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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园林诗画关系

刘华领，　彭　鹏

（石家庄铁道大学 建筑与艺术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　要：宋代的绘画确立了“以诗入画”的审美原则，苏轼更将其深化为“诗画本一律”的绘

画主张；山水田园诗词在北宋大为兴盛，文人大量参与造园，“以文入园，因园成文”使得园林成

为文学表现的一个重要题材；在文人诗、画的影响下，北宋文人园林走向兴盛并占据主流地位，
在体现“诗化”的同时，也大肆吸取文人画的画理画论来指导造园，又呈现出“画化”的表现特

征，诗画的情趣与意境的蕴涵成为北宋写意山水园林的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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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画的生命在于传承，园林的生命在于生长。
诗画本身不会生长，但诗画里有了园林，园林里有

花草树木，有雀鹤雁鹜，有虫鱼走兽，有许许多多

可以生长的生命，诗词画卷也就因了这些生命的

生长而生长。
诗词、绘画、园林的互渗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已有萌芽，而到了唐代，集诗人、书画家、造园家于

一身的王维将三者有机地融合在辋川别业，则堪

称典范。王维的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田园诗，
他的诗里有景有情，有声有色，譬如“寒山转苍翠，
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譬如“渔
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古津。坐看红树不知

远，行尽青溪忽值人”，一首首诗就像一幅幅画卷

在眼 前 徐 徐 展 开、生 长，衍 变 成 一 座 座 立 体 的 园

林，诗、画、园林就在这一刻融为一体。苏 轼 评 论

王维的画：“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画里

的景外之意，催生了文人写意画思想的萌芽。苏

东坡在其画《蓝田烟雨图》中题跋：“味摩诘之诗，
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首次 提 出 了

诗画互渗的审美思想，深化为“诗画本一律”的绘

画主张［１］前 言５，５０。
到北宋，文人画悄然兴起并自成一派，使得绘

画与文学的结合更加直接、紧密。在北宋文化的

滋养下大为兴盛的文人园林，在体现“诗化”的同

时，也大肆吸取文人画的画理画论来指导造园，又
呈现出“画化”的表现特征。在文人山水诗画的影

响下，在唐代创立的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造园传

统开始偏向于写意方向发展，并最终完成了向写

意山水园的转化，诗画的情趣与意境的蕴涵是其

最大特色。
王维在《山水诀》中说：“咫尺之图，写千里之

景。东西南北，宛尔目前；春夏 秋 冬，生 于 笔 下。”
正如一粒小小的芥子，能够容纳一座巨大的须弥

山一样，画 幅 虽 小，只 有 咫 尺，诗 词 虽 短，寥 寥 数

语，却能容纳广阔的园林天地，任其蓬勃生长，生

机无限。

　　一、诗画本一律

宋代的绘画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以 宫 廷 画

为代表的“写实”风格和以文人画为代表的“写意”
形式并行发展，平分秋色；二是完成了绘画的“诗

化”过程，确立了“以诗入画”的重要审美原则。
从五代到北宋，宫廷绘画艺术中较有 成 就 的

是花鸟画和山水画，其中尤以花鸟画因得到皇室

青睐而 发 展 更 为 成 熟。北 宋 宫 廷 画 院 中 的 花 鸟

画，早期将近一个世纪，传承的都是以来自西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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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筌父子为代表的“黄派”绘画格法，题材多为《杏
花鹦鹉》、《海棠竹鹤》、《牡丹锦鸡》之类，深具富贵

意味。从技法角度来说颇重视写生，不仅强调形

似，更注意神态的刻画，讲求“气韵生动”。到北宋

中期，崔白对“黄体”进行变格，将写生和传神更推

进了一步，大大推进了宫廷绘画“写实”的艺术水

平。其后赵佶主持的宣和画院，将宋初的黄氏富

贵意蕴和写实精神更进一步完善化，使北宋的宫

廷画派达到了巅峰状态，形成了宣和体，“专尚法

度”已达极致［２］５－８。
正当写实风格臻于巅峰，难以再有发展之际，

一股新生力量带着旺盛的生命力来袭，一种名为

“士人画”的崭新的绘画风格沛然兴起，他们又以

“墨戏”自 榜，即 俗 称 的“写 意”。倡 导 者 苏 轼、文

同、米芾等，他们不是专业的画家，但他们却以诗

人、书法家的醇厚的文化素养，使这种创新带着猛

烈的锐气，足以撼动当时写实形式的主流地位，遂
与之形成了相互对峙、平分秋色的形势，并露出了

取而代之的历史苗头。
苏轼界定“士人画”为“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

所到”，士人画和画工画的区别在于：“士人画注重

写意，画工画重在写实。”又提出了“诗画本一律”
的绘画主张：“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

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主
张绘画既要有自然之意，又要有象外之意，倡导意

似，贬议形似，同时要求绘画要表述一定的诗意，
表达一种内在的精神［１］７９。

“律”，当指诗歌理论中的“比兴”之法，也就是

借物表意，寓情于物，使欣赏者能够由此而联想到

彼———象外之意。如苏轼所画的《古 木 怪 石 图》，
用笔极其粗犷奔放，米芾评价其：“子瞻作枯木，枝
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

盘郁也。”黄庭坚《题子瞻枯木》云：“折冲儒墨陈堂

堂，书入颜杨鸿雁行。胸中元自有丘壑，故作老木

蟠风霜。”苏轼的画作正是其一生坎坷却不屈不挠

的精神品格的写照，画品如人品，见画如见人，画

竹石，非为传达竹石之神，而是表述作画者本人的

主观精神，托物寓兴，借物表心。这就是文人画所

谓的“意气”［３］前 言２－３。
“诗画本一律”还表现在诗画互渗方面。苏轼

的堂妹婿柳仲远有一天拿了杜子美的诗，求李公

麟照诗意画一幅《憩寂图》，画由东坡和李公麟合

作完成，画成之后子由在上面题诗云：“东坡自作

苍苍石，留取长松待伯时。只有两人嫌未足，兼收

前世 杜 陵 诗。”一 幅 画 可 谓 诗 中 有 画，画 中 有

诗［１］４７。诗僧惠崇擅写自然小景，且又擅画，他 曾

从自己的诗作中选出得心可喜者一百句，每句作

一幅 画，并 刻 在 石 头 上，后 人 称 为“《百 句 图》刻

碑”。苏轼也曾为他的画题诗，如著名的《题惠崇

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苏轼在谪居黄州期间，真正将诗词书画融为一体，
《苏轼年谱》载，“七月六日，（苏轼）饮王齐愈家，醉
后画墨竹，赋《定风波》。”苏轼集句为词体现了与

其“墨戏”同样的艺术创作态度，亦较好地体现了

“诗画 一 律”的 创 作 主 张［４］３６。以 诗 入 画、题 画 词

等现象自北宋始，之后渐渐发展成为了中国绘画

艺术最鲜明的特征之一。
其实更有效地实践着“诗画一律”原则的还是

宫廷画院，最早题诗于画幅之上的人不是苏轼而

是宋徽宗赵佶，并且他还将“诗题”用作画学招生

考试的画题。如“竹锁桥边卖酒家”、“蝴蝶梦中家

万里”、“踏花归去马蹄香”“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

横”、“乱山藏古寺”等，每一个题目画得最好的，都
不是直白地描摹诗句中的景物，而是通过巧妙地

构思，让 人 通 过 画 面，能 够 领 悟 到 画 面 之 外 的 意

境，所谓“逸情远致，超然于笔墨之外”。比如“乱

山藏古寺”之 题，占 得 头 名 的 考 生 没 有 画 一 笔 寺

庙、塔尖等建筑，只有山水、羊肠小路、溪边挑水的

老和尚，画面简单但把“藏”的意境表现的淋漓尽

致。“踏花归去马蹄香”，由几只追逐着马蹄飞舞

的小蜜蜂，泄露了“踏花”这一消息，立意妙而意境

深，把无形的花“香”有形地跃然于纸上，给人联想

空间，这就是所谓写意。
欧阳修有诗云：“古画画意不画形，梅 诗 咏 物

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 见 画。”无

独有偶，西方也有“诗如画”的观点，古希腊诗人西

蒙德斯曾说过：诗是有声的画，画是有形的诗。诗

与画有着共性的艺术特征，因此其二者的结合定

是势在必行了。诗词与绘画到了北宋，相互渗透

发展势头强劲，将山水诗词、山水画的发展都推向

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一个时期的园林会向着什么

方向发展，总是离不开当时文化环境的左右。诗

画的发展会直接影响到园林的发展，更何况诗人

画家还直接参与造园活动，这使得中国古典园林

走到北宋，园林艺术开始有意识地融糅诗情画意，
开始由写实走向写意，文人园林走向兴盛并占据

主流地位。这一发展特征与北宋的绘画发展特征

是完全一致的：写实臻于巅峰，写意异军突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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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平分秋色，诗画互渗，诗画一律。至于 园 林，则

是写实写意并存，诗画园林互渗，诗画园林同源。

　　二、借得画论造园林

人们常常用“风景如画”来形容景观之美，用

“如在画中游”来赞美园林之胜，甚至有人干脆将

园林喻为铺在地上的画。画与园林水乳交融的关

系，大概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二者同

属于文化与艺术范畴，在艺术观、审美观和创作方

法上具有非常多的共通之处，所以许多营造园林

的人，便常常借用绘画的方法和理论来叠山理水、
布置建筑、栽植花木。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造园

理论，其实都来自与画理画论，故现代园林大师陈

从周先生说：“不知中国画理画论，难以言中国园

林”。事实上，很多园林便是由文人画家直接参与

设计建造的，这就使得画与园林能够互通有无，关
系更加直接，其艺术观念和审美理想自然也就如

出一辙，并无二致。第二，园林既是绘画的一个重

要的描摹、表现对象，又是绘画创作的一个极其适

宜的场所。所 以，画 家 们 在 园 林 里 雅 聚、赋 诗 作

画，园林景观自然也就常常出现在画作之中，园林

的生命便以另一种同样生动的形式延续下来。第

三，“以园入画”是绘画的一种创作手法，同样，“以
画入园、因画成景”亦是造园的一种创作方式。山

水画在北宋的兴起与发展，不仅为造园提供了大

量的理论，更为造园提供了粉本素材。这种以画

入园、以园入画的创作方法使画与园林的关系变

得尤为密切。第四，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当绘画与

园林同时遇到了知音伯乐，且这个人又握有挥斥

方遒、引 领 时 尚 之 资 本，则 二 者 的 发 展 自 是 大 有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之缠绵。这

个人就是宋徽宗赵佶。
宫廷所画花鸟画，描摹的大都为禁苑 中 的 珍

禽、瑞 鸟、奇 花、怪 石 等，再 者 皇 帝 为 了 写 生 之 便

利，势必会在宫苑中大量豢养珍禽瑞兽，设置奇花

异石。《宣和画谱》形容赵佶收藏的２　７８６件花鸟

画：“或戏上林，或饮太液，翔凤跃龙之形，擎露舞

风之态，引吭唳天，以极其思，刷羽清泉，以致其洁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艮岳中会有“枇杷橙

柚橘柑榔栝荔枝之木，金峨玉羞虎耳凤尾素馨渠

那茉莉含笑之草”，“山之上下，致四方珍禽异兽，
动以亿计，犹以为未也”，使得艮岳俨然就是一个

天然的大型植物园和动物园。延福宫内也豢养着

大量的动物，《宋史·地理志》记载：“梁之上又为

茅亭、鹤庄、鹿柴、孔翠诸栅，蹄尾动数千。嘉花名

木，类聚区别，幽胜宛若生成。”玉津园则有为饲养

珍奇禽兽而专门设置的动物园，园内蓄养着大象、
麒麟、驺虞、神羊、灵犀、狻猊、孔雀、白鸽、吴牛等

动物，皆为稀世珍品。琼林苑则是以南方花草取

胜，园内都是南方进贡的素馨、茉莉、山丹、瑞香、
含笑、麝香等花，花间点缀梅亭、牡丹亭，还有石榴

园、樱桃 园 等 专 类 花 卉 植 物 园［５］２７８，２８６，２８８。“上 有

所好，下必甚矣”，皇家园林如此，那些贵戚官僚之

园林想必也不会有太大差别。
而山水画及山水画论的蓬勃发展，对 园 林 的

影响则更为深远。郭熙《山水训》开篇揭示了人们

喜山乐水而不可得，退而求其次从山水画中寻求

寄托的情形：
“……然则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耳

目断绝，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
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夺目，此岂不

快人意，实获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贵夫画山水之

本意也。”［３］９

隐居山川林泽，过渔父樵夫的生活，与猿鹤烟

霞为伴，有泉石林壑寄傲，远离人世间的烦扰，没

有各 种 束 缚 羁 绊，这 是 大 家 都 梦 寐 以 求 的 生 活。
但是这种高蹈远引的生活岂是每个人都能够实现

的！那么又如何来安抚一颗向往林泉的心？———
悬挂山水画，这是郭熙给出的答案。可是，在“中

隐于园”思想盛行的宋代，显然单凭张贴几张山水

画是不能满足人们对林泉的渴望的。还有比挂画

更好的办法，那就是在家中营造园林，将自然山水

搬到自己家中。不仅要满足于“可望”之神游，还

要真正的可行、可游、可居，园林，才能够真正做到

“不下堂筵，坐穷泉壑”。
“可行、可望、可游、可居”，是世人之所以渴望

林泉的原因，也是郭熙论山水画高下的标准［３］１６，
于是这个标准便被造园家们拿来用做兴造园林的

目标和评判标准。在这种标准要求之下，中国古

典园林首先应该是美的，其次要有供居住、停驻、
观赏的建筑物以及供游览行走的道路，具备了这

些基本要素的园林则无异于是符合审美特征的立

体图画了。至于园林中的道路、山水、建筑如何摆

放，从山水画论中也可以一一找到设计依据。如

“山 以 水 为 血 脉，以 草 木 为 毛 发，以 烟 云 为 神 彩。
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水以

山为面，以亭榭为眉目，以渔钓为精神，故水得山

而媚”，“大松大石必画于大岸大坡之上，不可作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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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滩平渚之边”，“主峰最宜高耸，客山须要奔趋。
回抱 处 僧 舍 可 安，水 陆 边 人 家 可 置”，等 等，不 一

而足［３］４９，７６，１２４。
“外师造化，中 得 心 源”是 绘 画 的 方 法，同 样

也是营造园林的方法。如何“外师造化”？郭熙给

出的建议是，惟有“饱游沃看”，方能“取其精粹”而
“夺其造化”，方法只有一个，多到真山真水间去游

览，观察山水之形状、四时晨昏之变化，将自然物

态烂熟于胸。无论是郭熙的《林泉高致》，还是李

成的《山水诀》，荆浩的《山水赋》，都提到了在四时

朝暮不同的气象条件下，山水呈现出浑然不同的

景观特征。扬州个园的设计就直接展现了郭熙画

论中的“春山淡冶如笑，夏山苍翠如滴，秋山明净

如妆，冬山惨淡如睡”，以及“春山宜游，夏山宜看，
秋山宜登，冬山宜居”的画理［３］２６。

然而，仅仅“外师造化”，即使模仿的 再 像，那

也不过只是对自然山水的简单再现，尚没有体现

太多的艺术成分。自唐中叶出现了写意画的萌芽

开始，园林的创作也开始从写实走向写意，园林堆

山理水不再是简单地模仿与再现自然，而是多了

对自然的概括和提炼，开始更多注重内心情感的

抒发和诗情画意的创造，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北宋

文人园林的兴盛上。顾恺之提倡的“以形写神”，
荆浩的“度物象而取其真”，郭熙的将绘画艺术的

美学本性概 括 为“写 貌 物 情，摅 发 人 思”，都 是 对

“外师造化”的 更 进 一 步 的 要 求，即“中 得 心 源”。
只有加入了自己对自然的理解、提炼与艺术的加

工，才可以做到“本于自然而高于自然”，这是中国

古典园林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古典园林最基本

的美学思想，符合中国人基于寄情山水、崇尚隐逸

思想基础之上的审美习惯。

　　三、园林即文章

佑文抑武政策下宽松的文化环境使得北宋文

风非常兴盛，兴盛到连和尚道士都喜欢作诗填词，
附庸风 雅。进 士 许 洞 非 常 看 不 惯 僧 道 们 的 这 些

“不务正业”之举，就琢磨找个机会给他们点教训，
便组织了一次文化高僧们的赋诗雅聚，但提出了

一个要求，他拿出一张纸递给他们，说诗词中不得

出现纸上的字，高僧们都不以为然，但一看到纸上

的字却都傻眼了，纷纷搁笔而去，竟没一人能作。
只见纸上 写 着：山 水、风 云、竹 石、花 草、雪 霜、星

月、禽鸟［６］１９８。
这些恰巧都是组成山水园林的元素。由此可

见，宋代文人们所作诗词，内容几乎难以离开山水

园林之风花雪月，园林诗和园林词已成为宋代诗

词中的一大类别，这也是由宋朝文化的特征影响

所致。自中唐以后，盛唐所形成的“九天阊阖开宫

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恢弘气度日渐式微，主流

文化已开始由外向的拓展转向纵深的内在发掘，
盛唐文学中洋溢的那种气吞山河的豪迈，到了宋

代，一部分被传承下来，亦有一部分则被风花雪月

的精微细腻、缠绵悱恻、空灵婉约所替代，内容也

由修齐治平转变为对山居、田园闲适生活的吟咏，
茶酒书画、文房四宝、花草树木、庭园泉石开始大

量的走入诗词文章之中，即使如陆游这样的爱国

诗人也未能超凡脱俗。这从一个方面展现了园林

与文学的关系：园林是文学表现的一个重要题材，
园林兴游促进了山水文学的大发展。但园林与文

学的关系远不止于此，首先，文学的发展反过来又

会影响园林的发展，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比如

北宋文人园林的大行其道，就是文人参与造园的

直接产物。其次，园林的结构与创作手法与诗文

的结构与创作手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故从诗文

中又可领 悟 造 园 之 法。第 三，以 文 入 园，因 园 成

文，文中见园林，园中有诗文，这样的例子比比皆

是。所有这些都在表明一个关系：“文章是案头之

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文心雕龙》有“为情

而造文”之说，王国维亦言“一切景语皆情语”，情

能 生 文，亦 能 生 景，其 源 一 也。所 以 说：园 林 即

文章。
宋代园林的最大成就与最突出特色是文人园

林的兴盛与发展，文人园林的最大特色是写意，如
何在园林中表现诗画的情趣，意境的涵蕴，以及思

想情感的寄寓？除了寓情于景、寓意于物之外，又
一种表达方式在宋朝园林里头出现并得到普遍发

展，那就是点题。文学化的、写意的额匾题名在宋

代文人园林中大量出现，在命名上大做文章，构成

了宋代园林有别于前朝园林的又一特色。如司马

光将其园命名为“独乐园”，苏舜钦的“沧浪”，朱长

文的“乐圃”，晁无咎的“归去来园”，都表达了自己

的人生理想与价值取向。有些园名和景名则直接

来自于古人诗文，甚至园林空间就是按照诗词的

意境来布 设。《洛 阳 名 园 记》所 记 李 氏 仁 丰 园 的

“四并亭”，取意于西晋谢灵运“天下良辰、美景、赏
心、乐事，四者难并”，洪 适《盘 洲 记》“鹅 池”、“墨

沼”、“曲水流觞”皆为兰亭古迹，“木瓜以为径，桃

李以为屏”的“琼报亭”，显然出自于《诗经》“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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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茧翁亭”说的是北宋隐士

王樵“茧室自囚”的故事，“芥纳寮”当是芥子纳须

弥之意，而供孙息读书处的“聚萤斋”，则借晋代车

胤少时家贫，夏天以练囊装萤火虫照明读书的故

事来劝学，还有“云 起”，”显 然 就 是 对 王 维 “行 到

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之诗句的物化［７］４８，６６－６８。
园林与诗词文学的关系还体现在：往 往 园 林

建成之后，会有为之所做的传记、诗词、绘 画。今

人之所以能够对古代的园林有所了解，主要是仰

仗了这些流 传 下 来 的 文 献 资 料，比 如 通 过《艮 岳

记》和《艮岳组诗》，艮岳的山水格局以及景点布置

情况便较为清晰地展现出来，而对独乐园和乐圃

的了解，主要来自于其园主人所写的园记。此外

诸如《沧浪亭记》、《梦溪自记》、《洛阳名园记》、《盘
洲记》、《南园记》、《研山园记》、《吴兴园林记》等，
为研究宋代园林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山水

借文章以显，文章凭山水以传”，说的大概就是这

层意思吧。
诗词文章之于园林的作用，不仅是运用景名、

匾额、楹联等文学手段对园景作直接的点题，升华

园林意境，或者是把古人诗文中的某些境界、场景

再现于园林之中，还在于园林空间的规划布置可

以借鉴文学艺术的章法结构，使得园林空间序列

的展开，亦如文章一般，有前奏、起始、主题、高潮、
转折、结尾等，变化有序，节奏清晰，层次丰富，使

空间的连贯犹如文章的一气呵成，严谨、流畅、和

谐，正 如 钱 詠 所 说：“造 园 如 作 诗 文，必 使 曲 折 有

法，前后呼应；最忌堆砌，最忌错杂，方称佳构。”一
座优秀的园林即是一篇佳文。

　　四、西园雅集

最后，用一 次 文 人 的 雅 聚 来 结 束 对 园 林、诗

词、绘画关系的探讨。
在中国文化史上，记载有非常多的文 人 雅 集

活动，尤其自魏晋王羲之以来，兰亭修禊活动就成

为了文人们追逐风雅的范本。西晋石崇的“金谷

二十四友”诗社，唐代白居易的九老会，北宋文彦

博的洛阳耆英会，都是文人的雅聚活动。北宋王

诜的西园雅集，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堪与兰亭修

禊相媲美。
王诜，妻英宗之女魏国长公 主，官 驸 马 都 尉，

虽出身显贵，但因他琴棋书画诗词文章，集文人风

流于一身，故而能与京城的馆职词臣、风流雅士情

趣相投而往来颇多。他有一个园子，在很多诗词

文献中都有提及，《宋史》魏国大长公主传记中描

述：“主第池苑服玩极其华缛”，李之仪有《晚过王

晋卿 第，移 坐 池 上，松 杪 凌 霄 烂 开》诗，从 诗 中 的

“华屋高明占城北”可见宅第之华丽，“万盖摇香俯

澄碧”可见池沼之清澈，“阴森老树藤千尺”可见花

木之秀茂，“刻 桷 雕 楹 初 未 识”可 见 建 筑 之 精 美，
“乱点金钿翠被张”可见陈设之富丽。如此华贵幽

雅的环境，正是文化名流交游的理想场所。所以，
当时的大文豪如苏轼、黄庭坚、米芾、秦观等人，都
曾集会于此，或挥毫用墨，或吟诗赋词，或抚琴唱

和，或打坐问禅，极尽宴游之乐，史称“西园雅集”。
王诜请善画人物的李公麟，把自己和友人苏轼、苏
辙、秦观、米芾等一十六人在园中集会的情景画在

一起，取名《西园雅集图》。米芾还为图作了《西园

雅集图记》，描述了画中十六人的不同活动情景，
并发议 论 曰：“人 间 清 旷 之 乐，不 过 于 此。嗟 呼！

汹涌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岂易得此耶！自东

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议论，博学辨识，英辞

妙墨，好古多闻，雄豪绝俗之资，高僧羽流之杰，卓
然高致，名动四夷，后之览者，不独图画之可观，亦
足仿佛其人耳！”［８］１３６－１６４

“西园”或许并非王诜府邸宅园的名字，或许

就像南浦、西楼、东皋一样，只不过是一个含有典

雅韵味的通 称，或 者 有 宴 集 宾 客 的“西 席“、”“西

宾”之意，还有古人如顾恺之《清夜游西园图》之雅

兴，大概不过是为了渲染浪漫与书卷意境而被当

时的文 人 们 随 手 拈 来 为 名 吧。就 是 这 样 一 个 园

子，成功的将园林、诗、画汇聚到一起，创造了文化

史上的一 段 传 奇。进 入 南 宋 之 后，由 于 苏 轼、苏

辙、黄鲁直、李公麟、米芾等等都是千百年难遇的

翰苑奇才，西园雅集活动更被加以有声有色地渲

染，涌现出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摹本，著名画家如

马远、刘松年、赵孟頫、唐寅、丁观鹏等，都曾画过

《西园雅集图》，使得“雅集”成了中国人物画的一

个重要母题。
园林里的文会，享受山水之乐的同时，饮酒品

茗、弹琴弈棋、赋诗唱和、写字绘画，更享受人文之

乐。如此既高雅又有意趣的活动，如今能得几回

见闻？在羡慕古人的同时，也不禁感慨万千，如此

真才学，真性情，真境界者，当今还能有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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