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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5/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5_AF_BC_c34_635279.htm 拙政园和苏州市的留园、北京

的颐和园、承德的避暑山庄合称为我国的“四大名园”。后

两个属北方皇家园林，规模宏大，装饰繁复，金碧辉煌，充

满满清的审美趣味.而苏州的两个花园是典型的南方文人写意

园，宅园紧凑小巧，素朴精雅，是文人现实生活中的桃花源

。 拙政园是中国古代造园艺术的集大成者。风格疏朗，创造

的山水亲和喜人，蕴含着丰富多彩的人生哲学，是中国最典

型的明代园林作品。同时，在中部花园山水处理上的伟大成

就，“一池三岛”的格局成为了后世园林创作的范本。被世

人誉为“中国园林之母”。 拙政园也是苏州最大的私家花园

，占地 5公顷。它的创意构思由当时最著名的画家之一、“

明四家”中的文征明先生执笔而成。拙政园始建于1509年，

从画到园，前后历时16年。历史上几经兴废，园主几经变更

，其中包括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相传中国最著名的古典小

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先生曾经住在这里，所以有关大

观园的许多描写都与拙政园的园景相吻合。 第一任园主王献

臣是明朝的监察使，相当于现在的检察官，监督地方官员的

吏政情况，职位显赫.官场失意后还乡，在苏州城内东北角置

地建屋，就是现在的“拙政园”。名字源于晋代潘岳的文章

，“灌园鬻蔬”，“此亦拙者之为政也”。自嘲地说，自己

才学浅薄不能得到皇帝的赏识而行治国平天下的壮志，只配

回家作一农夫，从此不理朝政，享受隐退林泉的雅兴。就象

这座“兰雪堂”的名字，取自诗句“清风洒兰雪”，表达主



人洁白自持、潇洒大方的志趣。 拙政园由两条游廊分成三部

分：东部以田园风光为主，明代王心一买下后取名为“归田

园居”。曾经遭到严重的破坏，保留的建筑很少。如今在这

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高大的珍贵树种和典型的古典建筑

。中部是全园的精华所在，又称“复园”，完好地保留了明

代简雅而铺张、敦厚而轻灵的风格，在布局设计、建筑造型

、书画雕塑、花木园艺上有很高的艺术造诣。西部是清代主

人张履谦重修的，称“补园”，色彩上有了蓝色的装点，风

格上带有明显的清代时尚特征。 同时，我们从这幅漆雕画上

可以看到，园中绝大部分的建筑都与水相邻，面对水面或者

挑起凌空于水面之上，它们的名字也都得灵感于流动着连接

着园中各处的水，把江南水乡特有的风致描摹得精彩绝伦。

特别是水中遍植的荷花，或拥翠堆绿，或红白点缀，或枯枝

待雨，古人赋予它的“出污泥而不染”的高尚情操和园主青

睐于它的“香远益清”，这些催发诗人清愁的物事在这里都

因园景需要各有表现。如今，拙政园一年一度的“荷花节”

，不但集及了百余种荷花品种，还精心使千年古莲子发芽，

并培育出碗莲等珍贵的观赏品种，赢得了游客啧啧称赞。 【

出兰雪堂西门，在缀云峰前】 一来到花园里，园主给我们观

赏的竟然是一块巨大的湖石，遮挡了园中秀丽的景色，反而

更激起我们游园的兴趣。进门见山这种处理方法，在造园手

法上，称作“抑景”。既是屏障，相当于园门入口处屏风的

功能.又因自身的美感淡化了它本身的实用功能而成为一景。

就好象“犹抱琵琶半遮面”一样，遮遮挡挡的，却使欣赏者

更想见识“庐山真面目”了。含蓄而委婉的表达艺术是蕴藉

在我们东方人血液中的，也正是所谓的“东方魅力”吧。在



拙政园的任何一点看花园，你都看不到它的全部，以围墙、

游廊、树木等把整个花园分割并连接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部

分，园中有园，园外还有园，别有洞天。一个个障景，象眼

前的“缀云峰”，闭合、展开的过程谱写了游园的节奏之美

。而园中道路曲折起伏，连石桥都是一波三折，使我们观园

的视角时刻发生变化，园林景色在光影变化中精彩纷呈，达

到“移步换景”的审美感觉，如同展开一幅描绘主人心迹的

山水古画。在这点上，拙政园由画而园、游园成画的特色是

中国画和苏州古典园林相互结合、相互影响最好的例证了。 

中西方文化截然不同，以凡尔赛宫为代表的西方花园是古典

主义时期笛卡儿理论的实践。它的开阔与部分功能和我们先

秦的宫苑有相似之处。走出宫殿，整个花园一览无遗，可以

一直望到尽头的阿波罗池塘，好象和西方人的直率不谋而合

。在中轴线大道两旁，苗圃以各种几何形图案修剪排列着，

工整有序，同时树木也修成锥形、柱形或圆形，用笛卡儿几

何原理来塑造自然，来迎合当时朝廷讲究礼仪、寻求秩序的

潮流。它产生的背景是路易十四希望迁都凡尔赛，重造王室

的威望，所以成为园中最重要的“阿波罗”。也许因为其直

也失去了很多“柳暗花明”的乐趣。 我们的拙政园和法国的

凡尔赛花园都是一种文化的沉淀和时代的产物。尽管在形式

上两者千差万别，但都是把人类的意志强加于大自然，按主

人的趣味、文化加以修饰，只不过我们的花园更自然化，已

经超越了第一次的抽象，把抽象再赋予具体的自然形式，进

入返朴归真的新境界。同时我们还在建筑上创造了千变万化

的建筑形式，优美的曲线与自然的曲折相映衬，使人类的活

动一直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整饬山水而使野趣天成，这一理



念同时极大地影响了十八世纪的欧洲造园事业，在德国、法

国、英国、都出现了仿苏州式的花园的出现。 熟悉《红楼梦

》的游客注意往左看，两座湖石站在路口象守护神一样，正

好和书中描述的大观园门口的情况一致，一象猛兽，一象鬼

怪。右面这鬼怪石，藤萝似散发，有耳有鼻，形神兼备。曹

雪芹先生的祖父在苏州织造府为官多年，小时候居住园中，

耳濡目染，把拙政园的胜景嫁接到他心目中的大观园也在情

在理，秫香馆也成了稻香村，见山楼成了藕香榭等等，为我

们的拙政园也添色不少。 【向右经芙蓉榭，在天泉阁前】 我

们现在在这一部分看到的建筑大都是60年代重修拙政园的时

候移建来的古老建筑。芙蓉榭是典型的水榭，卷棚顶，一半

建在岸上，一半石梁挑出建在水面上。榭一般面水，两面开

门洞而不上门，侧面墙上有窗.因为是欣赏水面景观特别是夜

色月影的场所，故称水榭。这里的芙蓉榭取名源自水中遍植

的莲花，它们自古就有水芙蓉的美称。如果我们从芙蓉榭的

东面看花园，巨大的落地圆光罩以建筑本身的深色调在逆光

中把蜿蜒的溪水、曲折的石桥、夹岸的绿树全部引入我们的

视野而形成了一幅自然的风景画面，象照相机聚焦一样，构

成了一幅成功的框景作品。在整个游园过程的开端，拙政园

给了我们一次动人的亮相。在细节处理上，我们注意到水榭

临水面的门框上安装的却是方形的落地罩，与圆光罩相对应

。在同一条视线上工艺家们运用相对平衡原则，方圆变化，

来产生一种耐人寻味的审美意味，同时景深就被拉长，审美

距离产生了，就更凸现了美。如果说在水榭东面我们领略的

主要是自然秀色，同有任何艺术加工的、朴实的美的话.当我

们立足于西面正对水榭的曲桥上时，我们将惊叹在一堵高大



的云端衬托下、桃花柳绿掩映下的芙蓉榭建筑本身的优雅。

那种主体泰然端坐、戗角却轻盈飞翔的姿态、那种整体简朴

到极致、细节却考究到极致的矛盾的统一给拙政园写下了精

彩的序言。 而身后的天泉阁，外看似两层，实为单层，在建

筑上属亭。亭，意源自停，指走走停停歇脚的地方，所以都

高在路途中央、假山峰顶承上启下的地方，建筑以攒尖顶为

屋面形式，装饰十分简单，大都无墙或者矮墙围护，我们最

熟悉的有凉亭、驿亭。相传这里是元代大弘寺的遗址，当初

园主买的正是大弘寺这块地建起了自己的家园。现在开阔的

草地上种植了很多珍贵的树种，有活化石-银杏，不远处还有

苏州的市树-香樟和苏州的市花-桂花。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仔

细辨认一下。 再前面的秫香馆，歇山顶，堂皇正南，八开间

的大厅。秫香，也就是稻麦飘香。在这里享受秫香，借指一

种自给自足的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表达了园主远离政治的

隐居市野的心情。我们同时可以注意到中心假山的堆砌方式

主要用夯土再在边缘处点缀以石块。拙政园区别于前世园林

的叠山特征就在于主要是土山。毕竟当园林专用的假山石日

益昂贵日益稀少的年代，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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