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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园林艺术的鉴赏

宋守信

园林艺术与其他艺术有共同之处，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尤其中国园林的艺术风格更是与

众不同的。因此欣赏方式必须与这种艺术特点相适应，才能充分领略园林美所具有的感染

力。本文着重剖析中国园林艺术的美感形成过程，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欣赏

园林艺术的方式方法，并且提出了品评要求。

一、中国园林艺术的特点

中国的园林有其悠久的历史传统，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中国园林一向崇尚自

然，即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明代造园家计成在《园冶》中写道"虽由人作， 宛自天

开"要求园林达到妙极山水的境界。自然山水式园林表现了中国园林艺术的主要特点。

构成景观的基本要素主要有山石、水体、生物(花草树木及鸟兽虫鱼〉、建筑以及

文化古迹等。造园家通过"匠心拙运"的功夫创造了园林境界，成为艺术作品，形成了

供游人欣赏的对象。园林里的景致是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首先要辨明主景、伴景和背

景。主景是该处园林的I代表，起到主导和支配的作用，伴景和背景则分别起陪伴和衬托

的作用。此外中国园林还经常利用对景、借景、抑景、隔景、框景、夹景等手法，增

强园林艺术的感染力。造园家通过合理的园林布局，把多样的园景展开，划分出若干个

景区，各布置若干个景点，分别组成各有意趣和情调的园林空间，处理好总体和局部的

关系，就能取得美妙的艺术效果。

中国的园林无论面积大小，都讲究地形的变化，希望有山有水有平地，无论是山水

骨架，亭廊构筑或树木配置都力求自然，富于曲折的意趣和含蓄的情调，具有浓厚的艺

术感染力。比较完整的园林，为了适应雅俗共赏的要求，除设有欢娱明快的局部，还辟

有清幽宁静的去处，除有宏伟壮观的场面，还有娇巧玲珑的设施，以使游人产生不同的

情感。

中国园林为了创造出含意深远的意境，常应用诗、词、绘画、雕刻等文学艺术进行

演染，对景观的奥妙结合典故进行点题，这也是中国"诗画园"的一大特点。文由景

生，景借文传，情景交融，妙趣横生，诗情画意充满其间。

中国园林好像一幅"立体的山水画"或"长轴画卷"人们可以进行"回中游"。

同其它文学、戏剧存在着章回或场幕一样，园林艺术也需要一章章地展开，一幕幕地连

贯，既有由起景到结景循序前进的连续性，又有节奏感，给游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

常用"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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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园林美感的形成

美的境界使人产生美感，园林艺术使游人产生一种快感或叫悦愉感。它属于生理性

的，是直觉感受作用于感宫神经的结果。同样道理，丑的境界使人们产生厌恶感。美感有

一个深化的过程，美的境界作用到人的感官后，通过思维活动，间接传递于中枢神经，

达到崇高的理想美境界。这是说美感的阶段性、连续性和它们的统一性。直觉感性的美

只有上升到思维理性的美，人们才能认识美的实质。当然，一方面涉及审美对象的不

同及造园的艺术水平，另一方面要有审美主体(游人)的艺术修养，知识经验，审美观

点及社会影响等的作用，两方面相互结合统一起来，也就真正理解了美的所在。如果一

个人缺乏一定的知识积累，审美观点不正确，单凭一时直接快感的刺激，他就不会或不

完全正确理解真善美的东西，反而单凭某种趣味的剌激把丑恶的东西接受过来。

美的境界对游人来说，从直觉感受到情感的体验，最后达到丰富的想象通常是瞬间

的过程。园林艺术对游人能起到赏心悦目陶冶性情的作用。游人进入美的境界，精神为

之振奋，心情感到愉快，这就是一种美的享受，也是一种消遣或休息。游人在园林艺术

境界里还能受到高尚品德的熏陶和科学知识的教益，而且锻炼刚毅的意志，激发丰富的

情感和培养乐观的心境。

社会主义的园林艺术和λ民大众的审美观点都离不开政治标准，从心理上满足人民

群众对园林艺术的美感要求，只能是进步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内容，绝不能掺杂落

后的，腐朽的，低级趣味的东西。人们在心理上对园林艺术有趋性的本能的和欲求的反

应。所谓趋性是一种适应性的行为，人们对于新鲜的事物和清洁的环境存在适应性心理趋

势，园林艺术就要据此来很好的满足这种心理要求。人们先天的行为方式一般是本能的

心理反应，爱美是人们的一种天性，审美观点和能力则是后天获得的，美感往往成为人

们追求的动力。例如好奇心产生惊异感，催促人们去探索，模仿。本能是天生的遗传性

所固有的，但客观环境条件可以左右它的方向，在特定的场合有意思地启发其自觉性和

方向性，则是园林艺术的作用，园林的职能即是为这种作用开辟出广阔的天地，以适应

游人的美感心理反应。例如杭州和桂林的山水长久的吸引着大量的游人就足以说明这一

点。欲求是心理活动的要求，例如保存生命，维护健康，参与社会活动，建设美好未来

等。欲求心理是属于目标性的满足，这和园林艺术的关系十分重大，如旅游千里去观光

稀世各胜，欣赏独特的风景区，蹬上雄伟奇特的高山等等都使人们心理上得到满足，人

们登泰山而观天下，就是这种振奋心境的体现。园林为游人提供了有助健康的环境和接

受教育的场地，使人幢景美好的未来，而投身于现实的奋斗。所以，园林艺术的价值主

要是精神生活的内容，是来源于景观的艺术形象所给人们的感受。

三、园林艺术的品评

园林是可以入游的艺术实境，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供人以游览。园林是艺术化了的

山水林地，构成被欣赏的客体。园林艺术作品反应着造园家的艺术修养，包含着造园家

的才能，这种艺术作品通过各个欣赏环节使广大游人所接受，并受到鉴赏和品评。

赏和鉴，品和评是统一过程的不同环节，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是欣赏主体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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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之间融合和转化的过程，也是园林艺术再改造向更高阶段发展的过程。当然包括主客

体共同提高在内，园林艺术启发和教育了游人，游人又促进和改造了园林，通过多次的

反复，园林艺术的独特风格和地方色彩才日趋完美。例如扬州园林巳有千年的历史，与

一般园林相比别具一格。因为扬州地处长江北岸，自然山水得天独厚，又榕汇中国南北

二派的园林艺术，形成中国中部园林的地方风格。扬子l、|园林经过不同时代的连续创造和

不断淘洗，留下的艺术作品经过了千锤百炼的严峻考验，即使是现在.也还在不断的游赏

品评中前进。所以扬州园林以优美的姿态和绚丽的色彩吸引广大的中外游人而永碟青春

活力。

游人众多，趣味不一，对园林艺术的欣赏要求各不相同。造园家的某一创造意图，

不一定符合全部游人的口味，这是正常现象。但游人与园林艺术都存在共性与个性的问

题，共性是对个性的一般概括，又包含在许多不同的具体个性之中。只要从全局上适应

相对整体的欣赏要求，就是正确地处理了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关系。事实上，有许多各具

特色的园林得到了有口皆碑的广泛好评。例如避暑山庄里的水心楠景点，对古今中外不

同身份的游人都能激起情感，都感到是一种美的享受，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虽然园

林都由山水建筑和树木等所构成，但在形式上就有古典和现代之7H 在内客上有南方和

北方之另IJ ，维族和汉族的园林建筑格调也是显然不一样。人们对熟悉的东西会感到亲切

可爱，对陌生的东西会感到新奇或不习惯。决定千差万别欣赏者观点的因素很复杂，园

林艺术应立足于人民大众。游人通过欣赏品评从被动转向主动，园林艺术就得到一次再

创造的机会。这就是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

对园林艺术的深入品评还要从构思和布局，形式和内容，境界和手法，风格和流

派，传统性和时代性等园林美感成因的多方面去探究。总之，高超的园林艺术境界具有

较高的观赏价值和浓厚的感染力，起到清新耳目和激人思发的作用，这是品评的首要依

据。富于时代感的园林，内容和形式有所创新，形成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新特色也是社

会主义园林的必然方向，这一点广州园林做的比较突出。他们把优秀的民族传统和地方

的特殊形式很好结合，值得园林艺术界高度重视。

四、赏景的基本条件及方式

游人在体验园林美的时候，园林艺术的感染力能否充分发挥而被游人全部体验， np 
由美感直觉到审美情感，是有条件的。

游人赏景的能动性与景观结构的美感性相结合则是基本条件。游人赏景的能动性包

括游人的文化水平，艺术修养，知识积累，游赏经验，这些内容构成了不同人的欣赏能力 F

游人赏景的标准，审美观点，赏景代价，这些内容构成了不同的欣赏态度。有了欣赏力

还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欣赏态度，这样的游人才可能动地领略景观对象所具有的全部性能。

只有园林设'计者的"匠心"没有园景欣赏者的"游心"或赏景者不肯付出应有

的代价是无法谈到品评问题的。美的感染力是景观境界本身的生命力所在，是凤景赖以

生存的基础，感染力强才能召唤游人。风景虽美，如果无心游赏，或者观点不正确，园林

艺术就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赏景半途而废，或者身到心不到，都不能欣赏到园林艺术

的味道。所以，园林作为客观条件，游人作为主观条件，两者必须真正结合起来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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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艺术怎样才能为游人所全部接受，其中还有一个欣赏的方式方法问题。园林布

局是按一定的形式安排的，其结构是井井有条的。游人通过观赏点、线、面和角度，在

走走停停中和看着想想中欣赏完结。

静观与动观是二种不同的赏景方式，但二者又是交互结合在一起的。静观是游人停

在一处观赏点上观赏周围对景，是以观赏点为轴心放射状透视线触及每个景物的一面。

其空间是有限的，游人只在一个视点上转动，人静景静，视线停留时间长，详细品赏优

美风景的意趣，动观是游人在行动中赏景，观赏点随着人的移动而连续不断的变化，往

往以某个重点景物为中心环绕或连贯前进，视线可以触及景物的多面，并且随着不断前

进，出现"步移景异"多景先后出现的场面。动观视线是多变的，空间是无限的，人

动景异，视线停留时间短，可以概括欣赏宏观境界的壮美势态。但是作为一处园林可以

静观为主，如小园或闭锁空间视点相对多于路线，另外一处园林可以动观为主，如大园

或开阔空间，路线相对多于视点。就某一处园林动观与静观也不是绝对的，游人必须行

与停，缺一不可，动观与静观相互交替使用，行中有停，停中又行，只不过是所用时间

不等，注意力不同而巴。有的园林还特意安排了静区和闹区，这是指境界的情调差异而言。

赏景顺序是和观赏路线(或园路)大体一致的。观赏路线的安排是和该处园林的章

法结构相吻合，总是以起景开始，几经转折逐渐显露主景而达到高潮，再由高潮转向各

种类型游人向往的不同景区，尽情游赏，最后在结景处回昧游兴。观赏路线有粗略的线

路，供时间少的游人概括欣赏，有索回的线路供时间多的人细细品赏。观赏路线与通行道

路不同，它是经过艺术加工特殊布置起来的引导游人动观的路线。例如加深层次的隔景

处理，指示性的障景处理，诱导性的夹景门景处理，藏景法的抑景处理，丰富景观的对

景、借景处理等等都能使观赏路线产生变化，一路境域不同，达到百看不厌的目的。观

赏路线虽然密布园中，但和景区景点构成境界相一致，这就是连续感和节奏性协调的

好，除了各景区景点之间的格调、地位和均衡关系构成各具特点的统一体之外，还要

在转换和过渡上进行艺术加工。例如在观赏路线的关节部位用景墙月门、树木假山、空

廊曲桥等处理，使连续感和节奏感同时奏效。当然利用开合、明暗、起伏等处理都可在

连续中产生节奏感觉。

观赏角度和欣赏效果也有很大关系，景物或空间境界都存在一个最佳观赏面或最适

宜的观赏角度。最佳观赏面和观赏角度与观赏点有关，游人赏景的位置和距离是否能

达到最好的观赏效果，这是游人必须掌握的重要问题。首先，观赏点必须透视最佳湖赏
面，而且观赏角度最好控制在垂直视角200~30。以内，水平视角450~50。以内。这种最佳

视域范围是和正常人的视力相一致的，如果把眼睛的余光计算起来则视域范围达到130 。

x 160 0，可是这不是观赏角度要求的最佳范围。对于景物体量的大小和视角的关系，如

果视角一定是最佳的，则景物体量和视距就成正比，景物小则须就近处观赏，景物高大

则须在远距离观赏，不然就会迫使头部上下移动或看不清楚。水平视角不适也可迫使头

部左右移动，但主要还是垂直视角不能造成游人疲乏感。垂直视角在最佳范围之外还有

适宜范围，这样就给境域的安排和空间环境条件留有余地。例如当水平视距是景物高的

二倍时，其垂直视角是26.5 0，观赏效果当然很理想。当水平视距是景物高的 3 倍jJj7

倍时，垂直视角则由 18。降至 8 这在一般园林里观赏效果是较好的。有的景物必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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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观赏点欣赏才形象逼真，换个观赏点则形象就变了的例子很多。宋代大诗人苏东坡

说过"横着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园林赏景要求达到一定的深度。赏景深度，在平面布局上善于探索藏景的奥妙，景

愈藏愈显深远，当经过几番曲折再者到它时，则其幽深境意及感染程度大增。空间感强

烈的园林境界也像绘画一样讲究三度空间，而且近、中、远景都可入游，这样才能体会

到"四面荷花三面柳，半潭秋水一房山"的画境真意。当然曲折回环，园中有园更说明

需要观赏的深度。深度在垂直方向上参差错落其美感更不一般，如登高远眺，洞底探幽是

别具风味的。天关谷底，涧道盘行，绿潭倒影，绝崖苍松，这是说高差悬殊的境界，以

及深邃幽奥，还是讲深度。当游人不怕劳累真正游到深处或险处也才真正体验到惊险紧

张过后所带来的轻松愉快的美感。赏景深度还有更重要的一面是对意境的体会，意境是

思维的深度，能产生极深刻的印象和回忆。例如游八达岭长城会激起中华民族的自豪

感，游莫愁湖会联想莫愁女纯洁善良的故事，扬州瘦西湖吹台四面入圆、画中有意，人

在其中如入仙境，达到情景交融的深度，这样才能对园林艺术进行品评、比较。

社会实践证明，园林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生活伴侣。造园家通过园林艺术把自然美

和人为美奉献游人，欣赏者置身于园林艺术之中，从而得到美的感染和享受，体验到大

自然力量和人类智慧之所在，激发起更加热爱伟大的祖国和人民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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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RECIA TION OF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ong Shouxing 

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nalysed the process of awakening aesthetic feel

ing towards Chinese landscape art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tructures in landscape appreciation and suggested the criteria 

for evaluating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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