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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ETIC LANDSCAPE ARCHITECTURE诗意的风景园林本期专题

1 园林与爱情故事

发生于园林中的爱情故事，常见于中国古典文学当中，特

别是戏曲小说如《牡丹亭》《红楼梦》《西厢记》《墙头马上》

等，而以《浮生六记》为代表的古代笔记典籍中，大量描述承

载古代夫妻恩爱生活的园林却很少。著名学者陈寅恪在《元白

诗笺证稿》中说：“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

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

房燕昵之情景，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

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

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然其时代已距今较近矣。”[1]这是实际

的爱情生活笔记流传下来较少的原因。有学者认为：“后花园

连同园中之情是作者按照理想主义而非理性主义的原则塑造，

所谓‘理之所必无，情之所必有’；尽管后花园的布局与现实

生活中的私家园林不乏相似之处，但青年女子可以随时徜徉其

间的设计却表明这仍是罗曼蒂克意义而非写实意义的环境。”[2]

在“后花园模式”[3]下，才子佳人们摆脱了社会规则和宅内的礼

法约束，在避人视线的园林空间中相遇相爱，情感得以释放。

本研究试图从爱情与园林的最佳虚构代表作《牡丹亭》

和较为详细记载的爱情笔记《浮生六记》这两个一虚一实的典

籍，从环境行为和环境心理的角度，来尝试讨论传统生活中爱

情与园林空间的关系，心理发生和行为发生空间之间的关系，

以及相关特点对现代园林设计的启示。

2 园林与爱情关系的研究

园林与其他的社会空间相比，因为围墙等一些园林要素

的存在，使之成为一个独特的、有别于其他社会空间的场所，

具有强大的私密性、隐蔽性和神秘性，在外界看来，是私人

消遣的隐秘之处，不容轻易靠近和探究。“人对私密空间的选

择可以表现为一个人独处，希望按照自己的愿望支配自己的环

境，或几个人亲密相处不愿受他人干扰，或者反映个人在人群

中不求闻达、隐姓埋名的倾向。”[4]中国园林追求“曲径通幽”

的空间格局，喜欢设计复杂地形，采取各种手法来组织安排

丰富多彩的空间，内向型空间和贴近自然的环境符合人们“隐”

与“藏”的心理，可能容易激发人们的私密情感，诸如对爱情

的向往或者爱情本身的发生。如柳永《正宫 ·玉女摇仙佩》一

词中“须信画堂绣阁，皓月清风，忍把光阴轻弃。自古至今，

佳人才子，少得当年双美，且恁相偎依。”[5]这里描写的“皓月

清风”“画堂绣阁”的园林生活场景，正是园林中的景致与人

的情感的和谐共融。

爱情是个体与个体之间强烈的依恋、亲近、向往，以及

无私、无所不尽其心的情感。著名精神分析家弗洛伊德认为，

在人的一切行为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本能，人的心理驱动

力都是从本能中获取的。性本能作为人类最原始的生命冲动，

常常受到意识、社会伦理、道德准则的制约和压抑 [6]。由此，

对于爱情心理发生场所相较于爱情行为发生场所来看，后者更

有着私密场所的规定，这是讨论传统园林与爱情关系的前提。

本文通过《牡丹亭》与《浮生六记》两个典籍，对园林与

爱情之间的关系进行解读，分析园林中爱情心理发生和行为发

生的特殊空间模式，以获取空间的具体特点，甚至要素的一

些选择表达。

2.1 《牡丹亭》

明万历四十五年，剧作家汤显祖创作了《牡丹亭》[7]。该

剧描写了官家千金杜丽娘春游牡丹亭，发起春情，梦柳梦梅，

而倾心相爱的故事 [8]。牡丹亭有学者讨论是在江西大余南安府

的遗迹 [9-10]。但由于还没有充分实现论证，故此仍以牡丹亭的

描写为汤显祖所为，不去讨论牡丹亭园林的真实情况。

2.1.1 园林要素描述（见表1）

根据表1的戏文抽取，提取其中的园林要素主要有：牡丹

亭（编号8、17）、芍药栏（编号7、8、10、16）、水阁（编号13）、

榭（编号14）、画廊（编号8）、画船（编号5、13）、秋千（编号2、

10、13）、太湖石山（编号2、7、8、10）、杜鹃（编号6）、荼蘼

（编号6）、牡丹（编号6）、芍药（编号8）、垂杨（编号8）、榆树

（编号8）、梅树（编号11）、竹（编号14）。根据编号6、7、10，

可以得知其中牡丹亭、芍药栏、太湖石山、秋千的位置关系是

相距较近的。其中芍药栏是与牡丹亭相配的赏花场所，为长

廊式建筑，“回”字形结构，栏中有假山，放置有太湖石，栏

内栽种芍药，“回”字形廊门挂有楹联、字画，备有坐椅，人

既可漫步栏内，又可歇息 [11]。综上可作图1所示：1～6是杜丽

娘游园思春之处，花园空间变换较多，动线为湖边，荼蘼架、

看花等满园春色。7是杜丽娘和柳生爱情发生之地，仅是一个

固定的较为隐蔽的场所，即芍药栏旁、牡丹亭旁、湖山石边。

而8～11为杜丽娘相思寻梦的空间，同整个花园的空间进行回

应，同时集中到7、12～15为柳梦梅游园拾画，花园空间尽显

凄凉衰败之气。16是柳郎居住梅花馆屋外描写，17描述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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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园林作为人们生活、游憩，乃至抒发情感、表现其精神世界的

诗意场所，似乎同爱情的发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界定爱情相关的园林

空间为男女产生情愫的场所，包括一男一女相处、其中一方单独相思、一群人

中男女相互倾心等情况。在周维权、彭一刚、汪菊渊等学者所著历史书籍中可

以看出，前人在园林的造园手法、空间结构等研究领域颇有成果，但对于古人

真实的生活场景却较少关注，而古人的情感同园林空间联系的研究就更少。我

们可能难以找到古人真实生活的历史依据，但从古典戏曲、散文笔记中，能通

过文学家或者笔记者的视角发现园林与爱情之间存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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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ETIC LANDSCAPE ARCHITECTURE诗意的风景园林本期专题

1 园林与爱情故事

发生于园林中的爱情故事，常见于中国古典文学当中，特

别是戏曲小说如《牡丹亭》《红楼梦》《西厢记》《墙头马上》

等，而以《浮生六记》为代表的古代笔记典籍中，大量描述承

载古代夫妻恩爱生活的园林却很少。著名学者陈寅恪在《元白

诗笺证稿》中说：“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

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

房燕昵之情景，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

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

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然其时代已距今较近矣。”[1]这是实际

的爱情生活笔记流传下来较少的原因。有学者认为：“后花园

连同园中之情是作者按照理想主义而非理性主义的原则塑造，

所谓‘理之所必无，情之所必有’；尽管后花园的布局与现实

生活中的私家园林不乏相似之处，但青年女子可以随时徜徉其

间的设计却表明这仍是罗曼蒂克意义而非写实意义的环境。”[2]

在“后花园模式”[3]下，才子佳人们摆脱了社会规则和宅内的礼

法约束，在避人视线的园林空间中相遇相爱，情感得以释放。

本研究试图从爱情与园林的最佳虚构代表作《牡丹亭》

和较为详细记载的爱情笔记《浮生六记》这两个一虚一实的典

籍，从环境行为和环境心理的角度，来尝试讨论传统生活中爱

情与园林空间的关系，心理发生和行为发生空间之间的关系，

以及相关特点对现代园林设计的启示。

2 园林与爱情关系的研究

园林与其他的社会空间相比，因为围墙等一些园林要素

的存在，使之成为一个独特的、有别于其他社会空间的场所，

具有强大的私密性、隐蔽性和神秘性，在外界看来，是私人

消遣的隐秘之处，不容轻易靠近和探究。“人对私密空间的选

择可以表现为一个人独处，希望按照自己的愿望支配自己的环

境，或几个人亲密相处不愿受他人干扰，或者反映个人在人群

中不求闻达、隐姓埋名的倾向。”[4]中国园林追求“曲径通幽”

的空间格局，喜欢设计复杂地形，采取各种手法来组织安排

丰富多彩的空间，内向型空间和贴近自然的环境符合人们“隐”

与“藏”的心理，可能容易激发人们的私密情感，诸如对爱情

的向往或者爱情本身的发生。如柳永《正宫 ·玉女摇仙佩》一

词中“须信画堂绣阁，皓月清风，忍把光阴轻弃。自古至今，

佳人才子，少得当年双美，且恁相偎依。”[5]这里描写的“皓月

清风”“画堂绣阁”的园林生活场景，正是园林中的景致与人

的情感的和谐共融。

爱情是个体与个体之间强烈的依恋、亲近、向往，以及

无私、无所不尽其心的情感。著名精神分析家弗洛伊德认为，

在人的一切行为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本能，人的心理驱动

力都是从本能中获取的。性本能作为人类最原始的生命冲动，

常常受到意识、社会伦理、道德准则的制约和压抑 [6]。由此，

对于爱情心理发生场所相较于爱情行为发生场所来看，后者更

有着私密场所的规定，这是讨论传统园林与爱情关系的前提。

本文通过《牡丹亭》与《浮生六记》两个典籍，对园林与

爱情之间的关系进行解读，分析园林中爱情心理发生和行为发

生的特殊空间模式，以获取空间的具体特点，甚至要素的一

些选择表达。

2.1 《牡丹亭》

明万历四十五年，剧作家汤显祖创作了《牡丹亭》[7]。该

剧描写了官家千金杜丽娘春游牡丹亭，发起春情，梦柳梦梅，

而倾心相爱的故事 [8]。牡丹亭有学者讨论是在江西大余南安府

的遗迹 [9-10]。但由于还没有充分实现论证，故此仍以牡丹亭的

描写为汤显祖所为，不去讨论牡丹亭园林的真实情况。

2.1.1 园林要素描述（见表1）

根据表1的戏文抽取，提取其中的园林要素主要有：牡丹

亭（编号8、17）、芍药栏（编号7、8、10、16）、水阁（编号13）、

榭（编号14）、画廊（编号8）、画船（编号5、13）、秋千（编号2、

10、13）、太湖石山（编号2、7、8、10）、杜鹃（编号6）、荼蘼

（编号6）、牡丹（编号6）、芍药（编号8）、垂杨（编号8）、榆树

（编号8）、梅树（编号11）、竹（编号14）。根据编号6、7、10，

可以得知其中牡丹亭、芍药栏、太湖石山、秋千的位置关系是

相距较近的。其中芍药栏是与牡丹亭相配的赏花场所，为长

廊式建筑，“回”字形结构，栏中有假山，放置有太湖石，栏

内栽种芍药，“回”字形廊门挂有楹联、字画，备有坐椅，人

既可漫步栏内，又可歇息 [11]。综上可作图1所示：1～6是杜丽

娘游园思春之处，花园空间变换较多，动线为湖边，荼蘼架、

看花等满园春色。7是杜丽娘和柳生爱情发生之地，仅是一个

固定的较为隐蔽的场所，即芍药栏旁、牡丹亭旁、湖山石边。

而8～11为杜丽娘相思寻梦的空间，同整个花园的空间进行回

应，同时集中到7、12～15为柳梦梅游园拾画，花园空间尽显

凄凉衰败之气。16是柳郎居住梅花馆屋外描写，17描述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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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园林作为人们生活、游憩，乃至抒发情感、表现其精神世界的

诗意场所，似乎同爱情的发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界定爱情相关的园林

空间为男女产生情愫的场所，包括一男一女相处、其中一方单独相思、一群人

中男女相互倾心等情况。在周维权、彭一刚、汪菊渊等学者所著历史书籍中可

以看出，前人在园林的造园手法、空间结构等研究领域颇有成果，但对于古人

真实的生活场景却较少关注，而古人的情感同园林空间联系的研究就更少。我

们可能难以找到古人真实生活的历史依据，但从古典戏曲、散文笔记中，能通

过文学家或者笔记者的视角发现园林与爱情之间存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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凄凉的花园，请回杜丽娘之身。

2.1.2 园林空间描述

从“闺塾”游园，到“惊梦”“寻梦”，再到后来“拾画”

的柳梦梅游梅花观，《牡丹亭》这一爱情剧的主要情节都发生

在汤显祖描写的南安太守府的后花园，也即后来的梅花观里，

园林中的亭台楼阁、花草树木是为主人公杜丽娘的爱情梦想铺

就的空间背景：“画廊金粉半零星，池馆苍苔一片青”“绕得流

觞曲水，面着太湖大石”的园林美景，“朝飞暮翠轩，雨丝风

片，烟波画船”的美妙意境。

南安府后花园是杜丽娘思春、和柳生相遇以及杜丽娘打发

相思的三个场景之处。其中和柳生相遇的定情之所比较固定在

范围较小的空间，为爱情行为发生的空间，为丽娘的思念高潮

之处，而思春游园和相思游园皆是较大的园林空间。杜丽娘死

后，后花园变成梅花观，为柳生春病闲游、游园拾画，为衰

颓伤景、狼藉萧条、荒草荆藤，从满园春色变成满园萧杀。

2.1.3 园林植物描述

在牡丹亭中，牡丹、芍药、垂柳、青梅等富含春意的自然

意象也带有爱情的隐喻，它们在杜柳的爱情发生过程中被作者

反复提到。牡丹开在春盛之时，是花中之王，剧中象征着杜丽

表1  《牡丹亭》有关园林描述戏文部分抽取 [12]

编号 章节 内容

1 闺塾 原来有座大花园，花明柳绿，好耍子哩！

2 闺塾 景致么，有亭台六七座，秋千一两架，绕的流觞曲水，面着太湖山石，名花异草，委实华丽。

3 惊梦 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人立小庭深院。

4 惊梦
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行介）你看：“画廊金粉半零星，池馆苍苔一片青。踏草怕泥新绣袜，惜花

疼煞小金铃。”（旦）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5 惊梦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

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式看的这韶光贱！

6 惊梦

（贴）是花都放了，那牡丹还早。

（旦）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荼蘼外烟丝醉软。春香啊，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的先！（贴）成对儿莺燕啊。（合）

闲凝眄，生生燕语明如翦，呖呖莺歌溜的圆。（旦）去罢。（贴）这园子委是观之不足也。（旦）提他怎的！（行

介）观之不足由他缱，便赏遍了十二亭台是枉然。到不如兴尽回家闲过遣。

7 惊梦
（生持柳枝上）“莺逢日暖歌声滑，人遇风情笑口开。一径落花随水入，今朝阮肇到天台。”恰好花园内，折取

垂柳半枝。姐姐，你既淹通书史，可作诗以赏此柳枝乎？转过这芍药栏前，紧靠着湖山石边。

8 寻梦

一径行来，喜的园门洞开，守花的都不在。则这残红满地呵！哎，睡荼靡抓住裙衩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好处牵。

这一湾流水呵！何意婵娟，小立在垂垂花树边？才朝膳，个人无伴怎游园？画廊前，深深蓦见衔泥燕，随步名园

是偶然。

9 寻梦
那一答可是湖山石边，这一答是牡丹亭畔，嵌雕栏芍药芽儿浅。一丝丝垂杨线，一丢丢榆荚钱。线儿春甚金钱

吊转。

10 寻梦
他倚太湖石，立着咱玉婵娟。待把俺玉山推倒，便日暖玉生烟。捱过雕栏，转过秋千，掯着裙花展。敢席着地，

怕天瞧见。好一会分明，美满幽香不可言。呀，无人之处，忽然大梅树一株，梅子磊磊可爱。

11 寻梦
偶然间心似缱，在梅树边。似这等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倂香魂一片，

阴雨梅天，守的个梅根相见。

12 拾画

则见风月暗消磨，画墙西正南侧左。苍苔滑擦，倚逗着断垣低垛。因何蝴蝶门儿落合？客来过，年月偏多，刻

划尽琅玕千个。早则是寒花绕砌，荒草成窠。偌大梅花观，少甚园亭消遣。（净）此后有花园一座，虽然亭榭荒

芜，颇有闲花点缀。则留散闷，不许伤心。（生）怎的得伤心也！（净作叹介）是这般说。你自去游便了。从西廊

转画墙而去，百步之外，便是篱门。三里之遥，都为池馆。你尽情玩赏，竟日消停，不索老身陪去也。“名园随客

到，幽恨少人知。”（下）（生）即有后花园，就此迤逦而去。（行介）这是西廊下了。（行介）好个葱翠的篱门，倒

了半架。（叹介）（集唐）“凭阑仍是玉阑干王初，四面墙垣不忍看张隐。想得当时好风月韦庄，万条烟罩一时乾

李山甫。”（到介）呀，偌大一个园子也。

则见风月暗消磨，画墙西正南侧左。（跌介）苍苔滑擦，倚逗着断垣低垛，因何蝴蝶门儿落合？原来以前游客颇

盛，题名在竹林之上。客来过，年月偏多，刻画尽琅玕千个。咳，早则是寒花绕砌，荒草成窠。怪哉，一个梅花

观，女冠之流，怎起的这座大园子？好疑惑也。便是这湾流水呵！

13 拾画

门儿锁，放着着武陵源一座，好处教颓堕。断烟中，见水阁摧残，画船抛躲，冷秋千尚挂下裙拖。门儿锁，放着

这武陵源一座。恁好处教颓堕！断烟中见水阁摧残，画船抛躲，冷秋千尚挂下裙拖。又不是曾经兵火，似这般

狼藉呵，敢断肠人远、伤心事多？待不关情么，恰湖山石畔留着你打磨陀。好一座山子哩。（窥介）呀，就里一

个小匣儿

14 拾画 小嵯峨，压的这旃檀合，便做了好相观音悄楼阁。片石峰前，那片石峰前，多则是飞来石，三生因果。

15 拾画 一生为客恨情多，过冷淡园林日午矬。

16 冥誓 画阑风摆竹横斜，惊鸦闪落在残红榭。

17 回生
老姑姑，已到后园。只见半亭瓦砾，满地荆榛。绣带重寻，袅袅藤花夜合；罗裙欲认，青青蔓草春长。则记的太

湖石边，是俺拾画之处。依稀似梦，恍惚如亡。怎生是好？（净）秀才不要忙，梅树下堆儿是了。

娘的青春和美貌。《诗经 ·郑风》中有一首《溱洧》中写“维士

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13]，描述的是春暖花开、雪融

河涨之时，年轻男女到河边嬉戏交游，彼此打情骂俏，相互

赠送勺（芍）药花作为定情信物的画面，芍药自古就被人们用

来象征爱情；柳树常用来赞美女子的柔美；青梅常常用来代指

女子，比喻青春韶光，表现女子对爱情的渴求。这些自然要素

与丽娘的青春韶华互为映衬，既烘托出梦境的美好，也表达出

情感的炽热，承载着关于青春、生命与爱情等多重至情意蕴。

对美好事物的向往、追求是人的天性，相比于闺房、厅堂

的刻板、沉闷，春天的花园充满了勃勃生机，散发着鲜活的生

命气息，是相对自由的空间，人与自然在园林中相互感应，情

感同自然景物也相互对应，因为管理的不同，后花园以及梅花

观为牡丹亭人物活动时带上贴合的园林状态。

“中国园林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境域空间，它随着春夏秋

冬的四季更替，随着四季中阴晴风雨霜雪云等天时景象的变换

而不断发生变化，这种自然天象的动态变化使一个静态的自然

景象空间变得更加鲜活生动起来”[14]。《牡丹亭》中，在杜柳

两人爱情发展的不同阶段，汤显祖描写的园林的要素与景色也

不尽相同，对于园林岁月的变迁和更替不乏恰当描绘。而其中

对春日花卉的描述，是重要而显著的，花是杜丽娘产生春情的

关键要素。到了梅花观，曾经春情荡漾的牡丹、芍药、榆钱、

荼蘼架等，成为闲花（野花荒草）而亭榭荒芜，而柳生看到的

梅花观更是梅花树下一堆，即为丽娘之坟。不变的只有太湖

石、倒塌的飞来石等，以及断墙颓垣、半亭瓦砾、冷秋千、竹

林等，从一个被管理的南安太守后花园到一个疏于打理的坟冢

的梅花观，成为两个不同性质的园林。同出一个地方不同的配

置，显然带给人的情绪与反应也是不同的。

2.2 《浮生六记》

《浮生六记》是清代文人沈复的作品，是以抒情散文的形

式描述他与妻子布衣素食的日常生活，不同于《牡丹亭》，这

是一部生活实录。

2.2.1 园林要素描述

从作品中抽取有关园林的描述（见表2）：

客居会稽时（编号1），周围景致幽美，使作者更加思念家

乡、思念妻子，竹影、月色、风声、蕉窗，自然景物形成的灵

动意象交融在一起，形成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构成园林最

1

1. 牡丹亭园林示意图（注：根据书中提及绘制，
其他未提及部分不作布点）

古典园林空间与爱情关系的分析研究——以《牡丹亭》和《浮生六记》为例     谷光灿  冯诗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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凄凉的花园，请回杜丽娘之身。

2.1.2 园林空间描述

从“闺塾”游园，到“惊梦”“寻梦”，再到后来“拾画”

的柳梦梅游梅花观，《牡丹亭》这一爱情剧的主要情节都发生

在汤显祖描写的南安太守府的后花园，也即后来的梅花观里，

园林中的亭台楼阁、花草树木是为主人公杜丽娘的爱情梦想铺

就的空间背景：“画廊金粉半零星，池馆苍苔一片青”“绕得流

觞曲水，面着太湖大石”的园林美景，“朝飞暮翠轩，雨丝风

片，烟波画船”的美妙意境。

南安府后花园是杜丽娘思春、和柳生相遇以及杜丽娘打发

相思的三个场景之处。其中和柳生相遇的定情之所比较固定在

范围较小的空间，为爱情行为发生的空间，为丽娘的思念高潮

之处，而思春游园和相思游园皆是较大的园林空间。杜丽娘死

后，后花园变成梅花观，为柳生春病闲游、游园拾画，为衰

颓伤景、狼藉萧条、荒草荆藤，从满园春色变成满园萧杀。

2.1.3 园林植物描述

在牡丹亭中，牡丹、芍药、垂柳、青梅等富含春意的自然

意象也带有爱情的隐喻，它们在杜柳的爱情发生过程中被作者

反复提到。牡丹开在春盛之时，是花中之王，剧中象征着杜丽

表1  《牡丹亭》有关园林描述戏文部分抽取 [12]

编号 章节 内容

1 闺塾 原来有座大花园，花明柳绿，好耍子哩！

2 闺塾 景致么，有亭台六七座，秋千一两架，绕的流觞曲水，面着太湖山石，名花异草，委实华丽。

3 惊梦 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人立小庭深院。

4 惊梦
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行介）你看：“画廊金粉半零星，池馆苍苔一片青。踏草怕泥新绣袜，惜花

疼煞小金铃。”（旦）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5 惊梦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

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式看的这韶光贱！

6 惊梦

（贴）是花都放了，那牡丹还早。

（旦）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荼蘼外烟丝醉软。春香啊，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的先！（贴）成对儿莺燕啊。（合）

闲凝眄，生生燕语明如翦，呖呖莺歌溜的圆。（旦）去罢。（贴）这园子委是观之不足也。（旦）提他怎的！（行

介）观之不足由他缱，便赏遍了十二亭台是枉然。到不如兴尽回家闲过遣。

7 惊梦
（生持柳枝上）“莺逢日暖歌声滑，人遇风情笑口开。一径落花随水入，今朝阮肇到天台。”恰好花园内，折取

垂柳半枝。姐姐，你既淹通书史，可作诗以赏此柳枝乎？转过这芍药栏前，紧靠着湖山石边。

8 寻梦

一径行来，喜的园门洞开，守花的都不在。则这残红满地呵！哎，睡荼靡抓住裙衩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好处牵。

这一湾流水呵！何意婵娟，小立在垂垂花树边？才朝膳，个人无伴怎游园？画廊前，深深蓦见衔泥燕，随步名园

是偶然。

9 寻梦
那一答可是湖山石边，这一答是牡丹亭畔，嵌雕栏芍药芽儿浅。一丝丝垂杨线，一丢丢榆荚钱。线儿春甚金钱

吊转。

10 寻梦
他倚太湖石，立着咱玉婵娟。待把俺玉山推倒，便日暖玉生烟。捱过雕栏，转过秋千，掯着裙花展。敢席着地，

怕天瞧见。好一会分明，美满幽香不可言。呀，无人之处，忽然大梅树一株，梅子磊磊可爱。

11 寻梦
偶然间心似缱，在梅树边。似这等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倂香魂一片，

阴雨梅天，守的个梅根相见。

12 拾画

则见风月暗消磨，画墙西正南侧左。苍苔滑擦，倚逗着断垣低垛。因何蝴蝶门儿落合？客来过，年月偏多，刻

划尽琅玕千个。早则是寒花绕砌，荒草成窠。偌大梅花观，少甚园亭消遣。（净）此后有花园一座，虽然亭榭荒

芜，颇有闲花点缀。则留散闷，不许伤心。（生）怎的得伤心也！（净作叹介）是这般说。你自去游便了。从西廊

转画墙而去，百步之外，便是篱门。三里之遥，都为池馆。你尽情玩赏，竟日消停，不索老身陪去也。“名园随客

到，幽恨少人知。”（下）（生）即有后花园，就此迤逦而去。（行介）这是西廊下了。（行介）好个葱翠的篱门，倒

了半架。（叹介）（集唐）“凭阑仍是玉阑干王初，四面墙垣不忍看张隐。想得当时好风月韦庄，万条烟罩一时乾

李山甫。”（到介）呀，偌大一个园子也。

则见风月暗消磨，画墙西正南侧左。（跌介）苍苔滑擦，倚逗着断垣低垛，因何蝴蝶门儿落合？原来以前游客颇

盛，题名在竹林之上。客来过，年月偏多，刻画尽琅玕千个。咳，早则是寒花绕砌，荒草成窠。怪哉，一个梅花

观，女冠之流，怎起的这座大园子？好疑惑也。便是这湾流水呵！

13 拾画

门儿锁，放着着武陵源一座，好处教颓堕。断烟中，见水阁摧残，画船抛躲，冷秋千尚挂下裙拖。门儿锁，放着

这武陵源一座。恁好处教颓堕！断烟中见水阁摧残，画船抛躲，冷秋千尚挂下裙拖。又不是曾经兵火，似这般

狼藉呵，敢断肠人远、伤心事多？待不关情么，恰湖山石畔留着你打磨陀。好一座山子哩。（窥介）呀，就里一

个小匣儿

14 拾画 小嵯峨，压的这旃檀合，便做了好相观音悄楼阁。片石峰前，那片石峰前，多则是飞来石，三生因果。

15 拾画 一生为客恨情多，过冷淡园林日午矬。

16 冥誓 画阑风摆竹横斜，惊鸦闪落在残红榭。

17 回生
老姑姑，已到后园。只见半亭瓦砾，满地荆榛。绣带重寻，袅袅藤花夜合；罗裙欲认，青青蔓草春长。则记的太

湖石边，是俺拾画之处。依稀似梦，恍惚如亡。怎生是好？（净）秀才不要忙，梅树下堆儿是了。

娘的青春和美貌。《诗经 ·郑风》中有一首《溱洧》中写“维士

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13]，描述的是春暖花开、雪融

河涨之时，年轻男女到河边嬉戏交游，彼此打情骂俏，相互

赠送勺（芍）药花作为定情信物的画面，芍药自古就被人们用

来象征爱情；柳树常用来赞美女子的柔美；青梅常常用来代指

女子，比喻青春韶光，表现女子对爱情的渴求。这些自然要素

与丽娘的青春韶华互为映衬，既烘托出梦境的美好，也表达出

情感的炽热，承载着关于青春、生命与爱情等多重至情意蕴。

对美好事物的向往、追求是人的天性，相比于闺房、厅堂

的刻板、沉闷，春天的花园充满了勃勃生机，散发着鲜活的生

命气息，是相对自由的空间，人与自然在园林中相互感应，情

感同自然景物也相互对应，因为管理的不同，后花园以及梅花

观为牡丹亭人物活动时带上贴合的园林状态。

“中国园林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境域空间，它随着春夏秋

冬的四季更替，随着四季中阴晴风雨霜雪云等天时景象的变换

而不断发生变化，这种自然天象的动态变化使一个静态的自然

景象空间变得更加鲜活生动起来”[14]。《牡丹亭》中，在杜柳

两人爱情发展的不同阶段，汤显祖描写的园林的要素与景色也

不尽相同，对于园林岁月的变迁和更替不乏恰当描绘。而其中

对春日花卉的描述，是重要而显著的，花是杜丽娘产生春情的

关键要素。到了梅花观，曾经春情荡漾的牡丹、芍药、榆钱、

荼蘼架等，成为闲花（野花荒草）而亭榭荒芜，而柳生看到的

梅花观更是梅花树下一堆，即为丽娘之坟。不变的只有太湖

石、倒塌的飞来石等，以及断墙颓垣、半亭瓦砾、冷秋千、竹

林等，从一个被管理的南安太守后花园到一个疏于打理的坟冢

的梅花观，成为两个不同性质的园林。同出一个地方不同的配

置，显然带给人的情绪与反应也是不同的。

2.2 《浮生六记》

《浮生六记》是清代文人沈复的作品，是以抒情散文的形

式描述他与妻子布衣素食的日常生活，不同于《牡丹亭》，这

是一部生活实录。

2.2.1 园林要素描述

从作品中抽取有关园林的描述（见表2）：

客居会稽时（编号1），周围景致幽美，使作者更加思念家

乡、思念妻子，竹影、月色、风声、蕉窗，自然景物形成的灵

动意象交融在一起，形成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构成园林最

1

1. 牡丹亭园林示意图（注：根据书中提及绘制，
其他未提及部分不作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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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他们登高眺望、品茗作诗，抛去了俗世杂念，怡然自得。

借住老仆妇家避暑时，虽位于乡野，但绿荫浓重、池风蝉鸣，

于绿荫深处垂钓、登土山而观晚霞夕照、月光下对饮，几样简

单的自然景物作为背景，便使世人觉得沈复夫妻的爱情令人羡

慕。据表2不难发现，沈复格外注重和妻子的赏月情景，也比

较留心于身边的风花木树，并将其作为情之所寄，浪漫时刻不

乏对月、水、风、云等自然要素的描写。

沈复与妻子的温馨爱情生活多表现为平淡的赏月、赏花

（油菜花）、纳凉、品茗等情景，同《牡丹亭》比较，没有浓重

的情感氛围，注重的是日常生活和温馨踏实的情感世界；没有

旺盛的周遭空间环境的感知力，而是淡泊清雅和稳定的爱情

心理发生行为。作为成熟的夫妻，二人并不对园林保佑爱情行

为发生的渴望，而是在园林中得以更加升华情感的笃定与温

馨，是为《浮生六记》常见的爱情心理发生的空间描述。

3 结论

园林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的存在，它与人的情感和生

命有着紧密的联系。《牡丹亭》园中诗意浪漫的氛围促进爱

情发生，园林的自然属性和自由氛围往往激发人追求自由爱

情、自由生命的意识，以及伤感生命和爱情的孤独，有戏剧

性的高潮的特点。而《浮生六记》则是用稳定安详的景物对

表2  《浮生六记》园林景色段落抽取 [15]

编号 章节 地点 原文

1 卷一（闺房记乐） 客居会稽
居三月，如十年之隔。芸虽时有书来，必两问一答，中多勉励词，余皆浮套语，心殊怏

怏。每当风生竹院，月上蕉窗，对景怀人，梦魂颠倒。

2 卷一（闺房记乐） 我取轩

时当六月，内室炎蒸，幸居沧浪亭爱莲居西间壁。板桥内一轩临流，名曰“我取”，取

“清斯濯缨，浊斯濯足”意也。檐前老树一株，浓荫覆窗，人面俱绿。隔岸游人往来不

绝。此吾父稼夫公垂帘宴客处也。禀命吾母，携芸消夏于此。因暑罢绣，终日伴余课书

论古、品月评花而已。芸不善饮，强之可三杯，教以射覆为令。自以为人间之乐，无过

于此矣。

3 卷一（闺房记乐） 我取轩

是夜（七夕），月色颇佳，俯视河中，波光如练。轻罗小扇，并坐水窗，仰见飞云过天，变

态万状。芸曰：“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兴否？”余曰：

“纳凉玩月，到处有之。若品论云霞，或求之幽闺绣闼，慧心默证者固亦不少。若夫妇

同观，所品论着恐不在此云霞耳。”未几，烛烬月沉，撤果归卧。

4 卷一（闺房记乐） 我取轩
七月望，俗谓鬼节，芸备小酌，拟邀月畅饮。夜忽阴云如晦，芸愀然曰：“妾能与君白头

偕老，月轮当出。”余亦索然。但见隔岸荧光明灭万点，梳织与柳堤蓼渚间。

5 卷一（闺房记乐） 我取轩
正话间，漏已三滴，渐见风扫云开，一轮涌出，乃大喜，倚窗对酌，酒未三杯，忽闻桥下

哄然一声，如有人堕。就窗细瞩，波明如镜，不见一物，惟闻河滩有只鸭急奔声。

6 卷一（闺房记乐） 沧浪亭
过石桥，进门折东，曲径而入。望见叠石成山、林木葱翠。亭在土山之巅，循级至亭

心，周望极目可数里，炊烟四起，晚霞灿烂。

7 卷一（闺房记乐） 沧浪亭
携一毯设亭中，席地环坐，守着烹茶以进。少焉，一轮明月已上林梢，渐觉风生袖底，

月到波心，俗虑尘怀，爽然顿释。

8 卷一（闺房记乐） 仆妇家中

时方七月，绿树阴浓，水面风来，蝉鸣聒耳。邻老又为制鱼竿，与芸垂钓与柳荫深处。

日落时，登土山观晚霞夕照，随意联吟，有“兽云吞落日，弓月弹流星”之句。少焉，月

印池中，虫声四起，设竹榻与篱下，老妪报酒温饭熟，遂就月光对酌。

9 卷一（闺房记乐） 太湖
解维出虎啸桥，渐见风帆沙鸟，水天一色。芸曰：“此即所谓太湖耶？今得见天地之

宽，不虚此生矣！想闺中人有终身中能见此者！”闲话未几，风摇柳岸，已抵江城。

10 卷二（闲情记趣）
萧爽楼

（友人鲁璋家）

楼共五椽，东向，余后其三。晦明风雨，可以远眺。庭中有木犀一株，清香撩人。有廓

有厢，地极幽静。

11 卷二（闲情记趣） 南园、北园
苏城有南园、北园三处，菜花黄时，苦无酒家小饮。携盒而往，对花冷饮，殊无意味。

或议就近觅饮者，或议看花归饮者，终不如对花热饮为快。

12 卷二（闲情记趣） 南园
饭后同往，并带席垫至南园，择柳阴下团坐。先烹茗，饮毕，然后暖酒烹肴。是时风和

日丽，遍地黄金，青衫红袖，越阡度陌，蝶蜂乱飞，令人不饮自醉。

应了沈复夫妻笃定亲密无间的情感。由此推测花前月下，白

天到夜晚，是爱情从初始到发展的一个逻辑过程。在古典文

学中，如《牡丹亭》，涉及到爱情发生的空间时，会有多数相

关“花”的描述，似乎人们赏花多是在爱情初次发生、进行的

场所中才有的活动，花本身也是植物的爱情时期、繁殖时期。

对爱情空间进行细致描述的《浮生六记》，多为赏月（赏月即

可临风）。

园林为人们营造一个闲适的场所，可以暂时避开外界干

扰，释放内心的亲密内向的精神和情感的需求，园林成为爱情

发生的典型场所；从相识的花前的浪漫喧闹生机勃勃的试探，

到相觅相思的凄凉场景，再到相知的月下的稳定安详，是可以

逻辑推测的爱情过程，《牡丹亭》和《浮生六记》为此提供了

很好的范例。

感人至深的意境，体现了缠绵悱恻的情致。沈复与妻子在沧浪

亭畔（约1800年）“我取轩”度过了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有老

树、绿荫、水窗（编号2），在如此僻静幽美、充满生机的环境

中谈论古史、品月评花，人生何其自在潇洒。

根据表2的文字抽取，笔者尝试绘出“我取轩”的平面示

意图，其园林要素主要有：水轩（编号2）、板桥（编号2、5）、

水窗（编号3、5）、老树（编号2）、柳树（编号4）、水蓼（编

号4）。可以得知其中的位置关系：“我取轩”临水，檐前一棵

老树，周围植物丰富，旁边一座板桥，隔岸树林有柳树、水蓼

（如图2）。

2.2.2 园林空间描述

沈复夫妻同游沧浪亭时，同“我取轩”一样，景色也十分

优美（编号6、7），有叠石、林木、亭子，还有云霞、风声、月

2

2. 沧浪亭畔“我取轩”示意图（注：根据书中提及绘制，
其他未提及部分不作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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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他们登高眺望、品茗作诗，抛去了俗世杂念，怡然自得。

借住老仆妇家避暑时，虽位于乡野，但绿荫浓重、池风蝉鸣，

于绿荫深处垂钓、登土山而观晚霞夕照、月光下对饮，几样简

单的自然景物作为背景，便使世人觉得沈复夫妻的爱情令人羡

慕。据表2不难发现，沈复格外注重和妻子的赏月情景，也比

较留心于身边的风花木树，并将其作为情之所寄，浪漫时刻不

乏对月、水、风、云等自然要素的描写。

沈复与妻子的温馨爱情生活多表现为平淡的赏月、赏花

（油菜花）、纳凉、品茗等情景，同《牡丹亭》比较，没有浓重

的情感氛围，注重的是日常生活和温馨踏实的情感世界；没有

旺盛的周遭空间环境的感知力，而是淡泊清雅和稳定的爱情

心理发生行为。作为成熟的夫妻，二人并不对园林保佑爱情行

为发生的渴望，而是在园林中得以更加升华情感的笃定与温

馨，是为《浮生六记》常见的爱情心理发生的空间描述。

3 结论

园林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的存在，它与人的情感和生

命有着紧密的联系。《牡丹亭》园中诗意浪漫的氛围促进爱

情发生，园林的自然属性和自由氛围往往激发人追求自由爱

情、自由生命的意识，以及伤感生命和爱情的孤独，有戏剧

性的高潮的特点。而《浮生六记》则是用稳定安详的景物对

表2  《浮生六记》园林景色段落抽取 [15]

编号 章节 地点 原文

1 卷一（闺房记乐） 客居会稽
居三月，如十年之隔。芸虽时有书来，必两问一答，中多勉励词，余皆浮套语，心殊怏

怏。每当风生竹院，月上蕉窗，对景怀人，梦魂颠倒。

2 卷一（闺房记乐） 我取轩

时当六月，内室炎蒸，幸居沧浪亭爱莲居西间壁。板桥内一轩临流，名曰“我取”，取

“清斯濯缨，浊斯濯足”意也。檐前老树一株，浓荫覆窗，人面俱绿。隔岸游人往来不

绝。此吾父稼夫公垂帘宴客处也。禀命吾母，携芸消夏于此。因暑罢绣，终日伴余课书

论古、品月评花而已。芸不善饮，强之可三杯，教以射覆为令。自以为人间之乐，无过

于此矣。

3 卷一（闺房记乐） 我取轩

是夜（七夕），月色颇佳，俯视河中，波光如练。轻罗小扇，并坐水窗，仰见飞云过天，变

态万状。芸曰：“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兴否？”余曰：

“纳凉玩月，到处有之。若品论云霞，或求之幽闺绣闼，慧心默证者固亦不少。若夫妇

同观，所品论着恐不在此云霞耳。”未几，烛烬月沉，撤果归卧。

4 卷一（闺房记乐） 我取轩
七月望，俗谓鬼节，芸备小酌，拟邀月畅饮。夜忽阴云如晦，芸愀然曰：“妾能与君白头

偕老，月轮当出。”余亦索然。但见隔岸荧光明灭万点，梳织与柳堤蓼渚间。

5 卷一（闺房记乐） 我取轩
正话间，漏已三滴，渐见风扫云开，一轮涌出，乃大喜，倚窗对酌，酒未三杯，忽闻桥下

哄然一声，如有人堕。就窗细瞩，波明如镜，不见一物，惟闻河滩有只鸭急奔声。

6 卷一（闺房记乐） 沧浪亭
过石桥，进门折东，曲径而入。望见叠石成山、林木葱翠。亭在土山之巅，循级至亭

心，周望极目可数里，炊烟四起，晚霞灿烂。

7 卷一（闺房记乐） 沧浪亭
携一毯设亭中，席地环坐，守着烹茶以进。少焉，一轮明月已上林梢，渐觉风生袖底，

月到波心，俗虑尘怀，爽然顿释。

8 卷一（闺房记乐） 仆妇家中

时方七月，绿树阴浓，水面风来，蝉鸣聒耳。邻老又为制鱼竿，与芸垂钓与柳荫深处。

日落时，登土山观晚霞夕照，随意联吟，有“兽云吞落日，弓月弹流星”之句。少焉，月

印池中，虫声四起，设竹榻与篱下，老妪报酒温饭熟，遂就月光对酌。

9 卷一（闺房记乐） 太湖
解维出虎啸桥，渐见风帆沙鸟，水天一色。芸曰：“此即所谓太湖耶？今得见天地之

宽，不虚此生矣！想闺中人有终身中能见此者！”闲话未几，风摇柳岸，已抵江城。

10 卷二（闲情记趣）
萧爽楼

（友人鲁璋家）

楼共五椽，东向，余后其三。晦明风雨，可以远眺。庭中有木犀一株，清香撩人。有廓

有厢，地极幽静。

11 卷二（闲情记趣） 南园、北园
苏城有南园、北园三处，菜花黄时，苦无酒家小饮。携盒而往，对花冷饮，殊无意味。

或议就近觅饮者，或议看花归饮者，终不如对花热饮为快。

12 卷二（闲情记趣） 南园
饭后同往，并带席垫至南园，择柳阴下团坐。先烹茗，饮毕，然后暖酒烹肴。是时风和

日丽，遍地黄金，青衫红袖，越阡度陌，蝶蜂乱飞，令人不饮自醉。

应了沈复夫妻笃定亲密无间的情感。由此推测花前月下，白

天到夜晚，是爱情从初始到发展的一个逻辑过程。在古典文

学中，如《牡丹亭》，涉及到爱情发生的空间时，会有多数相

关“花”的描述，似乎人们赏花多是在爱情初次发生、进行的

场所中才有的活动，花本身也是植物的爱情时期、繁殖时期。

对爱情空间进行细致描述的《浮生六记》，多为赏月（赏月即

可临风）。

园林为人们营造一个闲适的场所，可以暂时避开外界干

扰，释放内心的亲密内向的精神和情感的需求，园林成为爱情

发生的典型场所；从相识的花前的浪漫喧闹生机勃勃的试探，

到相觅相思的凄凉场景，再到相知的月下的稳定安详，是可以

逻辑推测的爱情过程，《牡丹亭》和《浮生六记》为此提供了

很好的范例。

感人至深的意境，体现了缠绵悱恻的情致。沈复与妻子在沧浪

亭畔（约1800年）“我取轩”度过了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有老

树、绿荫、水窗（编号2），在如此僻静幽美、充满生机的环境

中谈论古史、品月评花，人生何其自在潇洒。

根据表2的文字抽取，笔者尝试绘出“我取轩”的平面示

意图，其园林要素主要有：水轩（编号2）、板桥（编号2、5）、

水窗（编号3、5）、老树（编号2）、柳树（编号4）、水蓼（编

号4）。可以得知其中的位置关系：“我取轩”临水，檐前一棵

老树，周围植物丰富，旁边一座板桥，隔岸树林有柳树、水蓼

（如图2）。

2.2.2 园林空间描述

沈复夫妻同游沧浪亭时，同“我取轩”一样，景色也十分

优美（编号6、7），有叠石、林木、亭子，还有云霞、风声、月

2

2. 沧浪亭畔“我取轩”示意图（注：根据书中提及绘制，
其他未提及部分不作布点）

古典园林空间与爱情关系的分析研究——以《牡丹亭》和《浮生六记》为例     谷光灿  冯诗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