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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园林空间中叠石造山十分注重山林意境的表达。

留传下来的众多历代山水诗文及现存园林中叠石造山形

成的空间表明，古人表达山林意境的蕴涵常以山石之象

拟自然之态变化。汉武帝时期，儒家代表人董仲舒在《天

地阴阳》中书“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其映

射出人类营造过程是以人为个体意识形态的显性表达。

在园林空间中叠石造山早已成为古人传达山川之象的场

景寄托，如沈复的整体式掇山营造、戈氏的优秀叠石实

践或是王世贞的弇山园中奇石雕琢。但其讨论的基础皆

为地形起伏较大的大型叠石空间，平园起山视角的叠石

理论阐述相对较少。杭州郭庄赏心悦目亭作为江南园林

临湖起山叠石空间的典型代表，以其临湖叠石空间营造

为研究对象，挖掘其中表达幻境的手法，并加以梳理与

分析，有益于园林设计中临湖叠石的意境创造，亦是对

传统掇山语言的继承与发扬，以期为今日的园林临湖叠

石空间类型提供思维视角。

1“幻境空间”与“假山真石”

“据一园之行胜，莫若山，无山则不为园 [1]”。对于

中国人来说，山林是一个诗意的天地，是诗人眼中的幽

山图景、是画家眼中的远山图景、是音乐家眼中的灵山

图景，是创造梦幻的地方。园林假山，寄寓着创造者的

性灵，带去了无数赏园者的清魂。造园中“山林”是对

具象山川的精神与形态的提炼，亦是抽象符号中暗合的

“幻境”意向，从而山林营造映射出造园于自然胜景的体

验与审美意趣中的取舍。

1.1 山林幻境的来源与解读

历代发展以来，山林幻境常常作为古人对自然胜景的

迷思与神往。本文将历代文人艺术创作相关的幻境体验做

了梳理（表1），发现幻境空间一直伴随着历代文人的艺术

生产，随着时代的发展，幻境场景逐渐微缩化，成为日常

生活中场景的意向化表达。造园中的山林空间运用尺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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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对比联系，通过主观构建场景中

的参照物，以人的尺度为主体空间与

周边空间关系进行考量，进而传达观

者尺幅空间中的变化，令人失去空间

与时间的把握感，产生“幻”的体验，

达到人们不出户庭，享山林之趣，得

性灵之悦。

1.2 山石空间真假转化变法

若在有限的空间制造山林之象，

还以模仿自然尺度空间为真，其结果

必然像模型一样假。历代文人对于山

石成林的现象早已具有深刻的理解，

其认为作假成“真”的“真”指的是

限定空间内尺度的把握与山石形态的

提纯，需要以人为主对空间建构，达

到适宜的尺度空间（表2）。凭借尺度

关系，形成空间层次的叠嶂对比、山

石进退的深远对比、尺度的模糊与变

幻对比等方式，让观者体会到咫尺山

林的幻境体验。

2 场地与周边环境关系解读

杭州郭庄临湖叠石假山造景十

分精典，也非常独特。整个园林虽临

界西湖，却大多情况下用墙与西湖隔

之，仅有“乘风邀月轩”和登船码头

低点观水，“景苏阁”高点远眺（但不

靠水），唯有“赏心悦目阁（伫云亭）”

叠石假山临水而设，即可远眺呈山形

之势，亦可近观显山林意向，且可游

耍，还有溪水穿洞观赏水景，无论被

看（叠石假山）还是立于假山亭阁观

园内园外景观，都值得分析总结。

陈从周在《郭庄桥畔立斜阳》中

写道：“其最令人叫绝者，应该是跨溪

一桥，桥以湖石垒成，上建一阁，桥

外西湖如镜，桥内小溪如环，引入园

境 [2]。”赏心悦目亭介于郭庄与西湖的

交界点，用石精巧，出落得玲珑别致。

在小山上筑有亭，拉高了观赏视角，

于此小酌邀月，别有意趣，山下有洞，

临水下有平桥，旁有点石作为汀步。

亭作为园中东部的高点，凭借临湖起

山的方式，将亭置于假山之上，提高

山体纵向空间延展的山林之感。对周

边西湖环境而言，郭庄淀池和西湖里

湖在假山下相通，亭作为连接淀池与

外湖的连接处与东部的苏堤以及西湖

呈点、线、面关系相互呼应（表3）。

3 拟造幻境山林的五大要素

“欲知堆土之奥妙，还拟山石之

精微。山林以为深求，花木情缘易

逗 [1]”。如若在临湖周边搬进自然的

山川，必然不符造园之灵巧，园林中

的假山必须有自然山体空间尺度类型

的基本框架，它是对山石形态的抽象

隐喻，是对“山林意味”形式的物化

表达，满足这些条件山林的营造才会

显得真实，能够让人产生主观感受下

的认同感。

表 1 历代文人艺术创作中对山林幻境的体验梳理

朝代 作者 内容 要义

五代 邢浩 《笔法记》“度物象而取其真”
在建构场景的同时，做到“不求形似，但

求神似”。

唐代 王维 “山色有无中”
假山之妙，在精准的尺度关系控制，真与

幻所构成的关系之中。

宋代 苏轼 《古木怪石图》 山石与栖居空间之间的联系性与象征性。

明代 计成 “有真为假。作假成真” 限定空间内尺度的把握与山石形态的提纯。

清代 曹雪芹 “假做真来真亦假，无为有处有亦无” 造山是对自然具象事物有目的性地提炼。

表 2 历代文人对山石空间的理解

朝代 作者 内容 要义

汉代 汉武帝 “一池三山”造景理念 对神仙之境的高度崇尚，寄托场景体验。

唐代 王维 “深领幻境，独与道游” 对幻境的解读，产生独到的身体体验。

宋代 郭熙 《早春图》的画面构图 通过场景的对比，营造山林场景的高大雄伟。

明代 计成 “不似之似似之” 掇其形，取其意。

清代 沈复 《闲情记趣》 卧游观，以微小事物的视角观看物象，观法体验。

清代 佛学宗教 “须弥藏芥子，芥子纳须弥” 自然场景包容万物的观念弹性。

表 3 赏心悦目亭的空间比例尺度对比

亭与路 亭与园 亭与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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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组成山林空间特征的3种元素

山林的营造多以意传神，借晦涩

之意表山川之志。需要在类型学角度

对营造山川之象的建构方法与元素进

行提炼 [3]。《园冶》中计成提出如下

3种临水掇山元素分别为：山石、溪

水、植物 [1]。回归赏心悦目亭的掇山

营造，凭借以石为主，让土依附石，

通过石土相融的手法营造出自然大山

中野趣与场景的写意还原。整体空间

呈多孔多窍，将内部空间无限连通，

山石与溪水形成穿流环抱之势，产生

临水起山的空间特性。赏心悦目亭借

助压缩体量的方式与山石、植被的体

量相契合，通过微缩峰、峦、植物的

形式，制造重峦叠嶂、高低不一却相

得益彰的感觉。在视觉呈现上突出山

体纵向空间的延展性，表现山石险

要、溪水湾流的同时，予以自然山川

中所蕴涵的场景元素，使真实的山林

场景贯穿其中相互掩映，达到模糊假

山的视觉体量。以藏与露的杂糅关

系，制造现象透明性，产生观山时对

体量的感性误读，营造假山十面玲

珑，回环曲折的复杂深度空间感受。

3.2 穿行山林与溪谷的身体感捕捉

具备三种营造山林空间尺度元素

后，需要以人为核心对空间进行建

构，制造山林游览的空间身体感受。

画家郭熙在《林泉高志》中提到：

“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

者，有可居者。”对赏心悦目亭而言，

需要从山抽象的微缩观念出发，配合

山体局部的细节提炼、巧妙的路线与

临水的关系共同营造观者如临山中的

感觉。对其地势而言，溪谷截面一

爿山无疑是制造临水假山最好的选

择。造山者将游览路径分为两个空间

向度：向上的山林与下沉的溪谷，通

过山石间多变的穿行体验，获得错综

复杂、景象叠生的复合空间景观（图

1）。
研究将攀爬赏心悦目亭的身体

尺度体验分成了5个环节（表4）：入

山、观山、晓山、落山、出山。在初

入山林之时，入口周边以花木相映，

石阶层数与节奏变化相应较多，有山

体真实的局部细节，出现未山先麓空

间层面的铺垫，暗示进入山林的局促

感。到达山中，石阶逐渐变宽，山中

前部行程较为缓和，多山林、湖石等

真山局部之景供人停留观望，以达

到“片山有致，寸石生情”山林场景

的沉浸体验；后部通向赏心悦目亭的

石阶变得险峻，为达登临之际埋下伏

笔。抵达山顶之后是赏心悦目亭，观

者可以于亭中观景、休憩或通往落山

的路。落山的过程中石阶宽度逐渐收

缩，高度变得陡峭，通过行走缓急的

体验暗示空间场景即将到达边界。出

山时的路径宽度变得狭窄，石阶高度

趋于缓和、级数变多。周围的山石逐

渐呈半包围的状态将山路环绕，成为

天然的柔性隔断，与抵达出口豁然开

朗的空间形成空间收放对比。假山面

积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具备

穿行山林中常见的5个重要的攀登场

景与场地山林细部的真实性的描摹。

山川与溪流在传统山水画与造园

中是不可分割的题材，其不止为画面

构成的关系，更深层含义在于古人

对山水灵境的自然观描摹 [4]。赏心悦

目亭下部有淀池流向西湖的溪流，本

文把傍山缘溪行的原型分为5个不同

的尺度场景（表5）：入谷、临水、跨

桥、驻谷、出谷。进入溪谷时，只有

极为狭小的入口，如同穿行石洞时，

入口设计隐晦而又具有邀请之意，令

人忍不住一探究竟。进入溪谷，空间

与视线逐渐放大，出现一片半围合的

空间（一面傍山一面傍水）为后续空

间收束做好了铺垫，山林下部设置拱

门石洞，如同一个取景框，具有特定

的观法角度，观者来到石桥上，才能

通过它看到临近水面的西湖美景 [5]。

接着便是进入山谷，谷中高度甚矮，

对观者而言，基本需要弯着腰才能前

行。但也属于独特的空间提示，它为

观者界定了特殊的行走方式，如同桃

花源记中“便舍船，从口入，初极

狭，才通人”使其具备身体感受的跌

宕起伏变化，让观者产生在真山石洞

中穿行的体验。出谷时，石洞的高度

也不断上升，石洞空间逐渐放大，观

者也从弯腰行走变成低头行走，至完

全抬头行走，再次深化了空间感知的

细节变化。在缩小的尺幅中，以观者

身体性为参照尺度进行设计，将自然

中场景与人为尺度核心的关系融入设

计，把人在场地中的参与性与感受性

强化，模拟出穿行山川与溪谷时的身

体感体验。

3.3 山与构筑物尺度关系的营造

临湖造山具备以人为核心的身

体感尺度之后，便需要营造登临之后

观湖的空间环境以及整体山体高耸之

势。白居易曾在《病假中南亭闲望》

中对亭与山的尺度联系总结道：“闲

图1  赏心悦目亭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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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不在远，小亭方丈间。西檐竹梢上，

坐见太白山。”在不到二十平方的空

间中照搬巍峨之山的形态，显然场地

不允许。如何将登临之后的空间做得

既有观赏、取景的意图，又具有提升

整体山体高度之用处？答案是“造亭

子”，在假山顶部建造与山体积大小

相匹配的亭子，通过亭子的功能表达

登临后“台”的含义，并运用亭子自

身空间将山体整体高度抬升（图1）。
在造园中，亭子通常随山势大小而改

变自身尺幅。赏心悦目亭根据石阶宽

窄、山石大小、周边湖面景观形式调

整亭自身体积大小，微缩化空间的同

表 4 攀爬山林五场景

所处位置 空间尺寸 /m 平面关系 人与场地的关系

入山
H：0.18~0.26
W：0.68~1.21

观山
H：0.17~0.34
W：0.59~1.40

晓山
无明显起伏，

起伏变化：0.05
最大宽度：2.75

落山
H：0.27~0.45
W：0.91~1.30

出山
H：0.21~0.34
W：0.61~0.81

时，保留亭的结构特征完整，且具备

服务观者游览的功能。所谓“宜亭

斯亭，宜榭斯榭，”斯谓‘精而合宜’

者。亭子的出现解决了临水环境中假

山高度低于周边建筑的窘况，并通过

缩小整体构筑物尺度比例，以微妙

的高差起伏存在于建筑群中。《园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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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及“高方欲就亭台”，“亭”自古

以来在造园中代表着可观、可居的场

所，它与爬山动态的形式相反，它属

于静态的场景营造，自然界无论何种

风景，都是“旷”与“奥”两类。亭

的设置就前者来说，即为了登高远

眺，极目千里，获得开阔的景致；就

后者而言，亭属半围合空间，人在亭

中观景能加深景观的层次与深度。由

此，建亭一来解决了临水观景平台的

空缺，赋予了场地空间诗性与对岸苏

堤上的构筑物进行呼应；二来在有限

的空间借用亭子自身的高差尺度拔高

假山整体的高度，与湖面形成高低呼

应且丰富了第五立面的空间起伏，正

所谓一举两得。

3.4 山林高耸之势的空间营造策略

赏心悦目亭通过缩短周边配景的

表 5 砺行溪谷五场景

所处位置 空间尺寸 /m 平面关系 人与场地的关系

入谷
H：0.23~0.31
W：0.72~0.78

临水
平地地形无明

显起伏，
W：0.91~1.32

跨桥
拱形石桥

H：1.75~1.87
W：0.71~0.73

驻谷
石顶

H：1.45~1.78
W：0.71~0.74

出谷
石顶

H：1.58~1.75
W：0.74~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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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与视线空间的营造，提升了山林

的纵向高度视觉。东边的围墙高度有

意识地降低，上部采用漏花纹堆砌，

高度与人视线平齐，似隔非隔。墙体

与山林总高度形成对比，通过将降

低参照物高度的对比方法，视觉上给

予观者山林挺拔峻峭的尺度感受（图

2）。其次，借助临水空间，水面反射

物体影像的构景方式将山形映射在

水面中产生视觉上的纵向景面镜像叠

加，呈现山体幻境的高耸。再者，赏

心悦目亭作为园林中的观景高点，与

东面的苏堤呈对景关系，苏堤整体扁

平呈带状，无明显高差起伏，堤岸高

度刚好卧于水面与赏心悦目亭形成高

低对望之势，利用西湖环山高度低矮

的环境进行衬托，出现山中俯瞰湖面

的景致，达到衬托假山高度的效果 [6]。

3.5 山与整体环境的契合关系连接

“巧于因借，精在体宜 [ 1 ]”是

《园冶》中最为精辟的论断，也是我

国传统的造园原则和手段。“因”讲

园内，即如何利用园址的条件加以改

造加工，而“借”则指的是园内外的

联系。 “因”与“借”巧妙地联系时，

物体的尺度才得以精确的表现 [7]。赏

心悦目亭的借景是多层次的，亭边的

景色为前景，赏心悦目亭的借景是多

层次的，临水的亭边景色为前景，湖

心的苏提六桥为中景，西湖周边环山

为远景，前、中、远三层形成一幅立

体的山水画。所谓：“园外有湖，湖

外有堤，堤外有山，山上有塔，西湖

之胜得之。”以一角小亭引湖山之胜，

美不胜收。亭在内向西望，又可观园

内美景，其不同于西湖的旷奥，另有

一种美感，四季变化，易景宜人。陈

从周有诗云：“苏堤如带水溶溶，小

阁临流照影空 [2]。”郭庄赏心悦目亭

借西湖美景扩大了自身园中山林空间

的延展性，使园林延伸到西湖之中，

于湖光山色融为一体。

4 总结

“大小适相同，本来无别处。”假

山作为文人心中对自然的向往，提其

形、得其意，将真山的各种形态通过

提纯、归纳、微缩于咫尺的空间建

构中 [8]。本文将叠山拟造幻境空间手

法进行总结，从构山元素的营造、穿

行山林与溪谷的感知、临水筑物与山

的关系、设计山林的高势、临水空间

的因借五个层面，从不同尺度的视角

总结临湖起山的手法。“一峰则太华

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山的尺度变

化即造园空间的营造观念表达，园因

山而显高低，山因园而现变化 [9]。通

过郭庄赏心悦目亭临水起山营造手法

的解析，得出掇山要素之间的尺度联

系，以期为今后现代园林空间临湖起

山的造山手法提供参考价值，使现代

园林临水空间的营造更具备传统空间

语境下的精神内核。郭庄赏心悦目亭

临水起山的空间尺度研究，藏有大量

的诗性空间，其给予诗歌、绘画、乐

理大量艺术创作思考，蕴含着超乎空

间语境下传达给人的精神体验，是十

分具有可循性的园林空间研究命题，

值得我们深入挖掘。

注：图表均为作者自摄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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