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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古典园林 

厅堂陈设的特点及成因 
— — 兼议江南古典园木本建筑与室内陈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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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私家园林中最负盛名的当数江南 

园林。厅堂为园林建筑中重要的室内空间，计成 

在《园 台》中日“凡园圃立基，定厅堂为主”，文震 

亨在《长物志》中日“堂之制，宜宏敞精丽”。以 

往对园林厅堂陈设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室内空间 

装饰和器物的描述上，没有关注其与建筑及室内 

空间的内在联系，缺少对其形成原因的分析。鉴 

于此，本文拟就江南古典园林厅堂陈设的特点及 

其成因进行探讨，以揭示建筑与室内陈设的 

关系。 

一

、以屏门为中心的厅堂陈设布置Il一 

中国古代建筑以木构框架为主要结构。北 

方建筑多为泥墙，南方建筑以板墙为主。至今， 

江南民宅厅堂仍主要为四面开敞或前后开敞的 

形式，开敞的四面或两面外围一般安装能拆卸的 

门窗，房屋主要依靠柱子承重，即使建有泥墙也 

不起承重作用。明代以前的建筑厅堂一般不分 

间，以屏风和帏帐作灵活的割断。屏风是古代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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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室内很早出现的陈设。现存最早的屏风实物 

是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出土的彩漆透雕座屏， 

高1 5 CITI、宽 51．8 cn3，较低矮，应是置于筵席上 

的座屏。各种大小不同、可灵活挪动的屏风成为 

分割室内各区域空间的具有遮蔽性的重要设施。 

河南省禹州市白沙镇北宋赵大翁墓壁画《宴饮 

图》(见图1)、北京故宫本《韩熙载夜宴图》等绘 

画作品，均对屏风进行了描绘，反映了屏风样式 

的演变情况。由这些绘画遗存可以看出，屏风摆 

放的位置往往是室内陈设的中心。 

明初以来，江南地区特别是苏州，建筑 良匠 

辈出。集多种建筑技艺于一体的香山工匠形成 

了以技艺精湛著称的“香山帮”，苏州现存的一些 

园林和宅院就出自“香山帮”之手。同时，据明代 

《造砖图书》记载：“自明永乐中，始造砖于苏州。 

责其役于长洲窑户六十三家。”宋应星《天工开 

物》也记载了苏州烧造供皇宫铺地用的细料方砖 

的情况。苏州是我国在建筑中最早采用砖墙的 

地区之一。砖墙的应用加上“香山帮”的技艺，建 

筑的高度得以增加。厅堂增高后，原来使用的、 

可以自由挪动的活动屏风显得相对矮小，于是堂 

中平置的通顶落地的固定屏风逐渐流行。原来 

的字画一般是直接装裱在屏风上面的，《闲情偶 

寄》(见图2)便绘制了更换屏风时的场景。但这 

样更换起来毕竟不如原来的挪移方便，于是出现 

了由多个条屏组合成的屏门，在屏门上可以悬挂 

随时更换的巨幅立轴书画。苏州网师园的万卷 

图1 宴饮图(北宋，赵大翁墓壁画) 

堂(见图3)至今还保留了由多个条屏组合的屏 

门样式，并且在屏门上悬挂书画。而且，在举行 

重大活动时屏门可去掉，使空间增大、前后贯通， 

以便通行。同时，在屏风演变为屏门样式的基础 

上，也有把几扇屏门做成户棉的样式，户槁在明 

代之前多为在方眼内做成菱花形，约明代前后多 

为柳条式，这种样式是从雅致着想，故《园冶》日 

“兹式从雅”。由于楠窗本身已经具有精美的纹 

样，故不必再悬挂书画。由此可见，户槁实际上 

是屏门的一种样式。由此，室内陈设便以屏门为 

中心进行布置，配以字画，屏门前置椅凳几案方 

桌之类，上置瓶镜石花等。 日久，便形成固定的 

程式。 

图2 《闲情偶寄》中更换屏风的插图 

门屏的使用对厅堂建筑室内空间进行了分 

割，因分割造成的强烈对比反而激发了造园者的 

灵感。造园者通过造型的圆与方、雕刻的细微与 

简洁等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对比，从而使厅堂室内 

富于变化。如苏州留园冠云峰前的“林泉者硕之 

馆”和狮子林的主厅“燕誉堂”均为鸳鸯厅形式。 

“林泉耆硕之馆”门屏以北的窗户为正方形，门屏 

以南的窗户则为近乎圆的八边形。“燕誉堂”门 

屏以南屋顶的梁为方形木材，饰以精细的雕刻； 

门屏以北屋顶的梁则 为圆形木材，几乎没有 

雕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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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万卷堂(网师园) 

但是，有的厅堂主要用于观景等功能，空间 

尺度较小，厅堂中心不需要柱子来承重，故没有 

柱子，也就没有设计门屏。另外，狭小的室内空 

间若设计屏门将会使空间显得更加局促，所以只 

象征性地在其中一面墙壁上悬挂书画，前置椅凳 

几案等，但并不让人感觉少了什么东西。因为人 

们会根据头脑 中形成的关于厅堂陈设格局的图 

式，在意象中补充上与之一体的屏门。有的厅堂 

因四面皆有可赏之景，故三面通透、一面开窗，窗 

前摆设几案，以示厅堂中心之意。实际上，几案 

后面通透的窗户“框”起来的室外风景不正是一 

幅绝妙的屏风画Lq?园林之妙，正在于此。 

同时，屏风演变为屏门后带来了其两边的罩 

的设计，罩上的图案往往是用硬木浮雕或透雕成 

几何图案或缠交的动植物、神话故事等。苏州、 

安徽、南京、宁波的木雕技艺在明代就以精、细、 

雅、丽名闻遐迩 ，被誉为木雕四大流派，苏式红木 

雕刻尤为一绝。清代建筑木雕工艺创造出嵌雕 

组合和贴雕两种形式，木雕技艺更加炉火纯青。 

“无雕不成屋，有刻斯为贵”。绮纹古拙、玲珑剔 

透的罩，成为室内空间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同 

时，屏风与罩的结合也对室内空间进行了进一步 

的巧妙分割，达到了风水学上所说的“藏风得水” 

的目的，可谓实用、审美兼得。 

二、对称、灵动的厅堂陈设格局 —●I■  

中国古代建筑以木构架为主，这就决定了中 

国建筑不能像西方石构建筑那样向高处发展，而 

只能在平面上延展，故形成了中国建筑之平面铺 

陈的特色，并在平面铺陈方面形成了一种简明的 

组织规律，那就是以“间”为单位构成单座建筑， 

再以单座建筑组成庭院，进而以庭院为单位，组 

成各种形式的组群。在组群的布置方面，以宫殿 

建筑为代表，多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以纵轴线 

为主、横轴线为辅进行设计，呈现较强的封闭性 

和向心性。这种布局方式便于安排家庭成员的 

住所，使尊卑、长幼、男女、主仆之间有明显的区 

别，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礼教制度。这种在 

方形或长方形平面内排列的方式，成为中国建筑 

设计之定式，对方形或长方形室内空间各元素的 

陈设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随着经济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园林艺术 

日益发展。与宫殿建筑追求严格对称的直线性 

特征不同，园林艺术追求“虽由人作、宛白天开” 

的意境，“选向非拘宅相”，故建筑自由布置，呈现 

自由的曲线美。厅堂为园林中之重要营造，承担 

着会客、娱乐等多重功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 

园主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品位。作为礼仪化的 

空间营构，厅堂在园林中占据显要地位。《园冶》 

所载“安门须合厅方”，即是说园林其他建筑可以 

择地势随意布局，但安设门楼必须与厅堂的方向 

相符。故园林建筑的布局中也蕴含着秩序性，并 

非完全随意，其浪漫主义式的曲线仍然没有离开 

平面铺展的理性精神。在厅堂面阔上，《园 台》 

日：“厅堂立基，古以五间三间为率；须量地广窄， 

四间亦可，四间半亦可，再不能展舒，三间半亦 

可。”现存苏州拙政园的“海棠春坞”和留园的 

“揖峰轩”，就分别是一间半和两间半的特殊小 

筑，倒也自然雅致。可见，园林建筑的营造虽有 

程式但亦可变通，而厅堂之美恰在灵活变通的这 
一

部分表现出来。“深奥曲折，通前达后，全在斯 

半间中，生出幻境也。”园林厅堂建筑的这种设计 

思想同样也体现和运用于厅堂的室内陈设中。 

进入江南古典园林厅堂，迎面是 门屏或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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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它构成了室内陈设的轴心和主景，以之为中 

心，家具、陈设品做“兀”形接近对称式布局。有 

的门屏上悬挂字画，紧靠门屏设置条案、方桌或 

放一床榻，两边置方几；门屏前方的左右两侧则 

相对排列靠背椅及茶几。对称排列的格局营造 

出稳定、肃穆、中正的空间氛围。室内陈设之所 

以对称排列，其一是承继了传统建筑组群对称排 

列的设计传统：其二是由厅堂的地位和承担的功 

能决定的，厅堂既是个人休闲所在，也是会客、清 

谈、宴饮、处理家务所在，故像宫殿建筑一样以对 

称格局彰显“礼”的庄严；其三，这是针对厅堂室 

内空间限定的最可行、最合理的排列，江南古典 

园林厅堂的空间一般为方形，在极为有限的方形 

空间内要安排为数不少的若干成对的几案桌椅， 

最节省空间、流线最清晰的排列方式无疑是与厅 

堂方形平面的限定相一致的近似方形的排列。 

但对称式的陈设格局容易形成严肃、方正的 

理性氛围，似乎与园林中自然轻松的气氛不大协 

调，于是，像厅堂建筑一样，厅堂室内陈设也做了 

变通。这些变通首先体现在瓶、钟、石、镜、花等 

的配置上，它们的配置因不必追求左右对称，显 

得比较随意，更何况石、花卉本就是自然、不规则 

的形态。瓷器、钟表等亦因其色彩、质地、装饰风 

格的多元特点成为室内陈设中的活跃元素，可起 

到有效的点缀作用。这样看来，园林厅堂所谓对 

称的陈设格局，实际上是一种均衡的布置方法， 

在对称中蕴含着不对称的因子。正如《园冶》所 

说：“如端方中须寻曲折，到曲折处还定端方，相 

间得宜，错综为妙。” 

江南园林厅堂一般是朝南的，对此计成在 

． 《园冶》中做了解释：“堂者，当也。谓当正向阳 

之屋，以取堂堂高悬之意。”可见，厅堂朝南主要 

是为了居中向阳。故鸳鸯厅式的厅堂，其门屏之 

南面一般为冬天所用，北面为夏天所用。江南一 

般的民居厅堂亦以南北开敞为主，东西两个面常 

常封闭。但江南园林的很多厅堂在东西两面墙 

上均开了窗。其原因正在于“板壁常空，隐出别 

壶之天地”，即把室外的自然景物借入室内，通过 

借景、框景，室内因对称式陈设而造成的肃穆、沉 

闷的气氛得到缓解，与厅堂建筑中半间的作用相 

似，室外之景全通过窗而使室内“生出幻境”，进 

而也形成了窗前一几两椅的陈设格局。 

可见，江南古典园林厅堂在整体对称的格局 

中蕴含着灵活、多样、随意，这与造园之追求自然 

的初衷是一致的。 

三、尚古雅、重和谐的厅堂陈设格调一  

自明代中叶以后，江南地区工商业 日趋发 

达，物产丰富，市场繁荣，市民的文艺形式也越来 

越多样。江南又是文化发达地区，诗文书画人才 

辈出。同时，江南地区水道纵横、湖泊星布、土地 

肥沃、气候温润，故造园活跃，名园荟萃。在造园 

者中，不乏造诣很深的画家和艺术家，如文震亨、 

李渔、石涛、周秉忠等；还有原是文人，擅长绘画， 

后来参与园林的设计和施工，并不断进行总结而 

著书立说的，对我国园林艺术的提高起到了很大 

的推动作用，如计成、张南垣、戈裕良等。这些都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江南园林建筑及其室内陈 

设的书卷气和雅朴的特质。 

在江南文风繁盛的背景下，园林厅堂因诗书 

画的陈设而倍增古雅，其中尤以苏州为最。在江 

南古典园林中，厅堂屏门正中悬挂中堂书画、两 

侧配以堂联，柱子上悬挂着对联。诗、书、画的运 

用充分体现出园主人的文心，故明代书画家陈继 

儒在为其友人所作园记《青莲山房》中赞道：“主 

人无俗态，作圃见文心。”同时，诗文画作也渲染 

出厅堂的儒雅气息，使园林厅堂从物质的建构演 

变为园主人精神的寄托。 

相应地，万堂屏门前的桌、几、案上常置一些 

陈设品，如瓷器、观赏石、钟表、镜等。这同样与 

明清时期江南一带经济的繁荣和文人士大夫的 

爱好是分不开的。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 

六记载：“嘉靖末年，海内晏安，士大夫富厚者，以 

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物。”《袁中郎先生全 

集》卷十六也谈到苏州的“士大夫宝玩欣赏，与诗 

画并重”。当时文人士大夫不仅垂青于造园、书 

画，也好收藏，故江南园林厅堂多陈设陶瓷、青铜 

器等古物、太湖石等观赏石和钟表等外来品，借 

以彰显园主人的时尚品位。同时一些陈设品也 

因与吉祥寓意相连，故深受喜爱，如瓶与 “平 

(瓶)安”相连。如果说诗书画定下了室内陈设 

的基调，那么几案上小型陈设品则以其精巧古雅 

的姿态与之辉映，两者如苏绣之双面，主次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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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又互相依托，并最终共同形成厅堂陈设的古雅 

格调。 

江南园林厅堂古雅的气息也得益于其内部 

各要素的和谐统一。厅堂家具以古朴大方的褐 

色为主，与建筑梁柱门窗等的深褐色在色彩上保 

持一致。室内家具以木制家具为主，家具平面多 

为正方形或长方形，而室外家具贝0以石质居多， 

有一些家具形态会根据建筑特征进行设计，如园 

林扇厅内桌案往往设计为扇形。另外，家具与建 

筑都为木构框架，在结构上保持了共通性，在壶 

口、牙子等部位的处理上也保持了统一。同时， 

建筑雕饰和家具雕饰有时会采用同样的纹样和 

技法，且在家具与陈设品的选用、搭配和排列上， 

大小适宜，配合得当，主次分明，这一切使得厅堂 

室内陈设与建筑特点、空间氛围和谐相生。 

四、结论 

屏风演变成屏门的样式是建筑高度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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