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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深入翔实的史料发掘基础上，对众多明代江南园林实例作出详细的考察，并以园林观念和造园
实践两方面为切人点，在历史文献构筑的语境中展开具体命题的分析，揭示出江南造园在明代这一历
史时期的具体变化。
    本书将明代划分为四个时期分别进行研究，每个时期的江南园林有着各自鲜明的特色：初期冲击剧
烈、陷入低迷，中前期重塑形象、渐复元气，中期风气剧变、转向繁荣，而晚期更是辉煌全盛而又有
深刻转折——园林不仅获得空前的地位，而且通过“画意”营造标准的确立，造园在历史上首次获得
了自身独立的形态审美价值。
从而，中国园林史上第一次诞生了较为系统、完整的园林创作理论著作，第一次出现“造园艺术家”
群星璀璨的局面，也前所未有地成就了一大批营造复杂、景致精美的“名园”，而园林营造技法在叠
山、理水、花木、建筑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极大影响了中国造园史的进程。
    本书可供建筑历史与理论、建筑设计及其理论、风景园林、艺术史、文化史的研究者和爱好者阅读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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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进入到社会风气陡然转变、造园展现出突出魅力与活力的明代中期，“适意”（以及“求理”）
的传统欣赏方式仍普遍流行，甚至有着更为突出的表达，但也蕴含着深刻的变化。
此时的园林观念中，对于从“游观”而得的“趣”、“乐”、“适”等的个人感受尤为关注；尽管由
简单景物带来的恬适、乐趣仍多可见（如祝允明《吹绿亭记》），但总体而言，对“游观”本身的关
注更为突出，为此的园林追求更加深化：境界目标上，除了“天造”、“自然”的追随，还有“出尘
”、“隔凡”的向往；具体效果上，唐代柳宗元《永州龙兴寺东丘记》所总结的“旷如”、“奥如”
二境，得到尤为强烈的关注，并有对“远”、“深”等的细致认识。
随着园林总体境界的追求更为深入，具体景物的效果欣赏也趋向精致，这突出体现在越发强烈的对“
奇”追求上，这比起总体的“旷”、“奥”境界更趋向具体形态内容的关注；此外，同“画图”的比
拟日益也成为园林欣赏的流行方式，这关注的就更是景物具体视觉效果了；同时，之前园林中普遍关
注的农作内容欣赏，随着形态美感的追求而越发不受重视，甚至在一些园林中彻底消失。
可以看到，相对于传统的“适意”欣赏，景物内容不再仅是天地自然与个人内心之间的中介，其形态
本身受到的关注正日益加强，从而，园林的欣赏方式正趋向一种深刻的转变。
　　在园林地位空前提升、造园活动空前旺盛的明代后期，园林的欣赏方式在明代中期展露出变化趋
势的基础上，终于产生剧烈的变革。
尽管不重形态、而更关注园林境界对内心感受作用的“适意”欣赏仍有延续，并且因宗教内容的大量
存在使得园林往往点染上一种新的“超越尘世”的感染力，但总体而言，对于景物营造形态效果本身
的关注已经决定性地占据主要的地位，超越“适意”而成为主要的欣赏方式。
以往对于园林景物简单营造的、针对个人内心而需要深厚涵养的“适意”（及“求理”）欣赏，已经
不再能满足需要，而逐渐让位于对实在山水形态的关注、对直接感官体验的重视；而更为关键的是，
晚明江南造园逐步建立起“画意”的标准，这直接标志着一种新的欣赏方式的确立，成为自觉品评欣
赏园林的标准。
在这一欣赏方式中，景物品赏不再从属于内心感悟，园林景物形态营造本身受到独立的关注、确立了
独立的地位，从而，造园真正成为一门自足的“艺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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