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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说园及其他《汉品》本辑的专题是“说园”，关注的是中国的“传统园林”。
我们希望能从当代文人的眼光而非传统的专业性的角度来体验和传达对于文人园林的感悟。
因此，摄影师、画家和诗人是我们的首选——从他们独特的视角来探寻自己对于园林的印象，以及编
排与之相关的各种叙事。
比如洪磊，很多年前，他就因拍摄了大量与园林相关的作品而声名鹊起。
与郎静山不同的是，洪磊对传统元素的汲取更多带有略显病态的表现主义式的反省和批判。
在《园林札记》中，洪磊的相机换成了笔。
通过随手拈来的考证索隐，洪磊传达了他对庭园设计和布局的臆想，其中更多带有一种精神分析式的
揣测，与时论多有相异之处。
唐克扬的文章则指出了当代的“传统园林”功能上的改变，导致了空间设计原则的改变，从而被景观
化和标本化了。
“说园”专题当然不会忽略视觉作品，沈勤和董文胜有关园林的作品分别从水墨和摄影两种媒材表达
了他们对园林的空寂想象与场景虚拟，前者萧疏，后者诡谲，均非实证，代之以身临其境的体悟与阐
发。
值得一提的还有冯峰的《亭》，行文素朴，情在其中。
他画画、做装置，后者多半师古人，半添新辞，颇有多愁善感的公子兀自一人在精神世界里修补残梦
之意。
此外，“说园”中的其他文章还涉及在加拿大营造“苏州园林”的故事、日本的庭园印象以及三位苏
州诗人关于园林的游记和诗歌等等。
种种说园，多在专业之外，意趣之内，一扫繁缛的学究气，而钟情于性灵的文字与图像。
在本辑的结构上，围绕“说园”的主题，在插画和书评栏目中，也多以园林题材为主。
本辑内容还有一个次主题，套用音乐上的术语，如果“园林”是“主部主题”，那么“汉字”就是“
副部主题”。
接续《汉品》第一辑介绍的雕版木活字手工印刷的《老族谱》，在本辑中，我们的阅读将从木活字的
前世今生、田野寻访宁化木活字出发，一直到宏观的汉字与文化、微观的印刷字体设计的历史，最后
到汉字系统的再造——这通常被归类为当代艺术中的“精神实验”，把作为中国文化传承基因系列的
古老汉字还原为一个充溢着生命感、时空感的开放系统。
至于“刊中刊”、“传承与表现”、“读影”与“品书”四个传统栏目，这里就不多介绍了。
行文至此，碰巧一家艺术杂志来访，请我谈谈《汉品》创刊号何以能热销，藉此机会，我也特别想聊
几句题外话：《汉品》第一辑很成功，读者好评如潮，甚至于有读者竟说出了，“台湾有《汉声》，
大陆有《汉品》”这样的溢美夸张之辞。
在把这句话理解为读者的殷切期望之余，也着实让我们惶恐不安了很久。
其实，我们觉得创刊号并不是做得有多好，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汉品》受欢迎透露出的信息是，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关注传统文化，大家希望有一系列具有独
立立场的丛刊来从从容容地讨论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再生。
如果能更进一步，不仅仅限于讨论，而是在满目疮痍的大地上，每个人都能努力践行，奉献出自己的
一份薄力，我觉得这才是让我们继续往前走的最大动力。
2012年7月26日于关麓小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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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品》是一系列试图寻找重返我们传统家园之路的丛书。
从19
世纪下半叶开始，这个家园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仅仅不过几十年功夫，无论精神方面、社会方面，还是物质方面，我们看到的都是西方化的世界（
梁漱溟，1921）。
更没有谁能预料到，这个“大变局”居然激荡了100
多年。
尤其是在今天所谓全球化的浪潮下，原本可以与工业文明相互哺育的农耕文明日益衰微，渐行渐远，
我们的传统家园已经被冲刷地无法辨认和难以回返。

　　《汉品》本辑的专题是“说园”，关注的是中国的“传统园林”。
我们希望能从当代文人的眼光而非传统的专业性的角度来体验和传达对于文人园林的感悟。
因此，摄影师、画家和诗人是我们的首选——从他们独特的视角来探寻自己对于园林的印象，以及编
排与之相关的各种叙事。
本辑内容还有一个次主题，套用音乐上的术语，如果“园林”是“主部主题”，那么“汉字”就是“
副部主题”。
接续《汉品》第一辑介绍的雕版木活字手工印刷的《老族谱》，在本辑中，我们的阅读将从木活字的
前世今生、田野寻访宁化木活字出发，一直到宏观的汉字与文化、微观的印刷字体设计的历史，最后
到汉字系统的再造——这通常被归类为当代艺术中的“精神实验”，把作为中国文化传承基因系列的
古老汉字还原为一个充溢着生命感、时空感的开放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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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970年11月生。
策展人、《汉品》主编。
2002年参与创办中国第一个三年展--中国艺术三年展（现更名为南京三年展）；2006年底创办《当代
艺术与投资》杂志；2008年和张亚璇创办"中国独立影像档案馆"；2011年和张献民发起"艺术空间独立
电影放映联盟"；2011年和欧宁发起碧山共同体计划，并策划"2010碧山丰年祭"。
他在北京、南京、广州等地策划过很多当代艺术和独立电影展览，他还应邀在奥地利、西班牙、智利
、日本、巴西和挪威的一些艺术中心和博物馆策划展览和项目。
他曾担任南视觉美术馆（南京）执行馆长、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北京）艺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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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园林剳记 文图洪磊 壹 迂回。
一种人生的处世态度，总之当他面对一个强权或者劲敌时，抑或是被迫的，抑或是采取这样的一个微
妙方法，不作直面的冲突，以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为首要。
回廊作为建筑形态，通常是庭园主人的心理写照，回廊的漫长曲折也是主人的人生态度。
 1.沧浪亭 宋代诗人苏舜钦因罢职闲居苏州，以四万钱买下五代孙承佑池馆废园，兴土木改建修筑，并
傍水造亭，有感于“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题名“沧浪亭”。
 苏州庭园大都以水域或山石作为园的造景主体，房舍和大小院落交错于园内，而回廊往往连接游走所
有房舍。
沧浪亭的主体景色是以山林为核心，长廊依山起伏围看山林，这个院子里的走廊是为看复廊外的水面
，内外是靠漏窗来沟通，山水在观者眼睛来回转动时融汇，以达到清高自守，清朗独善的沧浪情怀。
苏舜钦的回廊很是有他非凡的刻画，他把长廊设计得漫长，而有起伏高低，这在其他的庭园里没有见
过。
这样起伏高低地行走，真的不知道下一步脚下会是怎样的遭遇。
可见苏舜钦的官僚生活是多么地艰辛，甚至是跌宕起伏的。
 2.淑春园 乾隆宠爱和珅，和珅得到了京城西郊未名湖周围的土地，修建了“淑春园”。
乾隆死后嘉庆掌权，新皇帝的新举措之一就是逮捕和珅，没收了和珅的全部家产并处死了他。
广为流传的和珅家产清单中，淑春园内有64座亭子，1003间房舍，357处回廊，当然还有上万两黄金白
银。
357处回廊？
这样的数目的回廊，颇让人惊讶，恐怕这是私家庭园里的回廊之最了。
 据记载，和珅视君如父，他处处讨乾隆的欢心，想来是需要有时刻缜密的心机的。
和珅出身贫寒且聪明绝顶，他从一名随驾护卫，不断晋升，最后至中堂高位，这样的苦心经营是常人
难以想象的。
所以淑春园中多处漫长的长廊，应该是和珅曲折心灵的描写，我猜测淑春园的廊转弯处很多，也有许
多必定在阴凉处，和珅游走时的思虑脚步，肯定也是躲躲闪闪踟蹰徘徊的，时常还要转弯和转身回头
，这样的游走也肯定不会好看。
但是一旦面对君王乾隆时，我想他的脚步肯定假装得尤其轻松自如，而且步履得体，因为这样的得体
步履，才能够使得君王相信他：他是能够时刻替自己赴汤蹈火，是整个朝廷之内的唯一心腹。
但是谁又知晓和珅内心的苦楚呢？
 3.网师园 计成在他的《园冶》里往往以诗一般的语言教授造园，他常以“景到随机”，或者“一湾仅
于消夏”这样的语句，或含混不清的形容词描绘蓝图。
他说回廊时，却以“廊者，庑出一步也，宜曲宜长则胜。
古之曲廊，俱曲尺曲。
今予所构曲廊，之字曲者，随形而弯，依势而曲。
或蟠山腰，或穷水际，通花渡壑，蜿蜒无尽，斯寤园之‘篆云’也”，来解释回廊布局的随机性。
或许廊在庭园里就是那么地随意。
 网师园里的廊应该是短小的。
仅在“小山丛桂轩”后的一小段，因为宋宗元死后，园大半倾废，被太仓富商瞿远村购得，建缮半易
网师旧观。
所以行走那一小段回廊，做到了计成“庑出一步”的随机或者随意，只觉得数步急转，不得廊的韵味
半点，就像舞台上的花旦之小碎步的疾走，矫揉造作得厉害。
 贰 恋石癖，隐藏自我行尸走肉的一种角色转换。
而以石玩之好作顾盼自怜的思考，实则是儒生不愿直面思索生死的悲剧。
 1.祥龙石 每次去留园总要到冠云楼喝茶，也总要坐在临近那排窗门前，敞开一扇看冠云峰石喝茶，通
常都是碧螺春，但只有1998年初春那次是当年的新茶，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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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冠云峰有几株石榴遮着视线，常常会放下茶杯环峰走几圈，湖石太高却要仰头眺望那些孔洞，那些
褶皱，也常常会因此感动万分，莫名地像是喜爱名伶一般，当然是男扮女的那种，一种阴暗的柔情似
水。
冠云峰的两边另有瑞云、岫云两峰，同样是两大巨石，也都孔洞有致，褶皱妖娆。
据说这三块湖石都是当年未能运抵汴梁的“艮岳遗石”。
每看上品的湖石，做着婀娜姿态且又质地坚硬铿锵，阴阳交融的情景，我总要想起杰克逊。
上品湖石总使人魂魄飞散，矫揉得让人心躁。
当年未能运走的江南“遗石”还有两块，绉云石和玉玲珑石现在分别流落到了杭州和上海。
如果视冠云峰等为徽宗审美，不可考。
甚至有传说金人掠走运往金大都的“艮岳遗石”，现在北京北海公园白塔下散落的湖石也不一定符合
徽宗的审美。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祥龙石图卷》被一致认为徽宗手笔，可看见徽宗真实审美。
即使不是徽宗亲笔，也毕竟是他同时代画院高手所为，况且有徽宗题辞赋诗。
可以看见一千多年前徽宗赵佶真实的心情，细腻婉转的视线在孔洞褶皱间穿行把玩。
“祥龙石”在画面的右方，作着娇柔的姿态，画面左方有徽宗题辞曰，“祥龙石者立于环碧池之南芳
洲桥之西”，环碧池、芳洲桥为艮岳二景？
也无可考。
我们知道艮岳于宣和四年（1122）竣工，不知道此画何年所作，毕竟这是徽宗赵佶本人看过并且喜爱
的画，或者是符合徽宗观看趣味要求的。
这可能是徽宗对湖石的品位的唯一佐证，娇媚渗着诡异，看石缝隙生出的枝叶估计也只一米多高，且
幽深悠远，恍若置身十里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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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汉品02:说园》编辑推荐：《汉品》是一系列试图寻找重返我们传统家园之路的丛书。
《汉品》系列图书尊崇艺术的学术高度，不避讳艺术的商业价值。
让有学术高度的艺术贴近商业和生活，让商业和生活可以更艺术。
《汉品》着重中国传统艺术的再生，致力挖掘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元素和实用价值，将其当代化和国
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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