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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的艺术特色

王道成

在许多人的心 目中 圆明 司就是我们从电影
、

电

视和图 片中经常看到的屹 立在废墟 卜的 几恨汉 自 王雕

花石柱
。

其实
,

圆明园 是 圆明
、

长春
、

绮春三 个园林

的总称
,

占地 余 亩
。

这 几恨石柱
,

是长春园西洋

楼中远流观的遗物 西洋楼包括谐奇趣
、

蓄水楼
、

养

雀笼
、

方外观
、

海晏堂
、

远温观六幢欧式 建筑
,

三组

大型喷泉和若干园林 小品
。

这些建筑物
,

沿着长春园

的北墙呈带状展开
,

占地 约 亩
,

为长春园的 ,

圆明三园的
。

尽管这 几 根石柱是 圆明园遗址 上最

突出的标志
,

但是
,

它不等于 圆明园
,

更不是圆明园

建筑艺术和园林艺术的代表

西洋楼是怎样建造起来 的 按照 传统的说法
,

是

年 乾隆皇帝偶见 西洋画 巾水法 喷泉 而感兴

趣时
,

问当时在 如意馆 洪职的意大利传教 王浪仔世宁

谁可仿制 郎即推荐法国传教士蒋友仁
。

乾隆皇帝遂

命蒋友仁在长春园督造水法
,

建筑 由郎世宁
、

王致诚

法国传教士
、

艾启蒙 波西 米亚 人
、

传教 士 等负

责
,

并由汤执中 法国传 教士 主持绿化
。 ①

但是
,

乾隆在 年写成 的 题泽 兰堂 诗注

中
,

却是 另一种说法
,

堂北 为西 洋水 法 处
。

盖 缘 轮 隆 十 八年
,

西 洋

博尔都噶里 稚 葡 萄牙 国来京朝贡
。

闻彼 处 以

水 法 为奇观
,

因 念 中国地 大物博
,

水法 不过 工 巧

之一 端
。

遂命住 京之 西 洋人 郎世 宁造 为此 法
,

伴

来使至此瞻 仰
。 ②

乾隆十八年
,

为公元 年
。

按照乾隆的说法
,

修造西洋楼
,

是为了向西洋的使臣夸耀天朝大国之 无

所不有和 无 所 不能
。

所 以
,

西洋楼建成后
,

葡萄牙
、

英国
、

荷兰等国的使 臣到京
,

乾隆都 让他们参观
。

但

是
,

这些东西
,

西洋人 早 已司空 见惯
,

并没有给他们

留下多少 印象
。

乾隆 自己也并不十分看重
。

他不仅把

这些建筑安排在紧靠长春 园北墙 的地方
,

而且筑起一

座土山
,

将西洋楼和长春 园的其它中国风格的园林建

筑分开
。

年
,

圆明园扩建工程完成之 后
,

乾隆就

命唐岱
、

沈源绘成 圆明园 四 十景图 》
,

他逐一题咏
。

西洋楼建成之后
,

他虽然也令伊兰泰绘成西洋楼图

幅
,

并刻成铜版
。

但是
,

乾隆却没有题咏
。

乾隆是一

个多产的诗人
,

他在位的 年间 写诗词 首

如果加 七他即位之前和他当太 上皇时期的作品
,

相当

于一部 全唐诗
。

乾隆对 圆明园中的许多景点
,

再

三题咏
,

连篇累什
。

对于西洋楼
,

却仅有 几 首
。

西洋

楼在乾隆心 目中的地位
,

可以 想见
。

圆明园之 所以名闻中外
,

被西方 人誉为
“

万园之

园
”

和
“

一切造园艺术的典 范
”

并不是因为 占圆明园

的欧式建筑
,

而是 占圆明园 的中国作风
、

中

国气派的古典园林
。

法国伟大 的作家雨果在 年

月 日 致巴特雷 上尉的信 中说
“

在地球上某

个地方
,

曾经有一个世界 奇迹
,

它的名字叫圆明园
。

世界艺术有两个原则 理念和梦幻
。

理念产生了西方

艺术
,

梦幻产生了东方艺术
。

如同巴黛农是理念艺术

的代表一样
,

圆明园是梦幻艺术的代表 它荟集 了一

个民族的几乎是超人类的想象力所创作的全部成果
。

与巴黛农不同的是 圆明园不但是一个绝无仅有
、

举

世无双的杰作
,

而且堪称梦幻艺术的祟高典范
。 ” “

这

是一个震撼人心的
、

尚不被外人熟知的杰作
,

就像在

黄昏中从欧州文明的地平线上看到的遥远的亚洲文明

的倩影
。 ’,

③因为圆明园是东方艺术的崇高典范
,

所以
,

年
,

当这个世界奇迹被英法侵略者疯狂抢劫并纵

火焚毁之后
,

这位伟大的作家义愤填膺
,

声讨他们的

罪行
,

称他们为
“

两个强盗
” 。

世界上的园林
,

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风景式

的园林
,

一类是建筑式的园林
。

中国就是风景式园林

的创始者
。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
。

中

国的园林
,

就是在中国历史文化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上开放出来的鲜艳夺目的奇花
。

圆明园是一座清代的大型皇家园林
,

兼有御苑和

宫廷的两种功能
。

为了适应统冶者政治上和生活上的

需要
,

圆 明 园 的 建筑数 量 多
,

类型 复杂
。

殿
、

堂
、

轩
、

馆
、

楼
、

阁
、

厅
、

室
、

廊
、

榭
、

亭
、

桥
,

应有尽

有
。

建筑布局
,

采取大分散
、

小集中的方式
,

把绝大

部分的建筑物集中为许多小的群组
,

再分散配置于全

园之 内
。

这些建筑组 群
,

一部分具有特定的使用功

能
,

如宫殿
、

庙宇
、

住宅
、

戏楼
、

藏书楼
、

陈列馆
、



船坞
、

码头
、

辅助 没施 等 大员的则是供清统 治 者 饮

宴
、

游憩的园林建筑

圆明园的园林建筑
,

个体形 象小巧玲珑
,

千姿 百

态
,

尺度比外间同类型的建筑要 小一些 而 且能突破

官式规范的束缚
,

广征博采大江 南北 民居的形式
,

出

现 了许多平面形式如 眉 月形
、

晰字形
、

工字形
、

书卷

形
、

口字形
、

田字形乃至套环
、

方胜等等
。

除少量殿

堂外
,

建筑的外观朴素雅致
,

少施彩绘
,

与周围的 自

然环境十分协调
。

建筑群体组合
,

更是富于变化
,

全

园一 百多组建筑群无一雷同
,

但又 万变不离其 宗
,

都

以院落的格局作为基调
,

把我国传统院落布局的多变

性发挥到了极致
。

它们分别与那些 自然空间的山水地

貌和树木花卉相结合
,

创造出一系列丰富多彩
、

性格

各异的园林景观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
“

景
” 。

圈明三园
,

共有一百余景
,

除少数宫殿
、

庙宇和

特殊功能的建筑群外
,

造景取材
,

十分广泛
,

归纳起

来
,

有以下三类

模拟江南风景
。

我们祖国
,

的确可以说是锦绣

江山
。

而江南风景
,

更是引人入胜
,

唐代诗人 白居 易

在 忆江南 一词 中写道
“

江南好
,

风景旧 曾谙
。

日出江花红胜 火
,

春来江水绿如蓝
。

能不忆 江 南
。 ”

在仅语中 江南一词 几乎成了风景优美的同义 语
。

圆

明园中的许多景
,

都是模拟江南名胜的
。

其中最著名

的如
“

上下天光
”

是模拟洞庭湖
, “

西峰秀色
”

是 模

拟庐山
“

坦坦荡荡
”

是模拟 杭州的玉 泉
, ‘’

坐石 临

流
”

是模拟绍兴的兰亭
。

慈云普护
, “

殿供观音大士
,

旁为道士庐
,

宛然天台石 桥风致
。 ’,

④模拟 的痕迹
,

十

分明显
。

至于平湖秋月
、

柳浪闻莺
、

曲院风荷
、

三潭

印月
、

南屏晚钟
、

雷峰夕照
,

甚 至连西湖十景的名称

也照搬过来了
。 “

谁道 江南风 景 佳
,

移天 缩 地在 君

杯
。 ”。在圆明园里

,

集中了如此众多的江南风景名胜
,

怎能不令人流连忘返呢
,

再现前人诗画意境
。

圆明园 中的一些景
,

取材

于前人的诗画
。

这是圆明园景色富于诗情画意的一 个

重要原因
。

中国是一个诗歌非常发达 的国家
。

中国历 史上
,

曾经出现过许多伟大的
、

杰出的诗人
,

为我们描绘了

许多令人神往的境界
。

一些脍灸人 口 的诗篇
,

就是圆

明园造景取材的一个重要来源
。

其中最突出的如
“

夹

镜鸣琴
”

是来自唐代诗人李白的诗句
“

两水夹明镜
,

双桥落彩虹
” 。 ⑥ “

杏花村
”

来 自唐代诗人杜牧的诗篇
“

清明时节雨纷纷
,

路上行人欲断魂
。

借问酒 家何处

有
,

牧童遥指杏花村
。 ” ⑦ “

武陵春色
”

则是 以晋未诗

人陶渊明的 桃花源诗 和诗序 《桃花源记 》为蓝本

创造出来的
。

乾隆在谈到
“

武陵春色
”

的景色时说
“

循溪 流 而北
,

复谷 环抱
。

山桃万 株
,

参错林落 间
。

落英缤纷
,

浮出水面
。

或朝曦夕阳
,

光炫绮树
,

酣雪

烘霞
,

莫可名状
。 ’,

⑧今天
,

这里虽然 己成为一片农田
,

但是
,

从残存的遗址
,

仍然可以想见 当年的风光
。

旱在光 秦 时 期
,

就 介海 几伸山 的 传 说 公元 前

】 年
,

秦始 皇东巡 “

齐 人涂市卒 卜书 言海中有共

神山
,

名
一

」蓬 莱
、

方 丈
、

在洲
,

人 川之 请 得 斋

戌
, ‘了童 男女求之 于 是遣 徐 市发童 男女数 千人 入

海求仙人
”

叭 公元 〔拜 年 汉 武帝 刘彻东临渤海
,

望

祀蓬莱 又在 长安 作建 章宫 凿 太液 池
,

中置蓬莱
、

方丈
、

温洲
,

以 像海中神山
。

此后
,

一池三 山便经常

出现在皇家园林之中
。

唐代著名山水画家李思训根据

古代关于 海 上神山的传说
,

创作 了 仙 山楼阁 图 》
。

这幅著名的图画
,

就是圆明园四 十景之 一的
“

蓬岛瑶

台
”

造景的依据
。 “

蓬岛瑶台
”

旧 名
“

蓬莱洲
” 。

上面

的一些匾额
,

如
“

神洲三 岛
” 、 “

藻海仙 山
” ,

都是雍

正的手笔
。

乾隆在 《蓬 岛瑶台诗序 中说
“

福海中

作大小三岛
,

仿李思训 画意
,

为仙山楼阁之状
,

岂目

亭亭
,

望之若金堂五所
,

玉楼十二也
。 ”

诗和画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

但是
,

二者之 间
,

又

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

一首好诗
,

往往可以入画 一

幅佳画
,

也会使 人领略到诗的意境
。

而且有的诗 人
,

同时又是画家
,

有的画家
,

同时也是诗人
。

宋代文学

家苏轼就称赞唐代诗人兼画家王维说
”

味摩洁之诗
,

诗中有画 观摩洁之画
,

画 中有诗
。 ’,

。 乾隆在 北远

山村诗序 中说
“

循苑墙
,

度北关
,

村落鳞次
。

竹

篱茅舍
,

巷陌交通
。

平畴远 风
,

有牧笛渔歌与眷柞应

答
。

读王 维 储 光羲 田家诗
,

时遇此境
。 ”

诗中

又说
“

矮屋 几槛渔 舍
,

疏 篱一带农家
。

独速溪边秧

马
,

更番岸 七水 车
。

牧童牛背 村 笛
,

谧 妇钗 梁野 花
。

《惘川图 》昔曾 见
,

摩 吉信不我遐
。 ”

惘 川
,

在陕西省

蓝 县南终南山 「
,

这 甩有 王维的别墅
。 “

辆 川二十

景
,

胜概冠秦雍
”和 王维将这 里的景色绘 成图画

,

称

《辆川图 》
。

宋代文学家 黄庭 坚称赞说
“

王摩洁 自作

《辆川图 》
,

笔墨 可 谓造微入 妙
。 ”

圆明园 四 十景之一

的
“

北远 山村
”

的景色
,

和 王维
、

储光羲的 田园诗以

及王维的 辆川图 》是有密 切关系的
。

乾隆 关 于 圆 明 园 景 色的诗 文 中
,

提到 古代的诗

人
、

画家和 他们的作品 的地方是很 多的
。

《映水兰香

淘 说
“ 口在 幽风 图画里

,

敢忘 周颂 命田

官
。 ”

《御苑兰芬诗 》说
“

体物文林妙 唐代文学家

李善
,

曾为文林郎
,

作 昭 明文选 》注
,

独称楚国

才 屈原
、

宋玉
” 。

西峰秀色诗 》说
“

霜辰红叶诗

思杜 杜牧诗
‘

霜 叶红于 二 月花
’ ,

雨夕绿螺画看

米 北宋画家米市带
、

米友仁父子创为水墨山水 信

笔为之
,

烟云掩映 树木简略
,

号为
‘

米氏云山
’

,’

天然 图画诗序 》说
“

远近胜概
,

历历奔赴
,

殆非

荆
、

关 荆 浩
、

关全
,

均 五 代时 山水 画家 笔 墨 能

到
。 ”

清晖阁四景诗序 》说
“

坐 阁 中 颇似展倪
、

黄 倪攒
、

黄公望
,

均元代山水画家 横披小卷也
。 ”

廓然大公八景诗 说
“

倩得仇英 仇英
,

明代画

家 写生笔
,

定须为作采芝 图
。 ”

正 因为圆明园与诗

画有如此密切的关系
,

所 以 圆明园能给人 以诗情画意



的美感
。

移植李工南名园
。

中国造园的历 史
,

可以 卜溯到

商
、

周
。

秦
、

汉 以后
,

不仅历代封建统治者都要兴建

大规模的皇家苑囿 贵族
、

官僚
、

士大夫也经营私家

园林
。

在长期的造园活动中
,

积 累 了丰富的经验
。

明

崇祯 一 年间
,

昊江 今江 苏吴江县 计

成写成 了一 部 系统总结造园经验的著作 园冶
,

对

造园的几个主要方面
,

如造园的指导 思想
,

园址的选

择
,

建筑布局 包括屋室
、

门窗
、

栏杆
、

墙垣 的构造

和形式
,

山石
,

铺地
,

借景等
,

都作了系统的阐述
。

清康熙 一
、

乾隆 一 年 可
,

是中国造园的兴盛时期
。

江南地区 出现 了许多著名的

私家园林
。

乾隆六次南巡
,

都有如意馆的画工一同前

往
,

把他看中的名园绘成图样
,

带 回北京
,

在北京和

热河的皇家园林中仿建
。

现在
,

北京颐和 园中的谐趣

园 乾隆时名惠 山园 和承 德避暑 山庄的烟雨楼
,

就

是当时分别仿照无锡惠山秦家的寄畅园和嘉兴南湖的

烟雨楼修建的
。

圆明园中仿建的江南名园
,

有南京的瞻园
、

杭州

的小有天园
、

苏州的狮子林和海宁的安澜园
。 “

行所

流连赏四园
,

画师仿写开双境
。 ”。就是指 以上 四 园而

言的
。

瞻园
,

本为明初 中山王徐达府邸的西园
,

清代为

藩司衙 署
。

乾 隆南巡 时 驻蹲 于 此
,

题 曰 “

瞻 园
” 。

乾隆在 《如园诗
“

境写 中山遥古迹
”

句下 自注 说
“

江宁藩司署中瞻园
,

即明 中山王 徐达西园之 旧
,

是

园规制略仿之
。 ”

如园与瞻园的关系
,

于此可见
。

小有天园
,

在杭州南屏 山下
, “

左净慈
,

面明圣
,

兼艳湖山之秀
,

为南屏最佳处
。 ”。 年

,

乾隆南巡
,

赐名
“

小有天园
。 ”

年
,

乾隆再次未到这里
, “

为

之流连
,

为之倚吟
。 ” 。 回到北京之 后

,

在长春园思永

斋的东面建成了小有天园
,

并将修建的缘 由写成 小

有天园记
。

狮子林
,

原为元朝菩提 正宗寺的一部分
,

相传是

元代著名画家倪成亲 自设 计建造
,

而他的 狮子林图

卷 》
,

使狮子林之 名广泛流传
。

明
、

清之际
,

园林部

分与寺隔绝
,

乾隆 时为黄 氏涉园
。

年 乾隆南

巡
,

曾访其胜
。 、 ,

又两次往访
。 “

令吴下高

手堆塑小景
,

曲折尽 肖
, ”

骚送 回京
,

在长春园丛芳

榭之东
‘·

展拓成林
” 。 。乾隆在 《狮子林八景诗序 》中

说
“

狮子林之名
,

赖倪迁图卷以传
,

此间竹石邱壑
,

皆效其景为之
。

冠 以 旧 名
,

志数典也
。 ”

由于他对狮

子林十分喜爱
,

又仿造于热河避暑山庄
,

称为文园
。

安澜园
,

在浙江海宁盐官镇 旧 海宁城
,

为明
、

清两代名园之一
。

原为南宋安化郡王王沉的故园
。

明

万历 一 年间
,

太常寺少卿陈与郊就其废

址开始建造
。

因园在海宁城西北隅
,

以西北两面城墙

为园界
,

而陈与郊又号隅阳
,

所以命名
“

隅园
” 。

年
,

大学 士陈元龙以八十二 岁的高龄 告老还 乡
,

就隅

园故址进 行扩建
,

改名
“

遂 初
” 。

陈元 龙死 后 其 子

翰林院编 修陈邦直
,

为 了迎 接 乾隆南巡
,

又继 续 添

建
,

扩地至 百亩
,

楼台亭榭
,

增至三十余所
,

乾隆第

三次南巡
,

在此驻辟
。

因其地近海塘
,

取
“

愿其澜之

安
”

的 意 思
,

赐 名
“

安 澜 园
” 。

又 因
“

喜其 结 构 致

佳
” ,

将园景绘制成图
,

带 回北京
。

借修葺 四 宜书屋

之便
, “

左右前后
,

略经位置
” ,

干是
,

一座
“

与陈园

曲折如一无二
”

的园林就在圆明园中出现了
。

乾隆六

次南巡
,

除一
、

二两次未到海宁外
,

其余四次
,

都在

安澜园驻哗
,

可见乾隆对它是多么欣赏
。

由上所述
,

可以清楚地看 出
,

圆 明园集我国古代

建筑和园林艺术之大成
,

是我国古代建筑和 园林艺术

发展的高峰
,

也是我国古代建筑和园林艺术的光辉总

结
。

法国传教士王致诚在一封写给友人的著名的信中

详尽地介绍了圆明园之 后写道
“

此地各物
,

无论在

设计和施工方面
,

都极宏伟和美丽
。

因为
,

我的眼 睛

从来不曾看到过任何与他相类的东西
,

因此
,

也就令

我特别惊讶 ⋯ ⋯中国 人在 建筑方面 所表现 的千变万

化
,

复杂多端
,

我唯有钦佩他们的天才弘富
。

我们和

他们比较起来
,

我不得不相信
,

我们是又 贫乏
,

又缺

乏生气
” 。 。 年

,

圆明园被焚的前夕
,

一位曾经亲

眼看到 圆 明园景色 的英 国随军牧师在他的著作中写

道
“

必须有一位身兼诗 人
、

画家
、

历史家
、

美术品

鉴定家
、

中国学者和其他别种天才的人物
,

才能图写

园景 形容尽致
。 ”

他们对圆明园的观感和雨果对圆

明园的评价
,

是完全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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