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园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园冶>>

13位ISBN编号：9787101080780

10位ISBN编号：7101080782

出版时间：2011-8

出版时间：中华书局

作者：[明] 计成 著,李世葵,刘金鹏 编著

页数：21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园冶>>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系统地总结和阐述造园法则与技艺的著作，它从选址、规划与设计
建筑物、叠山理水、铺装地面、选择石材和借景等方面对中国古代造园的各环节都做了深入具体的总
结和阐述，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人造园的智慧和艺术追求。
书中提出的“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巧于因借，精在体宜”的观点，深得中国古代造园理论之精
髓。

　　本书注释力求详尽、准确，译文流畅，点评独到，并配以精美插图，美文美图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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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今人们造房子，全凭工匠们作主，难道就没有听说“三分匠、七分主人”的谚语吗？
这里的“主人”，不是园林主人，而是能够规划设计并主持施工建造的人。
古代的鲁班曾设计出结构巧妙的器具和房屋，陆云曾刻画出精巧繁复的楼台美景，他们岂是只操工具
干活的匠人之流呢？
普通工匠只以雕镂为巧，以按式样制作构架就是精，按照定规不能更改一梁一柱，世俗称这样的工匠
是“无窍之人”，甚为确切。
所以，凡是建造房屋，必须先考察地形地势，规划设想房屋基础的位置和朝向，然后确定几间、几进
，依照地基宽窄，随曲而曲，当方则方，这完全取决于主持建造的人，妙在能得体合宜地设计屋宇，
构思既不拘泥于定制，也不随意草率。
假如地基不规整，何必定要拼镶整齐，房屋木构架何必要限制为三间、五间与多少进数呢？
半间一披，亦能幽雅相称，这就是“主人之七分”的意义所在。
至于造园师的作用更是占十分之九，而工匠的作用仅占十分之一。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园林结构妙在因地借景、得体合宜，这方面的工作不是普通工匠能胜任的，也不是园林主人自己
就能够设计好的，所以必须聘请专业人才主持，还要合理地节约费用。
所谓“因”就是：要随着地基的高低，留意地形的端正，如果有树木阻碍观景视线，就要修剪枝条；
如遇泉水溪流，就要引注石上，上水石美景相互借用衬托；适合建亭的地方就建亭，适合造榭的地方
就造榭，园径不妨偏辟，引导布置要蜿蜒曲折，这就是“精而合宜”的含义。
所谓“借”就是：园林虽然划分为园为园外，取景则不拘于远景近景。
晴山耸立、古寺凌空，凡是目力所及之处，遇到庸俗的场景则屏蔽、遮挡，遇到美好的景色则收入园
林中，不论是田野还是村庄，都纳为在园中可观赏到的烟云风景，这就是“巧而得体”的意思。
这些得体适宜、因地借景的工作，如果没有请适当的人来主持规划设计与实施，加上吝惜费用，那么
就会前功尽弃，既使有像鲁班、陆云一样智巧的后起之秀，又怎么能建成传世的佳构？
我也怕传统的造园技艺会逐渐失传，姑且将各种园林图式简要地绘制在后面，以供爱好园林的人参考
。
　　【点评】《园）台》正文第一章《兴造论》，总论兴建住宅和园林活动，提出营园要旨，是全书
的总纲。
计成在该章中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第一，“能主之人”（建筑师、造园师）决定了园林艺术的成败
，强调专业人才在造园中的地位。
计成在《园冶》多处提出“得人”问题，把造园师看作是造园的决定性因素。
除了在《兴造论》中说“独不闻三分匠、七分主人之谚乎”，“第园筑之主，犹须什九，而用匠什一
”，计成还在《掇山》中说：“多方景胜，咫尺山林，妙在得乎一人”，在《选石》中说“处处有石
块，但不得其人”，这些句子强调必须要有高水平的造园师参与造园，才能取得成功。
计成在这章结尾还说：“匪得其人，兼之惜费，则前工并弃”，认为造园时如果没有艺术修养较高的
造园师，加上为了省钱，在该投入的地方不能保障足够的资金，那么就会前功尽弃。
计成从宏观上指出人才和资金是造园的关键因素。
　　中国古代的造园工匠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世代薪火相传，创造出优秀的园林。
宋代文献中就记载了一些杰出的园艺工人和叠山匠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在园林兴盛的潮流中涌现
出不少技艺精湛的造园工匠，例如杭州工匠陆氏“堆垛峰峦，拗折涧壑，绝有天巧，号陆叠山”，苏
州的叠山工匠俗称“花园子”。
对于一座小型园林而言，园林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叠山之优劣，所以叠山师当时也是造园的主要匠师，
文人的造园立意往往要通过这些懂技术的匠师来实现。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从来叠山名手，俱非能诗善绘之人。
见其随举一石，颠倒置之，无不苍古成文，迂回入画”，也客观地指出叠山师在造园艺术创作和工程
运作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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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园匠师的社会地位在明代以前一直很低下，除了极个别的之外大都名不见经传。
但在明末清初情况有所变化，明末江南地区造园频繁，工匠的需求量很大，由于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
义因素萌芽、市民文化勃兴，引起价值观念的变化，造园工匠中的技艺精湛者受到重视。
造园师在园林主人或者文人与一般工匠之间起到桥梁作用，提高了造园的效率。
其中一部分人努力提高文化素养，甚至有擅长诗文绘画者代替文人而成为全面主持规划设计的造园家
。
从《自序》中可知，造园家计成就是通晓诗书的文人、“少以绘名”的画家。
文人士大夫很尊重这些有诗文绘画才华的造园家，乐于与之交往，甚至为他们撰写传记，例如明代后
期陈所蕴为张南阳作传，戴名世《张翁家传》介绍明末叠山师张涟等。
　　第二，造园要遵循节约与高效原则，这也是当代景观设计学的经济原则。
当代景观设计学强调用最少的人力、资金、能源投入来健全自然生态过程，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土地资
源来满足人的需求。
计成在《兴造论》中说造园时应该“须求得人，当要节用”，“节用”，就是要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不过在当用钱时要不“惜费”，在该投入资金的地方，不能吝啬，要给予足够的经费保障。
计成提出此观点，主要是针对私人造园而言的。
无论是官宦还是巨商，财力毕竟有限，所以要厉行节约，但是为了保障艺术品质，在诸如厅堂、主庭
院等公共活动频繁的地方，也要舍得投入。
　　“节约与高效原则”表现在造园的许多方面，比如，在规划园林的时候要量力而为，私造园应该
根据自身的财力来确定园林的规模大小和规格高低，不应该盲目攀比，求大规和豪华装修。
在施工过程中，应该有效地节约资源和成本，力戒浪费。
计成在《铺地》中就出了一种节约手法：“废瓦片也有行时，当湖石削铺，波纹汹涌；破方砖可留大
用，绕梅花斗，冰裂纷纭。
　　”报废的瓦片和破损的砖石都可以当做铺地材料，用瓦条可以铺叠出水波样，用破方砖可以铺出
冰裂纹的造型，利用在施工过程中产生的边角废料可以铺出美观方的地面，又节省费用。
计成极力主张就地取材，本着节约的态度对待自然资源，他在《相》中提出：“斯谓雕栋飞楹构易，
槐荫挺玉成难”，认为要尽可能地保留地基上原有的古木树，多栽植本地植物来美化园林。
　　当建筑与古树发生矛盾时，要尽力保护树木。
采用本地物不仅便于形成生机勃勃的景色，体现出地域特征，还能利于形成生态平衡的小环境，实现
物质和能量的自循环，既能减少维护成本，又可以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园冶》中提到的植物大多是江南本土植物，如柳、竹子、芭蕉、桃树等。
　　第三，园林设计的基本原则是“巧于因借，精在体宜”，这也是贯穿全书的造园理念，是后文介
绍的建造技巧和方法的中心指导思想。
在造园中，“因”主要取凭借、依靠、根据之意，即是说要因人、因地而造园。
“借”指借景，即借他处景色为我所用。
计成在论述造园贵“因”时，包括“顺应”自然和“利用”自然这两层含义。
计成主张要因顺并利用环境来建造园林。
具体来说，既要尊重和顺应客观规律，又要创造性地利用客观条件，采取“顺物之性”的原则，充分
地利用现有的地理条件、改造环境，以造出“宛白天开”的宜居园林。
《园）台》书中还用‘‘依”、“遵”、“随”等字表达此意。
在《题词》中，郑元勋明确指出，造园须因人、因地而制宜。
原因在于，人有贫富贵贱之分，地有丘陵平地之别，这些都是造园师所必须充分考虑的。
郑元勋还说计成是一个善于因地因人而造园的高手：“所谓地与人俱有异宜，善于用因，莫无否若也
。
”由此可见，运用“因借体宜”法则实际上正是计成长期经验的总结和升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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