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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造园，其实是在造天堂。
园林是人类眼中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是寄托精神的宁静家园，是自己心目中的天堂。
身处园林，我们看到的不止是亭台楼阁山水花草，还有中国古人的所思、所想、所为：他们崇尚老子
的自然无为，就模仿自然，让自己住在山林中；他们师尊孔子，就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仁山智水间；
他们在园中种棵菩提树，便在树下打坐，参悟佛禅；他们在廊壁上嵌几方碑刻，便指划揣摩，与古人
意会。
春光明朗之时，宾客雅集于“远香堂”，吟诗品画，说今论古；秋风飒爽之夜，家人欢聚在“射鸭廊
”，赏月听曲，同享天伦。
在园林里，我们会看到情人月下相会，也会看到知己亭中对弈，更能体会到古人们诗情画意地生活在
片片“城市山林”中。
中国江南，自然山水秀美，物产丰饶，自魏晋以来一直是一方富庶的乐土。
明清以降，更是文人巨贾汇聚之地，领社会风气之先。
作为士大夫阶层抒发情怀、巨商权贵斗富攀比的产物，一时间私家园林遍布江南。
江南私家园林是中国传统园林的代表，本书在综述其发展历史、艺术成就的基础上，对现存不多的实
例进行赏析，通过文字和丰富的图片，展现给读者一处处江南的园林以及一个园林的江南。
本书还收集了著者对园林的论述，以帮助我们体会古人的生活、古人的理想和情怀。
浸淫在中国传统园林的魅力中，我们静心回想；西人造园则体现出另外一种美，他们对秩序、规则、
理性的热爱反映在园林中。
我们不得不感叹美是有无限的可能。
无论是“悦目”的西方园林，还是“赏心”的东方园林，无论是古典园林，或是当代园林，人们都在
不断地发现和创造美的样式，营造着心目中的天堂，永不停歇！
谨以此书献给古往今来的造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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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留存至今的古典园林中，私家园林分布范围最广，数量最多，亦最具有代表性。
私家园林之中，最负盛名的是江南园林。
中国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赞语，即“江南园林甲天下”。
江南私家园林是中国传统园林的代表，是园林艺术的珍宝，苏州园林还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本书在综述其发展历史、艺术成就的基础上，对现存不多的实例进行赏析，通过文字和丰富的图片，
展现给读者一处处江南的园林以及一个园林的江南。
本书还收集了著者对园林的论述，以帮助我们体会古人的生活、古人的理想和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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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阮仪三，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是
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阮仪三教授两度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保护委员会颁发的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曾
获法国文化部“法兰西共和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
他主持的周庄、同里、用直、乌镇、西塘、南浔等江南古镇保护规划，被称作文化遗产保护的里程碑
。
他对古城平遥的抢救和保护更是传为佳话。
他因此被誉为”都市文脉的守护者”、”历史文化名城的卫士”、“古城的守望者”。
他还是苏州，扬州、绍兴．杭州、开封、平遥、丽江等市的城市建设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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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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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寄畅园中的掇山造景尽管处处顺应着惠山，烘托着真实山林的美，但在许多局部
处理和组织上还是表现出叠山艺术家的精湛技艺。
水池西部大的土假山中部较高，正好处在园林构图的中心，逐渐向东、向南低落下去，山势延绵至园
的西北部又重新高起，看上去似乎与惠山连在一起，而东部小岗对着锡山。
所以人们常说此山“头迎锡山，尾联惠山”，这就使园内山景自然地向园外的二座真山伸展出去。
 在这列起伏延绵的山脉中，结合山势的开合开了三条小径。
一条是盘旋上山的曲径，一条是穿行于山间的涧道。
另外，山的东部又有一条滨水的滩道，一边是水，一边是石壁。
滩道不时伸入水中，形成石矶，高低曲折，长约有六七十米，是山水之间的过渡。
土山上的人工叠石和点石也主要集中在这几条山中通道两边，其做法采用石包土。
石料采用本地黄石，色泽苍古，与土山配合非常协调，表现了浓郁的山野气氛。
 寄畅园的“八音涧”集中表现了自然界幽谷溪涧景色的声音美，是我国古典园林中结合假山堆叠，利
用动水而创造赏声景致的孤例。
在南巡后，乾隆皇帝在北京惠山园中特地仿照此景造了玉琴峡。
 八音涧是黄石堆叠的涧峡，西高东低，曲折穿行于大假山中，涧溪总长三十六米，谷深高度不等，大
约在二米到三米之间。
涧底是黄石铺砌的自然式地面，其宽度时大时小，变化曲折，最宽处有四米半，最狭处只六十厘米，
仅能容一人通过。
惠山泉水从园外经过暗渠，伏流入园，在涧溪西端汇集于一小池之中，这便是奏响“八音”的水源头
。
然后，水由涧底道路一侧的石槽中流下。
这流水石槽有时明做，有时上面铺一些石板变成暗槽。
流水一会儿在路的右侧，一会儿又转到路的左边，随着涧谷的转折从上游蜿蜒而下，因落差而造成的
水流之声汩汩潺潺，在空谷中回响，犹如八音齐奏，所以被名为八音涧。
最后泉水由暗道入“锦汇漪”。
从游人看来，水在不停地流动，然而却是忽儿有影，忽儿无踪，无不叹为观止。
要是在溪谷中行走，浓密的山林遮住了山顶，黄石涧壁上部的岩缝中不时露出粗壮古树的盘曲错节的
老根；脚下的流水既有形又有声，游赏者如同来到了深山涧谷之中，景色显得那样幽奇奥曲，变化莫
测，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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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对江南园林怀有特殊的感情。
这些年来，我对我的博士生们最好的奖励，就是带他们到某一个他们很少去的园子去赏玩，我给他们
做导游，然后找个地方坐下来，再细细地评点。
他们会再去实地反复揣摩，事后他们会久久地回味。
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曾得到过园林大家们的真传，因为我在同济大学读书和工作时，多次聆听过陈从
周教授讲园林艺术。
他在《说园》里写的，我大多亲耳听过。
在修复上海豫园和苏州耦园、艺圃等园子时，他去现场指导，我有时也在他身边。
我老家在扬州，我也有幸陪他去过扬州的个园以及泰州的乔园、如皋的水绘园。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的刘敦桢教授带着弟子们在苏州园林搞调查
测绘，有时在暑假里我也去帮忙。
因为我在苏州长大，在那里有许多同学、亲戚，去借个车（那时借车是一件难事）、办个事、跑个腿
，可以找一些熟人相帮，所以同时也听到刘先生对苏州园林的评讲。
我曾到南京工学院找童寯老先生求教，童寯教授很早就写了《江南园林志》和《造园史话》，他学贯
中西，知识渊博，也乐于助人。
当时学子们都称誉他是一口大钟，意思是不敲不响，每敲必响。
我们这些后学辈常常揣着许多问题去求教，他是有问必答，而且总有精辟的见解。
他很高兴谈江南各地的园林，从他那里我得到了不少教益。
我常常追忆这些名师的高见。
很可惜，当时没有记录下来，但是他们的许多见解，我是领会的。
现在想来，江南古典园林艺术的发掘、整理、发扬光大，一直到成为世界建筑艺术的珍品，就是有赖
于这些名师大家。
今天我们学习研究园林建筑一定要继承先人的业绩，深入地理解这些私家园林的艺术精粹，而不是肤
浅地以为挖一个池、盖几个亭子就是园林了。
许多新造的花园，有的全无艺术可言，浪费了钱财，有的可以说是糟践了艺术。
许多人文化浅薄还要故作风雅。
真的，江南园林的艺术精华你能透彻理解吗？
陈从周先生说过：“苏州园林艺术，能看懂就不容易，是经过几代人的琢磨，又有很深厚的文化，我
们现代的建筑师是学不会，也造不出了。
”至少，造园子想一气呵成是出不了精品的。
苏州园林进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可是无锡、常熟、扬州、泰州、湖州以及上海等地都还有和苏州一样
精彩的私家园林，而且各有特点。
就是在苏州，除了进入了名录的九个园林外，也还有许多好园子，只是人们不太熟悉罢了。
这些园林都是艺术的珍宝。
这说明了在江南这些私家园林普遍地存在着，并且异彩纷呈，这是中国建筑与园林艺术博大精深的体
现，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至今的瑰宝。
我们编写这本书也是让人们了解这种情况。
不能以为私家园林只有苏州有，苏州的园林仅仅是重要的代表，我甚至于觉得应该用江南园林来扩大
原来苏州古典园林的世界遗产名录，这样才符合实际。
本书的概说部分，是由刘天华为主执笔；第二部分介绍各个园林，分别由阮仪三、刘天华、阮湧三、
丁枫四人执笔；第三部分园林散论是我自己对江南园林的议论，有叙有议，有见解有评论，虽然只是
一家之言，却都是有感而发，自认言之有物，信笔写来，会有不妥之处，还请阅者谅之。
照片摄影是陈健行、马元浩两位大家和胞弟湧三的作品，田雷和李浈提供了上海古猗园、醉白池、西
塘西园的有关照片。
译林出版社和施梓云先生为本书的编辑和出版费心费力，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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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仪三于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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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江南古典私家园林》全彩印刷，装帧精美，领略江南古典园林之美，读懂园林建筑的历史文化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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