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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寻趣

杭州有西湖之美，苏州有园林之胜。杭州西湖妙在

天趣，苏州园林贵在人工。苏杭风光各有千秋，并美予
世。难怪历来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称。’

在一个不大的天地里，因洼疏池，沿阜垒山，种花

植木，营建亭榭，‘由此而构成多样而幽美的画面，使人

享受到“不出城市，而能获山林之怡”，这是苏州园林的

最大特色。 ·
’ 。

苏州园林建筑具有悠久的历史。远在春秋时代，就

出现过宫室t园苑等构筑，特别是吴王阖闾，夫差父子

在苏州先后经营的宫室园圃，其规模已相当可观，是苏

州最早的皇家花园。在如今的灵岩山与虎丘山还有遗迹

可寻。汉代的吴王刘濞在苏州也大造过宫殿，园苑。私·

家造园兴起于南北朝时，东晋顾辟疆在苏州所筑辟疆园，

是江南最早的私家园林。‘ ．。

’

苏州的造园艺术讲究利用自然，顺应自然。五代吴

越时广陵王钱元琼在苏州所建的南园，不仅规模宏大，而’

且“酾流为沼，积土为山，岛屿峰峦，出于巧思”，在建

筑艺术上已经相当成熟。据说宋代诗人王禹供因任长洲

县主簿来苏州见到钱氏所建南园，赞叹不已，并有“他年
我若功成后，乞取南园作醉乡”之旬。宋、元、明、清四代，．

苏州出现了不少有经验的造园建筑名家，如宋代的朱冲、．



朱动父子和明代的计成等，并有专门著作问世，如计成所．
‘ 著《园冶》一书，详细阐述了造园的理论与技法。此书曾传

入日本，抄本题名改为《夺天工》。此外，明代著名画家文
’

震亨对造园艺术也颇有研究，所著《长物志》把山水画盼

原理，运用于造园艺术设计，对园林中池、瀑、泉、水的

布局，以及湖石的运用，均有独到的见解。了解了苏州

园林的有关历史，也就不难领会这里的园林为什么久孚
、 盛名，至今还使人叹为观止的缘由了。7’。。

’’

、’苏州现存园林多为私家园林，所以不象皇家宫苑帮

’样追求雍容华贵，而是讲究清静雅洁，在结构布局上，善

于把有限的空间巧妙地组成千变万化的景致，如惯用长‘

廊和粉墙花窗来分隔园景，但又隔而不断，相互掩映。透

’避谓窗看景色，具有“探幽”之趣，从而使园林显得堂奥 ，

， ·纵深，变幻无穷。人们置身于苏州园林之中，一种主次． ．

分明，虚实得宜，移步换景，景多意深的感觉便会油然

而生。同时苏州园林又巧于借景，以扩大“咫尺天地一。借 ，·

景的手法通常是通过漏窗把园墙以外或远或近的风景有

机地组合起来，给有限的空间以无限的延伸。园中又往
’

-往大园包小园，使园中有园。这种园中之园常在曲径通

幽处，所以能给人以口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 。

；， 村”之感。此外在苏州园林中还借助名家的题额、对联，，

诗词题咏等文学手段，启发游客的想象力，深化人们对 ，

‘

、景色的理解，使园林更富有诗情画意。总之，苏州园林

艺术充分体现了我国造园艺术的民族风格，它与中国的
‘

传统山水画，无论在构思、’意境的创造以及技法的运用
’

方面，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欣赏苏州园林需要有
’

一定的文化艺术修养与细品寻味，走马观花是难以领咯．

苏州园林的佳趣的。’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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