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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庭园记》

内容概要

本书为《小书馆》系列之一，绝版多年。
写有“孤亭天地大，陇上一声钟”妙句的叶先生，写下的我国第一本系统介绍中国庭园美学的小书，
虽是学术之作，读来却古意森森，满纸烟霞。他最简约地概括出中国庭院美学的十字规范：清淡、优
雅、静秀、冷逸、超洁，真是精当之至。但八十年来其人其书却少有人知，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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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庭园记》

作者简介

叶广度，四川遂永人，生卒年不详。曾在重庆江津执教八年，与台静农、胡少石、唐圭璋、卢前诸公
讲学于斯。其擅诗，惜诗集已轶。这本于80多年前出版的《中国庭院概观》（本次出版改名为《中国
庭院记》），是我国第一本系统介绍中国庭园美学的书籍，中国造园史必提的书目，曾做为民国大学
的园林课程教材。除了纸上的理论，他还亲自设计了江津师范的元老建筑和独步蜀中学校的“田”字
型四间平房教室，将中国庭园美学的思想融入到设计中，营造出亲自然、兴人文的恬淡清幽环境，为
半个多世纪以来求学于此的学子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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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庭园记》

精彩短评

1、当前读到有民国味的文字，感觉很奇妙，不得不说，写得也很有趣。就像汉语的另一个世界，也
是白话，但又完全不一样。之前读木心的书，也是这样。
2、内容与书名并不完全相符，大部分内文讲的是古诗词对庭园的描述，但只是摆论据，没有论证和
分析，毕竟是80多年前写的书，有时间可以看看。
3、只能说尚可，是那个时代的平均水平之作吧。
4、园林和文学、绘画的关系一章的资料和诗文整理值得一读再读。但是和建筑和设计的关联，论述
不深。
5、的确是小书一本，感慨的是民国学人那份誓要重整河山壮我中华的气度。
6、里面一句话，“庭园是心的外化”，我觉得是十分准确地描述了中国园林之韵，庭院的意义也在
于此。从此书中，我明白了庭园的美学审美，但更了解了它对于公众的意义，只可惜中国再此方面实
在不及日本。作者更多地是从诗词的角度来看待庭园，提出了园林美的规范：“清淡、优雅、静秀、
冷逸、超洁”，古意森森，读起来像一本关于美的书，是一种享受。
7、叶先生的态度很有态度
8、无趣
9、中国庭园审美，结合中国文学、文人画，清雅闲趣，有韵味，赞！
10、从文学中考据出古人对庭园的记载和审美情趣，同时又简述庭院发展史，文末亦有东西庭园设计
的简要对比，虽然篇幅短小深度不足，但是别有趣味，可作为了解庭园的一种入门工具。
11、2016年5月2日读，2016-143。
12、从正确的角度打开中国造园论。
13、讲的是园林意境。西湖讲得较详细。
14、其实是从文学和诗词的角度来诠释庭园美学的，而且是一本概论或者提纲性的作品，简明扼要，
没有展开。话说这套小书馆的选题都还挺不错的，只可惜纸张实在太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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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庭园记》

精彩书评

1、庭园是心的外化。不同的庭园映照不同的心性。陶潜“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谢灵运“罗
层崖于户里，列镜澜于窗前”。每个时代的庭园也是如此，先秦的高台，魏晋的楼观，南北朝的山园
，隋唐的禁苑，两宋的私人宴集之区，庭园在此成了时间迁移的印记。两宋关于庭园的名篇著述甚多
，然多为造园必需的一面或略记。至于明末，方有造园专家计成所著的《园冶》，世界造园史上著名
的一总之作。是书被日本学界誉为“夺天工”。《园冶》一书将中国庭园的营造上升为理论。举凡相
地、立基、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等等，实践与具论，无不扼要述及。自此而后，在计成
的总论之上回溯中国庭园，风格的变化观察得更为明显。秦汉的实用，魏晋的田园，隋唐的山水，两
宋的自然，明清而后的尔工尔精至于繁复。标尺垂范，《园冶》之后，便少有类似的著述了。民国是
中国古代建筑系统研究的白银时代，以营造学社为中心，许多学者的工作均有开创之功。叶广度著《
中国庭园记》，始于1929年自日本考察归来，刊布于1932年底。作为一部首次系统介绍中国庭园美学
的小书，他并未按中国庭园演进的轨迹论述，也并非立意为世人提供营造现代庭园的图文范本，缘起
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他的重心在于梳理王侯、士绅的庭院、别墅对“国民”的意义。在更为宏阔
的境地，试图为中国的庭园美学得出其简约规范，亦即可广为人知的通俗建筑学的意匠标准。他有一
个观点，文学是诗人在自然之美与庭园之地间，往来感慨寄兴的产物；而庭园又是他们理想中的必然
归宿。所以，他将中国古典文学上的几个概念，来涵容园林设计的美学。“清淡、优雅、静秀、冷逸
、超洁”十个字，五个词语，中国庭园美学的概念焕然而出。几个词提供了十种具体的审美方式。具
体而言，清为澈，明晰若无，如《道德经》所言“湛兮，似或存”，了无痕迹。淡为无痕迹的表征，
是自然与人为的界限。优若晨星在天，花开荒野，一见倾心；雅乃“古”与“正”，为标准，是“优
”的限定。静则指向内心的自审，指外物不使心有所挂碍；秀指静有生气，整体气韵得宜。冷是条理
与归属，是对心的约束；逸是分外之思，又是对心的驱使。超是方外之词，自俗世归于庭园，如收心
复归于婴儿，自得纯然之乐；洁是不杂染，如水流，融融不竭，有声却似无声。这几个总括性字词的
底蕴，均在于自然。自然是人所寄身之地，庭园是心的外化；那么，建筑的营造则以自然为最高标度
。中国的庭园美学即在其中。以此来判断、审美古往今来的建筑，即是建筑发展的未来，在隐约中对
“国民”便有了普遍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叶氏的写作初心乃是对《园冶》的学理性抽象与物证。
基于此，叶氏全书笔墨甚为简括，整部《中国庭园记》结构开阔，脉络舒朗，仿佛一部大书的纲要。
与营造学社其他同仁的建筑学背景不同，叶氏在现代学术理念的框架下，行文更多体现了文人的特点
。书中例证，实际的庭园遗存之外，他多着眼的是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诗；其次，取
证于绘画作品，微细至画上题跋；再次，方从笔记、小说中找寻资料，甚少从史料中爬梳。如魏晋，
多从阮籍、陶潜，六朝则是鲍照、谢灵运。唐之李白、王维、韦应物，韩愈、柳宗元。宋则苏轼、欧
阳修。典籍则为《古诗十九首》、《画谱》、《武林旧事》。绘画是韩幹、赵孟頫、倪云林，等等。
这些璀璨的名字本身就是各个时代园林的气象。以他们创作的诗文与艺术作品，论述中国庭园的美学
，如风入松林，予人以极大的想象空间。亦使得文风流丽，意兴盎然。虽然全书论点的佐证主要来自
古典，论述的形式却并不拘泥，多采用图表展示。每一节具体的论证均是条理清晰，使人瞬间洞然。
譬如对《红楼梦》体现的庭园美学，一、二、三、四、五，便层现完备。对圆明园规模布局的分析，
也是如此。“庭园的组织”一章，则是作者对上述庭园美学的物理分解。全书结构甚为严谨。按梁启
超“二十四史乃帝王家史”一说，疆域即是帝王的私人园林。但帝王依然要一日赏毕天下美，所以圆
明园仍要汇集北方的工整与南方的清丽。帝王“庭园”依托山水谋得天下，王侯显贵仰首帝王，微缩
山水，以获自然之微意。还好中国的庭园建筑，宗庙、宫殿、世家之外，民众尚有居住之所。只可惜
经典如《园冶》，发心也不是面向茅屋山野。而第四种庭园，民众的居所，乃是前三种各式庭园薰习
下的结果。叶广度的写作初衷，在于庭园对“国民的意义”。而民众的日常，无需模拟山水，因为其
自身即在自然之内，所模拟的只是宫殿代言的权势与世俗的富贵，以及各式宗庙建筑赋予的寄心祈瑞
之意。现存的建筑实例中，西湖为自然与庭园的结合之人间佳构，山水、楼台、殿宇，一一并存，“
是全国公私庭园的设计，都以她为典型，做参考的资料；极中国风景之大观”。所以，叶氏以西湖为
现代法本，详加论解，而非完全是权贵意志的颐和园等昔日皇家园林。民国之时，“人”之个体意识
渐趋成为通识。《中国庭园记》以“概观”中国庭园美学为学术之论，目的却是希望“国民”“随社
会演进，由宫廷艺术，必然到国民艺术”。远宫廷，近自然。叶氏寸心微意，全在此处。而是书之后
，叶广度也再无相关著述，颇有隐者之风。作家、学者台静农在《叶广度诗集》序言中，说其“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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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庭园记》

以来，憩影沙头，问樊迟之稼，学东陵之瓜，似乐放逸，与世相忘”。正是题解叶氏“与世相忘”的
“国民意识”。是书刊行八十多年后的今日，我们想观赏一下好的庭园，仍然需到那些古代的遗存，
委实令人感慨。而其以庭园美学，指引个体国民的发心，则令后世学者愧然侧目。以庭园之美，归纳
人心，所有的放置又合乎自然。中国的庭园，凡那些被我们乐道者，均是“易”的思想、“礼”的规
范，与“诗”的采集，三种思想结合得最为微妙者。易是天地自然之道，礼是尊人伦之规范，诗乃心
志，交通于易、礼。叶氏引清诗人陈维崧《虞美人》诗句，“好花须映好楼台。”“花”即自然，“
楼台”乃自然与礼交汇的结果，“须映”二字则是对“人”的要求。自然与礼之间，人需要有“诗”
的精神。“诗者，志之所之也”。栖心可得自然，中国的庭园美学如是。　　周公度　　二〇一五年
五月三十一日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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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庭园记》

章节试读

1、《中国庭园记》的笔记-第79页

        中国书法的起点，实起自晋朝，南齐谢赫《画品》，首列“气韵生动”，可以说是开中国一切艺
术的新生命。所谓气韵生动就是切近自然，在绘画上的境界，就称为“画至无画”，而在庭园上的境
界，就叫做“理想化的第二自然”。换言之，即是美学所谓“多样之中的统一”。

2、《中国庭园记》的笔记-第39页

        欧阳修在他的《有美堂记》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美的观点是什么？他说：“举天下之至美与其
乐，有不可得而兼焉。”因此他分出山水之美，与城市之美来，他叫人要穷山水登临之美，必往旷野
闲乡；要考郡邑人物之富丽，必据通衢要津。他对于前者的批判，是放心于物外，后者为娱意于繁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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