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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园林文化史》

内容概要

本书开篇缕述了中国古典园林——上古园林、西周园林、秦汉园林、魏晋南北朝园林、隋及初盛唐园
林、中唐及两宋园林、明清园林的发展要略，之后从多种视角审视中国古典园林，如“天天之际”的
宇宙观与古园林的四重境界，古园林对士大夫人格完善的作用，士大夫的思维方式与古园林的“写意
”手法，古典美学的“中和”原则与古园林的构景艺术等等。作者强调了这样一个主旨：中国古典园
林的每一步演变都受到当时社会形态的基本特点和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严格制约，包括园林艺术在内
的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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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园林文化史》

作者简介

王毅（1954 —）北京人。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人员兼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学遗产》编审，曾发表中国史学、文学、哲学、民间宗教、古典园林、 造
型艺术、“文化大革命”研究等方面的著述多种。近年来主要从事对中国专制社会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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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园林文化史》

书籍目录

第一编 中国古典园林发展要略
第一章“上古园林”与先民的原始崇拜
第一节 灵台
第二节 灵沼
第三节 灵、苑林
第四节 “上古园林”概貌及其意义和影响
第二章 两周园林
第一节 由娱神到娱人
第二节 建筑美学中的天国与尘世
第三节 山水之美与人格之美
第三章 秦汉园林
第一节 统一大帝国的艺术象征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宇宙观与园林、建筑的艺术风格
第三节 汉代艺术风格概说――笼盖宇宙的气魄和
力量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园林
第一节 西汉宫苑的余绪――东汉至南北朝时期
的皇家园林
第二节 士人园林的勃兴
第五章 隋、初盛唐园林
第一节 皇家园林
第二节 士人园林
第三节 初盛唐艺术及汉唐风貌同异概说
第六章 中唐至两宋园林
第一节 “壶中天地”――中国古典园林在中唐
以后的基本空间原则
第二节 中晚唐时期园林艺术技巧在“壶中”的
全面发展
第三节 宋代园林的典型意义之―――“壶中”
无比精美的景观体系
第七章 明清园林
第一节 从“壶中天地”到“芥子纳须弥”
第二节 “九州清晏”――皇家宫苑的回光返照
第三节 明清园林艺术技巧――“芥子纳须弥”
的种种手段
第二编 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特点与中国古典
园林发展的历史成因
第八章 为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特点所决定的士大夫
阶层与集权制度的关系
第九章 士大夫出处仕隐的矛盾与隐逸文化的发展
第一节 矛盾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提出与两汉时
期的酝酿
第二节 隐逸文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探索到
全面发展的过程
第三节 仕隐出处间的平衡关系在初盛唐时的
成熟及其对园林发展的影响
第四节 “中隐”――中唐士人痛苦的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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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园林文化史》

第五节 两宋士人对“中隐”的服膺和弘扬
第六节 久已孕育的蜕变
第十章 园林――隐逸文化最基本的载体
第三编‘ 天人之际”的宇宙观与中国
古典园林的境界
第十一章 “天人之际”成为中国古代哲学主题的原因
第十二章 中国古典园林的四重境界
第一节 无限广大和涵蕴万物的宇宙模式
第二节 无我之境――园林景观与宇宙的融合
第三节 有我之境――审美者与园林、宇宙的融合
第四节 和谐而永恒的宇宙韵律
第四编 士大夫人格的完善与中国古典
园林所起的作用
第十三章 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特点与士大夫人格
完善的意义
第十四章 中国古典园林对士大夫人格完善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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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园林文化史》

精彩短评

1、为什么评分能这么高⋯⋯
2、我是先通过报纸知道王毅老师。那是《南方周末》上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一篇文章。旁征博引
，他揭开事物的表象，目光独到的分析事件的内部联系。仅仅一篇文章将他广、博、杂、揉的特点展
现无疑，显示了深厚的文化功底。遂在网上搜寻了他的一些资料，由于专业关系，这本《中国园林文
化史》吸引了我的注意。所谓书非借不能读也，买的书确实读的动力小许多，现在才只读到《秦汉》
部分。这是一部编年史。就我看过的这一部分，从远古的防御讲起，将古人对山岳，对高台的崇拜，
对湖泊，对水池的逐步认识到主动运用，逐步分解讲析。步步推演，环环相扣，逻辑清晰，组织紧密
的阐述他的观点是他的特色之一。将简单的道理讲清楚，如同解释“1+1=2”，看似简单，但是当下
多如牛毛的学术研究中，这样清楚的很难得。另一个值得推崇的书中所用字词典故，精美灵雅，读来
有书卷香。对典籍所知了了的我来说，是一种提高，但也承认，是件吃力的事情。下面索引他的一段
前言，简单分享下他的文字吧“这是一本篇幅不算太小、内容又很驳杂的书，但大致的意思却可以概
括得很简单：第一，中国古代文化是个完整的体系，尽管人们撷取的往往只是其中的片玉、一枝，但
它们原本无不是与昆山和邓林连在一起。”⋯⋯
3、⋯⋯靠⋯⋯原来学校里这本是河蟹版⋯⋯
4、看的很郁闷
5、这是80年代北大初版的吗？
6、前半部颇引人入胜，后半可惜了。
7、仅看明清园林部分，很想骂作者。请考据。怀疑是政治思想和阶级意识影响下的信口雌黄。评论
只针对明清部分。
8、有创见。
9、写的很有深度，受益颇深
10、又出了一版,推荐
11、后面读着读着让我觉得有些不着边际，园林诚然是社会的产物，一切都是社会的产物，园林文化
的话不能仅仅局限于士大夫怎么在社会的环境下如何如何吧，园林也是个综合的产物。
12、总体还是不错的，但是一直强调园林衰落的原因是封建集权制度对士大夫的压迫，就显得有点勉
强了。原本以为是一位不出名的作者，原来是我孤陋寡闻。肖老师说这一类型的文化学说在8090年代
曾经引起很大的回响，但是都有其局限性，善于利用泛历史性的文化学说来打动人。想起来还这真是
这样，就算我有时候不同意其中的一些论据，却会认同他的论点。所以说在建筑历史研究上还是的注
意形成严肃的系统论。
13、有意思的书啊
14、确实有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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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园林文化史》

精彩书评

1、此书的正名也许应该是“中国古代园林与中国文化”，因为与另一本中国古代园林的经典之作—
—《中国古典园林史》（周）相比较，此书更多从中国士大夫阶层文化的形成，与古代封建社会形态
的特质展开对中国古代园林的讨论。首先，希望指出这条讨论的道路是很有价值和有深刻内涵的，虽
然与建筑学科中的古典园林史研究注重实体证据不同，但是从社会形态、历史成因、文化特质等方面
深刻发掘物质形态的社会根源，是建筑学科中的研究无法取代的。其实，全书的概要很简单，主要基
于几个问题。一是，古代园林的发展轨迹是有其发展规律的；古代园林的发展轨迹是与古代士大夫阶
层的兴衰相适应的；古代园林的发展规律是士大夫阶层隐逸文化的要求，古代园林的艺术是士大夫阶
层审美文化的结果。二是，士大夫阶层隐逸文化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形态的要求，是文人追求相对独
立性的需要；古代园林是士大夫阶层隐逸文化发展的一大依托；古代园林艺术，甚至其他古代艺术都
是古代封建社会形态的发展产物。然而，这些理论体系的阐述不是仅仅停留在表述的阶段。作者通过
大量的史料、诗词解读、园林资料的分析、其他艺术门类的考察来拓宽视野，阐述以上一环扣一环的
理论观点。但是，对于园林文化史的结尾——明清时期园林文化的僵化，似乎在不少同行中存在争议
。原文有一段说到明确的观点，明清园林艺术的精巧繁复是古典园林的艺术为了在“壶中天地”里长
期生存而被迫压榨出来的果实。本人读来其实深有同感！君不见私园小宅中对自然春色之“幽禁”，
君不见浩荡山河在咫尺叠石中的“矫揉”？这些莫不是“笼中之鸟”的鸣叫与“井底之蛙”的静止时
空？总的来说，此书是本园林与中国文化关系理论的经典，对于进一步理解园林艺术有帮助。更重要
的是提醒了大家，不要从“颂扬”古典园林艺术的角度来单一看待古代园林，近年来每读古典园林艺
术的研究作品皆有此忧。希望更多的读者可以从此中获得启发。
2、一直想找一本这样眼光的看园林及文化的书，找到了，看得很过瘾，可是慢慢地发现我一直关注
的问题没被展开，前半部的精彩和欣喜逐渐淡去，没办法，后面的蛇尾不说也罢。园林的内涵和精神
当然应该从文化的大视角去看待，否则岂不成了文献汇编或者就是一本园林导游了，而这样的导游著
作遍地都是。所以这本虎头蛇尾也罢，聊胜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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