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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人在园林中会做些什么？他们会使用
什么样的器具？当我们想要了解一种生活方式
时，自然地会尝试从具体细节窥见其日常生活。
位于德和园景区的扮戏楼内的“南北合鸣”展区便
以书画、玉器、瓷器、古籍、服饰等文物，展现了南
北园林在审美、情感、价值观上的共识与融合发
展，唤醒游人的“文化记忆”。

诗文兴情以造园，园成则必有书斋、吟馆。展
览复原了一方小小书房，书房内除了文房四宝，还
摆上了当时流行的花觚、插屏、书箱等器具，以及

《西清古鉴》《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全书》等珍贵古
籍。每一位参观游人都要在此停留片刻，虽然隔
着玻璃，但人们都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书香气
息。有趣的是，清代雍正、乾隆皇帝也非常中意让
自己以书斋中的汉装文人的形象留影于容像画
中，仿佛他们只是闲散雅士。

园林与戏曲同为士人阶层雅文化的具体形
式，品戏听曲既是娱乐，也是抒发理想情怀的寄
托，为文人所喜爱。展览展出了乾隆时期的两件
戏曲表演所用礼服，两件蟒服使用了妆花缎面料
和缂丝工艺，盘龙描金，华丽精致。一般而言这类
布匹绝大多数是从南方进贡而来，经由大运河漂
来的珍贵布料制作成衣，正值百戏进京，表演者华
服登台，唱起宛转悠扬的昆曲，而采百戏之长的京
剧则又经戏班带出宫廷，随着大运河向南漂流，逐
渐火遍南北——一袭衣、一场戏，竟也牵连起南北
文化之间的和谐交融。

从北方士人贵族的生活中，特别是清代帝王
对文人雅趣的喜爱中，可以发现南方文化的浸染
渗透，这一点在北方皇家园林建设上也有体现。
副中心的历史中，也可见北方园林的风采。

北京早期的皇家苑囿区位于通州区的东南
部，当时这里水泊连绵，以延芳淀最为著名。辽代
于此建神潜宫，元代忽必烈建柳林行宫，形成通州
最早的皇家园林群落。不过，此时的“园林”是一
片天然湿地，是飞禽走兽的乐园，王公贵族常到水
边放鹰射猎，称为“飞放泊”。此时的园林与后世
有严整规制的宫苑相区别，未经人工取弃整治，呈
现出自然野生的风貌，但自然之趣一直贯穿园林
设计理念之中。清代的三山五园有了处理朝政和
日常居住的宫殿区以及供游玩的园林区域之分，
但仍精心设计崇尚野趣的园林部分，并引入南方
园林佳景。

此外，随着整个社会层面南北文化交融的影
响，园林本身的作用也在改变。康熙时期，避暑山
庄的重要作用在于接待蒙古贵族，进行射猎活动，
通过一系列游牧民族活动加强满蒙之间的亲密联
系。而到了乾隆、嘉庆时期，吟诗作赋、游山玩水
等活动的比例明显增加。

河如玉带，园似明珠，京杭大运河串连南北名园。2023中国大运河文化带京杭对话暨北京（国际）运河
文化节期间，丰富活动陆续开展，向世人展示运河魅力。由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主办、颐和园管理处承办
的系列精品文物专题展“园说Ⅴ——南北名园 和合竞秀”令人瞩目。

展览以文物为载体，汇集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首都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院、杭州
西湖博物馆、颐和园等20家文博单位的各类展品147件/套，包含国家一级文物10件，国家二级文物27件，
采用北方皇家园林与江南私家园林的“对话”形式，生动呈现出南、北方园林相互影响、融合发展的脉络，系
统讲述大运河北首南端园林的发展历史和艺术特征。

一走进“名园相望”展览单元，立刻被展
厅内的沙盘吸引。沙盘以光绪时期《清代京
杭运河全图》为底图，蓝色灯带代表的大运
河横穿南北，周边标识出 21处沿线城镇，点
亮 54 处古典园林，展示运河周边城市发展
的繁盛。展区动线也如一条蜿蜒河流，环厅

行走间可纵览16座南北名园，结合文物、典籍记载将南北名园
的特点与交流故事徐徐道来。

“河流”首先将参观者领入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在今人
眼中，江南山水几乎是典雅秀致自然风情的代名词，苏州、扬
州、杭州、南京地区的私家园林，展现江南山水的诗情画意。

太湖畔地势低平，河港交错。苏州园林享有“江南园林甲
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的美誉，拥有虎丘、拙政园、留园等名
园，其周边也有无锡西林园、常熟“虞山十八景”等融自然景色
与人工巧艺为一体知名景观。由于地近太湖，城市水体丰富，
这些园林多数面积不大、以水为胜，在有限空间内引水叠石，
形成秀气温婉的风貌，成为江南园林风格的典型代表。

杭州地区兼具山林、湖泊、平原地貌，以滨水、山地园林营
造见长，善于因地制宜，力求园林本身与外部环境相契合。杭
州作为水路枢纽大运河之南端而受统治者重视，这一点也体
现在园林山水中。历史上，乾隆帝南巡时多次前往海宁治理
江患、整治漕运，将当时的遂初园作为行宫驻跸，遂改其名为

“安澜”。
同为江南山水，扬州园林却别具一格，被赞为“北雄南

秀”，意指它兼具北方园林的雄浑与南方园林的秀气。由于扬
州依托大运河漕运兴起，南来北往的人群使扬州成为南北文
化荟萃交融之地，这也体现在园林修治之中。《江南园林胜景
图》描绘了瘦西湖畔的“京师”景色，白塔晴云展现北海同款
蓝天白塔秀丽风姿，五龙亭建筑群“复刻”于湖面长桥，亭台
分布经过微调以适应湖岸地势。除了建筑形态格局上的模
仿，扬州园林还从文化上遥遥“致敬”北方。北京原有的“万
柳堂”本为元代倡导汉学的名臣廉希宪所建庭园，清康熙年
间，汉人冯溥为尊汉儒文脉，也为私园起名“万柳”。乾隆年
间，文臣阮元回到家乡扬州，亦建起一座园子，“万柳堂”之
名始跨南北而共存。

南京是六朝古都，也是江南地区政治文化中心。与扬、苏
相比，南京园林更显精致规整，这与其多曾作为官署、王府附
属区域有关。特别是江宁织造署一类官府园林曾作为康乾行
宫，其建筑规制和风格便会在原有风貌基础上向北方靠拢，形
成另一种意义上的南北融合。

通过一幅《京郊西山名胜图》，人们就能发现北方皇家园
林与江南私家园林的不同，所绘园林方正有序如积木堆叠，颐
和园雄踞中心，气势磅礴。颐和园管理处文物保护科杨馥华
介绍，其实就山水格局和占地面积而言，北方皇家园林的规模
基本远大于南方，在此基础之上，皇家园林因其特殊政治身
份，在建筑格局上还必须遵守一定规制，如必须建设主殿、宫
殿区建筑须中轴对称等。此外，皇家园林与私家园林以严格
规则区分，如以“一池三山”表现传说中的蓬莱仙岛、取意长寿
的造园方法只允许皇家园林使用。

在具体营造过程中，北方皇家园林博采众长，集各地园林
特色、佳景之大成。颐和园标志性景点佛香阁即仿照杭州六
和塔而建，因地基不稳，修至四层而止，而整个颐和园水面结
构也是仿照杭州西湖整治，如乾隆帝在诗中所表露心迹：“面
水背山地，明湖仿浙西”，一池三岛和西堤均比照西湖格局。
同时，颐和园北侧谐趣园是无锡寄畅园的“高仿”，在保留皇家
宫殿规制基础上仿作江南小景。这种有意识的仿造被称为

“写仿”，颐和园和圆明园内大量写仿了江南名园景观。这样
动辄“复制”一园、一湖的豪迈手笔，得益于北方山形地势的辽
阔，匠人也会根据地形酌情予以改造。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山水既是古典园林修
造的地理基础和经典元素，也早已融入传统文化体
系，成为寄托文人情怀、吟咏观赏的对象。第二单
元以“山水共融”为题，对比北方皇家园林和江南私
家园林，能够发现很多人为造成的相似山水形态。
这种相似出现在大运河南北两端并非偶然，其中蕴
含着经过长期互动往来后审美意趣和价值取向的
趋同，也体现出文化交流、再创造的结果。

“从前只知道苏州有狮子林，没想到北方也
有！”狮子林是苏州名园，难道北方还能复制一座
吗？循着参观者的感叹、带着疑惑踏入配殿展厅，便
能看到相传为倪瓒晚年创作《狮子林图》（复制品），画
作描绘了园林一角的僧居生活小景，生动恬淡。

苏州狮子林始建于元代，最早是一座佛教寺院
园林，因园石形态似狮和狮子在佛教中的特殊地位
而得名。狮子林以假山闻名，是中国古典园林中大
规模假山的仅存者，兼之洞壑盘旋、群峰起伏，内部
迂回曲折共有九条路线，21个洞口，将窄小空间利
用到极致，给人以有限通无限之感，充满文人趣味，
极具艺术价值。

乾隆帝极爱此园，南巡至苏州时主动出钱命园
主修缮，并在修建圆明园长春园时辟地写仿了一处
一模一样的狮子林，连牌匾也完全照搬，只有石料
取自房山而未用太湖石。尽管乾隆帝自夸“燕石几
曾让湖石”，但这次“复刻”的效果并不理想。于是
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东南角再建一处文园狮子林，沿
袭长春园狮子林平面布局、设相同十六景的同时，
在意境上更突显倪瓒《狮子林图》所追求的山林野
趣，达到了仿中有创、仿创相宜的写仿效果。

若说狮子林的写仿是从仿形到仿意，那么北方
园林对“千尺雪”的写仿则始终以仿意贯之。

所谓“千尺雪”，是形容瀑布水流激荡，色如千
尺白雪，最初独指位于苏州寒山别业的寒山千尺
雪，是备受欢迎的苏州名胜。

展览展出的清代《江南省行宫座落并各名胜
图》中就有千尺雪一图。这份图册前身为《乾隆南
巡驻跸图》，相当于乾隆帝南巡时所用“导览手册”，
证明寒山千尺雪是南巡目的地之一。清代乾隆帝
首次南巡，曾两度游览此景，回京后即以寒山千尺
雪为蓝本，先后在西苑淑清院、热河行宫避暑山庄、
盘山行宫静寄山庄仿建了三处同名景观。

事实上，北方这三处景观无论从山水形势、还
是从场景格局来看，存在时间均早于得名千尺雪，
实际是先有飞瀑如雪，才有了命名、仿照寒山千
尺雪加以改造之事。从中可以看出，北方皇家园
林对千尺雪的写仿更侧重于意境，或者说，更侧
重于对“千尺雪”所代表的园林野趣、隐逸生活的
展现和向往。

古代文人在瀑布边常做的事包括静坐观瀑、写
诗作画、调琴烹茶，俨然将瀑布场景作为风雅活动
的背景，融自然风光与文人生活为一体。有山有水
的环境才能形成瀑布，山水合一，更加促使瀑布形
象在古代文人生活的语境中与灵动、超脱的自然紧
密相连。因此，塑造千尺雪不仅是北方园林对南方
园林的写仿，也是北人对南方雅士生活和文化的

“写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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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董诰清朝董诰《《文园狮子林园图文园狮子林园图》》画心部分画心部分。。

北海图北海图。。

《《庆寿图庆寿图》》中的德和园戏楼中的德和园戏楼。。

《《江南园林胜景图江南园林胜景图》》册册··白塔晴云白塔晴云。。

（（部分图片由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提供部分图片由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