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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扬州古典园林久负盛名，其独特的风格在中国园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依据文化空间理论，扬州古典园林的文化空间可分为原初文化空间、诗意化文

化空间和审美文化空间三个由物质形态直至本质的逐次递进的结构层次。作

为运河沿岸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扬州在新城市规划建设中应借鉴古典园林的

文化空间结构，有效提升城市文化品位，营造一个旧城保护开发合理、新城充满

现代活力、宜居宜游的空间环境，围绕建筑、公园主题营造文化空间，使诗意化

表达成为城市文化空间创造的主基调，以强化局域主题文化空间之间的诗意化

串联与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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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扬州有着２５００年的历
史，因运河漕运和盐业而经历长时期的商贸和

文化繁盛，明清与民初至巅峰，是中国东南部经

济和文化重镇之一，可谓富甲天下、人文荟萃。

扬州古典园林素负盛名，以何园、个园、汪氏小

苑等为代表的私家宅园和以瘦西湖等为代表的

城市园林，以其独特的风格在中国园林中占有

重要地位。

２０世纪后半叶，文化学研究的兴起有力地
推动了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地理学等空间学科

与人文学科的交叉和渗透，学者们开始将这些

被传统研究定义为纯物理性的空间同社会活

动、社会力量的产生与发展相联系，指出这些空

间具有社会属性，并从文化的生产运作、价值内

涵与符号意义等视角来考察空间及其与文化、

政治、日常生活和消费等之间的关系；认为空间

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要素，可称之为

“文化空间”。文化空间的提出，将设计艺术与

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深层次关系相关

联，极大地拓展了设计艺术的视野。本文拟以

此理论为指导，阐述扬州古典园林文化空间的

三个结构层次———原初文化空间、诗意化文化

空间和审美文化空间，指出这一结构是由物质

形态直至本质的逐次递进的结构关系，以期对

扬州和其他历史文化名城新城市建设提供一定

的理论与实践参考。

　　一、扬州古典园林的文化空间

　　自宋始，由于文人的主动参与，中国古典园
林正式进入文化思想表达的时代。明清两代，

因漕运兴盛和盐业繁荣，扬州再次成为中国东

南部一个商贾云集、文人汇聚的中心城市。加

之康熙、乾隆两帝均在六次南巡中多次临幸驻

跸，以个园等为代表的众多私家园林和以瘦西

湖为代表的大型城市园林由此而兴。同时，扬

州城市街区和私家宅园建设，扬州画派、扬州玉

器雕刻、雕版印刷、扬剧，以及扬州学派等进行

的一系列文化生产活动也因经济的繁荣而呈现

一派活力。

在此背景下，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盐商、文

人雅士和官僚阶层热情参与空间设计，将城市

空间由居住、商贸往来的属性，逐渐拓展为集

官、商、贸、居、游于一体，城市与山林一体，居住

与园林一体的空间形态。这一新的城市空间样

态实现了建筑空间、园林空间和其他公共空间

的高度融合，逐渐突破了自宋以后文人私家园

林崇尚的“独乐”和“隐逸”的文化主题，将园林

空间生产的意向、意图、意匠指向人对自然、社

会、生命终极意义的思考。这种本由建筑、山

水、花木等组合而成的园林空间，因文化要素的

系统植入与运用，极大地拓展了文化空间生产

的视野和结构层次。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园冶》）是明代著

名造园家计成在总结中国园林艺术文化空间生

产创造时所提出的务求必达的境界。即是说，

园林空间的营造，在模山范水中，并非只是对自

然景观的简单模拟，将自然山水局部之景进行

缩小移植，而是要求造园者能够从各种自然山

水之妙境中得到启迪，从中摄取众妙之精华，最

终形成一个既有自然之象而又非自然之象、毫

无人为雕琢痕迹的空间———“宛自天开”的人

化空间。这一空间生产之法就是老庄所倡导的

“道法自然”之学。老子在《道德经》中云：“故

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

其一焉。”［１］这里所说的“域”指的就是宇宙空

间，宇宙空间中的道、天、地、人是一个彼此相关

联的自然与社会的总体性存在。扬州园林文化

空间的生产，其实质就是那个时代以盐商为代

表的社会群体对中国传统文化天、地、人关系的

文化性体认。由此，这一特定文化空间便具备

了传统意义上文化空间所共有的可认识性和非

可认识性的基本特征。所谓可认识性，就是指

它是包含各种文化和艺术要素的真实性存在，

是人可以直接触摸和感受到的存在。所谓非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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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性，则是因为这一空间在生产创造过程中

将时空、人事融为一体，共同建构了一个具有完

整文化意义的叙事空间，这种空间叙事要求只

有所有在场参与者以其全部情感投入，充分地

拥抱场景，才能感悟到它的存在。王振复曾用

“建筑即宇宙，宇宙即建筑”［２］来高度总结中国

传统建筑文化空间生产的特点，这句话也可以

用来概括扬州古典园林文化空间的时空文化

特质。

　　二、扬州古典园林文化空间结构层次

　　扬州古典园林文化空间包括三个既相互独
立又相互关联且依次递进的结构层次。

１．原初文化空间
原初文化空间是园林文化空间的基本结构

层次，是空间生产者运用园林营造技艺特殊语

言（园林空间中单体造园要素）而创造出的原

初性物理空间，其要义在于对自然之实景的摄

取与模仿，表达造园者对自然意境以及人与自

然关系的哲学思考。

扬州古典园林空间的生产者（设计者和建

造者）们，在“模山范水”的空间建构中并未止

步于对自然山水的简单模仿，而是形成与自然

山水相似的原初性物理空间影像，在求实（可

视的原初文化空间形态）中不以实（可视的被

模拟的原初空间形态）求之。扬州古典园林空

间生产者充分运用山石的形态与色彩、植物的

形态与季相、建筑的造型与色彩、水体的体量与

曲直，以及背景的景物、景色，通过园林原初性

物理空间在平面的铺开与组织，将原本仅具物

理意义的空间延伸至对传统文化中宇宙、人伦

和民俗风情的阐释。例如，被誉为“清初四僧”

之一的大画家石涛笔下的个园“四季山”，春山

利用碧竹与石笋来表现春之萌动；夏山利用青

灰湖石的嶙峋和流水，来彰显夏日的奇峰叠嶂

和云卷云舒；秋山则巧用黄石的厚重粗犷和漫

山红叶，描绘出“秋山明镜而如妆”的图景；冬

山则倚墙叠置洁白圆浑的宣石（雪石），南面高

耸的灰色砖墙上留有数个圆形漏窗，借高墙与

庭院火巷（扬州古民居中建筑群与建筑群之间

交通与防火功能兼具的通道）狭长空间形成的

气流变化，穿过漏窗而使人产生北风呼啸的身

体感受。加之宣石内所含石英，迎光闪闪发亮，

形成北风呼啸、漫天飞雪的意象。扬州古典园

林空间生产者通过偿水相土、仰观俯察之法来

展现“法天地，象四时，顺于仁义”（《史记·日

者列传》）之法，以期“与天地相似，故不违”

（《易·系辞上》）之功用，从而进入了宇宙自然

之秩序和生命的伦理之道———“万物不伤，群

生不夭”（《庄子·缮性》）。这种对宇宙自然生

生之美的再现，是扬州园林文化空间生产者对

人的生命生生不息共同属性的体认。这样一

来，人们可以从这些有限的设计要素中体悟出

宇宙天地和人的生命世界的生生不息的精神，

回归到与宇宙自然的共同律动来达到对自我精

神世界的超越。

２．诗意化文化空间
诗意化文化空间，强调在园林原初文化空

间的基础上，利用造园语言（造园要素和方法）

对扬州地域的民俗、民风、主流文化和空间生产

者群体价值观念进行诗意化叙述。

如果说园林空间生产者秉持“求实不以实

求之”的营造理念，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宇

宙秩序、生命伦理秩序的共同认知，进而将自然

的园林原初性物理空间转化为人化的原初文化

空间，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的话，基于扬州地域

文化与社会群体性价值取向的装饰艺术与时空

组合的出场与参与，则成功地完成了园林原初文

化空间向诗意化文化空间的转向。

赵士林认为，中国诗性文化有两个系统，一

个是以政治伦理为深层结构的“北国诗性文

化”，另一个是以审美自由为基本理念的“江南

诗性文化”［３］。对于“江南诗性文化”，笔者认

为其滥觞于魏晋而兴盛于两宋，其要义更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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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显了一些超越实用性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的审美创造与诗性气质，以及追求个体生命在

更高层次上自我实现的需要［４］。扬州因独特的

开放性地域文化特征，其园林文化空间生产直

接摆脱两宋以来对“隐逸”“独乐”的纠缠，以更

具开放性的“显”与“众”的介入，来打破封闭已

久的“隐”与“独”，或将“隐”“独”与“显”“众”

并置于同一空间，或将时空并置，建构起多元的

园林诗意化文化空间。汪氏小苑正厅“春晖

室”悬挂小篆长联“既肯构，亦肯堂，丹閕?茨，

喜见梓材能作室；无相犹，式相好，竹苞松茂，还

从雅什咏斯干”，出自《尚书》《诗经》，将家庭和

睦的兄弟们一起吟咏着《斯干》、联手建造房屋

这一图景展示在空间之中，来诗化般地期冀当

下和未来汪氏家族的和谐兴旺。汪家后院小苑，

一面南北矮墙将空间隔成两部分，向西有静瑞

馆，向东有厨房和储粮区，月洞门朝东，上刻有

“迎曦”两字，寓意早晨太阳从东边升起、阳光最

先洒向小苑。越过月洞门进入小苑西部，回头望

见月洞门上题有“小苑春深”，苑内小径通幽、花

木葱郁，不大的小苑将诗意化的生活展现得淋漓

尽致。这种用空间来主导时间，将时间进行空间

化，将人对界内文化空间的生存体验上升到对生

命价值意义的追问。这种对空间意蕴的诗性化

拓展，使空间成为“空间的人化”或“人化的空

间”，由此，空间因具有了生存性体验的特征，具

有了审美的文化意蕴。

３．审美文化空间
审美文化空间，以园林文化空间为场域，使

所有参与者通过对原初文化空间和诗意化文化

空间的感受性体验，与园林空间文化意境产生

情感上的共鸣，并进一步在精神层面对园林文

化空间进行审美再创造。

明清时期，富甲天下的扬州盐商群体是中

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准资产阶级的重要代表，作

为一股新兴社会力量，他们长期在传统道统观

念和资产阶级自由意识形态的冲突中徘徊挣

扎，这也成就了那个时代扬州地域文化的基本

特征。正是这一特殊文化背景，使扬州古典园

林文化空间营造在诗意化的基础上，还兼具鲜

明的“北国诗性文化”特征。这种审美文化空

间的创造，就是通过地域文化的充分介入，来完

成对古典“礼”“乐”意蕴的再叙事，从而展现出

一个有别于他者的、充满自身地域文化特色的

审美文化空间。

扬州地域文化，一方面，恪守中国传统文化

经典儒学所强调的将“自省”“践仁”“尽心知

性”作为修身的最高境界和人生的唯一归旨，

认为只有有效地打通天道、天命、仁与性的蔽

障，才能超越现实客观世界空间，由此进入主客

相融、物我一体的审美文化空间，最终实现得

“道”的“乐”境；另一方面，以盐商为代表的扬

州园林文化空间生产者们在突破宋以来私家园

林“独乐”的审美藩篱过程中，以相对开放的心

态，无论是城市园林还是宅园合一的私家宅园

的文化空间创造，在对自身生命“乐”的关注

中，将“群乐”作为追求精神与肉体、物我与时

空的终极审美境界。个园“宜雨轩”前的明柱

悬有“朝宜调琴，暮宜鼓瑟；旧雨适至，今雨初

来”的对联，把原本属于文人专有的“时间体

验”转化为诗性化的“空间意识”。而园中“暗

水流花径，清风满竹林”“秋从夏于声中入，春

在寒梅蕊上寻”等对联，则让人以经验的物性

空间作为触发点或感知基础；“竹宜著雨松宜

雪，花可参禅酒可仙”“物外闲身超世纲，人间

真乐在天伦”的对联，则以现实空间与想象或

回忆空间相交织，建构起跳出政治中心之“道”

和文人之“独乐”，转向人在现实空间中通过对

自然和吃、喝、玩、乐等感官性体验的言说，刻意

地回避了“驱之向善”追问的凝重，将人的视线

直接引向对在场生命意义的当下追问。这些均

以物质空间作为审美空间的触及点，把人对时

间的生命体验导向了诗意化的空间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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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古典园林文化空间特征对扬州

新城市建设的启示

　　大运河历史上曾贯通南北，在推动中国经

济政治发展进程中起到过重大作用，如今作为

世界文化遗产而为后人留下永久的记忆。作为

运河沿岸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扬州如何积极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之中，并将其转化为驱动

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股重要文化动能，在新

城市规划建设中有效提升城市文化品位，营造

一个旧城保护开发合理、新城充满现代活力、宜

居宜游的空间环境，是城市文化空间创建者必

须直面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国于１９６４年

制定的《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宪

章》提出建设性建议，“补足缺失的部分，必须

保持整体的和谐一致，但在同时，又必须使补足

的部分跟原来部分明显地区别，防止补足部分

使原有的艺术和历史见证失去真实性”，强调

其“留白”［５］在空间再生产中的意义与作用。

也就是说，在文物保护修缮过程中，应使古时遗

留的建筑部分和为保护遗产新建的部分进行明

显的颜色等方面的区分，让建筑新旧部分一目

了然。该宪章虽主要是针对文物古迹的保护提

出的建议，但其对历史文化名城的新城市建设，

如何有效地借鉴前人文化空间之创造方法，保

持文脉的延续和城市的现代性，仍具有一定的

启示。

扬州城区沿东西方向目前明显存在老城、

次新城和新城三个文化带，无论建筑还是景观

形态都明显存在历史记忆。扬州新城区近年来

发展迅速，其建筑风格以现代、后现代为主，密

度小、景观绿化面积较大是其主要特点。如何

围绕这些单体建筑体量巨大的现代、后现代建

筑进行景观绿化设计建设，照搬西方几何形景

观和传统园林景观显然均是不可行的，于是有

学者提出让扬州园林走出封闭环境展现在一个

开放的场域中。对于如何走出来并加以实施，

笔者以为学界首先应该从学术角度做出回应。

在充分研究扬州古典园林文化空间内在结构特

征的基础上，结合扬州历史街区、古民居宅园建

筑文化空间结构，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１．围绕建筑、公园主题营造文化空间

当代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景观主题已

经发生深刻变化。过去无论以瘦西湖为主体的

城市山林还是大量的私家宅园，由于用于居、

商、游的建筑体量较之景观要素差异不大，人们

的审美关注点也不以建筑为主，因而能很好地

将其纳入园林中进行整体性的审美空间创造。

当代建筑无论何种功能，因其明确的建筑功能

和巨大的体量，已经成为一个场域中的审美主

体，环境景观在此只能处于次要地位，这是一个

不争的事实。所以，围绕以建筑主题意象为中

心的环境景观意境的创造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同时，大众文化的兴起，以及历史文脉的碎片化、

快餐式审美、西方设计思想的传播，必然会影响

到环境景观的设计。景观设计要素随之会发生

相应变化，除传统园林设计要素外，西方园林艺

术中的几何化植物、带动力驱动的水体、光环境

等不可避免地会引入到环境景观设计中来。

近年来，政府相关部门已经意识到这种新

变化，在土地资源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依然修建

了三百余处主题公园，但处于大众审美视域中

的更大面积的公共景观空间建设尚需进行主题

性文化空间的创造，引入文化空间结构理论并

开展研究与实施是破解公共环境碎片化难题的

必要手段。要想使城市的建筑、公共环境空间、

主题性公园有效地形成一个具有历史文脉的整

体性文化空间，就需要城市主管部门开展包括

建筑在内的新城市文化研究，提炼出城市区域

化新文化主题，围绕城市文化主题来进行包括

建筑、街区景观、主题公园文化空间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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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诗意化表达应成为城市文化空间创造的

主基调

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创造，无论建筑、景观

主题和设计要素如何变化，其根本目的在于诠

释当代人对天、地、人关系的认识。

近年来，扬州市政府主管部门在城市主题

公园的建设上做出了大量的努力与尝试，取得

了显著效果。目前全市已建的三百余处城市主

题公园中，基于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的达

数十个，得到业界和民众的广泛认可与好评。

但所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各主题公园虽有

特色鲜明的个性化主题，但缺乏一个共同的文

化背景，难免使人产生碎片化感觉；受现代景观

设计理念的影响，过于重视形式的视觉美感，忽

略了人们在游玩过程中的诗意化审美体验。

景观园林化是城市文化空间诗意化的可尝

试路径之一，可以充分借鉴古典园林处理原初

文化空间、诗意化文化空间和审美文化空间之

间辩证关系的成功方法，尤其是在景观文化空

间诗意化创造中，关注传统园林艺术中如散点

透视、借景、以小见大、无尽、季相等由象生意、

由意生境的创造方法。景观文化空间的设计者

既要满足当代人的大众化审美需求，也要引导

参与者通过对诗意化文化空间的深度体验来领

悟传统地域文化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宇宙与

生命终极意义的追问，进而完成对真、善、美追

求的诠释。

３．强化局域主题文化空间的诗意化串联与

历史记忆

由单体建筑与其相应景观构成的每一个局

域主题文化空间，显示出不同的独立品格，这就

是一种借鉴古建筑修复的现代化“留白”。

目前影响局域主题文化空间诗意化表达的

因素颇多，如串联局域主题文化空间的街区道

路、广场、小区命名洋名泛化，让人不知所云。

作为古代繁盛的商贸和文化重镇，历史上文人

墨客留下无数歌咏扬州的诗词名句，以及大量

的非物质文化遗存，这些应成为街道、广场、小

区等空间命名的丰富资源，以唤起人们对以往

历史的美好记忆。

如何将每一个局域主题文化空间通过富于

历史记忆命名的街区相关联，创造出一个诗意

化的新城市文化空间，成为运河沿岸历史名城

文化空间创造者的历史使命。人们在游览这个

新城市文化空间的过程中会步移景异，穿越时

空，品味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相辉映，由流

动的时空来体认天地之美。

质言之，对于历史文化名城扬州新城市建

设来说，如果以文化学视角来加以审视，就应当

在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中通过借鉴古典园林文化

空间建造处理原初文化空间、诗意化文化空间

和审美文化空间之间的有机联系，来表达对宇

宙自然、社会和个体价值的共同体认，综合性地

解决旧城保护、新城建设中文脉的延续和现代

化的矛盾，摆脱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千城一面”

的同质化现象，使人们真正诗意化地栖息于

“天人合一”的城市空间之中。同时，诗意化地

栖息于人类自我的精神空间之中，也是扬州新

城市文化空间建设的要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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