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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着丰富的主题思想和含蓄的意境，原因在于中国园林美

学思想的丰富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本文尝试从中国

传统文化各教派的思想--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禅宗思想及

其对中国园林的影响，来窥探中国园林发展之一斑。 关键词

：中国园林；意境；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宗思想来源：考

试大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章编号

：1000-6664(2001)03-0084-03 文献标识码：A景妙何在？曰：

妙在知与不知之间。知者，知其妙，悉其好恶；不知者，不

知其所以然也。这句话一语道破了中国园林艺术的精髓所在

。中国园林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园林体系的最大特点，在于它

不以创造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具体园林形象为最终目的。它追

求的是象外之象，言外之意，即所谓"意境"。意境，实质上

是造园主内心情感、哲理体验及其形象联想的最大限度的凝

聚物，又是欣赏者在联想与想象的中最大限度驰骋的再创造

过程，正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如空中之音，相中

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相，言有尽而意无穷。"因此，园林

景物，取自然之山、水、石组织成景，寥寥几物便使游人大

有"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言"之感。中国园林艺术创作中"意

境"的产生与中国哲学思想是密不分的。 本文来源:百考试题

网 它对中国园林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中国文人性格和审美情

趣的渗透，折射早园林风恪和景观意境的审美观念中。因此

，无沦从园林内的物质内容到精神功能，从园林的立意布局



到园内景区的主题分配，从景物本身的表义内涵到景物之间

的符号关系都孕育着丰富的中国园林美学思想和博大精深的

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儒、道、佛三教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各以其不同的文化特征

影响着中国文化；同时，三者又相互溶合，共同作用于中国

文化的发展，并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多元互补的特色。本文

通过阐述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教派的思想及其对中国园林的影

响，来窥探中国园林发展之一斑。 1 儒家思想与中国园林在

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主流。

虽然在先秦时，中国文化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多元形态。

儒家只是其中主要的一家，但自汉武帝采纳仲舒的建议，"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正统，深

深地影响并主导着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在儒家创立和发展

的过程，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学说：崇尚"仁义"和"礼乐"等

孔子思想，提倡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中庸思想。政治上

主张"德治"和"仁政"；教育上主张"有教无类"，重视平民教育

和伦理道德的培养与实践；并溶入了重民、三纲五常、道统

等思想，以及提倡以义制利的价值观。虽然这些儒学思想对

中国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起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又带来

一定的抑制和制约作用。其崇性抑情、重道轻文、存理去欲

的思想遭到了历代崇尚自然的文学家的批评。于是，儒学在

吸取、借鉴道教的基础上，以保持自己特色的前提下相互调

和，从而使儒学得到进--步的发展。儒学学者吸取了道教以

道为宇宙本体，"道生万物"的思想，完善了儒家哲学的思想

体系。《周易》中强调天、地、人三才以人为本，重视人与

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关系。尽管人与自然相比，人



的地位更为重要，但儒学并不把自然看作异己力量，而是主

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认为天人是相通的，"天人合一"、"万

物与吾一体"之说。于是，这些思想的形成，导致了中国人的

艺术心境完全融合于自然，"崇尚白然，师法自然"也就成为

中国园林所遵循的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在这种思想的影响

下，中国园林把建筑、山水、植物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在有

限的空间范围内利用自然条件，模拟大自然中的美景，经过

加工提炼，把自然美与人工美统-起来，创造出与自然环境协

调共生、天人合一的艺术综合体。苏州沧浪亭的楹联"清风明

月本无价，近水远山俱有情"就表现出园主视己与自然浑同一

休，陶然与自然的闲适心情，另一方面，儒家的比德思想也

对中国园林的主题思想产生-定的影响。在我国的古典园林中

特别重视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寓义于物，以物比德。人们

把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景物看作是品德美、精神美和人格美

的-种象征。自古以来，人们就把竹子作为美好事物和高尚品

格的象征。人们把竹子隐喻为一种虚心、有节、挺拔凌云、

不畏霜寒、随遇而安的品格精神。历史上不少诗人、文学家

都写国许多关于竹的诗文。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赞竹曰："竹

解心虚即我师"唐代文人刘岩夫写的《植竹记》中将竹与君子

的人格相比拟，道："劲本坚节，不受雪霜，刚也；绿叶萋萋

，翠筠浮浮，柔也；虚心而直，无所隐蔽，忠也；不孤根而

挺耸，必相依以擢秀，义也；虽春阳气旺，终不与众木斗荣

，谦也；四时-贯，荣衰不殊．恒也。"从竹子的人格化看出

，自然美的各种形式属性本身往往在审美意识中不占主要的

地位，相反，人们更注重从自然景物的象征意义中体现物与

我、彼与己、内与外、人与自然的同一，除了竹子以外，人



们还将松、悔、兰、菊、荷以及各种形貌奇伟的山石作为高

尚品格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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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