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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作为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虽然在文化政

策上屡次被提及，但在学术层面受到的关注还很有

限。过多的文字流于图录式的赏析与评点，或是关

于其发展历程和美学特点的概述，此外便多为缺乏

温度的营造法式研究。与当前归于建筑学的学科划

分相对应的是，人文研究的过浅介入。我们知道，尽

管中国山水园林经常被译为“风景园林”(landscape
architecture)，但它更是文化园林。从自然界选择进

来的一木一石都极富人文意蕴，与其他功能性的建

筑并不相同。若没有文化和精神的入驻，园林便立

刻失去其温度和厚度。如果说肇始于 20世纪 30年
代、兴起于80年代的园林研究，在澳大利亚学者冯仕

达(Stanislaus Fung)看来，多少有简单化和整体化的

缺憾①；那么进入 21世纪，海外研究的经济学、政治

学、社会史、美术史视角，则极大地开拓了中国古典

园林研究的视野。出版于 1999年的 Perspectives on
Garden Histories难能可贵地汇集了从社会学和跨文

化角度分析意大利园林、德国园林、英国园林、瑞士

园林和中国园林的个案，已启先声。只是冯仕达的

关注重心并不在此，因为他未曾意料到它们在方法

论上的启示作用，所以未能清晰地勾勒出园林研究

第三期的特点。很快，我们就看到了法国学者米歇

尔·柯南(Michel Conan)主编的《城市与园林：园林对

城市生活和文化的贡献》(2006)、美国学者高居瀚

(James Cahill)的《不朽的林泉：中国古代园林绘画》

(2012)、美国学者包华石(Martin J. Powers)的《中国园

林中的政治几何学》(2015)②、英国学者柯律格(Graig
Clunas)的《蕴秀之域：中国明代园林文化》(2019)的中

译本。在这样一个多元的、开放式的、以问题为导向

的新的研究阶段，传统的文学研究又该如何作为？

尽管园林大家陈从周提出的“研究中国园林，应

先从中国诗文入手。则必求其本，先究其源，然后有

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如果就园论园，则所解不

深”③，早已成为共识；但是文学之于园林，大多集中

从“以文存园”到“纸上造园”
——明清园林的特殊文学形态

文 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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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和紧张，还冲击了园林的物质藩篱，颠覆了园林的实体性存在，建构起一个个不拘形式、不畏流转、恒久不灭

的精神园林，从而支撑起文字废墟多于实景遗迹、间接情感胜于有形建筑的园林情结。在此过程中，文学突破

了一般意义上的写景和征实功能，进入园林建构的精神层面，在共同呼吸中结构出比物质表现对象更多的“溢

余价值”。此类形态特殊的园林书写，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园林文学”，重新思考文学之于园林的意义，以及文

学作为人学的强大建构功能。

【关 键 词】园林文学；以文存园；园以文著；纸上造园

【作者简介】文韬，女，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艺术理论系副教授，发表过论文《雅俗与正变之间的“艺术”

范畴：中国古典学术体系当中的术语考察》等。

【原文出处】《文学遗产》（京）,2019.4.118～128

··129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2019.11
CLASSICAL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在匾题点景、诗文绘景、诗意造景等方面，仍以泛论

和赏析为主，学理方面则以诗文汇集和文学手法的

分析较为常见④，研究手法相对单一，研究水准也有

待提高。这样一来，文学仍是文学，并未与园林真正

融为一体。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园林文

学”？如果把它定义为园林中的文学创作，那么它将

和闲适诗一样无所不包；如果界定为与园林有关的

文学写作，那么它与田园文学、山水文学就仅仅是描

写对象的不同而已。问题是，英国也有杰出的田园

诗篇，各民族都不乏对自然山川的礼赞，但中国的园

林文学却很难找到异文化的对应，这就绝非仅仅源

于建筑类型的特别了。否则我们还可以有祠堂文

学，西方也可以有教堂文学。只从题材上进行划分，

无疑将抹去园林诗文背后的精神积淀与文化特色。

可惜当前的园林文学研究对此虽有所触及，却鲜有

深究，处理得相当含糊。

即便“园林文学”的概念还有争议，园林文学的

教材和课程却早已落地。固定下来的不仅是文学与

园林的关联性，更强调了它写景抒情、游园记事的功

能。如果文学之于园林，仅止于相关性，即园林只是

作为摹写的客体而存在的，那么园林文学就将是园

林外在的、暂时性的、没有生命力的依附。对比更加

外在却浸润在人文情怀中的山水文学，我们越发清

晰地感到园林文学研究的滞后。那么，怎样从文学

进入园林的精神层面，透析叠加在园林物质性存在

之上的欲念与理念，从而把握园林的生命力所在？

又当如何从园林中发掘文学，在有形的景观与无形

的文字之间看到它们的回环往复、共同呼吸呢？让

我们从王世贞的弇山园说起。

一、以文存园：文在园就在

大概从隆庆五年(1571)开始，王世贞至少花了十

五年的时间，在家乡太仓建造弇山园，把无可借势的

耕地，改造成了十分之四假山、十分之三园池、十分

之二房屋、十分之一树木的山水园林。弇山园占地

七十多亩，被水体区分为六大区域。东弇、西弇、中

弇三座大型假山皆出自叠石名家之手。以“巨丽闻”

的弇山园号称“晚明第一名园”，很快成为园林建造

的标杆——张宝臣在《熙园记》里谈论名园时，首先

就是“娄水之王”；陈所蕴的《张山人传》以弇山园和

上海的豫园为东南名园之首；张凤翼在《乐志园记》

里谦称自己的园子“不足以当弇山、愚谷之培 ”；袁

宏道称颂东园“殆与王元美小祇园(按：即弇山园)争
胜”。足见弇山园的规格之高与声名之盛。

然而，正是由于太过恢宏，王世贞遭遇了来自舆

论方面的压力。园林的规格与园主的道德品格，向

来关系紧张⑤。作为朝廷要员和文坛领袖的他，不得

不想办法为自己开脱。他说由于任职在外，造园工

程皆由管家主持，自己无暇过问，也鞭长莫及，这才

导致营造过度。为了补过，他打开园门，欢迎所有人

来参观游览，颇有几分与民同乐的味道。谁承想，慕

名而来的游客熙熙攘攘，长年不绝，甚至十天半个月

都不肯走。王世贞在自家的园子里还得不停地回避

游客，最后只好自己搬走，另寻一处清静地生活(后
来的生活被王世贞描述为“戢身一团焦，草衣木食”，

与弇山园的富丽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座耗时十余

载，几乎荡尽家财的绝世名园，几成公园，王氏本人

一年也不过去个五六趟而已。尽管他声明自己志在

修仙，“不贪帝释宫苑”，但无论如何，这恐怕都不是

王尚书的初衷。

搬出弇山园之后，王世贞把弇山唱和编成了一

本书——《山园杂著》，并附上了园景的木刻画。其

中长达八节的《弇山园记》尤其引人瞩目，他详细描

绘了园林的各处胜景。即便已经是洋洋洒洒的七千

多字(在文言文里已属宏篇)，王世贞还是“意犹有未

尽”，又补上一篇《题弇园八记后》。他补充说，之所

以“犹喋喋为此记者”，为的是让子孙后代记住自己

的忏悔(“欲令子孙知吾过耳”)。其实，他更在意的是

弇山园的后事：

吾兹与子孙约，能守则守之，不能守则速以售豪

有力者，庶几善护持，不至损夭物性，鞠为茂草耳！

且吾一转盼而去之若敝屣，吾故不作李文饶之不能

为主，而吾能不为主似尤胜之。子孙晓文义者，时时

展此记足矣，又何必长有兹园也。(赵厚均、杨鉴生

编注，刘伟配图《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第3辑，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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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
对于这份产业，他不强求子孙留守。唐朝宰相李德

裕就是最好的教训。李德裕苦心经营了一处园林，

却长期游宦在外，没有时间享用。他写了大量诗文

怀念他的平泉别业，还撰文告诫子孙，不得变卖园中

的一树一石。如果将来有权贵来豪夺，“则以先人所

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⑥。泣涕当然是不管用的，

他尸骨未寒，园子里的珍木奇石就被达官贵人们掠

夺一空。可怜他那份“唯岸为谷、谷为陵，然已焉”的

执著与坚决，最后只是成为后人的笑谈。几乎每篇

论及园林难以长久的诗文，都必谈李文饶之愚。与

其他人相比，王世贞对李德裕有更多的同情⑦，毕竟

他自己也无法享有园林之乐。但他自认为比李德裕

超脱：后人能守就守，守不住就赶紧卖给权贵，尚能

使弇山园免于零落凋敝。园林归谁所有不重要，重

要的是保住它的盛容，颇有几分楚人亡弓楚人得之

的慷慨。

王世贞是否真的“去之若敝屣”，还是事已至此

只好如此，我们不好判定。但是，如果园子在自己手

里都是“转盼”之间似有还无的话，确实也不能指望

子孙守住声名远扬的弇山园。当年马燧的奉诚园便

因名声在外，其子迫于压力不得不进献给唐德宗，以

求自保。事实上，王世贞和李德裕一样，都是“不能

为主”者，不过是由于换了一套观念(“能不为主”)，从
而显得“似尤胜之”而已。这种精神上的优越，不仅

源于把关切的重心从长为园主转移到园林常新上

来，更在于他为子孙指出了另一种保有园林的方式

——“时时展此记”以读园，而不是李德裕“泣而告

之”的守园。

所谓的“时时展此记足矣”，指的是以神游代替

身游。南朝人宗炳有“卧游”之说，以欣赏山水画卷

代替真正的跋山涉水，一时传为美谈。王世贞则认

为，品读园记就足以饱览园林之美，而不必真的“长

有兹园”：

且夫世谓高岸为谷者，妄夫所云名山者，千万年

而不改观者也，即何待文？一牧竖樵子引之，而能指

点以追得其自。若夫园墅不转盼而能易姓，不易世

而能使其遗踪逸迹泯没于荒烟夕照间，亡但绿野、平

泉而已，所谓上林、甘泉、昆明、太液者，今安在也？

后之君子苟有谈园墅之胜，使人目营然而若有睹，足

跃然而思欲陟者，何自得之？得之辞而已。甚哉！

辞之不可已也。(王世贞《古今名园墅编序》，《中国

历代园林图文精选》第3辑，第383页)
王氏指出，名山长有，而名园不长有。名园的改姓易

主本属寻常，园林毁弃的速度也往往惊人。不但绿

野堂、平泉山庄这样的达官贵人宅第已是梓泽丘墟，

就连上林苑、甘泉宫、昆明湖、太液池这样的皇家苑

囿也早已荡然无存。后人未睹其貌，却仍然津津乐

道，明知不复存在，依旧心驰神往，不过是因为读了

前人描述它们的文字，所谓的“得之辞而已”！所以，

辞不可以已，让园墅不湮没于荒烟蔓草之际的最好

办法，就是诉之以文，存之于辞。因而王世贞不仅要

不厌其烦地为弇山园作记，还要把古今园林诗文都

搜集起来，汇为《古今名园墅编》。他还认真比较过

山水文章与园林题记的区别：“凡辞之在山水者，多

不能胜山水。而在园墅者，多不能胜辞。亡他，人巧

易工，而天巧难措也。”⑧既然山水文章多不如山水本

身可观，而园林文字却往往胜过园林实况，那名园不

能亲睹，也就不那么遗憾了，能神游于文即可。山水

文章可以不看，名园叙录却是一定要欣赏的。与其

说《弇山园记》是写给游客的导读，不如说是为自己

的自得而作，留给子孙追忆，也供后人神游。游客游

园本不需要如此繁琐的讲解，这不过是王世贞个人

园林情结的延伸罢了。

王世贞对弇山园后事的交待是情不自禁的，也

是万般无奈的。果然，在他去世后不久，弇山园就转

售他人了。而且，即便他已经不强作挽留，弇山园依

然没有逃脱迅速凋敝的命运。明末的《娄东园林志》

提到弇山园时，就感叹已“不复旧胜”了⑨。王氏子孙

如何看待弇山园的易主，是否认为王世贞提供的方

法果真有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

另一个守不住祖业的后辈，确实认同王世贞的观

点。在《文园绿净两园图记》里，汪承镛絮絮叨叨地

诉说着自己的曾祖当年如何建造文园，祖父和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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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如何布置绿净园的。那时家底丰厚，“文燕无虚

日”。可惜自从父亲过世以后，“家难屡作”。自己身

居“薄宦”，既保不住绿净园，又无力整治文园。唯一

能做的，就是把当年题咏文园和绿净园的诗和画收

集在一起，带在身边，时时观赏。他说：

噫！李赞皇爱其平泉一石一木，举以戒其子

孙。未几南迁，而平泉已为他人有。况以余之不才，

其能终有此园乎？绿净既属之于外，文园又荒不可

治，百余年来，一盛一衰，其可问耶？夫川岳流峙，不

敝于穹壤，犹不免陵谷之变迁，区区之园，其不夷为

邛陇，鞠为茂草者，几希。亦惟文字丹青，以永其传

可耳。予以薄宦，需次历下为寓公者十年余。退食

之暇，时展此图，以纾羁旅之思。而又得当时贤士大

夫名章俊句以歌咏之，所得岂不多哉？爰述而记之，

并乞群贤题咏于右，一以志余不克负荷先业之惧，一

以见诸君子惠我之雅焉。(汪承镛《文园绿净两园图

记》，鲁晨海编注《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第5辑，同

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6页)
汪承镛先用平泉遗恨来安慰自己：园林不终有，宿命

已然，即便河流山川，亦是沧海桑田，何况人工营

造？对他来说，卧游园图就足以解忧了。而先人留

下的园林题咏，具有胜于园林本身的“溢余价值”⑩。

如果自己还能为祖业做点什么的话，他认为就是写

篇园记，并请人继续为文园图记进行题咏(注意，是

对图文的题咏，而非直接面对园林)。园林迟早是要

荒废的，他自知无力让文园恢复往日的盛况，恐怕将

来还会一损再损，便选择了另一种方式让文园继续

繁盛下去——“惟文字丹青，以永其传可耳”。我们

看到，园林已经从现实的存在转移到纸上的存续，从

传于子孙的简单诉求提升到传之后世的不朽，文学

的效力绝非吟风弄月、怡情遣兴，或题咏唱和、匾题

纪胜这么简单了。

这一重效应王世贞自然也想到了。在《先伯父

静庵公山园记》里，王世贞写道，堂弟为自己无力护

持先父的遗产而愧疚不已。王世贞安慰他说，当年

的铜池、金谷、丝障、钱埒、平泉、绿野等名园都不为

园主所终有，而李格非《洛阳名园记》里的名园也被

迅速夷为平地。伯父的园子如今虽已褊小破败，但

“幸置之湖海寂寞之乡，厌者不易弃，而欲者不易迹，

吾固知兹园之为王氏有也，子何念焉”，也就是说，因

为不显赫，反而不用担心被他人侵夺，反而能够长久

地为王氏所有。谁说王世贞不在意园林的归属？继

而，借堂弟之口，王世贞表达了自己更高的诉求：

洛阳之不复园也，盖三百年矣，读李氏《记》，而

园若新也，文其可以已哉？夫园之不吾长有也，吾知

之，而子之文长在天地，吾亦知之，子姑谋所以新吾

园者。(王世贞《先伯父静庵公山园记》，《中国历代

园林图文精选》第3辑，第124页)
北宋的洛阳名园消失于人世间已三百余年。今日依

然历历在目，不过是因为读了李格非的《洛阳名园

记》。若无文章传世，名园巨墅亦是花落无声。先人

的山园又岂止今不如昔？将来恐怕连这现有的一点

残存都会灰飞烟灭。既然如此，何必苦苦地把心思

都花在修整旧园上呢？还当另谋新途！文章最后讨

论出来的“新吾园”之法，就是像后来的汪承镛那样

请人写诗作序，最好再配上园图，让后人读到故园诗

文就像读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一般常读常新，从

而让心爱的园子永远鲜活在世人的记忆里。

这种“新园”之道，在今人看来似乎是望梅止渴，

不过是聊胜于无的精神慰藉。但明清士大夫却不这

么认为。且不说上文提到的汪承镛如法炮制，就是

向来精于赏鉴和营造的文震亨也积极响应：

园林之以金碧著，不若以文章著也；以文章著，

不若以子孙著也；以子孙之贵显著，不若以子孙之忠

孝著也。铜池、金谷、丝障、钱埒，如梁、窦、崇、恺，转

盼销沉者，不足道已。即所谓平泉、绿野，奇章之石，

履道之竹，始未尝不挟其高名，护及草木，而及身以

后，渐辱于樵夫牧竖之手，荒烟断址，遗丘故馆，不可

仿佛。始不得不托于辋川之唱和，洛阳之记述，谓即

代纪辽远，水浅尘飞，而文章之流于天地间者，千古

如新。(文震亨《王文恪公怡老园记》，陈从周、蒋启

霆编《园综》，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5页)
文氏开篇即言，以富丽传园，不如以文章传园；以文

章传园，不如以子孙传园；以显贵子孙传园，不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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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孝子孙传园。其实，这三层关系应该倒过来看：因

为怡老园“历八朝、六世、二百年，而始终为王氏物”，

难能可贵，所以文震亨要突出园林以子孙著；虽然王

文恪官至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但王氏的后人却

并不显赫，因而应后辈之请而作文的文震亨只能在

“怡老”上大做文章，突出王氏儿孙皆忠孝辈——忠

在为官正直，孝在继承先祖的精神和保持园林旧貌

上。事实上，“园林之以金碧著，不若以文章著也”才

是立意的中心。文震亨说得很清楚，铜池、金谷、丝

障、钱埒、平泉、绿野都只剩下“高名”了，“不足道

已”。可以称道的辋川别业和洛阳名园，都是因为有

了诗文的流传，所以园林还有赖文字来保持“千古如

新”。而这正是他作记的意义所在。末了，他果然回

到“其忠孝子孙著者，更以文章著”上来——仅仅子

孙忠孝还是不够的，非得有文章存世。若无文章，

“代纪辽远，水浅尘飞”，子孙之忠孝又于何处征表？

园林之金碧又从何想见？

二、园以文著：斗园不如斗文

《王文恪公怡老园记》最后的“夫余不能以文章

著兹园也，或即借兹园以著余文章乎？余乃有厚幸

矣”，颇堪玩味。文震亨说自己的园记未必能提升园

林的知名度，但怡老园或许能反过来帮自己扩大文

名，因而他非常乐意写这篇文章。这当然是文人间

的客套。大家都很清楚，之所以总是找名人来题写

园记，为的是借文名以提升园名。如果没有王勃的

《滕王阁序》，滕王阁哪来这天下的盛名？柳宗元说

得好：“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

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若无王羲之的妙笔，

兰亭的清流翠竹不过是寂寂春山，不可能如此享誉

千古。所以，当文震亨谦称“借兹园以著余文章”的

时候，他和王世贞一样，心底里还是认为自己能够

“以文章著兹园”的。

事实上，王氏的怡老园名声不大。早在文震亨

为它作序的时候，县志就已经把它和西园混为一谈

了，以致文氏还得为此辨析一番。而怡老园之所以

能够引起笔者的注意，乃是因为《长物志》的作者文

震亨曾经为它作序。可见，文章确实可以成就园林，

找对人很重要。比文氏稍晚一些的胡恒就曾感慨

说：“予尝惜子长上会稽，太白南寻禹穴，皆无游记。

然名山者，千万年而不改观者也，即何待文？若无亭

台桥榭，与时废兴，易代而后，能使其遗踪逸迹，犹想

见于空翠湿红间，必托于慧业，若康乐、子厚者以

传。”要想让园林的“空翠湿红”千百年后犹在目前，

还需谢灵运、柳宗元这样的大家来执笔，否则园林的

寂灭快于名山大川，留下的遗憾就远胜于司马迁、李

太白未作会稽文章了。胡恒很会说话，他所说的“慧

业”所托者不是自己，自己只是为祁彪佳的《越中园

亭记》一书作序而已。能状园林春色，补谢、柳遗恨

的，乃是请托人祁彪佳。明清时期，肯在园林建造上

下功夫，并颇有遍题园林之志的，除了王世贞，便属

祁彪佳了。他著有遍记绍兴城二百八十多处园林的

《越中园亭记》，还有题咏自家园林的《寓山志》，其丰

富细致程度不亚于王世贞的《古今名园墅编》及《山

园杂著》。

祁彪佳本人倒也不敢自比谢灵运和柳宗元，在

文章写作方面，他不如王世贞自信。王世贞在《先伯

父静庵公山园记》里，曾借堂弟之口说：“夫园之不吾

长有也，吾知之，而子之文长在天地，吾亦知之。”王

世望认定王世贞的文章可以流传千古，所以要借王

世贞之手来给园林保鲜。而王世贞也认为自己的文

章能够存园林于不朽，所以当仁不让，并忍不住表露

了心迹。如果说给别人写一篇园记，尚有追慕辋川

唱和之心，那么，给弇山园写的那一大堆文章，就难

免有更高的期许了。他对自己的儿孙、自己的园子

不那么自信，对自己的文章、自己的文名却是相当地

自信，这也正是他敢说子孙读懂自己的诗文便不亚

于拥有弇山园的底气。

可惜的是，王世贞尽管当时能够领衔文坛，但在

历史的长河里亦不过沧海一粟。在今天的文学史

里，作为明朝复古派“后七子”代表人物的他，得到的

评价并不那么高，关注他的人也不那么多，乃至不少

人把他和清代声名更大的王士祯混为一谈。王世贞

为时人所艳慕、为后人所向往的，恐怕还有他的弇山

园。祁彪佳为后人所熟知，也和他的寓山园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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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即便读过《弇山园记》和《寓山注》的人并不多。

才艺如文震亨，虽然参与过苏州香草垞、碧浪园、药

圃和南京水嬉堂的建造，但名望远不能和他的曾祖

文徵明相比。他没有被后人遗忘，还是因为时有园

林雅趣的《长物志》在流传，《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所

谓王谢家儿，虽复不端正者，亦奕奕有一种风气

欤”。从这个意义上讲，园林真是提升了他们本不那

么显赫的文名。

然而，不可否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弇山园早已

毁弃，我们对它的神往，并仍视之为“晚明第一名

园”，的的确确是因为有王世贞及其他人的大量诗文

存世。从文学价值上看，《弇山园记》谈不上佳制，却

因其繁复细致，使我们还能想见其巨丽，甚至能据以

还原它的旧貌。祁彪佳的寓山园，包括王氏的怡老

园、汪氏的文园和绿净园，也早已砖瓦无存，我们知

道它们的存在，也是因为有文章在。如果说弇山园、

寓山园名声较大，关于它们的记载较多，那么怡老

园、文园、绿净园就不算特出了，完全是凭文章保存

了下来。如此看来，汪承镛虽然无力恢复现实中祖

业的荣光，却果真增益了文园和绿净园的永世价

值。文震亨之于怡老园，也确实做到了“以文章著兹

园”。那么，王世贞的喋喋不休就绝非无谓之举，他

保有园林的方式也并非迂阔了。

既然园以文著，评定园林就可以不仅凭财力，也

可以倚重才情了。展示主人殊才别志的居处玩好，

尚需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审美基础，而文章写作所费

无多，亦不辞闭门造车，便显得轻巧许多。园主们乐

于招待文人骚客，除了酬答唱和的雅好之外，更是为

了留下墨宝、增益园名。不少人甚至不远万里，带着

园图，乞人作序。受托者根本没去园子看过，照样洋

洋洒洒，娓娓道来。钱谦益《聊且园记》和王源《涛园

记》便是如此，正所谓“观图何必见园”。这也是明

代以降，园林题记面目趋同，文学价值下滑的一大原

因。王世贞的弟弟王世懋便公然以纸面文章评定现

实园林的高下：

古称名园，南则辟疆，北则金谷、平泉。辟疆故

不以文名，石季伦文矣，而不为记，李文饶最号有文，

为《平泉庄记》矣，而园之胜往往出其文上。……余

谓玉叔此记是生平第一文字，遂令二酉为天下第一

名园。然从楚人谈兹园，从今人读今文，犹谓余之言

无当也。须千百年后，陵谷迁夷，而此文岿然独垂，

吊古之士津津兹园，远驾辟疆三君，近齐弇州老子，

而余与玉叔恨不得从旁一抚掌而窃听之耳。(王世

懋《二酉园记序》，《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第3辑，

第351页)
王世懋以西晋石崇的金谷园、东晋顾辟疆的辟疆园、

唐代李德裕的平泉山庄为古代名园之冠。只可惜顾

辟疆没有文名，言外之意是主人还不够风雅。石崇

虽撰有《金谷诗序》，却不曾专门为金谷园写过园

记。李德裕倒是写有《平泉山居草木记》，却文采不

够，辞不胜景。对古人苛求了半天，为的是给后面的

二酉园主人陈文烛做铺垫。二酉园自然是无法和金

谷园、辟疆园、平泉山庄比富丽的，但主人能够自撰

《二酉园记》，且“笔端能使培嵝不移而峙，草木不根

而植”，加上好作神仙家语，读其文令人飘飘然有凌

云之志，“使人褰裳欲往也”。斗园变成了斗主人，而

主人的高低取决于所作文章的优劣。如此一来，陈

文烛便轻而易举地胜出了。其实，石崇、顾辟疆、李

德裕都不是以文章名世的人，这样的比对未免避重

就轻。

更有意思的是，王世懋认为陈文烛的园记写得

比李德裕好，由此判定二酉园压倒了平泉山庄，跃居

天下第一名园。此间不仅越过了金谷、平泉之外的

历代名园，也越过了《平泉山居草木记》之外的园林

文章，可谓是煞费苦心地为文造辞！问题是，王世懋

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还颇有信心，声称当地人和

当时人都不足以否定他的判断，非得等到园林无存

的后世，人们才会承认二酉园近可与王世贞的弇山

园媲美，远则胜金谷、辟疆、平泉。也就是说，亲眼见

过二酉园的人的意见反不足为虑，仅凭文章臆想的

人才能认识到它的价值。这反过来说明二酉园并不

盛大，也不特出，普通人未必会给太高的评价。但

是，既然园林迟早是要废弃的，后人反正也看不到它

的真面目，纸上的园林风采就必定是最后的评判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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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既然金谷、辟疆已于文无征，平泉文章亦干瘪无

力，那么在园林文章上下足功夫，就是超越古今名园

的终南捷径。对于勠力为文的明清士人来说，这平

易了许多，毕竟极少有人能有顾辟疆、石崇、李德裕

那样的财力和权力。当然，前提是自己能写园也能

造园，避开那些长于为文却没有园子的文章大家。

陶渊明、杜甫笔下的草堂不算园林，所以今人里头最

躲不过的，就是他的兄长王世贞。王世懋在吹捧二

酉园的同时，也不忘肯定弇山园的不可逾越，尽管二

者的规格可能相差甚远。

《二酉园记序》最大的逻辑断裂还在于，它仅仅

是拈出不以文胜的金谷园、辟疆园和平泉山庄，对于

文士们津津乐道的王维辋川山居、白居易履道园、司

马光独乐园等却不置一词。显然，在这些反例面前，

哪怕是园林规格略低，园主的文名也是压倒陈文烛

和王世贞的。这一处回避，正是作者的心虚之处，也

是他追摹的方向。

三、纸上造园：有文即有园

自家的园子不怕小，小反而有种道德的优胜，就

像徐学谟笔下的鹌适园那样；不怕简，简亦可以文

取胜，如同陈文烛的二酉园一般。怕就怕自己艳慕

已久，却压根没有那一亩三分地。王世贞让子孙们

时时展卷读文，读的还是自家园林的辉光。文震亨

说“园林之以金碧著，不若以文章著”，著的也是品

评优游的乐趣。但对于那些无力造园的普通人乃

至贫寒士子而言，既无力享有园林之乐，恐怕也就

没有题写园记的心情了。然而，人之常情到了明清

士人这里，却未必如此。无园无地者，照样可以得

意忘形地品园、序园，这便意趣独到了。例如，清人

钱泳看不得朋友整日忙于园林建造，径直议论说，

其实园子根本就不必自己造，跑到人家园子里尽情

赏玩一通，不更省钱省心吗？龂龂于自有其园，将

来倘有不测，一切予人，终归还是无法独享的。他

非但不以无园为恨，还在遍游群园之后，兴致勃勃

地写下了《履园丛话》，评论诸园短长。可谓是一无

所有，却处处著我，亦自有一段风流。与之相映成

趣的是，明人王时敏建造乐郊园的时候，“不惟大减

资产，心力亦为殚瘁”。后来非但没能住上几天，园

子还很快就荒芜了。最后不得不一分为四，分给儿

子们。抚今追昔，他想起徐勉《为书诫子崧》里的“古

往今来，名园甲第，皆同逆旅，每怪时人谓是我宅”，

悔恨不已。

当然，钱泳长期游幕，足迹遍南北，才会有博览

群园的机会。清人张师绎虽然也认同乐趣不唯自

营，却苦于郡无名园，又无力饱览豪富者的私园。

他的出路是，学别人的样子自造一园，不过却是造在

纸上而非地上，取名为“学园”。所谓“学”者，“必有

事焉之辞，非已于事之辞也”，即想做却不一定能做

成。张师绎明言“愈学则愈未能，愈未能则愈知学”，

知道自己越是学得像、写得真，园子就越是造不成；

而越是实现不了，就越发念念不忘。但是，既然“吾

观文人之记园者夥矣，多文过其质，实不中其声”，那

么自己再“文过”一点，以无为有，也就没有什么好大

惊小怪的了。这一学，学得有模有样。若非作者自

己最后点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笔下的楼台亭阁

都只是纸上蓝图，压根就没指望过实现它。好比高

凤翰写“人境园”，通篇详述园中胜景，无一处虚笔。

若不细审文题《人境园腹稿记》，我们肯定想不到通

篇都是臆想，只是“腹稿”而已！

如果说张师绎“名实之不相应，而无与有之相蒙

无已时”的感叹，多少透露了些许心虚。那么明人刘

士龙在建造“乌有园”时，就理直气壮、兴高采烈多

了。他开篇即言，自己的乌有园乃一无所有之意，接

着说：

(金谷、平泉、洛阳名园)迄于今求颓垣断瓦之仿

佛而不可得，归于乌有矣。所据以传者，纸上园耳。

即今余有园如彼，千百世而后，亦归于乌有矣。夫沧

桑变迁，则有终归无。而文字以久其传，则无可为

有，何必纸上者非吾园也。景生情中，象悬笔底。不

伤财，不劳力，而享用具足，固最便于食贫者矣。况

实创则张没有限，虚构则结构无穷，此吾之园所以胜

也。(刘士龙《乌有园记》，《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

第3辑，第387页)
既然名园终归乌有，后人仅得之于纸上，那么只要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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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风光独好，便足具园林之乐。园子本身如何、是否

存在，对于展卷人来说并不重要。何况纸上造园可

以想象无穷，只会比真实的园子更可观。既不劳民，

又不伤财，无经济之负累，无道德之指摘，岂不更

好？尤其适合那些无力造园的贫寒士子。于是，刘

士龙手舞足蹈地大谈特谈园中之山水、园中之树木、

园中之花卉、园中之缔造。末了，还不忘补上真园所

无法比拟的长久性：“吾之园不以形而以意，风雨所

不能剥，水火所不能坏，即败类子孙，不能以一草一

木与人也。……又吾之常有吾园，而并与人共有吾

园也。”在文字的世界里，确实可以择取生活的美好；

在虚构的天地中，的确能够规避现实的浇漓。“乌有”

可以是一无所有，也可以是无所不有！勘破了有与

无的界限，也就颠覆了人生的幻与真。与其说纸上

园林不畏风雨，不如说精神的园林可以永世长存。

此节一经道破，自然点醒世人。这不，黄周星便用了

三倍于《乌有园记》的文字，细致入微地营建他的“将

就园”。

将就园位于将山和就山之间，两园一以山胜一

以水胜，一以疏胜一以密胜，一风雅一古穆，一宜夏

一宜冬，以将就桥相连，包揽各种美妙。有意思的

是，此山无路可通，唯一的入口在山腰的瀑布后，需

“冲瀑出入”，简直是《西游记》花果山水帘洞的翻

版。山奇崛，山内还无虎狼、无蚊虫；村咸宁，村民还

无欺诈、无争斗，俨然一世外桃源。在将园的花神祠

里，黄氏让历代才子和美人配享花神。在就园的祠

阁里，又以历代节义之士配享关帝，以历代高士逸民

陪侍吕洞宾。与其说这是悬想的园居生活，不如说

是在挥洒文人意趣。不惮玄远，不避细碎，为的是让

园子“亦在世间，亦在世外，亦非世间，亦非世外”，这

就是纸上园林的妙处！“将者，言意之所至，若将有之

也；就者，言随遇而安，可就则就也”，“将就主人”骋

墨其间，洋洋自得，浑不知人间寒暑。开篇言“自古

园以人传，人亦以园传。今天下之有园者多矣，岂黄

九烟而可以无园乎哉”，终篇曰“于是主人复岸然对

客曰：‘谁谓九烟无园者？若此区区者，谓非九烟之

园乎哉。’客乃唯唯而退，于是九烟曰‘有园’，天下万

世之人亦莫不曰‘黄九烟有园’”，真是盛气十足！“天

下万世之人亦莫不曰‘黄九烟有园’”，更是发出了纸

上造园的最强音：有园在纸，有心若此，便可傲视天

下，万世不灭！

将就园纯属虚构，确以文传。刘士龙生平不可

考，全赖《乌有园记》留名，真真是人亦以园传。园也

好，人也罢，确实是通过园记得以传世，凭的都是纸

面文章。本来，“富润屋，德润身”，大兴土木是富贵

者之事。常人力所不逮，也就不存奢念了。而这批

文人，明知力所不及，又不肯死心，便煞有介事地在

纸上“弄虚作假”。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批向壁虚构的

园林题记呢？

钱泳在《履园丛话》里提到：“吴石林癖好园亭，

而家奇贫，未能构筑，因撰《无是园记》，有《桃花源

记》《小园赋》风格。”江片石曾就此题诗两首。第一

首说“万想何难幻作真，区区丘壑岂堪论。那知心亦

为形役，怜尔饥躯画饼人”，认为在贫寒的境地里，以

幻为真未为难事，即便笔笔丘壑，亦是画饼充饥，终

究无法放下对园林的世俗渴望，终究是为外物所累

的可怜人。因此，第二首“写尽苍茫半壁天，烟云几

叠上蛮笺。子孙翻得长相守，卖向人间不值钱”就绝

非肯定纸上园林不易易主的优长，而是即便写尽苍

茫、呕心沥血，也终归是“不值钱”的废纸一张。虽表

同情，虽甚悲怜，终归一片凄苦与苍凉。从个人的角

度来看，我们确实可以把纸上造园视为寒士的自我

慰藉。就像明人卢象昇，自知园林难成，无奈“平生

无他嗜好，林泉图史之癖，苦不可医”，便用纸笔自造

了湄隐园，并安慰自己说：“兰亭梓泽，转瞬丘墟，何

物不等空花，岂必长堪把玩？向者邯郸卢生一枕睡

熟，毕四十年贵贱苦乐，此吾家故事。吾园又何必不

作如是观？”梦里的繁华也是繁华，世间的恩宠不过

空花，对纸神游的舒畅怎么就不是舒畅了呢？心情

一样，至于起兴之物是景还是文，何必深究？如果这

样一种精神慰藉，确实能让人达观与释然，我们又怎

能轻易否定？如果贫贱如吴石林者，也能在无是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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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获得和王世贞子孙读《弇山园记》一样的快乐与满

足，我们又怎能小觑其精神的富足？文学也好，建造

艺术也罢，都可以是一种释放、一种升华。《红楼梦》

里的大观园，乃至整个大观园里的故事，又何尝不是

曹雪芹的一个白日梦？

更重要的是，一旦我们放宽视域，着眼于文学的

本质，就不难发现，园林题咏至此，已经不再是“恐来

者之无所征”的备忘了，也不再止于个人闲适和情

志的抒发，而是在延续有限的物质世界(“以文存园”)
之后，进入到物质世界之上的精神世界的建构上来

了。园林文学脱离了物质的园林而独立存在，平移

到想象的世界中来。与其说园记不再征实，不如说

借助于文学，园林在精神层面上展开了建设。此间

的一砖一瓦，不仅与园林图绘拉开距离，被赋予了浓

厚的文学意味，更凸显了文学作为人学的精神向

度。这是尘世间的灵魂工程，就像白居易庐山上的

那间草屋，虽大半在山光，却依然成为千百年来文人

士大夫心的居所。更像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虽明

知其幻，却依旧是嚷嚷尘世最静心的家园。还是王

思任说得好，世俗所谓的“园”不过是“随其心之所

及，买天缝地，挞水邀山，相之以动潜，旺之以馆榭，

主人以为己有，狂士矍矍于柳樊之外”的死物。而事

实上，“善园者以名，善名者以意，其意在，则董仲舒

之蔬圃也，袁广汉之北山也，王摩诘之辋川廿景，杜

少陵之空庭独树也，皆园也。不得者，且为荡丘，为

聚血，为哄市，为棘圄，为斜阳荒草、狐嗥蛇啸之区，

乌乎园”。只要意在，无处非园，园林并无一定的规

制和程式。因此，真正的能为园者不必“规规瓦埴

中”。就像作者的朋友刘迅侯，虽然平日所居仅“一

丈之室”，但袖中有沧海，笔下无尘气，“于是乎名园

不但为主人有，而尽为迅侯有”。王思任自己造不起

园子，却扬言要像刘迅侯一样，做天地间真正的万园

之主：

余力不能园，而园之意已备，上自云烟，下及圊

溷，皆有成竹于胸中矣，特未及解衣泼墨耳。五楹水

阁，青亦不了，残夜月明，天际甚远，迅侯咏不之及，

何耶？是犹规规瓦埴中也。(王思任《名园咏序》，

《园综》，第438页)
口中有句便处处有韵，胸中有园便无处非园。得园

不在于实有，而在于意到。甚至未曾发之于文的成

竹在胸，也胜过吟风诵月的依凭物象。这是一种新

型的占有方式。英国学者柯律格(Craig Clunas)研究

明代物质文化时指出，由于明代商品经济的发达，传

统士绅阶层的社会地位受到来自巨商富贾的冲击，

因此他们转而强调对美学奢侈品的实际占有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占有它们的方式。这场涵盖审美和收

藏的雅俗之辩，不过是文化精英为维持其权威地位

而发明的新型趣味。柯律格的意见确有相当的合

理性。官至刑部、工部主事，后来做到礼部尚书的王

思任(另两位纸上造园的黄周星、卢象昇也官至户部

主事)，都没有足够的财力兴园造林，何况张师绎这

样的小知县。然而，他们都是金榜题名的进士出身，

具有极高的文化修养，资财或许不足，文才却是优胜

的，这是他们最大的资本。

我们也要看到，纸上造园者还有吴石林这样的

“奇贫”之士，未必属于社会精英阶层，至少是沦落下

层者，照样可以在精神的园林里寻求满足。因此，我

们不必把纸上造园通通视为被动的文化阴谋，亦不

必视为受困于经济的文化出口。我们还应该看到，

对于士大夫而言，园林寄寓着林泉，象征着与名利场

相对立的恬淡与自在，是一种正向的政治文化生态，

具有不容否定的精神引领作用。而对于普通人来

说，城市园林是理想的生活家园，指向柴米油盐之上

的富足、娴雅与从容。通过文字的指引与思想的沉

积，透过园林的花窗与柳荫，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超越

建筑、超越困苦，乃至超越凡尘的人间情怀。如果没

有这种情怀，园林便只是木石与房屋的艺术结合，无

法汇聚如此众多的文学书写，园林诗文也不会呈现

如此近似却分明的思想内涵。当然，这种情怀并非

成型于一园一文，而是在不断的书写与传递中，慢慢

积淀并蹈扬出来的。这种源于园林，又高于园林，最

终推动了园林书写的园林情怀，便是园林的“溢余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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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高于园林自身，乃至多过园林题写的情感和

精神价值。因为它不仅催生了新的园林建造——或

有形或无形，更催生了新的园林文化传统——从造

境到解读，从营建到题写，从记胜到承继，皆在思想

的层面有迹可循，在情感的向度殊途同归。

从以文存园(有了文章，园林没了也能继续鲜

活)，到园以文著(园林的高下由文章来评定)，最终发

展为纸上造园(没有园子也能用文字来造)。通过文

学，速朽的园林成为永恒的文化记忆，和残存的、有

限的存世园林一起，不断激发新的园林建造(包括有

形的和无形的)。而超越了实体的精神园林一旦成

型，园林记忆便成为园林情怀的载体，由最初的即景

生情、据实摹写，变为依情造境、纸上造园。园林书

写脱离切身的体验，成为悬想的虚构，园林就不再是

实体的空间，而是情感所聚的文化空间、精神空间。

就像古代文人未必都去过南方，却人人笔下都有一

个诗意盎然的江南。考虑到这样一种特殊形态的园

林书写，我们就不得不把园林文学理解为由园林情

怀所激发的文学写作。即不再是园林中的文学创

作，因为还有一部分是身在草庐的悬想；也不再是有

关园林的书写，因为园林不是外在的、工具性的题材

选择，催生写作意愿的也不是园林本身，而是园林背

后的情结。这种情结许多时候还不是来自真实的园

林建筑，而是来自文字营建的精神园林，这与“青山

依旧在”的山水文学是大不一样的。

笔耕纸上的园林书写，何尝给园林添过一砖一

瓦？又何尝不是在纸上造园呢？文人把物质园林一

笔一笔地引渡到精神的世界里来，在精神的园林里

左顾右盼，开出通往永恒的千门万户。园林的可居

可游本不该是权贵的专利，把园林建在纸上、建在心

里本身就是对物欲的超越。就像吴应箕所言，“予偶

念至而园成，园成而复念园可不必有也”，心至则园

成，文成也就不必真造园了。因为已有自己的精神

园林，那才是亘古如斯的灵魂栖息地。否则，家园情

怀根深蒂固的中国人，就会在求田问舍的攀升中越

走越远，好比今日愈演愈烈的“炒房热”。田园无法

占有，山水不可独享，园林却是一己的世界。源于人

类的物欲和占有欲，却最终超越了对物质的攫取，成

为身心的归依。与其说园林是住人的，不如说园林

是驻情的，是放心的。园林的文学性存在打破了园

林的物质藩篱，乃至冲垮了“园林”的概念本身。正

是在物质的消解中，我们看到了精神的特出，看到了

文学强大的建构功能。文学，是诗意的栖居。园林

文学，真正的诗意不在于红英翠柳，而在于让人能够

在可丰可俭、可大可小乃至可有可无的“太虚幻境”

里诗意地徜徉。如此，园林文学才会是关乎园林，更

关乎文学的精神建构。园林文学才是不容置疑且意

义非凡的特殊文类。

园林书写层层叠加，越垒越厚。这种书写越是

丰厚，实体的园林就越是淡出。渐渐地，书写废墟的

文字比废墟本身更具导向性，也更富生命力。王世

贞便指出，园林可以不游，园记却不可不看。如此，

园林遗址就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建筑废墟，它成为

怀古的对象和激发园林写作的契机。而记录这些

“废墟”的文字，则成为意义鲜活的载体和新的生长

点，不断催生出新的园林建造。在这个新旧杂糅、

虚实不分的传统里，对园林的向往更多的是源自对

园林的想象，而对园林的想象往往来自园林文学。

触手可及与身在其中已不再是园林之乐的必要条

件，毕竟在中国古代，这是极少数人的特权。现代

中国人也无法凭一己之力建造家园，对园林的钟爱

恐怕也不仅仅是因为看了几眼苏州园林。少数人

的占有最终发展为多数中国人的情结，积淀为远远

超越于楼台亭阁、砖瓦草木之上的文化风景。这样

的文学，难道还是可有可无的附丽？难道不值得大

书特书么？

注释：

①参见Stanislaus Fung对20世纪中国园林研究所做的概

括，他把七十年来的园林史研究(到他著文的 1999年为止)分
为三期──30年代、80年代和 90年代，并论及各阶段的代表

性著作和主要问题。Stanislaus Fung，Longing and Belongi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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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建筑学报》2010年第 6期；周向频、陈喆华《史学流变

下的中国园林史研究》，《城市规划学刊》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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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园林与玩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9—125页。

⑥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孙记》，赵雪倩编注，刘伟配图

《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第1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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