尊怪石。盆中山石玲珑剔透，怪石瘦长有眼。这说明

了当时盆景所用山石之鉴赏法与太湖石相一致。

4 四类山石鉴赏法的形成
前言中已经提到，米蒂首次总结了我国园林山石鉴赏

法，即其"相石法"。但经过分析研究宋代有关园林、盆景山石

的大量文献史料，笔者认为，此"相石法"只总结了太湖石的

鉴赏法，它只适用于包括太湖石在内的近山形石类，而不适

用于宋代所用全部种类的园林山石。现从鉴赏角度出发，将

宋代的园林、盆景山石分为近山形石、远山形石、形象石以及

纹样石四大类。虽然当时文献中没有出现这四个名词，但这

四类山石的鉴赏法已经形成并在造园选石实践中被采用。

近山形石主要表现雄伟高大、高耸险怪的孤峰、双峰等

的近山景观，表现手法相当于我国山水画的"高远"法，观赏

者视线为仰视。远山形石主要表现高低起伏、层峦叠璋的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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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的纹样的山石。它们的形状特征、园林、盆景中应用方式以

及山石类型如(表 2)。为了便于理解，近山形石、远山形石、

形象石以及纹样石分别表示于(图 1 -4)。值得说明的是，因

为《云林石谱》没有附图，在此特选用明代林有麟《素园

石谱》中的名石作为图例 。以下，我们将逐一探讨四类

山石的鉴赏法。

4.1 近山形石的鉴赏法

为了研究近山形石的鉴赏法，现特将宋代文献史

料中所记载的表现近景山石的鉴赏因素分析如(表 3) 。

从表 3 可以看出，近山形石的鉴赏因素有形姿、

洞穴、色彩、声响、光泽以及纹理等。其中最重要的是

形姿与洞穴，它们决定了山石的形态，在近山形石的

鉴赏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 。色彰、声响、光泽与山石的

化学构成有关，纹理则与山石的物理

形成与山石表面的风化程度有关。

近山形石的形姿主要有玲珑形、险

怪形以及孤峰、双峰形等，多为高耸秀长
纹理纵横笼络

形，高度大于宽幅，相当于米蒂相石法中

的"秀" 、..瘦" 。洞穴，正如太湖石鉴赏法

的形成部分所分析的那样，可以增加山

石的神秘感与灵感，相当于米帝相石

法中的"透"。山石的色彩与光泽相当于

米市相石法中的"雅"。山石的纹理可以

增加山石的观赏内容与魅力，相当于米

蒂相石法中的..效"。

山景观，表现手法相当于山水画的"深远"法，视线为平俯视

。形象石指其形状与自然界中的人物 、鸟兽以及云朵相类

似的山石。绞样石指表面具有花瓣 、动物、人物以及各种图

宋代观赏石的四大类别

纹样石类

山石的表面有花

瓣 、动物以及各

种图画的纹样

多种多样

石屏、石画、石玩

以及盆景(如菊

花石盆景)

形象石类

山石的形状与

大自然中的人

物、鸟兽、云朵

等相类似

象形

园林中象形怪

石、象形供石

远山形石类

表现高低起伏、

层峦叠峰的群

山景观

近山形石类

表现孤峰、双峰

等近山景观

褒 2

长度大于高度

庭园中的群山

形石、浅盆山水

盆景、砚山及笔

山等

石灰岩等

长度小于高度

园林中的孤赏

石、怪石、中深

盆山水盆景、供

石(孤、双峰)

石灰岩等

表现景观

形态特征
应用方式

化石、页岩等石灰岩等山石分类

纹理

多涮道擂

白纹笼络稍润

坚润有光

清润

石面鳞鳞

4 
续润

7 

编号山石名称 形姿 洞穴 色彩

l 青州石 玲珑巧眼百倍于它石 紫

2 平江府太湖石险怪 穿眼 白、青黑 微有声

3 临安石 险怪 洞穴委幽 深青色、微青白色有声

4 湖州武康石 险怪 有洞透空 青、黄黑而斑

5 漳州石险怪 青白

6 平泉石双峰高下 青

7 砚山石 奇形万状 穿眼相通 黄色

8 庐溪石 险怪势 有洞 青黑

9 太湖石 山峰状 有洞 黝黑

/l、t十 9 9 7 9 4 

注:表中 1 - 8 ，宋·杜缩《云林石谱h表中 9，宋·范成大《太湖石志》

宋代近山形石的鉴赏法亵 3

声响

声
声
有
有

纹理

若胡桃纹

泽
一
润
润
司
润
润
润

光
一
清
坚
#
温
稍
微

声响

铿然有声

有声

有声

有声

微有声

有声

青灰绿

青

微青

1古自

坡挖

坡挖拽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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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远山形石(常山石)图 2近山形石(玄石)图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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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分析可知，近山形石的鉴赏法与太湖石的基本相

同，这是认为太湖石属于近形石之一种。同时也可证实上述观

点:米帝的相石法只总结了太湖石(与近山形石)的鉴赏法，

而未总结远山形石、形象石及纹样石的鉴赏法。

4.2 远山形石的鉴赏法

远山形石表现远距离群山景观，视野开阔，视点远。其

形姿为宽幅大于高度。→般来说，山峰越多，高/宽之比值

越小。同时，山石具有与近山形石不同的构成部分，即具有

群山之峰、峦、崖、谷、整以及坡脚等。依据宋代文献史料，可

对远山形石之鉴赏法因素分析如(表的。

从表 4 的结果可以看出，远山形石的鉴赏因素除了上

述群山之构成部分外，尚与洞穴、色彩、声响、光泽以及纹理

有关。但与近山形石不同的是，在远山形石的鉴赏过程中，

其色泽更受重视，这是因为远山纹理(即脉络)不清，呈现

光滑之肌理，这与中国山水画中的"远人无目"、"远山无树"

同理。因远山形石的宽幅(长度)大于高度，明末文人文震

亨(公元 1585 - 1645 年)在其《长物志)(品石〉中将其称为

"横石并归纳其鉴赏法为"横石以蜡地而峰峦峭拔者为

上这与上述分析完全→致。

除了自然形成的远山形石外，为了增加山石的山峰数

目(平远)和险怪程度(高远) ，自宋代起，我国即开始了采用

把数个山苟胶叠在一起进行观赏的方法然石之诸峰间，有

外来奇巧者相粘缀，以增险怪。…又有一种，挺然成一两峰

或三四峰，高下眼峭，无拽脚，有向背，首尾一律。大或小，土人

多缀以石座，及以细碎诸否胶接粘缀，取巧为盆山求售。 "[16]这

种堆叠山石的技术，作为我国的园林假山与山水盆景制作

的主要手法，至今已经持续应用了近千年。

4.3 形象石的鉴赏法

形象石的鉴赏重点在于它的形似，由于山石的物理变

化、水流冲击以及岩石的异质风化作用所造成。李德裕于平

泉山庄收集的奇石中曾有"狮子石 "[17]与"似鹿石 "[18]二石，

这说明唐代已开始鉴赏形象石，但自宋代起，形象石才开始

作为观赏山石中之一类，被大量应用于园林与供石中。

元丰八年(公元 1085) ，苏东坡在刘氏庭园中发现一灵

璧奇石，作康鹿弯颈状，乃画一幅〈丑石风竹〉与园主交换，并

作〈书画壁易石〉短文以作记念[叫。这点缀于庭园中的灵璧

石正是典型的形象石。同时，形象石还被应用于盆景石供中。

如宋代杨康状曾收藏有一似酒醉后的道士形象的怪石(图

3) ，名为"醉道士石 "[20 J O {云林石谱》中记载的形象石还有青
州石(似各种各样的物象)、箭簇石(似兵器中的矢与箭)等。

4.4 纹样石的鉴赏法

作为纹样石，最重要的观赏点在于山石表面具有各种

各样的酷似人物、动物、花木以及山水画的纹样。它在山石

形成过程中由于所发生的物理作用、长期风化作用而形成，

有的还为动植物化石。从宋代开始，此类山石成为园林与盆

景的重要观赏对象之一。

宋徽宗赵估(公元 1082 - 1135 年)除了爱好造园活动

外，还喜好盆景奇石，即使身陷北国时，也未曾忘记瑰集怪

中国园林/Vol. 16, No. 67 /2000 ( 1) 

石。《云林石谱》记载徽宗所藏一石为"大若桃，上有鸪鸪 [211

如豆许，栖柏枝上，颇奇怪。"{素园石谱》还记载了宋学士吴

冲卿家所藏一石屏，其上"古木参差，两鸦栖立，俨然图画，

遂名鸦呜树石。"文豪欧阳修(公元 1007 - 1105 年)鉴赏此

石屏后，特作诗为之咏颂(图 4)12飞除以上二石之外，欧阳修

尚收藏有酷似峨眉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松图画的石屏[23J 。

《云林石谱》中记载的纹样石类有:永康石(连山的纹样)、修

口石(各种各样物象的纹样)、鱼龙石(鱼的纹样)、糯石(图

画的纹样〉、阶石、零陵石燕(飞翔中的燕子的纹样)、玛璀石

(人与鸟的纹样)以及奉化石(山水画纹样)等。

在宋代.作为园林山石的四类鉴赏法形成之后，不仅奠

定了后来的元、明、清各代以及近、现代园林与盆景选石的

基础，而且为对同属于汉文化圈的朝鲜半岛的造景活动与

日本列岛的造园活动产生了大的影响，尤其对日本镰仓时

代(公元 1192 -1333 年)五山禅林的盆否鉴赏风习给予了

更大影响[圳。

5 圄林山石鉴赏法的继承与发展
5.1 园林山石鉴赏法的继承

清代梁九图在其《谈石》中论述道藏石先贵选石，其

石元天然画意者为不中选。曰效、曰瘦、曰透，背人已有成言。"

虽然放、瘦、透三字不能完全概括园林山石的鉴赏法，但"昔

人已有成言"则一语道破中国园林山苟鉴赏法的发展过程，

即元、明、清各代继承了宋代所形成的山石鉴赏法。这具体

表现在《云林石谱》对其以后的山石谱、记的影响以及上述

四类山石自元代起在园林与盆景中的被大量应用两个方面。

5. 1. 1 {云林石谱》对以后各代园林石谱的内容影响极大

宋代杜结所著《云林石谱}，详细记载了 106 种山石(其

中包括多种大到园林假山，小到书案奇石的石类)的产地、

采取方法、形色、质地优劣、声音、硬度、纹理、光泽、晶形、透

明度、吸湿性、用途等。是到清代为止最具科学性、篇幅最长

(分上、中、下三卷，约1. 44 万字) ，记载范围最广(相当于现

在 19 个省， 83 个县、市与地区)的一部大型综合石谱。它对

以后各代的园林石谱以及山石鉴赏影响极大。

明、清两代以记载观赏山石为主的谱、记类共有十余种，

其中最主要的两部大型石谱一是明代林有麟于万历四十一

年(公元 1613 年)所作《素园石谱}1 -4 卷;另一是清代王

寅于光绪六年(公元 1880 年)所作《冶梅否谱》上、下卷。这

两部石谱都有附图，比《云林石谱》更具直观性，但其内容不

仅深受《云林石i普》影晌，而且偏重文学描写而缺乏科学性。

5. 1. 2 元、明、清各代庭园与盆景中大量应用四类山石

作为近山形石的应用实例，最有代表性的应是江南庭

园的"四大名石即苏州留园挠云沼北面的太湖否"冠云峰"、

上海豫园的太湖石"玉玲珑"、杭州花圃摄景园中的英石"皱

云峰"以及苏州旧织造署庭园(现苏州市第十中学)中的太

湖石"瑞云峰"。这些山石多被布置于庭园中的重要位置，作

为观赏的主景。

研山，作为远山形石的一种，元代文人间兴起了玩赏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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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有十余首赞颂研山景观的诗文流传至今[251。明代周晖，

字吉甫，上元(现江苏省江宁县)人，曾在自己的庭院中挖

出连山奇石一尊，此奇石"横不盈尺，高可五寸余，主以水

洗灌之，文质古润，形色怪美，大小峰峦，崇卑昨晤，如青芙蓉，
乱插云汉。[阳2囚川6创]

形象石中似人物者，如明代郑E琦番曾从象江得怪石六，

其一"如世间道士存思图，人肺胃肝肾次第悬络者"叩[2飞似动物

者，如清代江苏省海盐县乌夜衬涉园中的"喘月峰(似牛)"叩，

似树木者，如北京曲水园中的"松化石"[29] 等。

纹样石中似人物者，如"超果寺有石片，中达摩→尊，

宛然如画者无异，润之以水，更觉明现"f3川似动物者，如明

代曹昭曾见一石龟书镇遍身天生自然龟纹"口11;似植物

的菊花者，如霞石I32]; 似牡丹者，如"石上有花，如堆心牡丹，

枝叶缭绕[33] "等。

从以上所举观赏石的应用实例，可以证明元、明、清各

代继承了宋代四种山石的鉴赏法。

5.2 园林山石鉴赏法的发展

元、明、清代的文人与造园家对观赏山石都作过总结

与记述，有代表性的如明代计成《园冶》选石、文震亨〈长物
志》品石、清代李渔《一家言居室器玩部》中对"透"、"漏"、

"瘦"三字的解释、郑板桥《题画》中对山石的"丑"、"雄"、

"秀"的论述等。近人张轮远论及灵岩石(雨花石)鉴赏标准:

"不外石之形、石之质，石之色、石之文四者而已进而对这

四个要素进行了深入地分析与探讨[3飞今人根据我国各地

所产园林石类的不同，对当地山石的选石标准(鉴赏法)进行

了总结[3飞经过仔细分析这些文献后便可发现:官们只是补

充、完善与进一步解释了宋代所形成的园林山石鉴赏法，换

言之，宋代所形成的园林山石鉴赏法历经元、明、清各代以

及近、现代，只有量的发展，而没有质的变化。

6 结论

经过以上分析与研究，可以对我国历代园林山石，亦

即观赏山石的鉴赏法及其形成发展过程得出如下结论:

6.1 秦、汉时期，随着"神仙思想"的盛行，帝王将相们开

始在宫苑中建造"仙岛出现了假山。随着造园与假山营

造活动在皇家与富豪间的频繁进行，至魏晋南北朝，开始

有选择性地利用山石怪石"与"奇石"的概念也相继产生，

园林山石的鉴赏法开始萌芽。

6.2 唐代，自白居易发现太湖石并认识其观赏价值后，丈

人间形成爱好与收集太湖石与其它观赏山石的风习。太湖

石鉴赏法逐渐形成，其鉴赏要素除了最主要的形状与洞穴

外，还与色彩、光泽、附生青苔以及敲击时发出的声响等因

素有关。

6.3 宋代，皇室，士大夫以及庶民之间的营造假山与鉴

赏奇石活动达到高潮。近山形石、远山形石、形象石以及纹

样石等四类园林山召的鉴赏法业已形成。近山形石的鉴赏

法与唐代所形成的太湖石的鉴赏法基本→致;远山形石的

鉴赏法主要与山峰、山崖、谷整以及坡脚等有关:形象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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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重点在于山石的外在形姿，纹样石的鉴赏重点在于山

石表面的纹样。米帝的"相石法"只总结了太湖石与近山形

石的鉴赏法，亦即它只适用于太湖石与近山形石，而不适用

于其它三类观赏山石类。

6.4 元、明、清各代乃至近、现代，在继承宋代所形成的四

种山石鉴赏法的基础上，只对某些方面作了进一步地补充、

解释，使之日臻完善，但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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