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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中国园林艺术与书法艺术之文化关联 
— — 以苏州园林为例 

戴秋思 ， 刘春茂2 
(1．重庆大学 建筑城规学院，重庆 400045；2．重庆大学 建筑设计研究院，重庆 400045) 

摘要：作为我国国粹的书法和在世界建筑史上独树一帜的传统园林艺术，这是两类极具民族特 

色且 带有 综合性 的艺术 门类 ；都倾 向于同其 它种 类的 艺术密切 结合 ，在 不 同的程度 上借鉴 或借 

用 了其 它艺术的 特长 ，丰 富 自己的表现 内容 ，增 强艺术 感染 力。该 论 文分析 了两者之 间的亲缘 

关 系；研 究论证 了中国园林 艺术 (以 苏州 园林 为例 )与 书法 艺术 的文 化渊 源 、创 作 思 想 ，并 对各 

自所表现 出来的艺术风格 和 文化 内涵进 行 了类比 ，寻找 出二 者的共 同规 律 ，挖掘 其深层 次的 文 

化 内涵 ，揭示 中 国园林艺术 与书法 艺术之 间的关联 ，以期 对传 统 园林 文化的继 承与发展起 一定 

的启发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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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Cultur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Garden 

Art and Camgraphy Art—-Taking Suzhou Garden as an  Example 

DAI Qiu—si ．LIU Chun—rI1ao2 

(1．College ofArchitecture andUrbanPlanning，ChongqingUniversity，Chongqing400045，P．R．China；2 ArchitecturalDesign andRe— 

search Institute，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5，P．R．China) 

Abstract：The calligraphy art as China traditional essence and the traditional garden art as a unique style in the ar— 

ehitecture history of the world，both of them are synthetic arts and tend to be closely combined with other category of 

arts．In more or less degree，they take advantages of other arts for reference or use these advantages for enriching 

their own contents and strengthening their artistic appea1．In this paper，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alligraphy and 

the garden art is analyzed．At the same time，the cultural origins and artistic thoughts of the Chinese garden 

(Suzhou sarden as example)and the calligraphy are studied to search the common regulation and find the deep cu1． 

tural contents，the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m is revealed ．At last，it is hoped ，that the research will give some 

enlightening to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garden culture． 

Keywords：garden art；calligraphy art；cultural conn ection 

中国的园林艺术与书法艺术同为艺术门类，理应存在着内在联系性和一致性，具有某些彼此相通的 

共同规律。虽然各自有着不同的表现素材、却都表达着共同的主题——对美的追求。园林既是一种文 

化，又是容纳其他文化的场所。中国园林之所以独具风格从根本上来说是由我们民族文化特质所规定 

的，因此，寻找出他们之间的相通性，对进一步研究传统园林与书法艺术的关系起一定的启发意义。 

1 园林艺术和书法的文化渊源 

1．1 书法与园林 

1．1．1 书法文字的起源与建筑的关联 

收稿日期：2OO4 一0l一05 

作者简介：戴秋思(1973一)，女，四川成都人，硕士生，主要从事建筑历史及其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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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园林，我们不由自主地会想到建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园林是广义的建筑，它是由狭义的建 

筑、山石、花木、水域及其它人文景观所构成。建筑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书法与园林，可以从书 

法与建筑之间找到一些关联。 

宗白华在《中国书法里的美术思想》[ 一文中写道：“写西方美术史，往往拿西方各时代建筑风格的 

变迁做骨干来贯穿”；而在中国因“书法自殷代以来，风格的变迁很显著，可以代替建筑在西方美术史中 

的地位，凭借它来窥探各个时代艺术风格的特征”。从书法的功能作用(是思想文化的交流工具)和社会 

意义(一部书法史，暗示着整个社会、哲学、文化的发展脉络)来看，中国书法不象其他民族的文字停留在 

作为符号的阶段，而成为表达民族美感的工具。正如林语堂在《中国人》一文中有这么一段话：“书法艺 

术给美学欣赏提供了一套术语，我们可以把这些术语所代表的观念看作中华民族美学观念的基础”；“对 

于中国人来说，书法是民族精神最基本的艺术表现形式”_2 J。在研究史上有一种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书法 

的审美心理根源与象形有关，这类学者认为书法起源于模仿自然事物的具体形态，即从现实生活中可找 

到形体的根源。文字是书法的载体，研究书法的起源不可避免地应从文字人手。 

这引导我们可以从文字与建筑的构成上来探寻二者的相似之处，中国汉字最早是由象形文字演变 

而来的，我国最早的文字一甲骨文让我们看到了早期象形文字记录下来的房屋外形，即用线条描画出具 

体事物的大体形状，例如，“室”字，写作“‘ ”俨然一座建在四方台基上的四坡顶的房屋，也可视为一 

座建筑的立面图；另一种写法“奇 ”则象一座重檐建筑。又如“宅”字，写成“合 ”，俨然象一座建筑的 
剖面图。“囿”字，写作“冈 ”，绘出r围合空间中的草木形象_3 J。 

书法是以点线为基本构成元素集合而成，当点线组合成了字，就成为点线所框进的一块空间。结字 

之法讲的就是用点线构造最美的空间，于方寸之间生出万千种点线的排列组合。建筑则是以墙、梁、柱 

等为基本构成元素集合而成的空间体，二者都在进行空间的构建。同济大学建筑系建筑学二年级上学 

期有一个“解字重构”的教学内容_4J，其目的有二：一是拆解常见的字为零碎的要素；二是组合要素重构 

新的形象，其目的就是练习一种设计方法。该作业要求学生从具体事物中提取出符号，再用符号来创造 

新的形象的方法，以拆散汉字的笔画要素，按照自己的意愿组合成结构似字的新形象。结果一种是纯粹 

的抽象构图；一种是有意味的新字，分析书法墨线所留下的二维平面空间和三维运动，建筑的空间是依 

赖于墙体的分布来界定，书法的空间是靠笔画的间架结构、组合得以构成空间。书法的线条及线组合的 

形，具有独立的美，可以使人联想到建筑的形式。深圳大学建筑系的学者曾提出“空间书法”的概念，他 

们指出“空间书法是一种概念，不能以建筑学的功能性原则加以解释，它是以传统书法的描红经验中衍 

化出来的，旨在探索纯粹空间内涵的一种经验的设计过程”。反映出了汉字文化心理的潜在影响。汉字 

形体的美感与可塑性为书写者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空间，该课程旨在对同学灵活运用建筑构成要素进行 

组合提供帮助。由此可见汉字与中国建筑在历史上即是有所关联的，并在其构成上有相互借鉴之处。 

1．1．2 园林与书法艺术的创作思想 

园林与书法在艺术目的上有共同的主题，虽然他们用了不同的表现素材，从不同的角度，然而在艺 

术手法上应有相互借鉴之处。书法艺术造型的两大基本要素是文字的点画书写和字形结构即古人所说 

的用笔和结字，以此反映出字的形体与动态美。园林则借助建筑，山水，花木三要素来进行建造。在这 

里我借用书法的理论术语来说明园林的创作思想，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其奥秘。 

1)意在笔先，胸有成竹 

书法创作讲求意在笔先，字居心后，在书之前，先作一番筹划，浓淡、虚实、大小、疏密等，落款式样， 

如何用印等诸多问题都要作精心的计划，做到心中有数，方可下笔有神，一气呵成。园林在其建造之前， 

也有一个准备过程，由园主自己或园主委任的造园家进行相地，选址，实地考察，立意在先，做到胸中有 

园，按照初衷进行建造，方可达到预期的效果，体现造园家的意图。 

2)巧用点画，气韵生动 

中国书体变化颇多，在楷隶篆书的点画书写上，虽然变化幅度不太大，但也很注意方圆的综合运用
， 

起收笔极尽变化，粗细搭配得当，规矩中不失生动；草书则极尽变换之能事，巧拙、轻重皆有变化
，

一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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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到底，流畅洒脱，气势连贯。书法贵在一个“活”字，否则就会“平直相似，状若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 

平，便不是书，但求其点画耳”(王羲之《题 <笔阵图>后》)。明清之际的“馆阁体”其价值不高的原因就 

在于字没了生气。园林也同理，造园家苦心经营园林中的“点画”山、石、水、木、建筑，求得一个“活”字， 

例如在动势处理上，亭子的翼角以水戗发戗、嫩戗发戗起翘的做法，波浪形的景墙，假山堆叠中采用悬、 

挑、跨等手法，给人以动态之美；有了曲折的游廊还不够，还注意了结合环境与两侧的景观，使游人左顾 

右盼而得景，形成连续的画卷。陈从周先生特别重视造园的气脉连贯，有“山贵有脉，水贵有源，脉源贯 

通，全园生动”之说。 

3)虚实相生，曲直互生 

虚与实是一组较为抽象的范畴，它包含的内容较广，大小、疏密、藏露等。“虚”是笔画字里行间的空 

间，即空白；“实”是笔画形象的实体．书法在布局时忌平、忌齐、忌均，有宽窄疏密的变化就打破了平均， 

这主要是由运笔，结字有张驰变化的结果。例如，因某一行中的某些字的笔势纵逸而占据了较宽的空 

间，造成了行间时宽时窄的现象，草书中更是“疏可走马，密不透风”产生出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刘熙 

载《艺概》中说“直者不动而曲者动”，也说明书法有“忌直贵曲”的审美情趣。园林讲求“大中见小，小中 

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不仅在周四曲折四字也”。布置景致不得一览无余，或 

用分景，隔景，障景的手法求得一个曲，徐徐展开，细细体味。如苏州留园的前导空间，由经曲折、明暗对 

比之后进入豁然开朗的主要空间，取得欲扬先抑的效果。苏州拙政园的总体布局就是一个典型的疏密 

有致的例子。园林用曲线优美 、自然、富有动感的道路，阔窄曲折变换的水面，高低起伏、迂回变化的线 

型建筑 一廊。总之，曲路、曲桥、曲水、曲岸、曲廊等增加游人的趣味感。 

4)前后呼应，多样统一 

书法的结字难，难在如何于方正中求得变化，如何于千姿百态中独具匠心，欣赏书法如同欣赏园林 ， 

透过点画结构，透过景致布局，看到书者或造园者苦心经营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又不显露出人工雕琢的 

痕迹。书法作品强调前后呼应，字与字、行与行之间产生一种呼应连贯，顾盼生情的美感；风格协调，一 

幅行草书作，若用楷隶书体进行提款则有悖统一原则，而楷隶的正文配以行书落款则有增加书作动感之 

功效。园林内容丰富多彩，正如钱咏所说“造园如作诗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后呼应，最忌堆砌，最忌错 

杂，方称佳构”，空廊、连廊、花墙 、漏窗与园内园外的景物取得视觉的呼应；为达到分散而不凌乱的效果， 

注重主次分明，如圆明园规模硕大，又无中轴线，以九洲清宴的建筑群为重点，其余景物均围绕九洲清宴 

及福海来布置，达到全园的统一。 

2 意境创造是园林和书法艺术具有亲缘关系的最高境界 

2．1 意境的含义 

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传统的一个重要范畴，按照《辞海》的解释，意境是文艺作品中所描绘的生活图 

景和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生成的一种艺术境界，即情景交融的境界，是主客观的有机统一。 

2．2 意境在园林、书法中的体现 

前文我们分析了书法中的用笔和结构美，要想获得对书法美的完整认识 ，还需要对书法的意境美进 

行分析，古人称之为“神”、“神采”等，这是一种贯穿全篇的气质和精神，由形向神的提升揭示了书法的本 

质，它由书家的思想感情、审美情趣、审美理想和他对客观现实的美的感受来创造。例如，天下第一行书 

的王右军的《兰亭序》，则是由变化的一个个形体各异的字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其通篇呈现出一种自然 

流畅平和婉转的美。中国书法历来重视以形写意，即以有限的点画及无限丰富的变化来抒发人的精神 

意气。“书者，抒也”。中唐时代狂草的出现，突破了方块字的束缚，形更为自由了，连笔一气呵成，线条 

的流动几乎达到了一种高度自由的境界，抒情意味更加强烈，给人的心灵与视觉震撼越大。古人有“世 

间万物皆草书”之说，其意多于法，多变的线条，丰富的节奏和韵律，与人的精神情感及天然世界，和谐自 

然地融为一体，乃人寻味。 

在园林中，建造者重视在空间环境中注入 自己的情感，借助物质的营造手段，再将环境反馈给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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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游人，从而达到情与境的结合。“景愈藏，境界愈大，景愈露，境界愈小”，在园林欣赏中，我们得寻幽 

探胜，去发现那隐藏着的艺术天地，去获得更加丰富的精神享受。园林如同书法，正如书法之如园林，因 

为作品寄托了书写者情感体验，令欣赏者也能从中获得美的享受，唯有用心去“读”去“品”，方可提升意 

境，产生共鸣。 

3 园林与书法的结合 

3．1 书法在园林中的作用 

书法，是园林艺术的要素之一 ，这也是我国园林所特有的构成要素，表现在题咏一题景、匾额、楹联、 

碑刻等具体形式中，它不仅自身美，而且给园林增添了书香墨气，古朴、典雅，在自然美中注入了人文美 

的丰富内涵。使我们在欣赏笔墨情趣的同时更深刻地感悟园林艺术的精神和内涵，使书法艺术与园林， 

文学融合为一体。题咏一中国文字之书法的物质内容，是书法艺术在园林中最理想的载体，是中国文化 

中最具特色的文化现象和园林的文学表现形式。 

当我们翻阅有关中国园林的论著中，都会发现有一章节会提及中国的书学．书法早在秦始皇时期即 

已进入园林，只是出现在寺庙名胜中；尔后的魏晋时期，钟(繇)王(羲之)等大家在寺庙园林中留下过真 

迹，研究中国的书学史，我们今天还会从园林中的历代名家墨迹中去获得有益的资料。之所以流传至 

今，碑刻的功劳不可忽视。 

园林中的书法作品增加了园林艺术的可观赏性、可读性，提升了园林艺术的审美层次。就其所处的 

位置来说，有置于室内的，有置于室外的。前者悬挂于厅堂，通常为纸质或木质的，形式有匾额、对联、斗 

方、屏条、立轴等；后者往往刻于砖石之上，或镶嵌于回廊墙壁之上，形式有碑刻，书条石等。以留园为 

例，留园中的书条石真可谓随处可见，书条石是一种条形的青石，长约 1 m，宽约40 cm，一块连一块地似 

分段的长卷，其内容有历史文献的记载，大多是技艺精湛的书法作品，园中存有 370多方书条石，《寒碧 

庄记》、《寒碧庄宴集序》、《晚翠峰记》等文章都是因镌刻于其上而得以流传至今，原稿可能早已付之一 

炬，因此说书条石是留园的历史档案是名副其实的。书条石中数量最多的当推名家法帖，使留园成为 

南派帖学的“集大成者”，有人将留园的书条石比作“帖学”的“百科全书”，书条石亦成了留园的一大文化 

特色。这也是园林与书法结合的典型代表_5j。 ’ 

陈从周先生他的名著《说园》中说，园林之所以吸引游客，让人百看不厌的原因除了风景秀美，还有 
一

个重要缘由就是要有文化，有历史。正如陈先生所说“亭榭之额是赏景的说明书”。刘天华先生还将 

题咏比作西方的标题音乐，“这种诗与自然风景的结合是我国造园艺术家独创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标题风 

景”。在自然之物难以直抒胸臆之时，画龙点睛的以书法形式为依托的标题风景则弥补其局限的作用。 

没有题咏的园林建筑不算是最后完成，正如一件书法作品没有题款和印章，不具备完整的美学价值。引 

名额名联一二一读为快：拙政园“雪香云蔚亭”对 

联“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狮子林的“入胜”、 

“通幽”、“听香”、“读画”、“胜赏”、“幽观”等横匾， 

“相赏有松石间意，望之若神仙中人”；沧浪亭石柱 

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情景交 

融，千古绝句)_6j。真行草隶篆，书体皆备，历代书 

家书作汇集一堂，笔意墨趣，令人叹为观止(图 1、 

图 2)。 

3．2 园林与书法的融合 

书画家参与造园是园林艺术的一个重要特 

点。中国古典园林的建造，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 

由文人画家来设计的，他们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 
出了精辟的造园理论和巧妙的造园手法。这也促 图1 沧浪亭面水轩匾额及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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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园林审美语言的扩充：形神、气韵等。陶渊 

明、谢灵运、王羲之、王维、文征明等他们既是文 

人，也是艺术家，同时也是园林创作者。需要说明 

的是园林是隐逸文化的载体 ，它不仅寄托园主的 

思想，也要满足他们的生活方式 一琴棋书画，文人 

聚会的场所。《园冶》中对造园有“三分匠，七分主 

人”之说，园主的品味高下、修养学识决定了园子 

良莠，所幸的是我国的造园者通常具有较高的文 

化素养，起点较高，书法美学思想与造园思想获得 

了渗透、相互因借、相互融合、促进了共同的发展。 

4 结语 

中国的园林是独特的，同时也是变化发展的。 图2 留园廊间墙上之书法及闻木樨香对联 

在园林艺术的创作中，吸取书法艺术中的创作手法、美学思想，达到书法、园林艺术的大综合，使二者相 

得益彰，互为增色。学者金学智先生提出：园林艺术的泛化之赏，可以有种种不同的视角，如书法泛化的 

视角，这不正告诉我们园林与书法艺术研究的必要性[717园林与书法艺术的文化关联是一个很大的题 

目，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行深入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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