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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同济大学著名教授，陈从周的名字早就蹦出了校园围墙，这个出生于杭州的园林学家，似乎
一生都在与美拥抱。
20世纪80年代前后，他的《说园》悄然出世，这是一本注定不会洛阳纸贵的书，但所到之处，足以振
聋发聩，特别是那些不按牌理出牌的风景管理者，被陈老来了一次又一次拨乱反正。
品园、游园、察园、论园、筑园、构园⋯⋯摆在手头的这本《园林清议》，是陈从周锦绣文章之精选
。
“造园如缀文，千变万化，不讲究全文气势，而仅务辞汇叠彻者，能有佳构乎”？
对园林的修复，当“因循守旧”，“做旧如旧”。
花上晾衣，是人人都明白的煞风景之事，但高亭广榭、奇峰怪廊之类的异军突起，和拆了围墙、动不
动就开个漏窗之类的内衣外穿，都是新的防不胜防的大煞风景之举。
　　人定胜天，作为一种志气未尝不可，然而，你若是真的与天对着干，它也真的会给你好看。
　　从《园林清议》里，还可以看到，国画与昆曲，是陈从周生活中另外两个极其重要部分。
陈老的国学功底极好，文字珠圆玉润，节奏感极强，若环珮之叮当。
　　通过《园林清议》，你看到的哪是一位园林学家，分明是一位有学识、有胆识的学者，说陈从周
是散文大家，并不为过。
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任何一位大师的成长，都是不偏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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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我国造园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世界园林中树立着独特风格，自来学者从各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各
抒高见。
如今就我在接触园林中所见闻掇拾到的，提出来谈谈，姑名《说园》。
园有静观、动观之分，这一点我们在造园之先，首要考虑。
何谓静观，就是园中予游者多驻足的观赏点；动观就是要有较长的游览线。
二者说来，小园应以静观为主，动观为辅。
庭院专主静观。
大园则以动观为主，静观为辅。
前者如苏州"网师园"，后者则苏州"拙政园"差可似之。
人们进入网师园宜坐宜留之建筑多，绕池一周，有槛前细数游鱼，有亭中待月迎风，而轩外花影移墙
，峰峦当窗，宛然如画，静中生趣。
至于拙政园径缘池转，廊引人随，与"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的瘦西湖相仿佛，妙在移步
换影，这是动观。
立意在先．文循意出。
动静之分，有关园林性质与园林面积大小。
像上海正在建造的盆景园，则宜以静观为主，即为一例。
中国园林是由建筑、山水、花木等组合而成的一个综合艺术品，富有诗情画意。
叠山理水要造成"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境界。
山与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简言之，范山模水，用局部之景而非缩小(网师园水池仿虎丘白莲池，极妙)
，处理原则悉符画本。
山贵有脉，水贵有源，脉源贯通，全园生动。
我曾经用"水随山转，山因水活"与"溪水因山成曲折，山蹊(路)随地作低平"来说明山水之间的关系，也
就是从真山真水中所得到的启示。
明末清初叠山家张南垣主张用平冈小陂、陵阜陂阪，也就是要使园林山水接近自然。
如果我们能初步理解这个道理，就不至于离自然太远，多少能呈现水石交融的美妙境界。
中国园林的树木栽植，不仅为了绿化，且要具有画意。
窗外花树一角，即折枝尺幅；山间古树三五，幽篁一丛，乃模拟枯木竹石图。
重姿态，不讲品种，和盆栽一样，能"入画"。
拙政园的枫杨、网师园的古柏，都是一园之胜，左右大局，如果这些饶有画意的古木去了，一园景色
顿减。
树木品种又多有特色，如苏州留园原多白皮松，怡园多松、梅，沧浪亭满种箬竹，各具风貌。
可是近年来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品种搞乱了，各园个性渐少，似要引以为戒。
宋人郭熙说得好："山以水为血脉，以草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
""草尚如此，何况树木呢!我总觉得一个地方的园林应该有那个地方的植物特色，并且土生土长的树木
存活率大，成长得快，几年可茂然成林。
它与植物园有别，是以观赏为主，而非以种多斗奇。
要能做到"园以景胜，景因园异"，那真是不容易。
这当然也包括花卉在内。
同中求不同，不同中求同，我国园林是各具风格的。
古代园林在这方面下过功夫，虽亭台楼阁，山石水池，而能做到风花雪月，光景常新。
我们民族在欣赏艺术上存乎一种特性，花木重姿态，音乐重旋律，书画重笔意等，都表现了要用水磨
功夫，才能达到耐看耐听，经得起细细的推敲，蕴藉有余味。
在民族形式的探讨上，这些似乎对我们有所启发。
园林景物有仰观、俯观之别，在处理上亦应区别对待。
楼阁掩映，山石森严，曲水湾环，都存乎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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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桥外小红亭，小红亭畔，高柳万蝉声。
""绿杨影里，海棠亭畔，红杏梢头。
"这些词句不但写出园景层次，有空间感和声感，同时高柳、杏梢，又都把人们视线引向仰观。
文学家最敏感，我们造园者应向他们学习。
至于"一丘藏曲折，缓步百跻攀"，则又皆留心俯视所致。
因此园林建筑物的顶，假山的脚，水口，树梢，都不能草率从事，要着意安排。
山际安亭，水边留矶，是能引人仰观、俯观的方法。
我国名胜也好，园林也好，为什么能这样勾引无数中外游人百看不厌呢?风景洵美，固然是重要原因，
但还有个重要因素，即其中有文化，有历史。
我曾提过风景区或园林有文物古迹，可丰富其文化内容，使游人产生更多的兴会、联想，不仅仅是到
此一游，吃饭喝水而已。
文物与风景区园林相结合，文物赖以保存，园林借以丰富多彩，两者相辅相成，不矛盾而统一。
这样才能体现出一个有古今文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园林。
中国园林妙在含蓄，一山一石耐人寻味。
立峰是一种抽象雕刻品，美人峰细看才像美人，九狮山亦然。
鸳鸯厅的前后梁架，形式不同，不说不明白，一说才恍然大悟，竞寓鸳鸯之意。
奈何今天有许多好心肠的人，惟恐游者不了解，水池中装了人工大鱼，熊猫馆前站着泥塑熊猫，如做
着大广告，与含蓄两字背道而驰，失去了中国园林的精神所在，真太煞风景。
鱼要隐现方妙，熊猫馆以竹林引胜，渐人佳境，游者反多增趣味。
过去有些园名如寒碧山庄(留园)、梅园、网师园，都可顾名思义，园内的特色是白皮松、梅、水。
人尽皆知的西湖十景，更是佳例。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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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我国造园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世界园林中树立着独特风格，自来学者从各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各
抒高见。
如今就我在接触园林中所见闻掇拾到的，提出来谈谈，姑名《说园》。
园有静观、动观之分，这一点我们在造园之先，首要考虑。
何谓静观，就是园中予游者多驻足的观赏点；动观就是要有较长的游览线。
二者说来，小园应以静观为主，动观为辅。
庭院专主静观。
大园则以动观为主，静观为辅。
前者如苏州“网师园”，后者则苏州“拥政园”差可似之。
人们进人网师园宜坐宜留之建筑多，绕池一周，有槛前细数游鱼，有亭中待月迎风，而轩外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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