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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3年，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了《上海市12个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有着七百多年历史的上海
老城厢居然名列其中，令人兴奋不已。
因为，这一块被蒙上“陈旧、简陋、落后”尘埃的土地，长期以来一直被看作“下只角”，是上海被
“遗忘的角落”，老城厢内一些优秀的历史文化建筑、古迹、遗址、历史街区，富有地域特色的传统
小街小巷路网格局，成片朴实无华、饱经历史沧桑的民居旧宅，充满民俗文化和市井文化氛围的区域
形态，等等，这些众多的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存，城镇发展历程的沧桑记录，都被视为落后文化的形
象，被认为拖了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非得予以全部拆除不可，把历史的记忆消除殆尽。
那些错误的观念存在了很长一段时期。
　　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我要为这片故土陈壤发掘和弘扬一点有价值的历史文化，并极大
地激发我写作的欲望。
　　经悉心研究，我在2004年夏天发表了《上海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论文(城市规划汇刊
，2004[5]，同济大学出版社)，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剖析了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的价值；对为什么要保
护，保护什么，怎样保护，提出了系统的见解和建议。
论文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关注，令人欣慰不已，更增添了我继续深入研究的决心和信心。
　　在发表了《上海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论文后，我又萌发了研究豫园的设想。
豫园建于明代，有着四百多年的历史，是老城厢的瑰宝，江南名园之冠，蜚声中外。
起先只是从多视角、多方位拍摄豫园内亭台楼阁、厅堂轩榭廊及山水、林木等美景，自娱自乐、自我
欣赏，仅此而已。
但在拍摄了数百张照片后，在令人目不暇接的美景前，深受陶醉，感悟到在这秀美的形式之内和幽雅
的表象之后究竟蕴含着什么美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核呢？
于是激起了我研究豫园的欲望和激情，并为拟写之书即兴命题为《豫园》。
在2005年8月正式启动学习和研究豫园的艰辛旅程。
　　笔者学的是城市规划，在古建筑和古园林面前是门外汉。
但在纵览群书后发现，研究和撰写中国古典园林专著的许多学者，都有不同的专业背景。
有的是古建筑和古园林专家，有的是中文、历史、哲学(文史哲)和艺术、美学的学者，有的是搞文物
、考古的专家，有的是建筑行家。
那么多的专家和学者，济济一堂，纷纷从不同的专业视角和知识领域来研究中国古典园林，是学术繁
荣、百花齐放的可喜景象，也使笔者信心大增，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前提下，愿加入这支多元化专
业成分的研究行列，从多元的视角为中国传统文人山水园林——豫园的研究，作出一份菲薄的贡献。
　　从原先仅在古园林外徘徊、窥探、凝视，到走进园内赏析、思忖、研究，深感要了解传统，得先
广泛深入地学习传统、翻阅传统、解读传统。
在边读书、边思考、边研究、边写作的过程中，深为中国传统文人山水园林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传
统艺术、美学的博大精深所震惊和感动。
　　豫园虽同属于江南园林体系，但并非与其他园林相雷同。
笔者拟从“立意构思、空间布局、审美特征”等视角来深入赏析这座名园，并拟尽量按照自己固有的
、习惯的认识客观事物的程序、方法和思路，不落俗套、不受束缚地发挥自己的分析和想象力，以创
新务实的精神对这座具有四百多年历史的明代园林进行研究，拟拓展一些新的思考空间，形成一些新
的概念。
　　城市山林　　明代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私家园林发展的鼎盛时期，上海豫园也在这个时期应运
而生。
当时的文人十分喜爱和迷恋隐居山林，他们身在城市，心在山林，身居城市却纷纷追求山林之意趣，
于是就大建仿自然山水之私家园林，这是明代文人士大夫雅士这一类群体构建其生活雅趣和实现人生
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市山林就是指文人士大夫雅士在城市中隐居的住所。
城市山林在当时已成为园林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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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徵明为拙政园建设提供三十一幅画并题诗三十一首，称拙政园“虽在城市，而有山林深寂之趣”
。
　　仅仅是一墙之隔，园林内外判若两个世界。
　　园林外是车水马龙，市声喧嚣，烦躁拥挤的闹市；但被高墙围隔的园林内，却充满了自然山林的
野趣。
当人们一跨进豫园时，眼前静谧、幽深、古朴、飘逸、典雅、秀丽的氛围扑面而来，并有袅袅暗香浮
动，令人心旷神怡，神清气爽，仿佛回到了历史上某一段时空。
在这山石池泉，小桥流水，郁郁葱葱的茂林修竹的山水、花木景观，这亭台楼阁、廊舫榭堂轩台等典
雅的建筑景观，这充满了传统文学气息的诗、书、画的环境和传统的吉祥如意、瑞福氛围的人文景观
中，人与自然，人与天地全然融汇于一体。
　　整座园林洋溢着清丽隽永、幽静古雅、妩媚疏朗的风韵，柔情如水，玲珑婉转，缠绵悱恻，令人
陶醉。
园林充满了诗情画意的意境，浓浓地释放着迷人的东方艺术的含蓄婉曲之美。
这园林精心的构思和营造，达到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境界，小小园林却给人一种深邃无尽的
时空感，人既能享受到城市的生活，又能有回归自然的山水风光的游憩之处。
这些宅园式的江南园林是一座座小巧玲珑、淡雅幽深的“城市山林”。
历代文人都对此有甚佳的吟咏诗句，如：　　元·维则所云：“人道我居城市里，我疑身在万山中。
”　　明·文徵明云：“绝邻人境无车马，信有山林在市城。
”　　清·乾隆皇帝云：“谁谓今日非昔日，端知城市有山林。
”　　清·王赓云：“居士高踪何处寻？
居然城市有山林。
”　　豫园，就是一座精巧雅致的“城市山林”。
　　不出城郭而获山水之趣，身居闹市而享林泉之致，这就是江南名园豫园、中国传统文人山水园林
的永恒的艺术魅力。
　　当你游毕豫园时，会深切感到这里不是一个地域上的概念，而是一种历史文化的概念，欣赏到的
是一幅幅静娴、高雅的传统山水、花木画面，感受到的是俯仰舒展自如的幽雅柔情的美感。
在园林中，不仅看到的是形和质，更是经数千年历史和文化熏陶及天与地哺育的中国传统东方艺术和
中国古典园林的精、气、神。
　　故云：走进豫园，就是走进历史。
　　如何欣赏豫园　　为让更多游人切身感受到中国传统文人山水园林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
及深邃的东方古典艺术和美学的真谛所在，为使著作有一定的完整性和知识的系统性，对书中所涉及
的某些历史文化的含意、一些经典元素、一些经典景点、一些有关章节，略加展开、稍作延伸，简洁
介绍其来龙去脉和发展的渊源，以避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园林中的一个个景致，犹如一幅幅绘画跃入眼帘，好比一支支柔情优雅的乐曲在耳际环绕萦回。
　　中国园林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感情，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无景不生情，无景不含情，无景不留情
。
常言道：看园如看画，游园如读诗。
这情景交融、诗情画意的园林，可观可赏，能品能尝，令人欲醉。
　　但园林再美，视何人来欣赏。
如没有一些中国传统诗与画的知识，如对传统文化历史一无所知，如对中国昔时的文人和传统山水画
一无概念，则游园只能是走马看花而已了。
这似画似诗的美景，若无诗心、画眼的基础修养，怎么欣赏其蕴含的深邃的诗情画意的意境呢？
若无传统的艺术、美学的基础修养，又怎能欣赏中国古典园林所特有的婉曲含蓄之美呢？
　　但也别将问题看得太深奥。
笔者本着在游园、论园、析园的基础上，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地将自己领悟中国传统文人山水园林的
造化之美、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的粗浅体会娓娓道来，与游人共享学习和研究的成果。
　　需要提醒的是，中国传统园林与现代园林不同的是，很有潜质，含蓄内敛，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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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须多次观赏，反复领略，才能感知和品味到中国传统文人山水园林之美和东方艺术之魅力。
如唐代画家阎立本评张僧繇的画时，初看认为“虚得名耳”，再看就变成了“犹如近代佳作”，第三
天去看竟视为“名下无虚士”，甚至“坐卧观看，留宿十余日不能去”。
欣赏豫园也得有这份兴趣和专注。
　　总之，中国园林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美学思维，及其多类性和多元性的表现形式，在豫园中得
到了充分的诠释和演绎。
　　多元的视角　多样的形态　　豫园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国传统文人山水园林中的瑰
宝。
　　优秀的古建筑和优美的山水花木景观，其美的表露是不会仅定格在单一的画面上，或锁定在单一
的角度中，它必然会在不同的方位和视角、不同的距离和高度、不同的背景和氛围下，呈现出迥异的
形象和形态，演绎出多元的审美特征和审美个性，折射出多种的光泽和异彩。
笔者在多元理念的驱使下，在动态的过程中，从不同的视角和视点进行观察，试图从多侧面演示其千
姿百态的古雅、清幽、飘逸的美的形象。
　　豫园内许多优美的楼、阁、厅、堂、殿、观、亭、廊、轩、榭、舫、台等传统建筑，在千姿百态
的古树林木花卉、假山奇峰堆石、池塘溪流清泉，蜿蜒的曲径、步道、板桥、墙垣及色彩、光影、明
暗等背景的映衬下，犹如一幅幅优美的中国传统山水画，散发出中国古典园林迷人的魅力，充满了情
景交融、诗情画意的意境，富有节奏感和韵律感，给人以不同的自然、唯美、古意的视觉美的享受。
　　中国园林是由建筑、山、水、花木四大造园元素组合而成的综合艺术品。
各造园元素不论是单独欣赏还是品味其各种千姿百态的组合形态，不论远视近看，俯瞰仰视，还是正
看侧视，都可以得到完全不同的艺术形象和审美感受，这正应了宋代苏轼描写庐山的诗句：“横看成
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清初名士李渔(笠翁)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概括为“精”和“雅”两个字；雅致的韵味，精美的氛
围，在豫园各景点和景观中能充分地领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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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被称为“江南名园之冠”的豫园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国传统文人山水园林中的瑰宝。
走进豫园，就是走进历史。
园内许多优美的楼、阁、厅、堂、殿等传统建筑，犹如一幅幅优美的中国传统山水画，散发出中国古
典园林迷人的魅力。
笔者在多元理念的驱使下，在动态的过程中，从不同的视角和视点进行观察，试图从多侧面演示其千
姿百态的古雅、清幽、飘逸的美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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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业伟，男，1933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绍兴市，国家认定注册城市规划师、高级城市规划师。
1955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曾在大学执教和城市规划部门工作。
1987年4月-1993年4月连续两届担任上海市南市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分管城市建设。
曾为上海市第九、第十届人大代表及上海市建委科技委委员、城乡规划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城市科学
研究会理事，上海市人类居住科学研究会顾问，上海市房产经济学会理事和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
委员会特约研究员。
 
    对国外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作过广泛深入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起，致力于旧城改建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主持规划大量的、系列的上海市南市区旧
区改建规划，并发表了《旧城居住区改建中的一些问题的研究》、《旧城居住区的现状调查》、《探
讨加快旧城住宅建设的有效途径》、《棚户区居住质量的评定方法》、《上海蓬莱路地区改建规划》
、《上海旧区住宅改建的对策》等数十篇论文，参与中日规划界合作研究的“上海蓬莱路地区改造规
划”及世界银行的澳大利亚专家共同研究的“上海复兴东路地区改造规划”。
工作中，善于通过大量的实践，总结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和本质性的问题并上升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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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雕，墙上的砖雕、石雕、泥塑，雕花门楼上的砖雕    三、下至路面铺地第四章  豫园布局结构的艺术
和美学特征  第一节  自然    一、水    二、石    三、山(石)、水    四、以山水为中心的“院落”布局结构  
 五、置石    六、园林花木的种植与配置  第二节  唯美    一、调动多种因素营造美    二、从七个方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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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厚、长的“古意”    二、充满古意的园林建筑的名称    三、中国园林建筑中的匾额与楹联    四
、中国传统吉祥如意瑞福的图案与寓意  第四节  意境    一、何谓意境    二、意境的构成    三、意境的美
学特征后记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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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三曲板桥非同寻常，起着既分又合的作用，有三个特点：　　1.此石板桥非直线形，而是随意
折、弯一下，形成“三曲”。
　　2.三曲板桥将水面划分为二，形成两个水体形态不同的景观空间：外形轻快秀美的流觞亭突出于
水池中，亭亭玉立，妩媚动人，与墙外得月楼、浣云假山形成一个围合空间；会景楼与东侧的折廊、
玉华堂又形成一个围合空间。
以三曲板桥为界的东西两个空间又构成一个以会景池为中心的、四周环绕以会景楼、流觞亭、玉华堂
和墙外的得月楼、折廊、浣云假山及柳树、枫树、栀子花、石榴、白玉兰、香樟、罗汉松、黑松、五
针松、梅树、紫藤、芭蕉等浓密绿荫覆盖的“大院落”。
　　3.三曲板桥低于两岸，桥、岸和水面形成三个平面的高低落差之势。
桥浮于水面，游人贴近水面行走，有漂浮水面的凌波之感。
这座平板三曲桥形态曲折自然，平易近人，并与水面和桥端的富有山路野趣之参差崎岖的山石路面融
为一体，三曲板桥为此景区的“点睛之笔”。
　　水呈多方向流动，或蜿蜒流人浣云假山的山洞，或攒入流觞亭下，或流人长廊下，或流入四周岸
边的水湾和水口，形成流向莫测，水源无头。
水池虽小，似无边，水的各种流向均不知其有多远多深，增加了水的流动性和灵活性的感觉；水池呈
现出一池活水之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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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豫园》中的豫园洋溢着清丽隽永、幽静古雅、妩媚疏朗的风韵，柔情如水，玲珑婉转，缠绵悱
恻，令人陶醉。
　　意贵乎远，不静不远也；境贵乎深，不曲不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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