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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拙政园是中国和江南四大名园之一，是中国古典私家园林的典范，由建筑、山水和花木等要素组成的一个

综合艺术品。从设计布局，深入剖析拙政园的山石、水体、建筑、植物、道路等造园要素，阐述拙政园的意境营

造，可由此领略中国古典园林中私家园林的精湛艺术，探寻文人园林的意境和园主人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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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园林之母，苏州以其得天独厚的自
然条件、经济条件和历史文化条件具备了深厚的造
园基础和文化底蕴。正所谓“江南园林甲天下，苏
州园林甲江南”。苏州古典园林以私家园林为主，
起始于春秋（公元前 514 年），形成于五代，成熟
于宋代，兴盛于明清。据记载，鼎盛时期苏州有园
林 200 余处。迄今为止，保存尚好的仍有数十处。
拙政园是中国和江南四大名园之一，是中国古典私
家园林的典范，它以其色调淡雅、古朴沉稳、钟灵
毓秀集中体现了江南私家园林的“精、灵、秀、透”
的特点[1]。山石、水体、建筑、植物、道路是造园
中必不可少的要素，拙政园通过对这些要素的精心
设计和安排，融入主人的精神理想，形成物我合一
的艺术综合体。 

一、拙政园概述 

明正德四年，公元 1509 年，御史王献臣官场
失意，退隐归乡，寻得苏州娄门与齐门之间的一块
景色优美空地。虽有些空旷荒凉，但位于城中心，
有环水而绕，有河相通，是绝佳的住宅之地。王献
臣与文徵明交往密切，一个是看透官场黑暗而壮志
未酬，一个是欲展雄翅却无力奋起[2]，两人命运相
同，十分投缘，王献臣委托文征明做设计，今存《拙
政园图》、《拙政园记》和《拙政园咏》，可以看出
拙政园最初的面貌和风格。王献臣倾其所有，文徵

明尽心竭力，耗时 16 年的一代名园就这样应运而
生。拙政园是王献臣效仿古圣先贤退隐林泉而修建
的颐养胜地[3]，是无可奈何与自我解嘲复杂心态的
反映，是寻求心灵慰藉和解脱的精神家园。 

拙政园建成后不久，被其子王秉鹤豪赌中输给
了徐泰时，此后，拙政园频繁易主，也陆续增加许
多新的景点。东部曾归侍郎王心一，以田园风光为
主，取名“归田园居”；中部归蒋棨，以池岛假山
闻名，亦称“复园”；西部归张履谦，建筑大多建
成于清代，又称“补园[4]”。 拙政园现有建筑，大
多是清咸丰九年（1850 年）拙政园成为太平天国忠
王府花园时重建。 

二、拙政园造园要素分析 

拙政园是由建筑、山水和花木等要素组成的综
合艺术品，它们之间相互依存，融为一体。“花间
隐榭，水际安亭”是对这种融合关系形象的概括。 

1.山石、水体 

（1）山石 
古人云:“山，骨于石，褥于林，灵于水”。拙

政园中山体面积不大，仅在中部开阔水面叠有东、
西两座土山（见图 1）。东山较小，西山较大，山顶
建亭，分隔水面，登顶赏景。拙政园中石材以太湖
石为主，“缀云峰”其巅尤伟，如云状（见图 2），
岿然独立，旁无支撑。“联壁峰”如掌如帆，两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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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峙道路两侧（见图 3）。在拙政园花间置石，树石
中置，白璧托衬，疏密相间，虚实相生，组成一组
山石花木图(见图 4)。 

图 1拙政园中部水体的东山、西山 

 

 

 

 

 

 

 

 

图 2 缀云峰 

图 3  联壁峰图         图 4  山石花木 

（2）水体 
江南是水乡，苏州是水城，拙政园因水成园，

到处可见水的意趣与生机。全园现有水面 6 亩，约
占全园的 3/5，中园水体占据 1/3 的面积。水的哲学
意味，水的精神境界，水的清澈流淌是主人造园用
水的直接原因。 

拙政园水体聚处以辽阔见长，散处以曲折取
胜。东部的一湾清流（见图 5），使散落的景点联系
起来，同时也用溪流引导游人前行；中部的碧水环
山，用大面积水面作基地，建筑临水而建，扩大丰
富空间（见图 6）。西部的天光云影，增加造景的层
次感（见图 7）。水体源头体现“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流动和幽深感。 

图 5 东部一湾清流  图 6 中部开阔水域 图 7 西部层次丰富水体  

    2.建筑 

建筑属硬质景观要素，它既是视点又是景点，
控制视线，感受空间。园林建筑具有可居、可行、
可游、可观等多种实用功能，上面和侧面的匾额、
楹联、题刻等是主人精神世界的寄托。拙政园建筑
形式多样，采用木框架结构，隐逸在山水林木之间，
具有含蓄之美。 

（1）厅堂 
堂“取堂堂高显之意”，适宜建在开阔疏朗之

地。“兰雪堂”坐北朝南，三开间。堂名取意李白“独
立天地间，清风洒兰雪”诗句，象征主人潇洒如风、
洁净如兰雪的高尚情操。“远香堂”是中部的主体
建筑，是一座四面厅，面水而筑，面阔三间，高大
宽敞（见图 8）。堂北池内广植荷花，取宋代周敦颐
《爱莲说》“香远益清”之句名为“远香”，借喻
园主人“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情。“玉兰堂”是
一处独立的幽静庭院（见图 9），是会客与处理日常
事务的主要场所。玉兰堂曾名“笔花堂”，“梦笔生
花”也是文人对创作灵感的一种追寻。 

图 8  远香堂 

图 9  玉兰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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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亭 
亭是最常见的建筑物，是人们休息、停留的地

方，拙政园中的亭子不仅具有意向性，突显造园意
境，同时还对空间有极强的控制力。“天泉亭”， 因
有一口终年不涸，水质甘甜的井而得名。重檐八角
亭，出檐高挑，外部形成回廊，围柱间有坐槛，四
周草坪环绕，花木扶疏（见图 10）。“放眼亭”是东
部的最高点。王心一借白居易“放眼望青山”来造
就“临深使人志清，登高使人意远”的境界。“涵
青亭”取名自唐代储光羲的“池草涵青色”。居于
一隅，以白墙作底，是一主二从的组合式半亭，犹
如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见图 11）。“嘉实亭”周围
种植枇杷，取丘迟“芳叶已浩浩，嘉实复离离”诗
句为名。亭内隶书对联“春秋多佳日，山水有清音”
（见图 12），寄蕴对大自然的热爱，亦寓对隐居山
林清高生活的向往。“绣绮亭”位于中部水池边山
巅，向北观望荷花及水中山岛，南看枇杷园，西边
与远香堂互为对景，东向是海棠春坞等建筑。山下
多植牡丹，阳春三月烂漫似锦，娇艳欲滴，正合杜
甫“绣绮相辗转，琳琅愈青荧”的诗意。“梧竹幽
居”是一座方亭，四面均为月洞门，透过洞门形成
框景（见图 13）。方亭背靠长廊，面对水池，旁边
梧桐遮荫，翠竹生情。“爽借清风明借月，动观流
水静观山”14 个字表达出优美的自然景色和动静
结合的欣赏方式。“雪香云蔚亭”、“荷风四面亭”、
“待霜亭”分别以梅花、荷花和橘子来体现春、夏、
秋的三季景象。荷风四面亭抱柱联为“四壁荷花三
面柳，半潭秋水一房山”。夏荷艳，秋水明，冬山
静，荷风四面，四季皆宜（见图 14）。“宜两亭”是
踞于假山上的六角形亭，是邻借的典范。白居易诗
“明月好同三径夜，绿杨宜作两家春”，比喻邻里
间的和睦相处。“与谁同坐轩”依水而建，又称扇
亭。取意宋苏轼《点绛唇·闲倚胡床》词“与谁同
坐？明月清风我”，抒发园主超脱世俗、清高孤傲
的“风雅”性情。扇形窗洞两旁对联:“江山如有待，
花柳更无私”出自杜甫《后游》，唤起人们对大自
然的热爱。“笠亭”恰如一顶箬帽，朴素无华。俨
然一戴笠渔翁垂钓，悠然自得。扇亭、笠亭合二为
一（见图 15），浑然一体，体现江南建筑的精致典
雅。“塔影亭”为攒尖八角亭，印入水中宛如宝塔。
真亭假塔，虚实相连。 

  

    图 10 天泉亭              图 11 涵青亭 

图 12   嘉实亭            图 13  梧竹幽居   

图 14  荷风四面亭      图 15 扇亭、笠亭浑然一体 

（3）榭 
三面临水而为榭，榭常建在水边和花畔，近可

观鱼、品评花木，远可极目眺望。“芙蓉榭”是东
部以赏荷花而得名的建筑，它一半建在岸上，一半
伸向水面，卷棚歇山顶，四角飞翘(见图 16)。正面
一池荷花，背面一堵高墙，开阔与封闭形成反差，
烘托宁静气氛。 

 

 

 

 

 

 

 

图 16  芙蓉榭 

（4）馆 
“散寄之居”为馆，也指客舍。馆可居，也可

读书、作画。馆的规模不及堂，但比堂更有情趣。
“秫香馆”是东部主体建筑，单檐歇山结构，面阔
五间，用作学堂或议事厅。“秫”为高粱，泛指稻
谷，秫香指稻谷飘香。秋季园墙外农田飘来阵阵谷
香，令人心醉。“玲珑馆”坐东朝西，卷棚歇山。
因翠竹美石而得名，再现“月光穿竹翠玲珑”的意
境，是幽净的闲居、读书之处。玲珑馆室内正中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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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玉壶冰”横匾，用“清如玉壶冰”借喻主人的
心境（见图 17）。“卅六鸳鸯馆和十八曼陀罗花馆”
是鸳鸯式结构。北厅因池养三十六对鸳鸯而得名，
供男主人夏天纳凉；南厅因窗前种植十八株曼陀罗
花而得名，供女主人冬天取暖、待客用。卅六鸳鸯
馆是张履谦听昆曲的地方，蓝色法兰玻璃给室内增
添清凉之意（见图 18）。馆内顶棚采用弓形和弧形
椽子，创造“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音响效果。 

 

 

 

 

 

 

 

图 17 玲珑馆 

图 18 卅六鸳鸯馆的法兰玻璃 

（5）舫  
舫为水边或水中的船形建筑，荡漾水中，身临

其境。“香洲”是舫式结构，三面环水，一面依岸，
似一只官船在荷花丛中徐徐而行。“香洲”集亭、
台、楼、阁、榭五种建筑类型为一体(见图 19)，船
头是台(荷花台)，前舱是亭(四方亭)，中舱为榭，船
尾是阁（野航阁），阁上起楼（澄观楼）。李白《宣
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诗“人生在世不称意，明
日散发弄扁舟”，借此体现园主悠然自在泛舟湖上
的隐居生活。   

图 19 香州 

（6）楼阁 
楼阁是园林中的高层建筑，是对空间的整体把

握。“见山楼”是江南风格的民居式楼房，重檐卷
棚，歇山顶，坡度平缓。三面环水，两侧傍山，通
过廊桥进入底层，上楼要经过爬山廊或假山石级。
登临可将中部美景尽收眼底。外形好似苍龙嬉水，
见山楼是龙头，爬山廊是龙身，云墙是龙尾，门洞
是龙嘴，曲桥是龙须（见图 20）。这里曾是太平天
国忠王李秀成的办公之所。“留听阁”是单层阁，
体型轻巧，四周开窗，阁前置平台，两面临池。赏
池中荷花初、盛、残、败四时之景。取唐李商隐《宿
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
荷听雨声”诗意而名。“浮翠阁”是八角形双层建
筑（见图 21），立于西园假山之上，山上林木茂密，
绿草如茵，建筑似浮动于翠绿浓荫之上，因而得名。 

 

 

 

 

 

 

 

图 20  见山楼             图 21 浮翠阁 
（7）廊 
廊既是建筑，分割空间，组合景物，又是游览

路线，形成连续的环游线路。拙政园波形水廊呈“L”
形，环池布局，造型曲折有致，起伏自然，连接南
北两岸景点，水廊轻盈婉约，人行其上宛如凌波漫
步。廊墙上形态各异的漏窗，似隔非隔，视线通透，
丰富、装饰着单调枯燥的墙面。“小飞虹”是苏州
园林中唯一的廊桥，两端与曲廊相连。取宋代鲍昭
《白云》“飞虹眺秦河，泛雾弄轻弦”诗意而命名。
桥体为三跨石梁，微微拱起，呈八字型（见图 22）。
桥面两侧设有万字护栏，三间八柱，以廊屋覆盖，
檐枋下饰以倒挂楣子，朱漆栏杆，倒影如虹。  

图 22  小飞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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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植物 

拙政园以“林木绝胜”著称。早期王氏拙政园
三十一景中，三分之二景观取自植物题材。花木是
人们寄寓文化信息的载体，常借花木自然属性比喻
人的社会属性，表达人的理想品格和意志，体现“一
花一草见精神”，并以此作为景点的主题或意境。 

拙政园内有文徵明亲手所植紫藤，藤枝累挂，
阳春三月，香花串串，绽放珠光宝气。“玉兰屋前
种,美花香气送”的玉兰，表达主人此生当如玉兰洁
的高贵品质。“若使海棠根可移，扬州芍药应羞
死”，描绘了“花中神仙”海棠的风韵。海棠春坞
栽植的西府、垂丝、贴梗，3 株海棠造就“一枝气
可压千林”，达到“姿色占春荣”的繁荣景象（见
图 23）。“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创
造秋季层林尽染的橘林景象。王安石《梅》“遥知
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是对傲雪凌寒梅花的绝妙
形容。山茶别名曼陀罗，栽植多株名贵山茶花“十
八学士”，得名十八曼陀罗花馆。山茶花是多福多
寿之花。枇杷为吴中地产，色黄如金。“东园载酒
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枇杷园内栽植十几株
枇杷树，象征殷实富足，每一果实内含一至数颗坚
核，又象征子嗣昌盛[5]。“风入寒松声自古”，黑松
伴风摇动，松涛作响。《荀子》“松柏有本性，金石
见盟心”，借黑松特性，象征主人的坚毅品格，既
是自励又是标榜。“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出
水涟漪，香远益清，不染偏奇”，“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留得残荷听雨声”。荷花是拙政
园的精华，作为拙政园的主题形象，从露出圆圆的
嫩叶，直到开出娇艳欲滴的花朵，都散发着诱人魅
力。即使到了秋塘枯荷也依旧诗意盎然。“听雨入
秋竹”，“雨打芭蕉淅沥沥”， 宋杨万里 《秋雨叹十
解》“蕉叶半黄荷叶碧，两家秋雨一家声”，雨中芭
蕉增添园林意境（见图 24），突显声音之美。“竹径
通幽”，“移竹当窗”，“粉墙竹影”是竹在拙政园的
造景应用，因竹的高雅、纯洁、虚心、有节、不畏
霜雪等特点与中国传统的审美趣味、伦理道德意识
契合，被人格化，象征着虚心谦和、高风亮节、坚
贞不屈的操行，其笔直凌霄的形态与人格正直在结
构特征又相对应。 

 

 

4.道路 

道路又称路径，是人们动态游走的通道，又是
静态观赏的视景线，正所谓“因景设路，因路得景”
[6]。拙政园道路蜿蜒曲折，曲径通幽，在有限的空
间创造无限的意境。拙政园内路径铺设的用材和方
式种类多样，有平整场地的素雅青砖；曲折小径的
卵石、瓦片和“花街铺地”；经过草地的条石；野
趣横生的蹬道；横跨水面的小桥、汀步。多以“曲
径通幽”概括其形，从而达到在有限的空间中创造
无限的意境效果。 

三、结  语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有西湖之美，
妙在天趣；苏州有园林之胜，贵在匠心。苏州园林
的匠心以“妙在小，精在景，贵在变，长在情”为
精髓。通过精心设计的造园要素在满足游赏功能的
基础上去体现园主人的精神世界。“朴素而天下莫能
与之争美”，拙政园纯净、内敛的意境氛围，灰墙
白瓦的建筑色彩，亭台楼阁等建筑布局，庭院小空
间的花木点缀，山石水体的衬托，形成了一个循环
往复、峰回路转的空间环境；创造了一个清静无为、
恬静淡泊的园林意境；映射出一个内省幽玄的精神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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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Gardening Elements of the Humble Administrator's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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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arbin University, Harbin 150040,China;2.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150040,China） 

Abstract: The Humble Administrator's Garden, one of the four famous gardens in the region south of Yangtze 
River in China,, is a model of Chinese classical private garden and a comprehensive art of architecture, landscape 
and pla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sign layout of the Humble Administrator's Garden, including rocks, waters, 
architectures, plants, roads and other gardening elements. It is out of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creation of the 
Humble Administrator’s Garden that we can appreciate the exquisite art of Chinese classical private gardens and 
explore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of literati garden and the spirit world of those owners. 
Key words: the Humble Administrator's Garden; gardening elements; artistic con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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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f the Stud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Ethics  

CHEN 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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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of the recent environmental ethics research in China shows that the resulting achievements 
popularize the ideas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However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weakness like the lack of 
the research of the practice approaches and especially the lack of systematic and holistic research, which should 
be improved in the process of future environment research.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 environmental ethics study 
focus on the practice, the service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issues such as the 
definition, the subjects, the main content, the moral categories, etc.. The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future 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in China will present a new trend: the transfer of the research emphasis from 
"anthropocentrism" to "non-anthropocentrism", the gradual widening of research scope, and more notice taken to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so as to complete the environmental ethics with particular interest in putting 
environmental ethics in practice.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ethics；review of research; the development trend；Environmental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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