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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学视阈下中国传统园林石景设计研究

薛如冰

（安徽艺术学院  美术设计系，安徽  合肥  230011）

摘  要：中国传统园林中的石景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是自然美与人工美的结合，以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丰

富了人类文化的宝库。以叙事学概念解读中国传统园林中石景艺术，解析中国传统园林中的石景艺术设计与

叙事理论之间的关系，从叙事主题、叙事形式到石景空间的叙事修辞、情节编排，探讨中国传统园林中的石

景艺术，以及其独特的叙述历史、文化与情感的方式。作为园林空间中的载体，石景将园林主旨具象化、故

事化，从“造园”到“说园”，建立起人与园林空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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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tone Landscape Desig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Garde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ology

XUE Rubing
（Department of Art and Design，Anhui University of Arts，Hefei  230011，China）

Abstract：The stone landscap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gardens has an important artistic value，being a combination of natural and 

artificial beauty，which enriches the human culture with its unique artistic style. Using the concept of narratology to interpret the stone 

scener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gardens，the autho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rtistic design of stone scener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gardens and narrative  theory，and explores  its unique way of narrating history，culture and emotions，from the narrative 

themes and narrative forms to the narrative rhetoric and plotting of stone scenery spaces. As a carrier  in the garden space，the main 

theme of the stone landscape is visualized and dramatized，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eople and the garden space is established from 

garden-making to garden-telling. 

Keywords：landscape design；stone landscape design；narratology；traditional Chinese gardens

中国传统园林中石景艺术历史悠久，艺术特色

鲜明。传统园林重在意境营造，造园需要有明确的

意境主题，其中的每一处景观除了展现出“审美需

求”外，更需要表达的是“景外之情”[1]。石景在传

统园林构建中作为空间叙事的语言符号之一，在叙

事学视域下，以“石”为载体，以“叙事”为逻辑构

建景观空间单元体，让空间场所具有文化深度与内

涵的同时也能赋予一定的故事与情感，以期对当今

的景观园林设计提供一定的借鉴。

1  中国传统园林中的石景设计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中国园林

是几千年来历史、文化和思想的一个缩影，古人崇

尚自然，园林的构图也是以山水为主线，其余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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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围绕园林中的山水景观展开。古人曾有云：“石

乃天地之骨，园之骨。”在中国传统园林中石景是

以山石为材料进行独立或附属性空间布局，传统园

林中的石景形态各异，韵味十足，深刻地体现了中

国特有的东方文化魅力，反映出灿烂丰富的东方哲

学理念，是中国园林中特有的天然雕像。人类自古

以来就钟爱山石，以石喻人、以石寄情是中国传统

园林情感表达的特色。“秦汉时期，中国园林首次

出现了置石掇山，并于北宋时期逐渐成熟，到明清

后逐渐走向多样化发展模式。中国古代园林的发

展可以说也是置石掇山艺术造诣的发展和其技术

的发展历程”[2]，所以石景设计在我国造园史上也

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的园林石景以置石

叠山为其特征，以自然真山为蓝本，讲求“虽有人

造，宛自天成”的景观效果，置石叠山讲求“外师造

化，中得心源”，以土石为皴擦之笔，以绘画写意的

手法造景 [3]。园林中山石造景不仅是人们寄情于

山水，更多的是古代文人雅士的一种精神寄托，这

表明“石”除了具有很高的观赏性还能蕴含丰富的

文化和思想。中国园林中的置石叠山理论在历史

的演变中逐步发展和完善，从选石到相石，再到置

石、叠山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

2  叙事学视域下景观及石景叙事的
概念内涵

“叙事”即叙述故事，是人类进行本能表达的一

种方式，它最早出现于文学领域，“指以散文或诗

的形式叙述一个真实的或虚构的事件或者叙述一

连串这样的事件”[4]。经过扩展与深化，叙事学逐

渐发展成一门独立学科并涉及其他领域。叙事的

因果性关系是否成立往往要看它是否具备叙事者、

媒介和接受者三个要素。景观作为一种传播媒介

也包含着同样的叙事关系，景观场景与参观人群之

间通过叙事设计完成“对话”“交流”，让园林景观

不仅满足人们物质需求，也传达一定的精神内涵。

景观叙事概念早已提出，但直到 20 世纪 90 年

代，“景观叙事”这一名词才正式出现。广义上来

说景观叙事即将景观转译为可理解与掌握的语言

体系，借助景观作品传达信息，实现与环境体验者

的互动交流，让景观作品赋予叙事性内涵。设计

者以叙事手法将叙事内容巧妙设计蕴藏在景观作

品中，以叙述故事的方式将历史信息、文化意蕴等

向体验者呈现，引起体验者思考、记忆并参与其中。

因此，景观叙事意在关注体验者本身对于环境空间

思考的路径，并以此为基点，打破传统自上而下的

设计思路，构建具有时代、文化及地域等特色的景

观文化体系，在帮助人们重新审视其要素语义的同

时让景观空间能够真正达到人景互动合一的状态。

中国传统园林自古以来非常重视其造园内涵的呈

现，园林景观及置石空间文化内涵的营造和精神本

质的表达可以通过叙事性设计完成 [5]。在叙事学

视域下探讨传统园林中的石景设计，研究如何利用

石景观“讲故事”，意在剖析出石景与园林空间体

验者之间建立的密切关系，明确在中国传统园林中

石景观作为一种载体，通过对空间中石景观的巧思

设计来“讲述故事”。这里的“故事”也并非传统

意义上的“故事”，它既指的是狭义上的“故事与情

节”，也可以意指是一种精神、文化与记忆。

3  中国传统园林中石景设计叙事的
表达策略

3.1 石景设计叙事主题营造

3.1.1  以诗画为主的文学叙事

山水诗画建构起古代文人墨客的一种生活模

式，同时也构成了传统园林的设计原型，表达对自

然审美的向往。在“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以“木

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

悟生之行休”对山水进行描写，可以看出此时的文

人以借山水诗词抒情，此后这种借景抒情的方式在

传统园林营造中广泛使用。寄景生情、托物言志，

通过在园林中置石叠山，使得园林中每块石、每片

山都作为文人抒发情怀的载体，寄托造园文人的

情怀，它们不仅是园林空间中的“物”，更承载了对

意识形态上的追求。山水画不仅体现了中国文人

的视觉审美，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于空间审美的理

解。绘画发展到明清时期，它的表现方式与造园设

计的关系更为密切，此时的园林造景直接以画入

景，将山水诗画中的大量叙事情节直接誊抄进园林

设计中。传统园林成为文人们理想生活的一种具

象展现，园林中的各种元素充当着对文人生活叙述

的载体，石景也以具象形式传达山水诗词里的叙事 

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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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以儒道释学说为主的文化叙事

儒家重“比德”，即以山水作道德精神的比拟

象征来加以欣赏。如“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等等，

这种思想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思维 [6]。

“德行”与审美结合以“托物于事”的叙事方式将

园林中的石景拟人化塑造，成为抽象概念的具体形

象，以石景传达出能浮于他人脑海中的思想意念。

道家在传统园林中的设计体现一种“本真”的人性

关怀，由此引发的“归隐”心态成为传统园林叙事

的核心思想，通过寄情于山水的情感叙事表达，促

进传统园林中石景艺术的发展。禅宗在园林中的

叙事表达以“壶中天地”、“须弥芥子”作为美学理

念进行渗透，在园林景观塑造上更强调“意”的表

达。在文化叙事中传统园林被比拟成一个独立的

小世界，包括石景在内的各种造园要素与造园者内

心的理念所结合，并将其概括表达进行文化叙事，

整个叙事结构的思想根源均来自儒道释学说。园

林中的石景作为园林主人审美与精神的叙事载体

之一，将其蕴含的“文人情怀”作为“叙事话语”进

行叙事场所的构建与呈现。

3.2 中国传统园林中石景设计的叙事形式

3.2.1  单元素叙事形式

一山一石皆有情，以石为载体赋予山石叙事表

达能力，是进行石景叙事的基础。人们习惯于透过

事物的形态等表征寻求其内部的风韵 [7]。山石的

自然形态是指个体所呈现的外貌轮廓，给人以最直

观、最深刻的主体印象。在石景观中运用的石材品

种众多，依据石材的不同属性，被造园者选择不同

的置石形式应用到园林空间中并赋予不同的蕴意，

也呈现不同的美学意境。如利用堆叠的假山形成

园山作为景观空间主景，体现空间的立意和主旨，

像苏州艺圃的芹庐在园中依墙而立以太湖石为主

材的假山，表达出“濠濮间想”的意境（图 1）。利

用孤置石构成的景观小品，除石材本身特有的艺术

观赏价值外，往往还带有人文叙事的价值，如上海

豫园内的“玉玲珑”、北京的“青芝岫”、杭州园林

里的“邹云峰”等。中国传统园林中的孤赏石景也

常置于水中，这种构景模式能表达出宁静且有情趣

的园林意境。利用散置方式将石材置于空间中能

给人带来柔和平静的视觉感受，如受中国传统园林

影响的日本园林中常用的枯山水置石手法，即将石

材在空间中散落排列，表达出“禅学”意味，阐述出

与世无争，柔顺平和的处世之道。题刻石景在古典

园林的设计中也常常出现，根据园林的景色、意境

给园林及园内建筑物题字命名，并安置到相对应的

位置上，起到了点景的作用，增加园林的诗情画意

同时让石景观更直接的叙述出自己的情怀。

图 1 芹庐湖石假山

3.2.2  借景叙事形式

传统园林石景的叙事形式除了借助石景本身

的个体与群体外，还可以借助其他元素相互配合来

达到更好、更完整的叙事氛围，正如计成在《园冶》

中所言“夫借景，林园之最要者也”[8]，借景是石景

设计中常用的造景手法之一，山石的借景对象不拘

一格，凡是能触情动人的景观、景物、景色和景致都

可借之为用 [9]。石景设计的借景叙事更容易引发

人们的想象与联想，在景观空间中，让体验者产生

情感上的意境共鸣，也让景观空间更具有感染力。

石景借景是以石为主景，可借用自然之景、其他景

观要素等形成多种借景叙事形式。如在传统园林

中，山石常借助光影形成一定情景叙事环境，让人

们更易感受到较为强烈的精神空间体验。石景与

水体结合造景也是较为常见的一种借景方式，水被

视为园林之“灵魂”，水形式众多，无论是静态水亦

或是动态水都能给人以不同的视觉感受。山石借

水组景亦可形成最具特色的景观叙事空间，在石景

借景叙事设计中，水景可作为空间叙事的线索，引

发空间叙事的高潮，石景置于水景中形成倒影，这

种虚实相生给人们传递出景观空间的诗情画意，让

体验者感到意趣无穷的空间魅力。与景观建筑相

结合也是较为常见的借景叙事方式，但与其他借景

不同，此时的石景在空间中起到协调、画龙点睛等

作用，这正是“山得亭榭而媚”。植物是景观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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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缺少的元素之一，石与植物的搭配“易于营造出

生机勃勃、充满画意的景观”[10]。石材与植物的搭

配更加突出其自然的特性，植物能改善环境而且随

着季节的变化，本身的审美点也会不断变化。

3.3 石景设计叙事的修辞表达

3.3.1  隐喻

隐喻是“托义于物”，将抽象的概念或意义转

化在具体的事物上。在传统园林里隐喻手法的使

用是通过对空间场景的设计形成“由此及彼”的效

果，利用设计形态表达形而上之“道”，实现从一种

事物向另一种事物的联想。中国传统园林在假山

构建时常借用隐喻手法进行掇山，如在石材选择上

用石笋石筑景成山隐喻春山淡冶而如笑的个园春

山；利用湖石筑景成山隐喻夏山苍翠而如滴的个园

夏山；利用黄石筑景成山隐喻秋山明净而如妆的个

园秋山、苏州耦园假山；利用宣石筑景成山隐喻冬

山惨淡而如睡的个园冬山（图 2）。

图 2 “春、夏、秋、冬”石

3.3.2  典故

典故是基于历史文化事件的一种隐喻叙事表

达。在传统园林中以构建出的场景为媒介引发人

们对历史典故的理解和联想，例如拙政园“小沧

浪”就是原自屈原与渔夫对歌的历史典故。典故

运用在石景设计中则是以石元素进行写意还原历

史文化场景，完成对空间的历史图景联想与审美的

升华。如狮子林假山旁的水池边置立一峰湖石，外

形酷似一位身着袈裟的僧人在水面浮行，它即在象

征佛教祖师达摩的化身，以此表达“一苇渡江”这

一著名的禅宗典故（图 3）。在石景空间叙事中使

用典故手法能让人们对景观空间场所产生较强的

文化情节，从而提升空间的表现力。

图 3 狮子林“一苇渡江”湖石

3.3.3  留白

留白即有意识地在画面中留出空白部分，是国

画常用的一种构图方法，计白以黑创作出虚实相映

的画面效果。在中国传统园林中“留白”的使用意

在表达出空间的纵深感，营造“少即是多”的美学

意境。传统园林中石景叙事的“留白”设计可以文

震亨《长物志》中的“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

万里”来概括。运用“残山剩水”的艺术手法表达

出园林石景“以小见大”的意境美叙事，且与“咫尺

山水蕴千里江山”的绘画表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以“留白”构成园林空间视觉上的延续性，让人们

在“空白”中激发无限想象，增加空间纵深感的同

时将景眼转移到石景上，从而延伸出石景观叙事的

感染力。

3.4 石景设计叙事的空间层次编排

石景空间的叙事情节安排，是以“石”为载体，

运用各节点的信息与事件将其以戏剧的形式进行

排列与组合，在空间中产生蒙太奇叙事效果。从序

曲、发展、高潮到尾声，让空间产生出强烈的流动性

与连续感。

3.4.1  序曲

序曲是为了唤醒体验者对空间的探索与思考，

通常设置悬疑或预叙的场景采用隐喻等手法进行

表达，或利用点题形式直接了当地介绍即将进入

的空间。以石景为“序曲”展开造园的叙事设计早

在唐朝时期就已出现，盛唐著名雕塑家杨惠之创制

了“塑壁”形式，“以粉为墙，以石绘之”在传统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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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入口中以山门、石墙等表达引导空间叙述秩序。

再如北京颐和园乐宜堂入口处的青芝岫，即以独置

石为园林空间叙事“序曲”既能起到遮挡视线的作

用，又能在入口处引人入胜，同时代表出门迎送客

人的意思。

3.4.2  发展

根据传统园林叙事结构的继续深化，从序曲进

入空间后情节继续发展，主要表现在叙事要素此时

通常会反复出现，为下一步园林空间叙事高潮到来

做铺垫，让体验者感受到空间与空间之间的连贯，

如以“石”为材料构筑墙体、台阶、坡道等起到承上

启下作用。如苏州虎丘山的剑池，在原本的虚空间

上方设计了一座“月洞门”，从月洞门的位置上观赏

剑池桥能形成仰视效果；从月洞门处观赏千人坐则

是一览无余，故以此处将剑池与千人坐相关联，让

整个空间产生互相对比衬托感，使空间叙事对比更

为强烈，从而引导故事事件继续发展。

3.4.3  高潮

中国传统园林叙事结构中“高潮”是整个故事

情绪积累到制高点的空间体验环节，它所表达出空

间的戏剧性、主题性与感染力在所有环节中是最

强烈的。通过前面多元化的场景叙事情感的连贯

输出，达到意想不到的空间叙事效果，跟一幅画卷

很相似，“都是用一步步发展的手法，把你从头引

到一个高峰，然后慢慢收尾，比较有层次且趣味深

长”[11]，如沧浪亭中以真山石景作为整个景观的精

彩之处，将真山与假山混合并置，山上点石立峰，成

为空间景眼，园内其他景观小品均环山而筑、面山

而建，将自然美与人工美相结合，统一了园林的叙

述主题，形成故事与现实的完美互动。

3.4.4  尾声

尾声作为传统园林叙事空间中最后一个场景，

在江南传统园林中常以非线性的空间安排给其带

来更多开放式的情节，这类“尾声”叙事结构琮琤，

往往是因为江南园林的空间路线不止一条，参观者

与园林主人所体验的空间与事件也不尽相同，每个

人都建立出自己的空间场所感，引发不同的感悟

与联想，完成空间情感叙事的层层递进。也有一些

传统园林在“尾声”叙事设计上采用首尾呼应的方

式，将整个园区串联在一起。如苏州沧浪亭入口处

“开门见山”的石景叙事，而处于最南端的山楼作为

园林的尾声部分，产生的空间叙事效果正如《桃花

源记》中的描述“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

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

数十步，豁然开朗……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

处志之。”这类通过开阔空间或景观的连贯呼应

等方式进行设计产生强烈的戏剧感和叙事张力。

4  结语

从主题的营造到叙事情节的编排，“石”在传

统园林中被赋予强烈的情感。在叙事学视域下对

中国传统园林中的石景艺术进行研究，深入分析传

统园林中石景艺术所具有的自然属性与文人情怀，

挖掘出石景艺术的叙事能力，中国传统园林的造园

者们从文化与情感出发，让石景在园林空间中自然

地“发酵”自己的情感。石景所呈现的形态以时间、

空间、情感体验的叙事表达在传统园林中交织，塑

造了具有多重体验的园林空间。石景与叙事的结

合，正是将叙事中的人文与园林物质融合，使景生

“情”，让园林景观成为“意义”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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