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园品韵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苏园品韵录》

13位ISBN编号：9787542632470

10位ISBN编号：7542632477

出版时间：2010-6

出版社：上海三联

作者：金学智

页数：35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苏园品韵录》

前言

关于苏州园林，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写不尽的文章。两年前，为纪念苏州古典园林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10周年，由苏州园林和绿化管理局编写出版了《园林文化丛书》一辑三册，即《苏州园林名
胜旧影录》、《苏州园林山水画选》和《苏州园林历代文钞》，受到了广大园林文化爱好者和专业人
员的欢迎。现在，又有同系列的《园林魅力十谈》、《苏园品韵录》、《苏州山水名胜历代文钞》三
本书问世，相信也能得到读者的认可和喜爱。苏州古典园林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后，游客日多。
随着人们对世界遗产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苏州园林也名声更隆。既然是世界遗产，那么，它就必然
具有可以让人反复品读的内容和价值，《园林魅力十谈》就是通过园林所展示的各个元素，让读者增
加对苏州园林的新鲜感悟，去发现不经讲解难以领会的建筑之美，山水之美，花事之美，四季之美，
灵动之美，以及意境之美，甚至还有隐藏在风花雪月之外的人性之美，增进对苏州园林的了解。而《
苏园品韵录》则不仅让读者用比较深度的视角去感悟园林的文化内涵、思想内涵，还引导读者的视线
走出苏州古典园林的围墙，从更大的文化背景层面上去领会苏州园林的文化意义、美学意义和历史、
人文意义，从而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苏州园林和苏州风景名胜，是吴越文化的载体，是吴越
文化造就了美丽的苏州。苏州园林又是文人们以苏州的风景名胜为蓝本创新发展、建造起来的。早在
上个世纪80年代，国务院就专门在太湖及其周边建立了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在总共的13个景区中，就
有8个位于苏州。苏州四周，围绕太湖的湖光山色、名胜古迹和古典园林浑然一体。江南秀色，南朝
故地，姑苏人家，小桥流水⋯⋯特色鲜明，积淀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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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园品韵录》

内容概要

《苏园品韵录》内容简介：园林是中国文化领域中一个特别的门类，将其分解，并不能在某领域独领
风骚；将其聚合，却媾化成一个如诗画般美妙的境界。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园林是一门环境艺术，具
体讲，它是人类的居住地，是人与自然完美结合的生活环境，是人类的理想家园。 
《苏园品韵录》为“园林文化丛书”之一，不仅让读者用比较深度的视角去感悟园林的文化内涵、思
想内涵，还引导读者的视线走出苏州古典园林的围墙，从更大的文化背景层面上去领会苏州园林的文
化意义、美学意义和历史、人文意义，从而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Page 3



《苏园品韵录》

书籍目录

写在前面
园蹊屐痕
入口的空间艺术
艺术不欲只弹一曲
——小谈洞门的形式美
“隔”与“通”
——浅说洞门功能种种
审美之窗
品空窗，忆旧墙
古建的美饰
——闲话“川挂落”
在起伏上思考
——拙政园波形水廊品赏
流动的空间形相
爱石、品石与咏石
品读冠云峰
洞府：神秘美的世界
于细微中见精神
——苏州园林的“涩浪”艺术
彩霞池赞
华榭碧波两相依
风景园林与桥梁之美
小桥引静兴味长
清香四溢，众艺争艳
——评怡园水仙艺术节
宏乎丽哉，舂之交响
——虎丘艺术花会印象
碧梧翠竹的艺术意蕴
——苏州园林里的凤文化
诗、禅合一
——试说狮子林“问梅阁”
苔之美
——有关的古诗文串读
“园之不足，题以发之”
——谈园林中的匾额对联
“殿春移”品题及其他
楹联一束
园林雕塑谈
黑白文化断想
光：艺圃景观群的母题
——兼取西方及现代美学视角的解读
斟酌色调，捕捉光影
——陆峰园林摄影赏析
“写影”之美探秘
——兼谈赏园与造景
艺镜缘上篇：漫话镜子
艺镜缘下篇：倒影之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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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园品韵录》

“读画”与“听香”
开放耳管，深情谛听
——苏州园林的声境美
园缘散叶
此情可待成追忆
——遥寄《随园沧桑》
石湖串月（诗）
——乘船往石湖赏月
秋登天平山作（诗）
留园游（诗）
拙政园四面厅敞望（诗）
塔月吟（诗）
——咏西湖三潭印月效唐寅《花月吟连珠体》
壁竹吟（诗）
——“淇泉春晓”景墙题诗
“园中园”偶拾（诗）
兰亭行
——1981年出席中国首届书学盛会兼游兰亭
怡园散步
耦园杂议
——在耦园历史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
网师园文史拾零
占尽风情向小园
木渎园林漫笔
馀荫山房印象
——岭南游园笔记
“静心斋”散记
“琴室”逸韵
“枇杷园”心赏
“小沧浪”解读
“听雨轩”诗情
“海棠春坞”的疏朗美
有意味的庭院对比
——“海棠春坞”与“听雨轩”的比较
“三十辐，共一毂”
——留园冠云峰庭院的辐集艺术
“浴鸥”小院随想
“霜天钟籁”小记
美在诗情画意中
——陈健行《苏州园林》摄影画册序
但愿长留天地间
——《留园》画册序
《留园》画册题语选
水情逸韵赞网师
——《网师园》画册序
《网师园》画册题语选
诗意栖居的现实范本
——《南海颐景园》画册序
天供闲日月，人借好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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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园品韵录》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丛书》序
沧浪悠远，新郭流辉
——评《沧浪十八景图咏》
互补合一：“石壁流淙”之美
——读《扬州画舫录》札记
第二故乡的园林情结
——南京版《中国园林美学》后记
生态、遗产保护及其他
——北京版《中国园林美学》后记
张大千与网师园
珍贵的回忆
——谢孝思先生二三事
天堂意识：游园的最佳视角
“苏杭比较论”溯源
园论馀渖
“园品”刍议
——园林风格美学谈
释“自然”
品“精致”
说“苍古”
话“富丽”
谈“朴野”
风景审美的个性选择
——杨万里咏西湖诗的启迪
园林美学悟言
苏园审美文化价值
——苏州古典园林申报笔谈
管窥唐代品石风
——读牛僧孺与苏州有关的一首咏石诗
《太湖石记》试解
《石林小院说》试解
王维辋川别业论
柱式文化特征与顶式文化特征
——中西古典建筑之比较
园史文薮
“巨丽之名山，大吴之胜壤”
——唐代咏虎丘诗探胜
“脱身离网罟，含笑人烟萝”
——苏舜钦及其《沦浪亭记》
“不以山林丧其节”
——朱长文的《乐圃记》及咏园诗
“盖不知其在人间世”
——明代苏州园记散文撷英
“信有山林在市城”
——明代苏州咏园诗咀华
“其境若与书卷相融洽”
——清代苏州园记散文掇芳
“物谐其性，人乐其天”
——清代苏州咏园诗拾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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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园品韵录》

《园冶》的文学解读
附录
园林美学方法及其他
——访谈金学智先生
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学报《美苑》编辑  席田鹿
栖居于绿色大地
——一次对金学智先生的采访
《精神生态通讯》编辑部  郭建华
60周年国庆大型访谈栏目《60×60》
——访谈金学智先生
《风景园林》杂志
后记
作者专著及其他有关书籍目录
作者专著序文评介文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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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园品韵录》

章节摘录

插图：园林里少不了粉墙，特别是起分界或隔断作用的粉墙。而粉墙上又往往需要开辟洞门。洞门，
是园林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洞门有哪些形式呢？如要对其作一概括，那么可以说，它基本上可分为
抽象型、具象型和象征型三类。每一类中又有种种形式，当然，这些类型、形式又不无交叉，难以截
然划分。现姑按类型并结合实例作一略说：其一是抽象型——抽象型亦即几何型，其基本型式可分为
方形、圆形及其变形。正方形洞门很少见，因其四边相等，不符合形式美的规律。长方形则四边有了
变化，加以其他原因，所以一般的门均取这种形式。但园林粉墙上的洞门为求异也为了适应，多取两
边更长的直长式（即纵长式、直长方式）洞门，这在园林里随处可见，如苏州网师园的“真意”洞门
就是，其风格显得质朴无华。直长式再变形而为狭长式，被称为“手板式”（即“朝笏式”，朝笏为
古代大臣朝见时所执的狭长板子），这似乎属具象型了，其实，这并非真去模仿朝笏，而是它有似于
朝笏，故应属抽象型。“手板式”洞门见于苏州艺圃假山西侧的墙上，门的顶边还略带弧形。与它们
相近的还有“执圭式”，顶呈圭角形，它们的特点是节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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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园品韵录》

后记

这本反映我半个世纪来涉园之路、品园之韵的书稿终于完成了，历时约一年有余，其中包括收集、整
理以及部分地适当增删、整合、修改数十年来的已完稿或未完稿。此外，还新写了不少，如有关园中
之园、园品、读解园林古文等的一组组文章等，这些都是我以前很少或较少涉足的领域，这次试加续
补，以了心愿。在成书过程中，苏州市园林局负责组织此项工作的周苏宁先生非常关注书稿的进展，
这代表了园林局的关心，成为我一年多来整理和写作的精神动力。对此，首先表示由衷的感谢！本书
还得到苏州园林档案馆长期来的热情支持，他们一次次提供有关的文字资料和图版资料，在技术操作
方面也提供方便，使本书的写作得以顺利进行。我除了深表感谢外，还切身体会到，在园林之城苏州
建立园林档案馆，是多么必要！还应说说本书的图版问题。如今早已进入了影像社会和读图时代，书
籍总得力求配以具有可读性的图版。本书的一百幅插图，除了极少数是古籍、书画、碑刻外，绝大多
数是摄影作品，其中还有不少是摄影佳作。它们既是园林景观的真实写照，又有光影造型的艺术魅力
；既可作为本书的艺术信息印证，又试图给读者提供了一种审美享受和阅读方式。而我这一追求得以
实现，又离不开摄影界的大力支持。应感谢著名摄影家陈健行先生，为本书提供了精美的杰作。此外
还有北京的蓝先琳先生，苏州的郑可俊、缪立群先生等等，也提供了大量的精品，其姓名均标于每帧
作品之下，恕不一一列出。谨在此一并致以谢意！苏州市摄影发展有限公司的邱惠平先生，在照片的
冲洗、调色等方面也投注了大量的精力。他那高超的技术、认真的态度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令我感动，
在此特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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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园品韵录》

编辑推荐

《苏园品韵录》：韵，是中国艺术之魅，苏州园林之魂。在邈远广袤的园林时空里，它隐现无穷之态
，招摇不尽之春；挹之而源不穷，品之而味愈长。半个世纪来，所幸天与我时，地与我所，园日涉以
成趣，让我沉浸酞郁，含英咀华，既孕育本位之思，又生发出位之想。愿此“韵”能芴芒于“园蹊屐
痕”内，缭绕于“园缘散叶”问，渗润于“园论馀渖”里，氤氲于“园史文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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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园品韵录》

精彩短评

1、这本书我是先在季风书店看见的，翻开书，流畅的文字和艺术的手笔让我陶醉。所以就赶紧在当
当查阅了，真幸福！当天就下订单。拿到手后，开始阅读。这本书需要细细品味。
2、这一套书无论是内容还是装帧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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