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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4_BB_8E_

E8_8B_8F_E5_B7_9E_E5_c57_645128.htm 摘 要：苏州园林是中

国传统园林的典型代表之一，具有虚伪矛盾的隐逸观和以假

乱真的自然观，后世对其却是不质疑、不批判地推崇。本文

从历史文化根源和生活美学观念两个方面辨析和批判了此类

园林的虚假本质，否定了当今社会中肤浅的古为今用，提出

只有挑战了缺乏否定和批评的学术环境，才能更好地理解传

统，更坦然地面对现在，从而找到真正和谐的人地关系。 关

键字：中国传统园林；隐逸观；自然观；审美；批判 苏州自

六朝起就是全国富庶之区，水网密布，气候温和，文武能人

层出不穷，地方富贾集聚一方，购田宅、设巨肆、建园林以

娱乐之风因此绵延吹了上千年。如今，苏州园林保存之多、

样式之完整居全国首位。苏州现存大小园林169处，其中典型

代表如留园、拙政园、网师园等九处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占中国同列园林类世界文化遗产十三处（2004）中的绝大多

数。可以说，苏州园林代表了中国古典园林的一个巅峰时代

，代表了历代文人对诗意生活最为美好的构想。 悠游在苏州

的大小园林庭院中，缓慢而内敛的情绪漫溢四周，朴野撩人

的气息萦绕左右，建筑、植物、山石和水结集在这些体会之

中，创造出了独一无二的艺术；然而，究其本体，这只是“

从人生战场上败退下来以后精神上得以慰藉的避难所”；追

其形式不讲实质，苏州园林只能是二维中国古代山水画的三

维实现，缺少真实可信的人与土地关系，是虚假而空洞的“

桃花源”。我们在沾沾自喜地吹嘘国粹或是生硬地照抄符号



时，应该首先探寻蕴藏在其中的历史文化根源和生活美学观

念，辨认出真正值得继承的艺术，本文亦从这两方面出发分

别论述了苏州园林的隐逸观和自然观，以揭露中国传统园林

的本质缺陷。 1、隐逸观隐而非逸来源：www.100test.com 1.1

、隐逸观的分类中国上千年的封建历史中，有不计其数的士

大夫文人因为政治生活的困顿而选择隐居逃避，同样也有向

往自然生活的富贵达人折中选择郊居玩乐，复杂的动因和悠

久的传统造就了园林文化中独特的隐逸观。园主人在隐逸文

化包围下完成了其人格的精神构造和此类私家园林的灵魂艺

术主旨的建立。中国隐逸文化可以按照审美角度和价值取向

的评价标准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具有宗

教色彩的隐逸。由于社会变革剧烈，士人们惶恐自己的力量

渺小，于是以“道法自然、清静无为、归根复命、清心寡欲

”为理论基石的隐居避世盛极一时，庄子是最为有名的代表

。他们不愿委身仕途，谋求富贵，虔诚地坚信自我意志的力

量，枯守寂泊，永远不在心灵上与现实沟通契合。这类避世

隐居发展至后世，便以出家的方式来完成其理论的建构，或

道或释，不断加以传承和演绎。 二是功利类型的隐逸。这类

隐士以隐为手段，以“待贾”、“求沽”为目标，以退为进

，曲线求仕，潜心等待时机，隐逸只是权宜之举，甚至只是

引起当权者注意的手段之一。儒家是这一类型隐逸的支持者

，孔子曾说“隐居以求其志”（孔子论语），然而正是这一

类型的隐逸之士最为复杂。首先，为世人称道的如商周姜太

公、秦末黄石公、南朝陶弘景以及三国诸葛亮等是其中一类

的代表人物，他们因身怀济世之才，愿意为赏识他的明君而

等候，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自信满满的闲适之情和深不可测的



高度智慧，也正是这种不屈自威的生活状态引来了艳羡和古

往今来众多追随者的模仿，隐士的社会地位也因此显拔和令

人尊敬。然而，掺杂其中的也有不少草包、滥竽充数之人，

他们既无旷达高尚的志节，也无济世救国的才能，只假借清

高掩饰无能，沽名钓誉，这是复杂的第二类人群。除此之外

，由于达人隐士的崇高声望，使得许多本来尽心效命于政统

并且不具备隐逸人格精神的豪门望族也竞相仿效，这既满足

自己竞富比豪的心理欲求，又具备欣赏和亲近大自然的闲情

逸致，在如此完美述求的驱动之下，园林营建之风蔚然兴起

，他们也成为中国古代私家园林兴建的重要推动力。 宋时出

现的以率真、唯美为倾向的隐逸精神是第三种类型，这是一

种收敛、超脱，对人生沉浮、世态炎凉更细致体会的隐逸。

仕官显赫本不是士大夫文人们的理想追求，在经过并不算坎

坷的官场沉浮后，他们更多地把理想放在了精神乐园的建构

和对山林之趣的追求之中。这种类型的隐逸与魏晋南北朝时

相比较，更多的是具备日常生活和平凡生涯的入微体味，而

不是绮丽、古怪、猖狂的个性标志；与唐时功利性质较浓的

隐逸相比，这种类型侧重于纯粹物质性的欣赏和把玩，功利

的观念很轻，如宋金时期学者赵明诚、李清照夫妇。 除了这

三种类型，还有很多隐逸精神是相互交叉、重叠展现的，比

如有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称谓的陶渊明，他五次出仕，最后又

不为五斗米折腰，欣然归隐，可以说是在体验功利性的隐逸

之后，蜕变成为了宗教和率真融和隐逸精神的实践者。以中

隐著名的白居易以栖心佛道寻求精神庇护和解脱，同时又从

实际生活利益考量，放弃了大隐入朝的危险和小隐入山的艰

辛，选择了宗教和功利性隐逸的结合，在贵与贱、喧嚣与冷



落、忧患与冻馁之间找到平衡点。来源：www.examda.com 1.2

、隐逸观的解析在梳理中国特有的隐逸文化后，反思苏州园

林，更多的是偏向于以唯美为旨的第三类隐逸观。一花一世

界，一沙一天堂，躲进蜗居的小筑，休问外物琐事，品香茗

，看清流碧潭、亭台楼阁之胜，享曲径通幽、奇石怪岩、柳

暗花明之趣这就是苏州园林生活的基本写照。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