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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9A_E7_9F_A5_E8_c34_43553.htm 起源问题 中国私家园

林很可能与皇家园林起源于同一时代，但是从已知的历史文

献中，人们了解到在汉代有梁孝王的免园，大富豪袁广汉的

私园。这类私家园林均是仿皇家园林而建，只是规模较小，

内容朴实。 士大夫的隐逸时尚 晋南北朝时，中国社会陷入大

动荡，社会生产力严重下降，人民对前途感到失望与不安，

于是就寻求精神方面的解脱，道家与佛家的思想深入人心。

此时士大夫知识分子转而逃避现实，隐逸山林，这种时尚必

然体现在当时的私家园林之中。 其中的代表作有位于中国北

方洛阳的西晋大官僚石崇的金谷园和中国南方会稽的东晋山

水诗人谢灵运的山居。两者均是在自然山水形基础上稍加经

营而成的山水园。 辋川别业和独乐园 唐宋时期，社会富庶安

定，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诗书画艺术达到了巅峰

时期。 文人造园更多地将诗情画意溶入到他们自己的小天地

之中。这时期的代表作有诗人王维的辋川别业和作家司马光

的独乐园。 私家造园之风兴盛 明清时期，私家造园之风兴盛

，尽管此时私家园林多为城市宅园，面积不大，但是就在这

小小的天地里，却营造出了无限的境界。 正如清代造园家李

渔总结的那样：“一勺则江湖万里”。 此时出现了许多优秀

的私家园林，其共同特点在于选址得当，以假山水池为构架

，穿凿亭台楼阁、树木花草，朴实自然，托物言志，小中见

大，充满诗情画意。 这壶中天地，既是园主人生活场所，更

是园主人梦想之所在，这时期著名的南方私家园林有无锡的



寄畅园、扬州的个园、苏州的拙政园、留园、网师园和环秀

山庄狮子林等。 自然无为与壶中天地 私家园林的成熟实际上

反映了中国封建知识分子与封建权力之间持久的冲突与融合

。 文人士大夫私家园林原也是受到皇家园林的启发，希望造

山理水以配天地，寄托自己的政治抱负。 但社会的动荡和政

治的腐败总令信奉礼教的中国知识分子失望，于是一部分士

大夫受老庄思想影响，崇尚自然，形成与儒家五行学说比较

形式化的天地观相对立的，以自然无为为核心的天地观念。 

因此园林中的山水不再局限于茫茫九派、东海三山；又由于

封建权力和礼制的打压，私家园林的规模与建筑样式受到诸

多限制，这正好又与庄子齐万物的相对主义思想相吻合。 于

是从南北朝时期起，私家园林就自觉地尚小巧而贵情趣。一

些知识分子甚至借方士们编造的故事，将园林称作“壶中天

”，要人们在小中见大。 中国知识分子的“壶中天地”给这

个民族留下了一整套的审美趣味和构园传统，留下了一大批

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 身在山林，心存魏阙的坚定等待 儒家

知识分子虽不像道家知识分子那样消极遁世，却也有了“道

不明则隐”的清醒选择。 于是他们也需要一个能与封建权力

分庭抗礼的环境，这个环境也无需很大，无需奢侈，无需过

多的建筑，而是要在城市的喧闹中造就一种隐居的氛围，使

他们在简朴的生活中继续磨练自己的意志和德行，世道一旦

清明，明君一旦出现，他们就可即刻复出。 更重要的是，在

这里他们也可直接与天道相通，而不必假皇权的中介了。 这

当然也是符合他们的人生社会理想的好去处。他们以孔子对

颜回的赞誉为鉴，在小小的园林（“勺园”、“壶园”、“

芥子园”、“残粒园”等）中“一瓢饮，一箪食”，乐而不



改其志，坚定地等待着。正所谓“身在山林，心存魏阙”。 

这时的半亩方园就成了“孔颜乐处”。失意的士大夫们便可

“文酒聚三，晤对间，今今古古；烟霞藏十笏，卧游边，山

山水水”了。 在这种情况下，园林中不仅建筑面积所占比例

很小，单体建筑体量不大，屋面常用灰瓦卷棚顶，装修简洁

，不施彩画等，然它们的淡雅精深，其中文学艺术作品（匾

额、楹联、勒石、诗词书画）之多和寓意之深刻，是皇家建

筑所不能比的。 与官方意识形态有所区别的另一个方面 私家

园林的审美趣味后来为皇家所吸纳，一些宗教寺庙，尤其汉

传佛教寺庙的营建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它的影响。 而一些儒

家知识分子一旦当了地方官，也适时修建一些郊野公共园林

或少量园林式建筑，供市民踏青登高赏景之用。 这种园林或

建筑就更与私家园林气味相投了，例如杭州西湖风景区的形

成就与著名诗人苏东坡两度在此为官，曾先后疏浚西湖，筑

苏堤，修石灯塔，造各种亭台，并留下大量赞美西湖的诗词

有很大的关系。 因此，了解私家园林之美，可进一步懂得中

国园林之妙，并直观地了解传统中国文化中与官方意识形态

有所区别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花园改建成的中国第一佛寺 根

据已有的考古材料证明，中国寺观的起源在5000年以前，当

时是以神祠的形式出现的，这就是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女

神庙。 东汉时在洛阳以皇家花园改建成的白马寺成为中国第

一佛寺。 然而佛寺的建设兴旺于魏晋南北朝。因为当时的社

会战火不断，民众生活痛苦不堪，生命无常，因此，佛教中

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的思想深入人心。 另一方面，道教思想

中取法自然、延年益寿、飞身成仙等也赢得众多追随者。 舍

宅为寺的热潮 在舍宅为寺的热潮中，北魏洛阳和南朝的建康



佛寺成百上千，香火甚旺。 此时，寺观园林有三种形式，一

是把城市中寺观本身按园林布置；二是在城市寺观旁附设园

林；三是在风光优美的自然山水中建寺。 这样做是因为，不

论佛教中的天国还是道教追寻的仙境都对寺观的环境提出很

高的要求。 世俗化、文人化的浪潮 唐宋时期，佛教、道教、

儒教迅速发展，寺观的建筑布局形式趋于统一，即为伽蓝七

堂式。此时的寺观不仅仅是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而且还是

民众交往、娱乐的活动中心。 此时的文人也把对山水的认识

引入寺观氛围，这种世俗化、文人化的浪潮促使寺庙园林的

建设产生了飞跃。 唐代长安的广恩寺以牡丹、荷花最为有名

，而苏州的玄妙观也发展成规模宏大的寺庙园林，据传宋代

名画家赵伯驹之弟所绘《桃源图》描绘的就是玄妙观的情景

。 明清时期，寺观园林建设达到高潮。由于清帝极为重视与

蒙古、西藏首领的友好关系，汉藏风格相结合上永安寺、承

德的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都是著名的范例。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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