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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冶》与《作庭记》的掇石理水
Arrangements of Stone and Water in Yuan Ye and Treatise on Garden Design

李子力
LI Zi-li

《园冶》[1]和《作庭记》[2]分别是中国和日本最早的

造园专著。《园冶》由计成于明朝末年（1634年）成书，

《作庭记》著于日本平安时代后期（11世纪末至12世纪

下半叶）[2]，相当于宋朝时期，比《园冶》早约500年。

虽然诞生的时间地点相去甚远，但《作庭记》中屡屡提

及的中国文献和唐人、宋人表明，当时的日本造园文化

深受汉文化影响。正如童寯先生指出，《作庭记》蕴含着

深刻的中国文化之影响，对于中国园林史具有极高的学

术价值 [2]。因此，两部著作的对比阅读显得十分重要。最

早张十庆先生 [3~5]已从详略篇幅、思想要旨、造园手法等

方面对二者作了对比分析，而后王劲韬 [6]、张文娟 [7]、王

歆 [8]、何晓静 [9]等学者也先后从手法、意境、掇石理水、

禁忌等多角度进行了分析。本文则试图从掇石理水手法

切入，进一步比较分析二者造园思想上的区别，从而揭

示唐宋至明清时期造园思想的演变。

1 “庭”与“园”

首先，《园冶》和《作庭记》的讨论对象不完全相

同，前者论“园”，而后者论“庭”。“园”原指别墅游

息之所，具有人能在其中栖居游玩的特点。从章节题目

即可见，《园冶》所描述的造园活动并不仅限于园林景观

的营造，而是囊括了园居生活的方方面面，周边环境、

房屋到细部装修都进行了详细探讨。“园”即为一个完

整的园居生活的环境，对于场地、土建、完成面的把控

与园林景观同等重要，强调人在其中长期的丰富体验。

“庭”则是指房前屋后的院子，不强调人是否在其中，与

人处于相对简单的眺望关系。《楚辞·刘向〈九叹 · 思

古〉》中记载：“甘棠枯于丰草兮，藜棘树于中庭。”王

逸注：“堂下谓之庭。”[10]《玉篇》中记载：“庭，堂阶前

也”[11]。因此相比《园冶》，《作庭记》中土建方面内容十

分简略，不强调人在其中的活动，而是对造园活动中的

掇石理水有更深入详尽的探讨。 
关于掇石的描述也体现了“庭”“园”之别。计成强

调人在山中游的情景体验：“多方景胜，咫尺山林，妙在

得乎一人，雅从兼于半土”[1]。而《作庭记》对理石的描

述极尽其详，似是对于真实景观的描写：“做大海样，应

先立石成荒矶之样态。其荒矶者，于岸边置若干嶙峋前

突之石，沿离岸方向，连立多石，伸向水面，犹似岸边

水际、裸露岩石之延续”[2]。

摘要：《园冶》和《作庭记》分别是中国和日本最早的造园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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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对象的区别体现了二者园林观念的区别：《园

冶》认为园林应是有人在其中的“园”，《作庭记》则认

为园林是作为微缩自然的“庭”。苏州艺圃浴鸥小园与京

都大仙院方丈东北庭（1450年始建）的并置就体现出这

种区别。浴鸥小园中石桥平整宽阔，游径曲折丰富，强

调园林的游赏特征 [12]（图1）；大仙院庭院景观中自然形

态的窄小石桥的作用不是使人通过，而是隐喻水的存在，

可见其更强调作为模型而被眺望观赏的特征 [13]（图2）。
再进一步推断，“庭”“园”之别有可能是唐宋园林与明清

园林的区别：中国唐宋园林原本只是供人观看的描摹自

然景观的微缩模型，而由于人们总有想要住进这样美妙

的模型中的渴望，经过500多年的发展，园林从“庭”变

成了“园”，从模型变成了供人栖居游赏的场所。

 2 掇石异同

《长物志》有云：“石令人古，水令人远，园林水石，

最不可无”[14]。不论是明代中国的“园”，或是所处时代

对应宋代的日本的“庭”，园林中最重要的元素都是水和

石。因此，掇石理水部分内容无疑是对比阅读时分析的

重点。

掇山、掇石、立石，均为对石头的把控造景之意。

掇石是造园家在造园过程中的主要操作，无论是在陆地

上堆山造景，或是在水中作岛屿驳岸，均为对石块的操

作 [15]。“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16]，“无”即

空间，空间无定形，而器皿有形，空间形随之限定而成。

同理，石是水的容器，水形即由石形生成。

《园冶》和《作庭记》均强调用石的丰富性，这种丰

富性体现在石景的样式类型上。《园冶》指出，造山应以

多样的山形来营造丰富的体验——“岩、峦、洞、穴之

莫穷，涧、壑、坡、矶之俨是”[1]，然后依山在园林中所

处位置和形状，总结出园山、厅山、楼山等共17种堆山

理石的类型及其详细方法。《作庭记》同样总结出了多种

立石样式，包括大海样、大河样、山河样、沼池样、苇

手样等，而且石之各种样式“依池形地状，一庭之上，

往往多样并用” [2]。

虽然二者均追求石景的丰富性，但其掇石的理念却

不相同。计成在“掇山”“选石”2篇中集中探讨了掇石

的相关问题，虽然篇幅不大，却较全面地覆盖了掇山选

石的方法、思路及类型梳理，体现了一种完整、自洽、

独立的理石艺术。在中国传统园林中，理石艺术的独立

特征有许多体现，例如在环秀山庄中，高耸的山石几乎

脱离水面而成为自洽的体系（图3）。反观《作庭记》，虽

然大部分篇幅都在讨论立石之法，却总是以理水为目的，

而没有独立的理石审美。以开篇“立石要旨”为例，虽

然是以石为题，却没有出现单独论理石的表达，而只有

“掘池立石”“池中筑岛”“池石与岛石”“穿池筑岛”“岸

石”等与水景共生的石景。银阁寺庭院（1482年始建）

中的置石就体现了与水景共生的关系（图4）。而即使是

“于无池无水处立石”，也仍然“号曰枯山水”[2]，水的

意象仍然存在。又如，在“立石诸样”篇中，虽论立石

样式，但类型却称为大海洋、大河样、山河样、池沼样

图1 艺圃浴鸥小园

 图2 大仙院方丈东北庭

图3 环秀山庄



风景园林研究

Guangdong Landscape Architecture38

等，只以水形分而不以山形分。这表明《作庭记》中的

立石是为了使水对江河湖海的模拟有不同，可谓石为水

而立——对石的讨论始终落在石与水的二元关系上，水

和石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 
将日本岩手县毛越寺庭院（850年始建）须弥山石组

（图5）与苏州拙政园冠云峰石组（图6）并置，便能体现

出2部著作在理石理念上的差异：前者隶属庭院水景营造

的一部分，后者则脱离水体成为独立的审美焦点。究其

根源，这种差异可能产生于地理和文化差异。正如计成

指出：“石无山价，费只人工 [1]。”这导致赏石文化具有高

度地域性。《园冶》中的山石审美能独立于水景的重要原

因是江浙地区盛产湖石的地质条件，及该地由此发展精

进的赏石文化。而《作庭记》的立石常常成岛，如“池

中筑岛”“池石与岛石”“穿池筑岛”，样式也将大海样列

于首位，这与岛国长期以来的海洋文化 [17]密不可分。

 3 理水对比

《作庭记》中，水几乎是造园活动中最重要的角色。

由于“水随器成形” [2]，造园家只能操作“器”而不能操

作“水”，造园手法在山石上不断发展，直至复杂程度无

以复加的地步。《作庭记》中直接论水的章节有7篇，其

中“岛姿诸样”“汀形诸样”“立泷次第”“落泷诸式”4
篇是论通过理石来造不同的水景；而“立石诸样”“遣

水事”“泉事”3篇为理水专论，包含了遣水造池的技术

手段、宗教风水吉凶、地理和历史参照等多方面理论。

而《园冶》对理水却并无专论，只是依附在“相地”“掇

山”2篇的寥寥几笔之中，真正从造园艺术角度探讨理水

的仅“掇山”1篇，并且归为山形，包括池山、山石池、

金鱼缸、涧、曲水、瀑布。《园冶》和《作庭记》在理水

方面的详略差异，正体现了中国园林从唐宋至明清时期

造园思想从水石并重、相辅相成，到二者分离、偏石废

水的发展进程。

今天《作庭记》可作为《园冶》的补充，以重新发

掘早期中国园林的理水艺术。在营造水景时，《作庭记》

的原则是“参照自然山水”[2]，极尽可能地对自然山水的

样貌拟真。而水无定形，于是营造水景的重点转移到对

容纳水的器之形式的营造上。对于池、溪之岸，《作庭记》

记录了大量的细节。例如“汀形诸样”篇指出，池、河

水岸的样貌分为锄锋形和锹形2种，而石头应稍稍退离水

岸，让出一段滨水的白沙；另外，要在靠近岸边的水中

放置“承浪之石”，来模仿海边巨大破浪岩石的样子。这

种通过丰富的石作营造拟真水景的方法，在今天的京都

二条城二之丸庭院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图7）。
关于瀑布的营造，《作庭记》记载的营造技术、手段

同样远比《园冶》精巧。《园冶》的瀑布仅是对天沟落

水稍加艺术化处理，“先观有高楼檐水，可涧至墙顶作天

沟，行壁山顶，留小坑，突出石口，泛漫而下，才如瀑

布”[1]。《园冶》对于瀑布的偏废，可能缘于江浙地区平

坦的地形难以形成落水的高差。相较之下，《作庭记》用

了“立泷次第”和“落泷诸式”2篇的大量篇幅，极为详

细地探讨了瀑布应有的做法。《作庭记》的瀑布样式上有

向落、片落、传落等10种，营造瀑布所用石也分水落石、

左右胁石、中石、受水前石、石襞等多种用法。通过从

头到尾对瀑布用石的方位、大小、粗糙度、相互位置关

图4 银阁寺

图5 毛越寺庭院须弥山石组 

图6 拙政园冠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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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等的精细把控，可营造出不同样式、不同大小的优美

瀑布。例如对于瀑布大小，“瀑布若达三至四尺，则山石

水落甚美”；对于瀑布口，“宜择用表面带襞之水落石”；

对于瀑布之上，“还应连置少许平坦之石”；对于瀑布之

下，“于其中点置若干中石，以令落水遇之”[2]。京都金

阁寺中著名的“鲤鱼石”便是一处通过中石营造精巧瀑

布的实例（图8）。水落石可以控制瀑布下落的样式，例

如不同形状的水落石可形成离落式、传落式瀑布，不同

平滑程度的水落石可形成布落式或丝落式等等 [2]。

此外《作庭记》在“遣水事”一篇中还针对引入水

源的方位、水的流向作了风水、宗教、吉凶以及技术上

的探讨，有中国文化的明显影响。例如其中出现了“以

阴会阳的和合之仪”[2]的周易理论，以及“但闻诸水东

流者，乃表佛法东渐之相”[2]的佛教影响。可推测风水、

宗教同样深刻影响了唐宋中国造园活动。

《园冶》和《作庭记》中关于水景营造讨论详略的

巨大差异，应不是出于地域原因，而是源自园林营造的

不同发展阶段。《作庭记》中的“落泷诸式” 篇就提到：

“瀑布即使规式种种，也应令其面对月亮，盖欲映月影于

落水中故也……中国文献中，亦多见记载”[2]。这表明中

国早期必有许多造园文献东渡日本，且其中对于瀑布有

相当详尽的讨论。如今这些文献无从考究，甚至计成可

能也闻所未闻，甚是可惜。

《作庭记》对理水的深刻见解，侧面反映出理水技术

和艺术在唐宋时期的园林中曾经高度发达。从《作庭记》

到《园冶》，体现了中国造园艺术从唐宋到明清时期在理

水技术和艺术上的退化和偏废。

4 因地制宜

《作庭记》与《园冶》虽然在园林观念和营造方法上

有所不同，但对于造园要因地制宜的核心理念却高度契

合。在《作庭记》中，结合日本语言和文化理解，开篇

“立石要旨”的“立石”一词不单指放置石头，更有“作

庭”的含义，因此该篇章不仅是论述理石相关的要旨，

而更是论述作庭的要旨。作庭的要旨可总结为如下3条：

1）参考自然，因地制宜；2）参考范例，结合业主兴趣，

融入造园家个人风格；3）考察各地案例，取其精华，以

优秀案例为准确定基本构成，并使之自然融合。

《园冶》开篇指出：“园林巧于因借，精在体宜”[1]。

其中的“因”“借”，就是一种因地制宜的思想，在造园

时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地形地势、场地要素：“因者，随

基势之高下……宜亭斯亭，宜榭斯榭”[1]。这与《作庭

记》“立石要旨”中的第一条高度契合，“依地形、顺池

状，于其要处，巧设风情，参照自然山水，随宜因之而

立石”[2]。除此之外，《作庭记》更是通篇反复强调因地

制宜的思想：“凡掘池立石，先审度所处地形，再因顺其

势，掘池形、作诸岛”，“凡于池中筑岛，当依地之形式、

池之宽狭而行之”，“凡筑山、置野筋，须因地形、顺池

状而行之”，“此枯山水样式，乃先做出断崖、野筋等景，

再因顺其势，立石而成之”[2]等。由此可见，历经几百

年，造园的核心理念仍未改变，因地制宜、尊重自然、

尊重劳动一直是中日造园活动的思想背景。

5 总结

《作庭记》论“庭”，《园冶》论“园”，二者对于园

林不同的观念，侧面反映了中国造园从唐宋时期强调微

缩景观的“庭”，到明清时期强调人居的“园”的观念变

化。作为模型的园林观念在日本一直延续至今，而作为

生活环境的园林观念则在中国不断影响着后世的造园活

动，成为今天看到的中国古典园林。

《作庭记》没有独立的理石艺术，理石几乎完全为营

造水景而存在。《园冶》则表现出理石艺术的高度自主

性，有完整自洽的审美体系。这种差异主要源于地域和

文化差异：在江浙地区盛产湖石的地理特征、盛行玩赏

奇石的地域文化中，形成了《园冶》中独立的山石艺术；

图7 二条城二之丸庭院

图8 金阁寺鲤鱼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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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海洋海岛文化的影响下，《作庭记》的理石艺术常常

作为山岛、池岸存在，与水景密不可分。

理水是《作庭记》的核心，其中详细地记述了一套

丰富精细的理水学问。相比之下，《园冶》记录的理水艺

术受到弱化。从《作庭记》提到的中国文献可知，唐宋

时期的中国园林也曾对理水有深入的研究，由此推断中

国园林可能经历了从水石并重到重石轻水的审美发展，

从“无”到“器”的转变。

注：图2来自《京都名庭园》（水野克比古 . 京都：光村推古

书院，2002：15）；图5来自https://www.town.hiraizumi.iwate.jp/
heritage/ck/asset/motsuji.html；其余为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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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书画传友情——粤澳共贺广东园林学会六十华诞

今年4月初、5月中，广东园林学会书画艺术专业委员会与澳门文化艺术学会进行了两地互访和友好交流。

4月7—9日，澳门文化艺术学会一行13人在赵维富会长的带领下到访广州，祝贺广东园林学会成立六十周

年暨相关综合文化艺术展开幕。广东园林学会领导彭承宜、书画艺术专业委员会主任莫广松及部分会员热诚欢迎

接待了澳门嘉宾。在穗期间，粤澳两地妙手丹青进行了“湾区一家亲”书画雅集，参观了广州中国国家版本馆和

南越国宫署遗址博物馆，游览了北京路文化步行街、从化流溪河溪头村旅游区，并就粤澳文化源流进行了交流探

讨。

5月16—18日，书画艺术专业委员会主任莫广松，顾问吴云峰、董百振携书画家一行13人回访澳门，祝贺

澳门文化艺术学会第26届会员艺术作品展隆重开幕。此次展览有书画艺术专业委员会会员的10多幅优秀作品参

与展出。在随后举行的开幕联欢晚会上，粤澳书画家们欢聚一堂，即席挥毫，还分享、交流了多项文化艺术形

式，现场热闹非凡。访澳期间，书画艺术专业委员会一行参观了大三巴、澳门博物馆、氹仔中葡文化风情街及一

些历史古迹。

在这两次交流活动上，两地书画艺术家们共聚友情，切磋技艺，互相学习，其乐融融。正是“豪江水河潮汛，

大湾区里一家亲”。

广东园林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