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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谷园林志》序，

余近年来因接受建设部编写《中国造园史》任务，常请国内

从事造园教育、科技工作同志代为搜集有关资料，以广见闻。有

关山西省资料承山西农大陈尔鹤、赵景逵两同志鼎力支持，获益

良多，不胜感激。当读唐代文学家樊宗师所著《。绛守居园池记》

以属隋代署园史料，不易获致，颇加珍惜。但以樊文世称艰涩，

苦于悟解。以陈尔鹤同志惠寄所撰《绛守居园池考》及其沿革图，

经其详加考证，使人宛如身临其境，豁然开朗。其治学不断深入

及助人为乐之精神，求之今日，实所罕见。最近复以新著《太谷

园林志》见示。展阅全稿．包罗范围甚广，至深钦佩。但其分目，

鄙意如按造园类型分类，似应分属于庭园，(宅园、庭园、庭院

别墅、墅园。)城市公园，(公共园林)自然公园，(风景名胜

区)其他。(名花、古木。)以视统称“园林”较为合理。盖“

园林”—词，实为我国“庭园”之古名，“园林学”为“庭园学

”之另l!名。其广为应用实为我国解放．以后之产物。“造园”一词

之作为正式科学术语，乃从本世纪初始由日本造园学家在我国明

代造园学家计成氏所著造园名著《园冶》卷首所载郑元勋《题词

》中发现“造园”一词。(“古人百艺皆传之于书，独无传造园者

何?日： ‘园有异宜，无成法；不可得而传也’。详见拙著《园

冶注释》)以其言简意赅，如获至宝，受到彼帮造园界人士之一

致拥护，原有纷争，从此平息，同心同德为其全国造园科学及其

事业共同努力，在国际上博得崇高的地位与荣誉。反顾我国虽为

文明古国，有关造园记录亦有悠久历史，，就中以黄帝县圃记载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最早，距今将有五千年之历史。日本从我国隋唐时代开始派遣使

者西渡，学习我国文化，对于儒学感染极深，民间生活习惯迄今

尚有唐风。其学习方法为择善面从，在其造园作品中虽常有若干

部分显示我国艺术典型，但以环境及取材、意境不同，仍复突出

本国民族风格为其特征。由此足以证明其学习有方，与食而不化

者绝然不同。窃考我国近代造园学课程之设置及专著之问世，始

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期。距今已有五、六十年之历史。解放后以

全面学习苏联，致使教育体制、课程名称及其内容纷纷改革。(

如“水土保持”改称“森林改良土壤学”，“遗传学”改称“米

丘林遗传学”， “森林经济学”改称“森林规划”、“造园学”

改称“城市及居民区绿化”。)至一九八0年前，除“造园学“

尚未恢复原名外．，均已先后改正。查国际造园科学当一九四八年

始在联合国组织下设置“国际造园会议”，(IFLA)并于当年

在英国伧敦举行第一次会议时，经出席会议国际造园专家共同讨

论决议“造园学脱离园艺学而独立，今后发展方向以庭园为起点，

而向大自然发展。”就中充分证明庭园为造园之起点，庭园从属

于造园，仅为其中类型之一。此项决定系属世界各国造园科学及

其事业发展共同遵守之准则，绝无怀疑之余地。我国部分同志所

采用之“园林”，祗是“庭园”之古名，亦即造园之起点而已!

绝无以名称改变而改变其性质之理由。若将“园林”等同于“造

园”，则无异将造园范围缩小至其初级阶段，使之永久局限于造

园之起点阶段而无法进展，是何异于“作茧自缚”、 “故步自封

”，与国际会议的决议背道而驰，使祖国造园前程举步维艰耶2

我国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且决议中采用中国六百年前

全国已经通用的术语，理应引以自慰，。率先拥护，而反出人意外

加．以反对，宁非怪事!关于此事虽在一九八O年北京会议中展开

辩论，有关同志公开认错，但迄今毫无悔改表示，·以致■误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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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国际潮流、国家声誉及群众舆论、人民利益于不顾，实属令人遗

憾!中共十_届三中全会决议：．“文化大革命”中所有冤、假、错

．案悉予纠正，岂有学术界公认之严重错误而能昕之任之，讳疾忌

医，谬种传流，遗害无穷耶?思之宁不痛心!全国各风景区以“

园林”含义不能将风景包括在内，特联名向主管部申请，反ij属

于园林范围之内，而另立“风景名胜协会”以示异议。但造园

范围甚广．．不应列入。园林”内者，岂独风景区一端已哉!即公

园与庭园亦绝不能混为一谈。迄今目前止，我国造园界出现之混

乱现象皆“园林”一词应用失当之所致也。由于近代科学之日益

发展而日益深化，最近各国政府鉴于国家盛衰与科学技术水平的

高低，具有密切的关系而弓f起各方之重视。而科学技术水平之高

低及其教育体制之当否、暨教育内容之编制、教师质量之高低具

有密切之关系．科学家的态度除孜孜不倦，自强不息之外，应有“知

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Ⅶ闻过则喜’’‘‘知过必改”的职业道德，及科

学态度。使自己的科学水平得到不断提高。绝无意气用事和感情用

事的余地。孔子云： “三人行必有我师也，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

善者而改之”。孔子教人要到处学习，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并从

中分别当否加以取拾。我国教育改革业已开始，对于造园教育由于

基础较差必须大力改进，才能学以致用．按目前水平由于各种原因

，以视国际发展形势不免相形见拙。改革步骤应从改进教育体制，

提高教育质量入手，为国家培养造园科学与技术上有用人才，以

应急需．辱承垂询，略陈所见，以备造园学界同志之参考，是为序。
●。 +

． ．

。

‘．

崇明陈 植养材于南京林业大学 时年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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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夏，余自风陵渡过黄河，达太谷，观太谷大宅名

园，盘桓旬日，虽流光如逝而记忆犹新。盖北国园林自别于南

中，风土人情有所殊也，然其源为一，手法则有刚柔之别耳。惜

当年匆匆，未能以详细记录耿耿于怀。陈君尔鹤，以南人客居晋

地，其先德有海宁安澜园之甫，为历史名园。余昔有‘文纪之者。

尔鹤为古敏求，积数年之力，踏遍太谷诸园，证之文献，成《太

谷园林志》，真有心之人。老眼乍明，叹吾道之不孤也。余唯近

时为学，以奇说感人，未肯以务实求之，至于深入调查，尤为畏

途，遂至史学之作，既无资料，又无观点，空洞为文，余深厌之，

尔鹤虽客晋中，常人似惜其远游，而余反欣其不虚此行也。若老死

南中，此著述将何由得之，而晋人无此南客，亦无从得此有心人

也。园林者文化也。尔鹤能鉴及是论．蔚然成章，其造福于晋人，

作贡献于文物园林之学，功匪浅也。雪窗明寂．瓶花妥帖。欣悦

之情，言之书端j爰为序．

一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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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太谷是山西有名的古县，一古称阳邑，至隋始改称太谷县。太

谷城原建于北周建德四年(公元5 7 7年)，周围十里，明景泰

元年(1 4 5 0年)重修。自明及清中叶，太谷、平遥一带人民

多出外经商，城内商业也较发达，后来都成为票号中心城市。清

道光年问首创的票号日升昌原址在平遥西街，在各大城市都没有

分号，营业兴旺。太谷也先后开设不少票号，光绪年间达到全盛。

太谷是由于金融业而繁荣起来的城市。

诚如文中所说： 。太谷县的殷富是建设太谷园林的经济基础

。。。借自抗日战争后，兵灾人祸频频不止，寺庙园林、古木名‘

花毁灭无数，⋯⋯十年浩劫，残余园林儿至于尽‘。”不胜浩叹l

’七十年代末以来，陈尔鹤同志为挽救文史，就开始与赵景逵

同志着手太谷园林史料的搜集，查阅县志，进行访问、调查、．撑

实录。8 3年后高德三先生，最后郭来锁同志也都参加了这项工

纷，将近十年的辛劳艰苦工作，《太谷园林志》一书才得以完成。

本书不仅提供了详实的园墅史料，而且考证补绘出平面示意图以

及历史照片的刊登，为全书增色。文中还分析了太谷园林的特色，

为今后创作山西地方风格园林提供有所继承基础而乐为之序。

汪菊渊

1 9 8 9：1 2．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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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太谷县昔有“金太谷”之称．在山西颇有名气。五十年代，太谷尚

可看到城墙古迹，外层大砖虽部分已被剥去，但黄厚的土墙，高大

的城楼，还相当雄伟。一进东门就是一座关岳庙。庙门前一对三丈

多高的铁旗杆就够气派，庙虽不大，但庄严肃穆。东街不算宽，全

用条石铺地。街两边铺面林立。不长的一条东街，就有好多饭店，还

有文具店、古玩铺⋯⋯i古玩铺中，大至红木家俱，小至案头清

供，字画书籍样样俱全。城中央的十字街中心是一座高耸入云的“

鼓楼”，二层的楼阁建在四方通行的过街门洞上，重檐歇山琉璃瓦

顶，正脊和脊背上插着琉璃脊饰，在阳光的映照下闪闪发光。真叫一

个大都市的来客有如步入一座中世纪城堡之感。再向沿街的小巷

中看去，到处都是深院高楼。这种高楼，其实是平房。大宅院都

有一座漂亮的门楼，有垂花门式的，有门廊式的；有木制的，砖雕

的；有彩绘的，有本色的；每座门楼各有自已的结构，装饰。就

是这些门楼，也够人欣赏半天的。这种四合深院，因墙高屋顶大，

房檐深，就显得院心长而窄，阴沉沉的少见天日。房屋多是石条作

基，磨砖对缝。你如绕着大院外墙转一圈，就会发现整个院落对

外是不开窗户的。高高的尖顶．只有向烷心的：一面坡”，整个

大院完全封闭，只有屋顶上的“更楼”好像探出个脑袋。这种大

院一定会使人联想到水浒传中的祝家庄和欧溯中世纪的城堡。由

这一条街的情景就可想到原来太谷的富庶。太谷是清代山西票号

祁、太、平三帮中太谷帮的集中地。几百年的经济繁荣，促成了

文化的发达，也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民居和园林。这种民居和园

·—一6、-·一



林与北京不同，跟江南殊异。 、

，，．

山西的古建筑，尤其是民居，在全国是有名的。明清建筑随

处可见。有名的古建筑，近人已有所研究，但园林，则很少有

著录。这种园林，如以江南园林的标准来衡量，会觉得其粗犷、

简朴。但山西园林自有其特色：静穆、庄重、古朴、大方。它没

有北京皇家园林的富丽，也没有江南园林的秀丽，更没有广东园

林的轻盈，可在黄土塬上，建起古朴的亭台楼阁，点缀着北国的花

草树木，加上小巧的假山，点滴的流水，进入园中自会心静意

清。 ’

C-

忆及山西农业大学内的“孟家花园”，与我们朝夕相处已三

十余年。五十年代初，虽已将园的大假山拆除，但园中建筑、树

木还保持完整。水池千枯了，、但池中杂草青青，仍有生意。我们

常在教学之余步入“尚德堂”后水池旁闲步。 “古槐虬枝萌清

绿，喜鹊迎人闲不惊，”恍身如入仙境，可使人心旷神恰。如闯

入当年孔祥熙的宅园，由小门挨身而入，虽园申荒草已有人高，但

圆廊依墙而起．曲曲折折，小院深深，仅二个开合，却自庄重。

其中布局，如宋人画中物。这种场景自会叫人享受到一种山西特

色的园林风韵。

可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街道的扩建，大量的寺庙作了学

校、校舍、机关公署．逐渐拆毁改建。至十年浩劫中，在“破四

旧”的口号下，寺庙、古建筑、园林首遭人为的破坏。近年来的

经济发展，城市人口激增，大量的扩建、改建民居：使三十年来

仅剩下的园林再度毁坏，直至消失。由于没有完整的城市扩建规

划，这种任意改建扩建的势头之猛，速度之快．，真如一风卷残

云。如何有计划地来保护有价值的寺庙、民居、园林已是当务之

急了。

一九七九年后，陈尔鹤着手研究太谷园林，。开始和赵景逵

一7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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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太谷园林进行访问、调查，作实录，并查阅历代县志。1 9 8 3

年后高老德三也参加了此项工作，他在太谷定居近半个世纪，曾

亲见许多园林兴建衰亡，这就为调查实录工作打开了一道新的门

路。太谷园林虽多数已毁坏、消失，但还是可访问到详情，补绘

出平面园。对一些已毁坏、消失的园林制一张复原图，似是容易

，可做起来要经多人订正，再三推敲，才能清绘。为建园年代，有

时要查遍县志、宗谱，排比后才能确定。此种甘苦只有过来人才

知。最后，郭来锁也参加了这项艰苦的工作，几乎用尽了他业余

的时间。

太谷县志办公室成立后，园林志列入重点专志，邀聘陈尔鹤等

承担太谷园林志撰写任务。这就更促成了这一研究的不间断地进

行．
。

’

历时八年，草创出这本小书。这不是为考古而考古，述今而述

今，作者希望能描绘一些太谷园林的风貌，分析太谷园林的特

色，为山西的园林史提供一些详实的资料；也为今后的建筑具有

山西风貌的园林提供一砖一瓦。这就是作者衷心的希望。．

一辱一



太谷园林综述

太谷县在山西省会太原南60公里，是山西有名的富庶之县．太

谷在春秋时是晋大夫阳处父的封邑，所以古称阳邑，至隋开皇十八

年(598年)改阳邑为太谷县，太谷地处晋中盆地，西北面是平川，东

南面是山地，气候比北京稍冷(年平均温度9．9℃)，稍干(年平均降

水量460．6ram)．植物可生长的季节也比北京稍短(无霜期155一175

天)。
。

太谷虽是一个县城，但在清代的商界中是大大有名的．出过不

少的商业巨子。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太谷县志》上就记有·

“阳邑于郡以殷庶称闻其间，商贾辐辏市肆鳞集，西北至燕秦．东南

至于吴越荆楚之境。意者操奇赢、计子母，习予金贝钱刀之气深，

而文物诗书之意少欤。”民国二十年的《太谷县志》又记：“自有

明迄予清之中叶。商贾之迹，几遍行省，东北至燕、奉、蒙、俄．

西达秦、陇，南抵吴、越、川、楚，俨然操全省金融之牛耳。”

太谷县的殷富是建设太谷园林的经济基础。

乾隆年的县志虽说太谷是“习于金贝钱刀之气深，而文物诗书

之意少”，实则太谷在山西不仅是首富之县，也是文墨之邦。在民

国二十年县志中有。⋯⋯太谷之在曩昔，为殷箕子．晋处父故邑，

忠孝义烈之流，科第仕宦之盛，炳旗而光里闸者，予他邑为独

著：至持筹握算，亿屡中讲信耐劳，尤为谷人特色o，”据县志“

人物宦迹”卷中所记的为宦读书的相当多。据民国二十年县志-“著

述。卷所记收集到的明清两代太谷人的著作就有一百零五种，可

见文气之盛，这是太谷园林的文化基础。
、

建造园林的两个基础一经济基础，文化基础在太谷都是较好

的，所以太谷建造过不少巨宅、古刹，别墅、花园。太谷人在各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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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为官，所以能将各地所见的建筑、园林形式带回太谷仿建，这

就使外来的形式与本地传统风格结合起来，加上名工巧匠的精巧

手艺和达官富商不借工本，致使太谷的建筑、园林更加富丽堂

皇，富有地方特色，所以太谷的古建筑在三十年代已引人注意。不

少专家进行调查研究，编撰为专著，但对太谷的园林调查却极少。

太谷县志中的“坛庙”、 。古迹”、 “艺文”等卷，都有有

关园林的记载，但多略而不详，不少已无遗迹可寻；或则有名无

实。如太谷十景中的。象水秋波”， “吴冢斜阳”，本来就是为

凑数的名胜：又如其中的“古城芳草”，现古城已毁，代以大

路，所以也就没有芳草可寻了。可是明、清所建的不少园林，在

县志中却没有记录，至今也没存在什么文字资料。其中有些还有

遗迹可寻，耆老可访，有些只能存个名字了，真能保存完好的至今

已成风毛麟角，虽然存在的园林不多，可多年来也搜集到不少资料，

图幅、照片，回忆录，经整理、排列、分起类来。太谷这一县城的园

林倒也琳琅满目。今据其风格可分作： ，

1、庭院、庭园、宅园：与住宅相连的庭院、庭园及花园。

2、别墅山庄：一般在郊外。面积较大。私人园墅和山庄。

3、公署花园：在公署内的花园及庭园。

4、寺庙园林t寺庙中的园及园林环境。

5、公共园林：公园。

g、风景名胜区s自然风景和文物古迹为中心的园林。

7、现代园林和绿化。

．我们将收集到的园林资料按上述类别列出名录。如今尚存或

遗迹尚存，资料较多的作以实录，资料丰富的再作进一步深入的

探讨，使读者逐步深入的了解太谷园林。这种钩沈工作挂一漏万

是必然的，只能在今后继续调查研究加以补充、修正。

现将太谷县城及城郊园林分布图附后．。(图l、图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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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武家花园2、西园3、赵铁山花园4、小河阳5污等怡别墅6，孔

祥熙花园7、孟氏小园8、孙家花园9、孟家花园10、鼓楼(市楼)1

1、无边寺12、安禅寺
’ ‘

一、庭院二庭园‘宅园 ．

我国居住建筑中的四合院由来已久，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发掘

出来的商代庭院遗址，就可认为是四合院最早的雏形。在四合院

这种闭合空间中，一部分是室内空间，一部分是室外空间。室外

空间就谓之庭，或称为院。当然，庭和院还有所不同， “庭”是

指。堂阶前也。， “院“是“官室有垣墙者日院”(《辞源》)。所

以“庭。的空间比院小些，可现代已将“庭院”作为一个复音词来

使用了．口庭院”常是指四合院(或三合院)中的外部空间，这个空间

可以调节室内空间的通风、采光，并作为连接各个单体建筑的通

道和居民的户外活动场所。除这些实用功能外，人们还将它加以

装饰、美化，如叠石凿池、种植花木、营造建筑小品等，这样．庭院不

仅是个实用空间，更可作为游憩之所，这就产生了庭园一园林化

的庭院。．

庭院在太谷多设置。花栏墙“(1米多高的矮墙，上置盆花)

或花墩(瓦制，中空、三节，一般的约1米高，上放花盆)或在院中放

置鱼缸。或点缀几株花木、可见庭院和庭园的界限是逐渐演变的。

宅园是指依傍于城市独院型住宅或是在住宅建筑的内院而专

门布置的园地(如孔祥熙宅园中的赏花厅院一西花园)。这类花园

的面积较大，主要功能是游憩而不是居住。所以三者的区别主要在

于园林化的程度和居住建筑程度的多少．可用下面的图式表示之；庭院一一一一庭园⋯一宅园
＼ 园林化程度⋯一一一一

’

一一⋯一居住建筑程度
·1 2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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