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４０卷,第５期,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JournalofZhejiangSciＧTechUniversity(SocialSciences)

Vol．４０,No．５,Oct．２０１８

DOI:１０．３９６９/j．issn．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s)．２０１８．０５．０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５－１８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１８－１０－０９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１５BZX１１９);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２０１５NSYJ３)

作者简介:伍珍妮(１９９６－),女,湖南衡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南宋园林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江俊浩,EＧmail:aaronＧ１１＠１６３．com

①２４处实例来自«梦粱录»、«武林旧事»和«癸辛杂识»等文献中描述南宋时期月的园林实景.

南宋园林月境景观解读

伍珍妮,江俊浩
(浙江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从拥有丰富内涵且视角独特的月境景观意象出发,探究南宋园林艺术特征.通过研究南宋诗文绘画等

古籍中关于南宋园林月境景观的相关记载,结合当代园林美与园林艺术的相关文献,初步得到南宋园林月境景观具

有类型“丰富多样”等特征;进一步发现南宋园林中的残月审美“由景至境”,呈现出“层层递进”的审美意境;最后从多

维营造的景观感知和壶中月境的宇宙感知两方面,分析梳理南宋园林月境景观蕴含的园林文化和园林审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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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园林是中国造园史上古代园林的代表,在
中国古典园林发展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关于中国园林,宏观层次上的研究有以周维权的«中
国古典园林史»[１]为代表的园林史方面的经典著作,
还有以金学智的«中国园林美学»[２]和王毅的«中国园

林文化史»[３]等为代表的关于园林美、园林艺术和园

林文化的深度论述.其中,针对南宋园林的研究因遗

存园林极其缺乏,故相对于明清时期的园林而言明显

偏少.鲍沁星[４]主要从南宋园林遗存个例出发,研究

南宋园林造园山水要素;江俊浩等[５]从多学科视角出

发研究南宋园林的审美特征.但这些研究并未呈现

典型性文化意象下的南宋园林面貌,尤其缺乏从“月”
这一传统文化意象出发对南宋园林进行解读.

中国传统风景园林是以主客体结合统一的物境、
情境和意境的审美连续体,对其解读应以“审美连续

体”为前提.[６]因此,对南宋园林月境景观的解读不应

只是把月作为简单的审美对象,更包含主客合一的整

体景观类型的感知.南宋园林月境景观意象并非单

纯的月景,也不是纯粹的月意象,而是在中国古典园

林中以叠山、理水、植物和建筑四要素为基础构成的

园林赏月景点上,使园林之景、园中之人和园外之月

共同形成具有一定情感指向的某种境况或情景,并常

以建筑题名或景观题名等各种方式予以点明,引导人

们的情感.本文以月境景观营造为切入点,通过文献

研究,结合内容分析,对月境景观的营造特征、审美倾

向和意境营造等方面进行探究,揭开南宋园林所呈现

的景象不同于通常园林史宏大叙事结构中概念化的

面貌.本文旨在启发在当代城市快速发展背景下的

景观设计中应当考虑个体或特定群体的文化和知觉

体验,促进诗意栖居的人居环境建设.

一、南宋园林月境景观概况

南宋时期造园活动兴盛,园林多集中于江浙地

区.[５]据周密«武林旧事»、吴自牧«梦梁录»等记载,
南宋统治者定都临安(今杭州)后的一百多年里,在
西湖及其附近地区相继营建了数百个大大小小的宅

园,其中著名的就有七八十处.[４]自宋代开始,中国

古代绘画中关于月的形象并不少见.[７]月不仅是文

学、绘画中的传统意象,而且是古典园林中频频出现

的意象.笔者从现存典籍资料中整理出２４处① 包

含月境的南宋园林景观,如表１所示.从表１可知,
多处园林景观的月境营造结合了山水植物要素.



表１　南宋园林中月境营造实例

园名(景名) 地点 园名(景名) 地点 园名(景名) 地点

南宋行宫(水月境界) 小西湖 (香月亭) 葛岭 水月寺(水月池) 梯云岭

后乐园(风月无边) 葛岭 禁苑(月岩) 凤凰山 广福园(喷月泉) 南高峰

集芳园(无边风月) 葛岭 水月园 — (洞庭秋月) 洞庭湖

桂隐林泉(泛月阙) 钱塘 德寿宫(月榭) 小西湖 赤壁(月波楼) 汉川门外

桂隐林泉(揽月桥) 钱塘 (留月台) 西湖 赤壁(玩月台) 汉川门外

集庆讲寺(月桂亭) 飞来峰 (三潭印月) 西湖 (象池夜月) 峨眉山

曹溪寺(天涵宝月) 安宁 (平湖秋月) 西湖 亭园(水月亭) —
水月园(水月瀛) 葛岭 南内苑(月榭) 小西湖 上方寺(先月楼) 上方山

注:“—”表示该景名地点暂不能根据文献记载确定.

二、月境“景”与“境”的营造

(一)月境类型“丰富多样”
从表１中筛选出月境类型的典型实例,如表２

所示,由此可以分析其造景要素与景观意象类型.

从整体上看,南宋月境的观赏视线多样,有平远之

月,深远之月,高远之月;营造形式丰富,有山高月小

的悬空山月,更有皓月清波、柔美浑融的倒影水月意

象,结合亭、桥、榭、馆等各种建筑形式,并常用桂花、
梅花、柳树和松树等植物种类搭配.

表２　南宋典型月境景观营造

园名(景名) 地点 文献 山 水 建筑 植物 意象类型

禁苑(月岩) 凤凰山 «梦粱录» 凤凰山 — — — 山月

禁苑(水月境界) 小西湖 «南宋行宫考» 芙蓉冈 小西湖 澄碧馆 — 水月

德寿宫(月榭) 芙蓉冈 «武林旧事» 芙蓉冈 小西湖 月榭 桂 山/水月

水月园(水月堂) 葛岭 «淳祐临安志» 葛岭 西湖 水月堂 柳 水月

桂影林泉(泛月阙) 钱塘 «武林旧事» — 南湖 泛月阙 — 水月

桂影林泉(揽月桥) 钱塘 «武林旧事» — 南湖 揽月桥 柳 水月

(香月亭) 孤山 «梦梁录» 孤山 — 香月亭 山椒 山月

(三潭印月) 西湖中 «西湖志» — 西湖 — — 水月

(平湖秋月) 孤山下 «西湖志» — 西湖 — — 水月

水月寺(水月池) 梯云岭 «西湖志纂» 梯云岭 水月池 — 桂 水月

注:“—”表示景点的相关文献中没有关于该要素的记载.

１．山月意象

相比北宋造园,南宋园林叠山风格发生了从土

到石、从置到叠、模仿对象从大到小的质变.[４]这种

叠山手法打破了以往堆土为山造园的局限,不仅增

加了园林层次,营造出深远山月之景(图１),而且实

现了庭院中抬头便可望悬在山顶之月,营造出高远

山月之景(图２).

图１　山月深远变化比较

图２　山月高远变化比较

深远山月之景,如马远«松月图»(图３),前景

松,中景雾霭与屋宇,远景远山,月恰在丰富的层

次之后.在南宋园林中,此类月境首推德寿宫芙

蓉冈上的月榭.根据«武林旧事»记载,德寿宫模

仿西湖冷泉开挖了大水池,模范飞来峰叠假山.
园内按照景色不同分为东西南北四部分,其中:香
远堂(荷)、清深堂(竹)、松菊三径(菊、芙蓉、竹)、
梅坡、月榭、清妍(荼蘼)、清新桂、芙蓉冈等是以观

赏各种名花为主的东部景区的核心景点.[８]２５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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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推测其意象:拂荷之清香,寻竹径而上,探月下

梅影,登芙蓉冈之月榭,不觉桂花已飘香.由开阔

疏朗的水面荷香到幽深的山岗竹径,从梅坡暗香

探月到山冈顶部的月榭凭栏望月,经过地形和植

物的层层渲染,于平远的山月之景中(图４),形成

景观感知高潮.

图３　马远«松月图»①

图４　德寿宫月榭的月境景观示意

图５　马远«对月图»②

高远山月之景,如马远

«对月图»(图５),月悬于高

耸入云的陡壁之上,三两高

士自山下而仰山巅,赏高远

之月.在南宋园林中,此类

月境有如“假山之奇,甲于天

下”的俞氏园.园主人俞子

清擅长绘画,其在吴兴(今湖

州)宅园中借画论堆叠假山,
“胸中自有丘壑,故能出心匠

之巧”.假山不高,不过十于

米,“峰之大小凡百余,高者

至二三丈”[９],就大小而言,与卫清叔吴中之园里绵

延二十亩的假山相比差之甚远.但在奇石奇峰、曲
流溪涧、自然石潭、各种植物和动物要素的巧妙组合

下,咫尺之中营造出山水环抱、动静结合的山林意

境.月夜踱步园中,便是深远山月的意象:“夜月下

照,光景零乱,如穷山绝谷间也”[９].

２．水月意象

南宋园林理水形式多种多样,这与都城临安既

可观西湖之镜水,又可观钱塘之大潮的地理特点有

关.园林理水不仅在整体布局上模拟西湖,如南大

内禁苑和德寿宫中的园林水体都以小西湖命名,而
且在局部造景上也多效仿西湖冷泉的景致.西湖昼

夜阴晴之中,月景最妙不可言,水月景观最为让人称

道,西湖十景中就有“三潭印月”、“平湖秋月”两处景

点与水月有关.南宋以平湖秋月为题的诗文绘画,
多描绘秋夜泛舟、游湖赏月的平远景致.[１０]如夏圭

«松溪泛月图»(图６),表现了如镜的水面上,皓月当

空、泛舟而游的意象,达到了烟波浩淼、水天一色的

意境.人工营造的园林中也十分注重水月景观的营

造,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园内设置小水面创造水

月之景,第二类是借园外西湖引水月之景,第三类是

借钱塘江水月之景.

图６　夏圭«松溪泛月图»③

园内布局小水面以追求水月虚华之景的,如水

月寺中的水月池.苏轼曾作«水月寺»一诗:“千尺长

松挂薜萝,梯云岭上一声歌.湖山深秀有何处,水月

池中桂影多.”虽水月池以品水中月的虚空而名,随
着时间变迁,池边桂花的生长,反而是池中桂影多

了.此外,禁苑中的“水月境界”也是一处水月景观,
«南村辍耕录»中“枕有小西湖曰水月境界,曰澄碧”,
“山背芙蓉阁,风帆沙鸟履舄下,山下一溪萦带,通小

西湖,亭曰清涟”的记载,这一记载与«乾隆杭州府

志»中的“小西湖后苑芙蓉阁,山下有溪一带通小西

湖,溪上亭曰清涟,枕湖亭馆曰水月境界,曰澄碧”记
载相结合,可推测南宋时期“水月境界”的景观(图
７).“水月境界”又称“澄碧”,以“水月境界”题名的

亭馆建筑背山又面水,以水映月,可赏水月空濛的意

象,使人倍感心灵净明,尘埃俱涤.

　　① 　引自:http://www．sohu．com/a/１５９７４１４８１_２８２９８２? qqＧ
pfＧto＝pcqq．c２c.

　　② 　引自:http://www．sohu．com/a/１５９７４１４８１_２８２９８２? qqＧ
pfＧto＝pcqq．c２c.

　　③　引自:http://www．ltfc．net/img/５４d２３５９０d０４１fa１０bb０７f０１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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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水月境界”的月境景观示意

借园外西湖之景的水月景观,如葛岭保俶塔南的

南宋水月园,宋高宗将其赐给杨存中,并御书“水月”,
园亭位于湖山之间,园内有水月堂.根据«淳祐临安

志»记载,水月堂可以俯瞰辽阔的西湖水面(图８),堂前

种植诸多柳树,是登高揽胜的最佳之处.诚如«水月园»
诗中描述的“月色水光三十里,何人来此泛仙槎”一般.

图８　水月园位置推测①

少量借园外钱塘江之景的水月景观,如南宋画

家李嵩的界画«月夜看潮图»(图９)描绘的中秋之

夜、月下观潮的景象.图９中皎月高悬,豪门贵胄在

沿岸的亭台阁楼上,伫立观赏卷涌而来的大潮.可

见观潮风气在南宋已相当盛行,皓月当空,江潮排山

倒海,令人难忘.这里的水月景观中,水与月的联系

更多的隐含在地球与月亮的运动规律中,人们从经

验中感知中秋月圆之时,便是钱塘江潮最壮观的时

候,这是南宋园林所独有的水月景观类型.

图９　李嵩«月夜看潮图»②

３．植物月境意象

南宋偏安江南,花木繁盛,植物月境类型也丰富

多样.月光下的植物景观,显现出不同于白日的观

赏特性,格外突出了植物的形态轮廓、模糊的光影和

各具特色的香味.南宋园林植物借月营造出了观赏

效果和意境均十分独特的三种植物月境意象:一是

姿态优美的柳月、松月和竹月之类,二是芳香浓郁的

桂月或远香益清的荷月之类,三是以梅月为代表的

集形美和芳香于一体的综合一类.南宋园林营造的

植物月境景观意象为历代文人所欣赏、咏叹,人们不

仅赏其景,更品其深深的文化意蕴.
柳月景观意象在南宋园林中频频出现,诗文中

也多有柳月意象,如“月上柳梢头”等.张镃在«赏心

乐事»中记载了一桩在桂隐林泉的揽月桥看新柳的

美事.保俶塔南的水月园,不仅以借景西湖水月著

称,“水月堂俯瞰平湖,前列万柳”也是一处壮观的景

象.月下微风拂过,弯弯如月的纤细柳条舞动得愈

加飘逸.种植在水边的柔柳与流水相互映衬,柳月

形态与光影之美尽显.南宋园林松月景观意象在现

存的诗词绘画中有更多的体现,如松月图(图３)和
松溪泛月(图６)分别从山之松月和水面松月两个方

面展现了松树沐浴在月华下的恬静光洁之美.«沧
浪亭记»中描绘到:“前竹后水,水之阳又竹,无穷极,
澄川翠干,光影会合于轩户之间,尤与风月相宜”,月
光滤过枝叶稀疏的竹叶之间,筛漏在地面或墙上成

“个”字影的竹月景观意象.
桂月和荷月不仅是芳香类植物月境的代表,也

是南宋园林中秋夏植物月境的典范.张镃将桂隐林

泉作为园林之名,在入口的标志性群仙绘福楼旁种

植了五六十株丹桂,以桂花为园林的基调树种,以秋

季为主要观赏季节,园林因此“藏”在桂树,“隐”在桂

香之中.荷月景观几乎是存在水体的园中必备之

景,“月摇花影鳞鳞碧,风入荷池冉冉香”是对荷月之

景的提炼.
梅月景观意象,经过历代文人的不断丰富,形成

简练淡雅的“梅枝映月”、幽影扶疏的“梅枝写影”和
梅月叠合的“疏枝挂月”三种典型梅月景观意象[１１].
香月题名也多特指梅月,根据«梦粱录»记载,南宋时

孤山上的四圣延祥观是林和靖隐居之地,其中“内有

六一泉、金沙井、闲泉、仆夫泉、香月亭,亭侧山椒,环
植梅花”[１２].南宋皇家园林中的延祥院也建有香月

亭,亭周边成片环绕种植梅花.桂隐林泉中的“玉照

堂”周围种植三百多棵梅树,包括早梅、红梅和缃梅

１２５第５期 伍珍妮等:南宋园林月境景观解读

①

②

根据王原祁«西湖十景图卷»标注.
引自:http://www．ltfc．net/img/５４d２３５９０d０４１fa１０bb０７f０１c.



等,花开之时,夜如对月,因此以“玉照”为名.
(二)残月审美“由景至境”
农历每月月末的蛾眉月称之为残月.在历代文

人眼中,残月自古就带有感伤、悲痛的感情色彩.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今宵酒醒

何处? 杨柳岸,晓风残月”,表达的便是一种凄凉的

残缺之美.在各种社会历史因素的作用下,尤其是

众多家国感伤诗词的“共振”下,残缺之月审美在南

宋开始盛行.残月由一个自然现象渲染出更多诸如

孤寂清冷的意境,也源于南宋残缺审美的兴盛.

１．南宋残缺审美倾向

南宋残缺审美倾向尤其凸显在艺术成就颇高的山

水绘画上.比较而言,北宋的山水大家的作品,如范宽

的«溪山行旅图»,是一派理想化的山水,大气磅礴;而
至南宋,马远、夏圭一派则截取自然山水的一角,以少

胜多,以残胜全.残缺审美取向同样也体现在园林中.
园林,本身是由皇权贵族阶层发起而建造的,从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的博物心态,具体到园林经营中,缩移摹拟

大山大河以及广泛搜罗奇珍异卉,这些意图都是容易

被理解的.但对于缺陷事物的态度由摒弃、无视到欣

赏再到推崇的演进代表的则是价值认识上的飞跃,说
明人类已经具备认知残缺事物中的美学潜质[１３].

２．相关月境营造典例

南宋桂隐林泉中有一处名为“泛月阙”的景点,
旁种植柳树.据«武林旧事»记载,园林分为七大园

区,泛月阙水门在南湖,“南湖则管领风月”[８]１０７Ｇ１０８.
此处水门即古代水闸,是用来控制水位、取水或泄水

的建筑物.在古代“阙”与“缺”二字相通,阙因中间

有空缺,故名阙.阙在传统建筑中是作为衬托性的

建筑符号出现,宋代阙的形制跟随隋唐旧制度,接近

楼阁的形式.[１４]泛月阙水门将水门与园林建筑结合

的营造并非孤例,现存李嵩名画«水殿招凉图»(图

１０)的局部有类似的营造[１５].月随着时间变化,有
圆有缺,且圆时少,缺时多.在岸边杨柳的烘托下,
泛舟于波光粼粼的水面,天上月缺,建筑亦为阙,小
舟划过水面时,月影也被划碎了.泛月阙水门这一

处景点隐含的残月意象如同西湖“断桥残雪”、马夏

山水画中的“残山剩水”、宋瓷中的“残荷败草”一样,
有着异质同构的审美情趣.[５]

(三)月境境界“层层递进”

１．月境与其意境

借月造景,邀月入园的月境营造体现了王毅先生

在«中国园林文化史»[３]２８１Ｇ３０８ 中提出的古典园林多

重境界:一重是无限广大和涵蕴万物的宇宙模式;二

图１０　李嵩«水殿招凉图»①

重无我之境是园林景观与宇宙的融合;三重有我之

境是审美与园林、宇宙的融合;最上重则是和谐而永

恒的宇宙韵律.王毅先生深刻的见解直指园林月境

境界的重重本质,月在科学意义上只是茫茫宇宙中

极小的个体存在,但在传统文化意义上却是人们知

晓宇宙的窗口,想象宇宙的对象.在月境的意境营

造中,月是宇宙模式的象征,以此为基础产生多重意

境,如表３所示.其一、收聚天地无尽之景于一园之

内,借月之华,将园中之景粘结统一在一起,仿佛是

一层薄纱笼罩其上,这是园林与月融合形成的无我

之境.其二、月境承载了人们无数的情感,心境与月

境相契,这是月下园林与人形成的天人合一的有我

之境界.其三、月境与园林景观共同构成深远的空

间层次,在有限的园林范围内表现无限深广而富于

变化的时空,与人心绪思境冥合,所有这一切浑融在

一起.我们不妨在王毅先生总结的无我有我之境的

基础上,更进一步将其总结为混融之境,它体现了和

谐而永恒的宇宙韵律.
表３　月境景观的三重境界

境界 表达式

无我之境 月＋园林

有我之境 月＋园林＋人

混融之境 月＋园林＋人＋宇宙

２．相关月境营造典例

南宋月岩望月的景观是上述月境三重境界的完

美诠释,其遗址平面如图１１所示.据«梦梁录»记
载:“殿前司在凤凰山,八盘岭中置衙,有御书阁、凝
香堂、整睱堂,山之上为月岩,有亭扁曰延桂,最高处

曰介亭.”[１６]月岩位于今凤凰山中峰西南的石林景

区,其遗址是南宋皇家禁苑的重要地面遗存之一.
“月岩”得名于该石林中的一块具有奇特景观的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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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其顶部有圆孔(图１２),每逢中秋月夜,会形成

“月循窦中入,地下玉镜旋”的自然奇观.这一奇观

使后世诸多文人在探访后为之折服,感悟“一轮常满

阴晴见,万古无亏昼夜同”[１６]的意境.人来与不来,
月还是夜夜东升西落,月岩之上,丛林之中,月或隐

或现,忽明忽暗,这是无需人的存在就会发生的事

实,可谓“无我之境”.月岩望月景点在山的西北坡,
月亮从东南升起,人爬过山体才能进去月窦的可见

范围,需要在中秋之夜经过漫长的等待.在还未见

到月之前,人们已经经过了良久的心绪酝酿,期待着

此行能得以一见奇观,于是在月与园林之间深深地

融入人的情感,达到“有我之境”.而后于月岩一小

洞中望月,恰是于“壶中”观宇宙的贴切直白写照,通
过月窦把园中之人与园外之月联系起来,达到“混融

之境”,和谐而瞬间成永恒.

图１１　月岩遗址平面图[１６]

图１２　月岩照片①

三、对月境园林文化的感知

(一)多维营造———景观感知

南宋造园艺术技法的丰富促进了包括山月、水月

乃至香月等月境景观类型的营造.倘若通过建立模

型看山水之月,即将深远山月简化类比为空间三维中

的X 轴,将高远山月类比为空间三维中的Z轴,将平

远水月类比为空间三维中的Y 轴,可见三类山水月境

景观的营造使南宋月境形成完整全面的三维体系,如
图１３所示.在这些景观营造之中的园林建筑,如山

顶之亭阁、临水之月台等,或构成欣赏月景不可或缺的

凭靠,或融于月境之中构成画面.而植物要素,无论是

清新扑鼻之桂,还是暗香浮动之梅,均似情脉悠悠般渲

染了赏月的氛围,由香味的扩散弥漫而感知时间的推

移变化和空间的深远变化,月下植物与水月、山月混然

和谐地融为一体.月不存在于园林中的任何地方,而
月华又洒落于园中一切景物之上.随着月的或阴或

晴、或圆或缺和升升落落等等在时间、空间的动态变

化,园林中的一切也跟着发生美妙的变化,人之所观所

感也并非只是山月、水月及其空间图景的静态呈现.
人对山水之月的感知,以及丰富的山水之月景观类型

对人产生不一样的物质作用和精神感受,在这些动态

变化和互动中,人与景观的对话关系得到强化.

图１３　山水月境空间三维模型

(二)壶中月境———宇宙感知

王毅先生在«中国园林文化史»中从整个社会文

化体系的发展进程中阐述了“壶中天地”的发展线

索,将其总结如下:从南北朝开始,士大夫开始醉心

于狭小表现空间内独有的趣味和创作技巧;盛唐时

“以小观大”也是其文化中的一部分,与雄阔场景一

样被人们需要;经历了中唐的转折后,“壶中天地”的
境界迅速成为士人园林最普遍、最基本的艺术追求;
“壶中天地”格局的强化使得宋代园林艺术达到无比

精美的程度;尤其是南宋理学对宇宙时空认识的重

大发展,对南宋园林“壶中天地”的空间格局和意境

产生了显著而深远的影响.园林本身在形态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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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就是人们自然宇宙观的艺术表现,宇宙观念的转

变对园林面貌的影响或许最显而易见.[３]１４月境景

观的营造是承载人们宇宙观,满足园林空间精致化、
园林边界无限化要求的独特艺术形式.通过月境的

营造,引月入园,实现在有限的园林空间内展示无限

广袤的宇宙,形成深远丰富的意境.坐于园,借之

月,以观宇宙的模式中所包含的时间变化与空间无

限,进一步刺激人们对时空物理属性的情感体验,产
生意象之外的联想,引发人们的宇宙时空感悟.

四、结　语

南宋园林月境景观营造体现了在特定时空条件

下“应时而借”的借景手法,但其并非只是浅层意义

上的,而是深层次意义上表达人、景物和月三者之间

的空间视线关系.人们在彼时彼境下,尤其是身处

南宋半壁河山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个人的生命

体验特别是对理想圆满的向往,与园林月境共同达

到瞬间的情境交融.本文通过分析南宋园林月境景

观相关的文献资料,发现南宋园林月境类型丰富多

样,呈现阴晴圆缺的变化与艺术审美,以及无我有我

混融的重重意境,表现出“借月造景”内容形式的多

样性,并由此对园林文化感知到多重性与深刻性.
对南宋园林月境营造的解读,从园林要素之外的角

度出发,回归园林营造,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南宋园林

的景观意象,印证了南宋历史中的残缺审美倾向和

园林历史发展中“壶中天地”阶段的意境.在分析一

定历史时期的园林特征时,跳出古典园林发展的大

框架概念化的限制,从某一特定线索和角度出发解

构园林要素,还原古代园林本真的历史面貌不失为

一条值得继续探索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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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ofthemoonartisticconceptionof
classicgardensinSouthernSong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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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rtisticcharacteristicsofgardensintheSouthernSongDynastywereexploredfromthe
moonlandscape,whichnotonlyhasrichconnotationbutalsohasauniqueperspective．Byrelevantrecords
aboutmoonlandscapeintheSouthernSongDynastyinpoetry,paintingandotherancientbooks,and
combiningcontemporarydocumentswithregardtoappreciationofthegardenbeautyandgardenart,itwas
preliminarilyobtainedthatthelandscapepatternoftheSouthernSongDynastygardenhas “richand
diversity”characteristics．ItwasfurtherdiscoveredthattheaestheticsofthebrokenmoonintheSouthern
SongDynasty“climaxfromthescenetotherealm”,presentinga“progressive”aestheticconception．At
last,thegardencultureandgardenaestheticartcontainedingardenmoonlandscapeintheSouthernSong
DynastywereanalyzedfromtwoaspectsincludinglandscapeperceptionofmultiＧdimensionalconstruction
andcosmicperceptionofmooninapot．

Keywords:SouthernSong Dynasty;constructionofthe moonartisticconception;fragmentary
beauty;worldinapot;gardenartisticconception;garden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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