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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儒林外史》看明清时期公共性质园林
Public Garden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Viewed from The Scho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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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性质园林虽一直处于中国古典园林史的主流研究之外，

但到明清时期已具备不输于其他类型园林的规模以及职能。结合同

时期的写实主义小说《儒林外史》，从历史文献研究角度出发，将

书中二十余处具有公共性的园林分为山水相依的城市型公共性园林、

农村聚落的公共性园林及半公共性园林三类，进一步探究明清时期

公共性质园林在各阶层市民生活中发挥的美学、社会以及文化功能，

并以此总结出此时期公共性质园林具有形式简单、来源广泛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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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public garden has always been outside the 
mainstream of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Chinese gardens, it has the 
scale and function as other types of gardens by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ombining with the realistic novel of the same period The 
Schol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classifies more than 20 public gardens into 
three categories: urban public gardens with landscape dependence, 
public gardens in rural settlements and other kinds of gardens with 
public garden nature. The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aesthetic, social 
and cultural functions of public gardens in the life of all classes of 
citizen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summarizes that the 
public gardens in this period have the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simple form and wide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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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中国最早具有公共性质

的园林出现于先秦时期 [1]，最早见于

文献记载的为魏晋时期会稽兰渚山麓

的兰亭 [2]。公共性质园林兴盛于唐宋

时期，到明清时期较为成熟，但相比

于主流体系的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和

寺观园林，因特点不够鲜明、存世数

量不多且文献记载较少，所以其相关

研究少之又少 [3]，直到 20 世纪 80 年

代“公共园林”这个名词才应运而

生 [2]。目前，国内外学界有关研究鲜

有针对古代公共性质园林的功能及特

点，多从地域、城市、时期等方面进

行归纳、整理、分析 [4~6]，或是从布局

结构、园林要素方面解析造园艺术 [7]，

后来深入到隐含的社会背景、思想文

化以及发展与演变 [8~9]，但是研究年

代跨度较长，尤以对唐宋时期的研究

最为丰富多样 [10~11]。有关明清时期

的公共性质园林研究则较少 , 或从官

府造园出发，针对清代雍正时期对西

湖公共游赏地的整治疏浚、景点建设

作详细概述 [12]；或从造园主体、选

址、空间、技法、意境等方面对明清

时期南昌府的公共性质园林进行梳

理 [13]；或以泉水为主要景观要素，

总结了明清时期济南的传统园林，

探索泉与传统公共性质园林营造的

关系 [14] 等。

明清时期是小说发展的鼎盛时

期，小说中总会有一定的篇幅对环境

进行描写，其中包括园林，《儒林外史》

就是典型的一例。作者吴敬梓的家族

有造园传统，其从小便生活在曾祖父

吴国对兴建的遗园中；中年吴敬梓移

居南京，几度纵游于扬州、淮安等地，

游览过诸多名胜及其他园林 [15]，对

园林的描述具有丰富的现实基础。作

为中国古代批判现实生活小说的巅峰

之作，《儒林外史》中场景的描写很

大程度上反映作者的生活环境，所描

写的园林比之虚幻小说更贴近现实，

对目前研究明清时期的公共性质园林

更具有借鉴意义。

因此，本文以《儒林外史》为载

体，以书中主人公的游览和日常活动

为切入点，通过梳理他们在不同地区、

不同类型的公共性质园林中的所见、

所为、所感，探究明清时期公共性质

园林的类型与构建形式，进而对其功

能特点进行归纳，补充丰富该时期公

共性质园林的研究体系。

1《儒林外史》中的公共性质园林

《儒林外史》涉及并进行详细描

写的具有公共性质的园林共有二十余

处，分布在山东、四川以及江南等地

区，以江南居多。根据形成原因，将

其分为 3 类（表 1）。

2 明清时期公共性质园林的功能

2.1 美学功能
公共性质园林的美学功能主要体

现在主体对客体的游览、欣赏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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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 [16]。具有公共性的园林更

加开放和外向，较大的环境空间造就

了更为丰富的观赏面，游赏过程中更

易获得良好的审美体验。

例如杜慎卿众人在雨花台岗游

玩，步上山岗，见到途中巍峨的庙

宇、祠堂；到山顶上望见城内的万家

烟火，澄江似练；直至日色西斜，又

见两个挑粪工静静地坐在山上看日

落。这一连串自然风光跟人文景观的

游览观赏，让人不由感受到雨花台这

一座秀丽山岗的魅力。

书中对西湖的全景式描写更是浓

墨重彩之笔。马二先生的游览路线

（表 2）展示了“园中之园”的设置

手法—诸园各抱地势，借景山水，

开拓视野与意境。这种手法是受中国

传统美学思想的影响，是感性的写

意，侧重于表现主体对客体的审美感

受和审美情感。在马二先生游西湖途

中，随着视角的不断切换，各种景物

依次进入他的视野，又在视野中隐

去，可谓是步移景异，难怪连他这种

被世俗利益熏心的人在游览西湖时

都会发出“真乃‘载华岳而下重，振

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17]”的感慨。

植物是造园四要素之一，也是

景观营造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农村

聚落的公共性园林植物配置多选用

具有乡村特色的植物。书中第四十

回中有对青枫城的描述：“到次年

春天，杨柳发了青，桃花杏花都渐渐

开了⋯⋯[17]”园林至城门的主干道两

侧种植柳树，间杂桃杏，形成了一幅

风景优美的乡村田园风光。公共性质

园林建筑的构建，一是与自然充分融

糅，亭榭、桥梁等小品自由随宜地半

藏半露于淡烟疏柳之中，显示人工意

匠与自然浑为一体 [3]，发挥观景与点

景的作用，如书中第三十回所描写的

湖亭景观：“诸名士看这湖亭时，轩

窗四起，一转都是湖水围绕，微微有

点熏风，吹得波纹如彀 [17]”。二是

结合相应的功能形成独具特色的人

文景观，以秦淮河两畔为例，金陵世

家贵族的私园、贡院、市肆、风月之

地集聚，湖中画船箫鼓，昼夜不绝，

展现了公共性质园林中商业建筑之

繁华。

2.2 社会功能
作为公共开放领域，明清时期的

公共性质园林为各阶层民众的公共

娱乐和休憩提供了场所，具备公共开

放性、可参与性和服务性等特性 [2]。

公共性质园林的社会功能反映在哲

学思想和普通民众的活动中 [2]。公共

性质园林的不断发展使园林的公共

服务职能进一步提高，景观属性变得

多样化，并能满足不同人在不同时段

的不同需求。这个时期民众的观赏

游玩、诗会、庙会等活动与公共性

质园林联系密切，公共性质园林承

担的游憩与交往、议事与祭祀、服

务性居所与读书等功能，都是其社会

功能的体现。

具有公共性的园林最主要的作

用即为游人提供游憩交往的场所。

例如诸暨七柳湖，一个适合野炊的

地方，挑一担食盒，提一瓶酒，挂

一块毡条，危老先生三人围坐在湖

边谈论了足足半日。此外，一些寺

观园林在保留自身职能外，利用植

物、建筑、山水等要素，为游人提

供一个舒适的游憩活动空间。如“那

一日，妙意庵做会。那庵临着乌龙

谭⋯⋯这庵里曲曲折折，也有许多

亭榭，那些游人都进来顽耍⋯⋯走

到柳阴树下，一个石台，两边四条

石凳，三四个大老官簇拥着两个人

在那里下棋 [17]”，从中可看出妙意

庵已经成为市民阶层游玩、娱乐的

场所：加以石台、石凳等休憩设施，

游人到此既可在亭榭中赏莲，又能

于柳荫处乘凉纳暑。除此之外，公

共性质园林还具有祭祀、议事的功

能。如书中第二回的描述：“山东

兖州府汶上县有个乡村，村口一个

观音庵⋯⋯后门临着水次。河边间杂

种植着桃树、柳树，红红绿绿，雨下

在河里，烟笼远树，景致更妙⋯⋯集

上人家，凡有公事，就在这庵里来同

议⋯⋯ [17]”此处的观音庵充当了议

事厅的角色，是全村文化风俗的中

心，村民们共同商讨事宜的场所。

公共性质园林大多还是自然跟人文

特征的交织之地，如具有公共性质

的寺观园林，被视为超凡脱俗的人

居环境，不论是文人雅士还是附庸

风雅之流，都常将其作为借住、读

书之地。如书中提及的报恩寺，常

被人们作为一个僻静的去处，更是

房钱不贵的寓所，“从大殿过去，

通过曲曲折折的阶级到一片高地，便

是寺内的三藏禅林—内有参天的

大木，几万竿竹子，风吹的到处飕

类型 成因 数量 地区

山水相依的城市型
公共性园林

依托原有自然风景，以自然山水为脉络，
稍加整修，形成供人们集会、游憩的场所

7
南京雨花台、清凉山、秦淮河、
莫愁湖、乌龙潭，杭州西湖，

苏州莺脰湖

农村聚落的公共性
园林

依托于农村聚落，选择一定地段开凿水池
或依靠原有水系，植树栽花，建置游憩性
服务设施，以寻求一个高质量的自然环境

和人居环境

3
山东兖州薛家集、四川青枫城、

浙江诸暨七柳湖

半公共性园林

以寺观园林为典型，指佛寺或者道观的附
属园林，包括寺观内部庭院和外围的园林
化环境，在特定时期向大众开放，为民众

提供公共交往、游憩的场所

12

主要分布在江南地区，有芜湖
甘露庵，南京妙意庵、报恩寺
等，杭州净慈寺、伍相国庙等；

关中地区有海月禅林

注：“成因”一栏的内容均整理总结自参考文献 [3]。

表 1   《儒林外史》中的公共性质园林分类

表 2    马二先生游西湖的路线

序号 游线

1 钱塘门→圣因寺→苏堤→金沙港→雷峰塔→净慈寺

2 吴山→伍公之庙→片石居→城隍庙→钱塘江→西湖→丁仙之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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飕的响 [17]”。又如书中写道“王玉

辉也不懊悔，听其自然，每日在牛

公庵看书 [17]”。还有牛布衣借宿的

甘露庵，“门面三间⋯⋯右边一间

做走路。进去一个大院落，大殿三

间 [17]”。牛布衣在夜里吟哦一些诗词，

且每逢清风明月的时节，寺内的老

僧便同他在天井里谈说古今，甚是

相得。通过这些描写，可看出文人

雅士多以寺观园林作为攻读诗书、修

身养性的场所，平日里还可与禅僧交

流书画心得。

2.3 文化功能
人文景观的逐渐形成依靠长期

的人类活动，而公众活动使得文化

得以传承 [16]。因此作为公共活动载

体的公共性质园林就有了文化功能，

推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文人因园

林之盛名而聚集，园林又因文人之

诗作而扬名。《儒林外史》中出现

的多处具有公共性的园林，除了提

供文人墨客与居民交往、游憩场所

的传统功能之外，也与休闲、娱乐

相结合，作为俗文化的载体而兴盛。

这些公共性质园林大多都反映了当

时的人文活动和风俗习惯。书中的

秦淮河水景呈现出一种富丽与清雅

结合的独特美感：“夏月淮水盈漫，

画船箫鼓之游，至于达夜，实天下之

丽观也。冬间水落河干，则一望河亭

惟有木橛蝟列耳，令人尽意⋯⋯[17]”

在河畔观赏湖光山色、画船箫鼓是明

清时期南京人最主要的娱乐活动 [18]。

火树银花的景象展现了明清时期秦

淮河夜晚的盛况，到夜晚月上柳梢

时，“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穿

了轻纱衣服，头上簪了茉莉花，一

齐卷起湘帘，凭栏静听 [17]”，可谓

是“朝朝寒食，夜夜元宵”。此处

的秦淮河更多的是起到承载当地风

俗、营造人文景观的作用。南京的

另一处公共性园林莫愁湖则是另一

番风景。吴敬梓有诗云：“遥望风

潭清，渐见溪堂豁。野水飞鸳鸯，

乔木鸣鶬鸹。当风抚曾楹，湖外山

一抹。”文人们选择依山傍水的莫

愁湖举行大规模的文人集会，进一

步营造了其文化氛围。五月初三，

通省梨园子弟各班齐集湖亭，各演

杂剧，“请宴”“借茶”“刺虎”

轮番上演，入夜点几百盏明角灯，

照耀如同白日，直闹到天明才散去。

如此规模的莫愁湖湖亭大会记录了

当时文人雅士与市民共举的风俗文

化活动，与此相似的还有苏州莺脰

湖诗会和杭州西湖诗会等。

3 明清时期公共性质园林的特点

3.1 形式简单
1）古代公共性质园林的规划设

计更加自然随意，形式较为简单，一

亭即是一处园林。与现代园林相比，

古代公共性质园林讲究因地制宜，在

设计时不会特意规划出用地范围，更

不会限定园林的边界，多依托现有的

自然山水景观，随意增建一两处供人

坐憩、赏景的构筑物如亭、榭等，就

能形成一处优美的风景图画，既是点

景，又能观景。书中南京清凉山上的

八角亭、莫愁湖湖亭以及芜湖的识舟

亭等皆是如此。

2）没有特定的使用人群。相比

于皇家园林、私家园林等有着较明确

的目的性和阶级性，归个人或国家所

有，具有明显的个人属性，具有公共

性的园林是面向大众的，市民阶层可

自发设计、建造公共性质园林供大众

游玩。公共性质园林的功能类型更加

丰富多样，使人们无论身处何地，无

论身份贵贱都能平等地享受山水林

泉之乐。

3.2 来源广泛
明清经济在经过短暂的低迷之后

步入正轨，而作为经济富足、社会稳

定的产物之一的公共性质园林也同

样得到长足发展。市民阶层的城市生

活和传统风俗文化活动使得城市型

的公共性园林进一步完善自身的功

能类型，最能体现公共性质园林的艺

术以及特点。古代村落受中国传统文

化“以孔为尊”的影响，儒家文化繁

荣兴盛，加上村落有一定经济实力，

多设祠堂以满足供奉、祭祀、议事之

需，其中常结合理水需求，营造开放

型的游憩场地，成为具有公共性园林

特点的村落核心 [3]。此外，具有公共

性质的其他园林也已比较普遍，以寺

观园林为例，此时其继承了宋以来的

文人化、世俗化传统，在市井各阶层

中的宗教地位基本稳固，除个别具有

明显的宗教象征外，大部分变得简

练朴实，拥有类似公共性质园林的

职能并成为公共游览地。并且明清

时期大兴佛教、道教，数量之多、

祀神之众是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比

拟的 [19]，据《宛署杂记》记载，仅

明朝的北京城内城就有包括寺庙、道

观、庵在内的宗教性建筑 233 处 [20]。

可见明清时期具有公共性质的寺观

园林之繁盛。

4 总结

中国古典园林和明清小说都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吴敬梓笔下

《儒林外史》中的园林，可看成是

他生活中所游览过的公共性质园林

的艺术再创造，也是其造园思想的

表叙。公共性质园林作为中国古典

园林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到明清时

期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园林文化。

其公共职能类型多样，不仅具有传

统园林的植物、建筑、山水游赏等

美学功能，更重要的是融合了自然

风光和人文景观，承载了各市民阶

层的日常生活和风俗活动，其所具

有的游憩交往、修习与服务居所等

社会功能以及风俗记录等文化功能，

是皇家园林、私家园林等其他类型

园林所不能媲美的。探究明清古代

公共性质园林的功能特点，对于研

究此时期的城镇公共娱乐活动、近

郊野外游憩以及山水审美等风景游

赏活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可

以丰富明清公共性质园林研究体系。

随着现代公共园林的不断发展，城

市公园的建设越来越物质化，忽略

了人文精神对现代公园建设的重要

性。研究传统文学作品和历史遗存， 
深入了解古代公共性质园林的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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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等功能内涵，对于发掘

相关城市的历史文化、继承传统园

林文化、弘扬地域特色有着积极意

义。如何在公共园林设计中重拾民

俗传统文化，在为居民提供休憩娱

乐场所的同时，展示当地的历史文

化和社会内涵，避免出现“千城一面”

的现象，是当代园林建设过程中值

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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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是手段，艺术管理和生态管理是目标。本书还把哲学、管理学、植物学、

植物生理学、土壤肥料学、植物病虫害防治、园林美学和园林生态学等学

科的知识应用于园林绿化的实际工作中。

本书作者刘洪景先生毕业于广东省林业学校，他在总结以往园林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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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是作者 30 多年一线工作经验的总结和领悟，实操性极强，为从事园

林绿化行业的人员提供具有实效性的指导。

购书联系人：王斌（联系电话 13710471075，微信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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