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园林艺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园林艺术>>

13位ISBN编号：9787500689188

10位ISBN编号：7500689187

出版时间：2009-12

出版时间：中国青年出版社

作者：方晓风 编

页数：252

译者：马红军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园林艺术>>

前言

中国园林往往被视为抽象艺术，个中玄妙，常人很难领悟。
不过，我倒觉得这些建筑有如一串精美的钥匙，大凡有关园林的疑难，几乎都能从中寻到答案。
中国园林既讲究规则，又灵活多变：既风格迥异，又相互融通；既历史悠久，又时换时新。
实际上，就连最前卫的造园大师，也大都深受中国园林艺术的影响。
在苏格兰西南，离我家的老式花园不远，就是闻名的“宇宙玄想之园”。
这座前后建了20年的不同寻常的新建筑，正是查尔斯·詹克斯和麦琪·詹克斯夫妇的手笔。
麦琪是中国通，深深迷恋中国园林，不遗余力地将这门艺术及其内在原理引入西方。
只可惜麦琪英年早逝，我能同她有一面之交，实在很难得。
要建造这样一处园林，当然离不开科技和数学，但詹克斯夫妇的最初灵感却来自中国园林。
这件完美艺术品身上，处处闪耀着中国园艺神韵，甚至连园林古怪的名称也暗合中国品位。
美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的业绩同样无与伦比。
1935年赴哈佛读书前，他在中国最美的园林苏州狮子林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差不多70年后，在自家旧宅的旁边，贝聿铭担纲设计了令人称道的苏州博物馆，内外建筑浑然一体，
全无分界痕迹，园林和展区合二为一，相互辉映。
说到底，大凡绝美的中国园林，建筑和园林都难分彼此。
贝聿铭先生指导了苏州博物馆整个修建过程，包括引种哪些树木。
从构思上看，无论路面、山石、水景，还是花木、竹林，纯然是古典派，但同时又融入了不折不扣的
现代风格。
同某些意在游玩的中国园林不同，苏州博物馆绝非胡乱拼凑的产物，而是为新世纪量身打造的中国古
典园林。
就以上两处新近落成的园林，我写过不少文章。
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历史似乎太过悠久。
无论什么，只要划到历史名下，就好像同现代毫不相干。
我深深感到，即使跨越了漫长历史，这些园林也不应被视为古董。
要欣赏其中的妙处，不妨调整-下思路，放弃某些旧观念、旧规则。
不过话又说回来，新思想也不见得都好。
眼见的东西，虽说未必样样中意，事事明白，但也无伤大雅，西方园林我也不是样样满意，事事清楚
。
我刚刚游览了本书提及的几座园林，写这番话时，正坐在中国杭州西湖之滨的西泠印社。
能亲历自己做梦都想一见的美景，实在喜不自禁，但也有让人扫兴的事——我一直渴望独自坐在水边
，在月光下的凉亭里聆听风吹竹叶、鱼跃池塘的声响，凝望清晨的荷花伴着朝露慢慢绽放，只可惜游
人如织，渴望成了奢望。
好在这本书弥补了遗憾，字里行间，处处闪动园林艺术的迷人风韵；张张图片，无不再现中国园林精
妙。
说到如何理解中国园林精髓，以及西方园林如何从中借鉴，本书执笔方晓风先生对我帮助很大。
实际上，你根本无须拥有一片园林，一盆绿竹足够了。
只要竹影投到白墙之上，那不就是一方水亭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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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典园林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遗产，被举世公认为世界园林之母。
《中国园林艺术》全面呈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历史、造园技艺和最经典的代表之作，是一部将学
术性与鉴赏性完美结合的建筑艺术画册。
全书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中国人的宇宙观以及中国园林发展简史；第二部分为园林主要的构
成要素及造园手法；第三部分名园赏析则收录了最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中国园林。
    该书的文字作者与审校皆为国际知名的园林研究学者，他们以生动而洗练的文字、精致而准确的草
图，清晰地阐述了中国园林的发展脉络和风格特色。
中国多位著名摄影家历时多年赴古典园林实地拍摄了大量精彩图片，跟是形象地诠释了中国园林的精
髓所在与意境之美。
    本书不仅会为中外造园者提供创作灵感，也是建筑及园林专业研习者不可或缺的参考读物，同时还
是献给中国古典文化艺术爱好者们的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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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山水画家面对自然风景的时候，品味由此产生的特殊意境，再由这样的意境生成画家自己心中
的意象，再从自然风景中取材，根据心中的意象谋篇布局，经营整个画面，这就是中国画所谓“意在
笔先”的意思。
画作的好坏，直接取决于画家对意境的摄取和解释，修养够不够则必然在笔下有所表现，当然也要求
画家对意境有表现的能力和方法。
经由这样的过程，山水画家在经营画面布局的时候，可谓胸有成竹，同样的方法，完全适用于园林空
间的塑造。
在宋朝的山水画中总有建筑的点缀，意在于自然景观中植入人文因素（图24）。
建筑成为一种象征，反映了中国人的风景审美观念，建筑意味着可游、可望、可行、可居。
这一观念在园林的具体设计中也处处得以体现，这也是把自然风景人工化的一种手段。
宋画中直接描写园林整体、局部、细部、小品以及园林生活的也不在少数，这些都为文人经营园林提
供了很好的审美基础。
绘画的意境，经过转化就成为园林的意境，人们称中国园林为立体的山水画，道理就在这里。
宋朝文人地位的提高使他们生活优裕，生活内容也随之丰富起来。
不同于以前的富豪权贵一味追求奢侈华丽，文人的生活还是围绕着智力和审美展开。
除传统的琴棋书画外，品茶、观赏花卉、古玩、参禅习道等都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构成了文人的精神
世界，也成为园林设计中要考虑的核心功能。
园林是人内心世界的物化结果，生活内容的丰富造就了文人园林的情趣，花鸟鱼虫无不可以寄情，山
水木石样样可以明心。
也正由于园林同生活的密切关系，宋朝的园林建设形成了一个兴盛的局面，皇家、私家、衙署寺观、
公共园林，甚至茶楼酒肆也附设园林招揽客人。
北宋东京的皇家园林，最著名者为宋徽宗的艮岳（又名华阳宫），位于宫城东北，属八卦之“艮”位
。
其设计工作由皇帝亲自参与。
艮岳完全是游乐性的建筑，没有仪典、朝政和居住功能。
苑中山形仿照杭州凤凰山，同时有大量的名石点缀。
叠石在宋朝成为普遍的手法，因此出现了专门的匠人，技艺高超。
园内的水系很完整，几乎包含了所有的水体形态，整体山水的关系按照理想的风水格局来经营。
自西北角引入外面的江水，入园后扩为水池，名“曲江池”，池中筑岛，岛上建蓬莱堂。
然后以溪流的形式折而西南，至山脚分为两股，一股以峡谷的形式穿过主山，一股绕辅山而行，汇合
于方形水池，池中再筑二岛。
水系再向南行，形成全园最大的水池一一雁池，在池的东南角设水系的出口。
群山环抱水池，溪流绕山而行，构成符合中国传统审美的山水关系。
园中建筑种类很多，有不少特殊的造型，充分发挥了建筑点景、观景的作用。
建筑类型丰富，有道观、藏书馆、水村以及仿民问市肆的“高阳酒家”。
艮岳建成不过四年，东京城就被金兵攻陷。
当时正值严冬，积雪盈尺，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涌入园子，把建筑物全部拆毁作为取暖的柴薪，一代
名园就这样香消玉殒。
但史料中仍留下了不少关于艮岳的文献，除宋徽宗自己的园记之外，还有一些僧道和文人的记述。
离乱之时，园林作为奢侈物总是最先被人放弃，名园之不能传世，让人叹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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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园林艺术:历史·技艺与名园赏析》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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