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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依据山水画理划分的借景手法类型（图片源自网络）

依据 手法 借景要素位置 实例

物象位置

远借 远处 苏州拙政园远借北寺塔

邻借 近处 杭州郭庄近借西湖之景

俯借 下方 苏州拙政园放眼亭俯借水景

仰借 上方 杭州西湖南屏晚钟仰借雷峰塔的景色

时空变化
应时而借 时间、天文、气象、植物季相等 苏州网师园借明月之景

虚映成景 空间、水面、镜面等反射性材料 苏州拙政园水面倒影之借

林造景中逐渐衍生出“泉流石注，互相借资”的营园手法。《园

冶》将借景手法划分为远借、邻借、俯借、仰借、应时而借五

类。上文对于山水画中的意境塑造主要是借助位置经营和笔墨

色彩（即季相与虚实对比）等方面进行分析，而从画境布置的

角度可将园林的借景手法大致划分为两大类（见表3），一类是

依据借景要素位置的不同而分，包括远借、邻借、俯借、仰借，

另一类则依据借景要素在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包括应时而借和

虚映成景。

5 结语

“善画者擅园，擅园者善画”。纵观历史，山水画的发展与

传统园林造园实践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本文从“画游—园游”

的角度探讨山水画理在古典园林中的空间表达，为现代风景园

林设计师从多角度、多层次理解传统园林深厚的文化底蕴提供

了帮助，同时对于现代园林的营造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苏州拙政园远借北寺塔

杭州西湖南屏晚钟仰借雷峰塔的景色

杭州郭庄近借西湖之景

苏州网师园借明月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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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杭州江洋畈生态公园对“西湖文化”场所的隐喻表达和生态的设计坚守为切入点，

从游客的凝视角度对造园的目的和功能进行追问，尝试用诗性的阐述来梳理现代园林与诗

品的关系；用哲学的思辨来论证分析园林与诗的关系。并试图引入《二十四诗品》中“自然”

等六品意境风格来解读杭州江洋畈生态公园的“内心”，以获得用品读古典诗歌的方式走进

现代公园“诗境”的密码，为设计者和游赏者提供一种可能性——即诗意化解读现代园林

的路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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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and discusses the purpose and function of landscape gardening from a visitor's sight, taking 

Hangzhou Jiangyangfan  ecological park as the example, which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culture site of West Lake 

with its feature of metaphorical expression and ecological desig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use poetic exposition to sort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dern garden and lyrical quality. It uses 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 to demonstrate 

and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arden embedded poetry. It also attempts to introduce six artistic conception 

styles, such as "nature" in Twenty-four Poetic Styles to interpret the "core" of Jiangyangfan ecological park. Meanwhile, 

it obtains the code to enter the "poetic realm" of the modern park in the way of reading classical poetry to provides a 

possibility for designers and tourists, that is, the way and method of poetic interpretation of contemporary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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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之地，诗意却汩汩流淌。

ÀÀÀÀÀÀÀ                                                                           ÀÀÀ——题记

江洋畈生态公园（以下简称江洋畈）位于杭州西湖与钱塘江之间的山谷大

坝，最初只是一处淤泥堆积地，属荒寒废弃之地。在设计施工之前，淤泥经

过数十年的自然演替，种子萌发出很强的生命力，形成以南川柳（Salix rosthornii 

Seemen）等植物为主的杂木林谷地沼泽景观。作为生态公园，江洋畈无疑是一

个另类设计：保留了大范围的原生场地，整体风貌呈现现代、轻盈、偏于西化

的气质类型，使人在游览过程中会产生截然相反的双重感受，如理性与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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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切与疏离等。其中串联于漂浮栈道上的生态指示系统，以

图文牌的形式科普了淤泥疏浚、植被资源和动物种类等方面的

知识，但只限于客观科普阐述，并无任何文字形式的场所文

化和诗意暗示。

一般认为，在中国传统园林中，建筑是园林有机组成中

最物质的部分，而诗词楹联碑刻等文字暗示是园林中最具精

神性的部分。传统的园林被称为山水诗画的物化形式，并通过

诗词楹联的题点进行诗意化的表达，能让身体实现画中游和

诗中行，能让头脑意会到诗意、美和智慧。如果从诠释传统、

建构“西湖文化”的诗意化角度来解读江洋畈，它是杭州西湖

景区唯一一座没有从设计内容直观表达诗词内涵以体现“西湖

文化”的公园。那么江洋畈这座现代城市园林的构成，就存

在如下思考：如果物质的建筑部分还在，一旦脱离了诗词楹

联碑刻和其他类型的文字暗示，作为园林的结构还完整吗？其

诗意化表达和“西湖文化”的传承在哪？江洋畈究竟是杭州西

湖景区公园的一股“清流”，还是一个“悖论”？这亦是笔者在

本文试图求解的内容。

1 园林与诗

1.1 园林是什么

著名建筑师童雋在《说园》中提到：“中国造园的目的是陶

醉与欣喜，基本上是智慧的艺术。”又在《苏州园林》里写道：

中国园林是“一处真实的梦幻佳境，一个小的假想世界”。所

以，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国传统造园如同造梦。

现代社会建造城市公共园林的目的和功能何在？如纽约中

央公园（New York Central Park），地标位于曼哈顿超级密度和高度

的城市场所，被认为是从都市峡谷跋涉出来所见到的“世内桃

源”，人从城市与公园中来回穿越能够获得“黑暗与光明”“生

与死”的超脱感受。据此分析，这种城市公共园林使人类在

城市压力下起到强烈的舒缓作用。

由此总结：园林应区别于界墙之外以日常交通工具为主体

的时空系统，通常是以人的步履为度量标准的独立时空系统，

其游线组织安排完全抛除外界的影响，甚至与外界无关。在园

林的时空里，天地、草木、虫鱼的力量都在放大，人的双脚

踩在大地上，获得的是实实在在的“栖居”体验。就这个方面

来说，游园的人本身是期待着摈弃日常以寻求诗意的存在和精

神的放逐。所以不论是中国传统私家园林还是现代城市公园，

园林最可贵之处应该是有别于日常生活体验的部分，即倾向于

梦境和理想。中国传统园林，能让人“劳身颐神”而身心回归

自然，其终极思想是完成人类和天地的对话。

1.2诗是什么

从文学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诗歌及其理论成果，深深

影响了绘画与园林。所以这里的诗并非完全是文学指向，而是

一种更大范围的意向性指引，从这点来说，园林就是中国山水

诗画的物化呈现。

诗对于现实生存的人类如同空气一样不可或缺：“诗”或

现（文字）或隐（文字之外），以不同形式和状态存在，它可

以引导人类仰望天空；也可以使人眷恋大地。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诗 ·语言 ·思》中认为：“只有当诗发生和到场，

安居才会发生。”诗可以看作是通往灵魂的途径，人类通往园

林或是其他静谧空间，其终点可能是虚无又或是一个回环往

复的过程。建筑学家诺波舒兹（Christian Norberg-Schulz）曾说：“诗

有办法将科学丧失的整体性具体地表达出来”。在现代技术型

社会，诗属于科技代替不了的那一部分。所以“诗”可以理解

成链接人和自然的一个秘密通道，属于精神的补缺。

1.3 园林组成与诗意触点

园林的组成因素为物质与精神两部分，两者缺一不可。以

诗词楹联等为载体的精神建构指向的传统园林，可视为诗意的

“触点”。那没有这个触点就不能开启诗意之旅了吗？

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的“含蓄”品中有“不着一字，

尽得风流”的说法，他认为从诗中没有写到的虚空之处去补充

想象，从中可以获得诗的意蕴和内核。从这点来说，“不着一

字，尽得风流”，基本能奠定江洋畈诗境的基调是退隐、含蓄

和隐喻的。所以，诗意的“触点”并非只是诗词楹联这类所

指，应该具有更多的指向可能，譬如说《二十四诗品》所隐含

的诗境探寻——那些仍需不断探索的、看不见的“触点”。

2 关于《二十四诗品》

2.1 什么是《二十四诗品》

在确定以“诗品”敲开江洋畈“诗境”之前，对于“诗品”

的发展脉络先做一个梳理。《二十四诗品》（以下简称《诗品》）

之前，有皎然在《诗式》中提出的“辨体一十九字”，《诗品》

之后有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但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

能更清楚地表明“诗境”作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之“道”，即

“意境”的美学本质。《诗品》认为诗的境界构成风格的核心。

不仅如此，《诗品》还运用了感性与理性、形象与抽象相结合

的表述方法，从场所之美的感性层面上升到创作（设计）之美

的理性层面，继而进入到园林的哲学思考中去。

《诗品》将诗歌的境界分为二十四类，依序分别为：雄

浑、冲淡、纤秾、沉着、高古、典雅、洗练、劲健、绮丽、自

然、含蓄、豪放等，其中每一品都有相应的意向描绘，每品

不分高下，各有特点。如用“荒荒游云，寥寥长风”来表现雄

浑；用“雾余水畔，红杏在林”来展示绮丽等，这些意向描述

本身是优美且情景交融的 [1]。本文以笔者对《诗品》的认知范

畴来解读江洋畈的“诗境”类型，将园林的场所精神通过合宜

的“诗品”来描绘和呈现，以探寻园林诗境风格类型和园林审

美的丰富性。

2.2 为什么是江洋畈

以一个游客的凝视角度来体验江洋畈：当车行至密林掩

隐的虎玉路一段，江洋畈诗意之旅就开始了。基地地势较高，

三面围山一面开阔，从停车场沿着缓坡步入江洋畈公园主入

口，在上行的漫步过程中，会感受到江洋畈独特的场所感而产

生朝拜的心理体验。从坡下至入口大约需要2～3分钟，这段

时间是一个内心逐渐放空的状态，对于越来越近的公园入口

会怀有微妙的期待：接下来将会获得怎样的诗品之旅？

海德格尔在《通往语言之路》一书中说：“作品存在意味着

缔建一个世界”。从作品的角度来说，江洋畈必然是个契机：

多年的废弃之地在静寂中等待着缔建，直到成为一处理想世

界。这个公园在整体设计上应用了现代简约的设计元素：笔直

的线条、几何化带有“构成”意味的构筑物形式、硬边和阴影、

金属材质的应用等等。但是，除了这些物化的构筑物，更多看

到的是和周围山谷契合的场所感、疏野空阔的杂木林、用野生

花草为种植带边界的“荒地”，以及沼泽林带蜿蜒小径等现状。

2.3《诗品》与江洋畈

游览江洋畈会产生对立和双重的感受，无论其设计元素

如何现代和西方化，江洋畈总体给人的感受上仍然是东方的、

含蓄的表达，具有浓郁的东方意境和哲思，线性的时间特征

在此消隐，场所的过去和未来同在，来自西湖淤泥地里的诗

意像种子一样在此地萌发。而《二十四诗品》是纯粹古典和东

方的，两者如何建立联系呢？

3 江洋畈诗境六品

笔者以江洋畈生态公园这一审美主体的游赏经验为蓝本，

通过比对分析它与《诗品》中契合的部分，一步步走进江洋畈

的诗意世界。

3.1 自然

“自然”在《诗品》中的描述：“俯拾即是，不取诸邻。

俱道适往，着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与不夺，强

得易贫。幽人空山，过雨采苹。薄言情悟，悠悠天均。”[1]这

是一种不加修饰、自然而然的风格境界，是江洋畈诗境审美

体系中的核心所在，江洋畈的“自然”通过表象和内在两个方

面来阐述（图1）。

获得“自然”途径就是随手拈来和顺其自然，一旦走进江

洋畈，清新自在的气息迎面扑来，“俯拾即是”。这个体验过程

就像弯腰捡东西一样自在。江洋畈以保留和梳理现状为宗旨，

通过仔细打理收拾，以疏林杂木为基调，适当对公园生态系

统和植被边界重新设计，让地貌回归到“幽人空山，过雨采

苹”的自然态。

“自然”之诗境的核心表达：“俱道适往，着手成春”，即

“道法自然”。借用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诗句来

表达，可以明白“自然”之境的核心所在就是去雕饰、不堆砌

造作 [1]。江洋畈生态公园里的核心景观是生境岛。无论是大人

还是孩子，最热衷的莫过于走进公园的腹地——这处芜杂的

绿心之中，顺着蜿蜒曲折的木栈道，去探寻江洋畈的核心秘

境。这里真实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将人与自然、城市

与自然、技术与自然做到了一个很好的融合。

3.2 实境

“实境”是指直观看到的情景，强调真切和实在，《诗品》

有如下描述：“取语甚直，计思匪深。忽逢幽人，如见道心。

清涧之曲，碧松之阴。一客荷樵，一客听琴。情性所至，妙

不自寻。遇之自天，泠然希音。”其中，“取语甚直，计思匪

深”说的是“实境”品的“直”与“浅”，具有目之所见简单明

了的涵义 [１]。例如生境岛的内部围合部分是原生的现场样貌，

保留了大片原生植被，梳理了生境岛外的植物，为下层植物生

长创造条件。游人可以畅通无阻地“抵达”江洋畈诗意内核，

观察到场所最原始的地貌状态和它的演化进程，时空得以消

解。这在现代园林中尤为可贵（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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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切与疏离等。其中串联于漂浮栈道上的生态指示系统，以

图文牌的形式科普了淤泥疏浚、植被资源和动物种类等方面的

知识，但只限于客观科普阐述，并无任何文字形式的场所文

化和诗意暗示。

一般认为，在中国传统园林中，建筑是园林有机组成中

最物质的部分，而诗词楹联碑刻等文字暗示是园林中最具精

神性的部分。传统的园林被称为山水诗画的物化形式，并通过

诗词楹联的题点进行诗意化的表达，能让身体实现画中游和

诗中行，能让头脑意会到诗意、美和智慧。如果从诠释传统、

建构“西湖文化”的诗意化角度来解读江洋畈，它是杭州西湖

景区唯一一座没有从设计内容直观表达诗词内涵以体现“西湖

文化”的公园。那么江洋畈这座现代城市园林的构成，就存

在如下思考：如果物质的建筑部分还在，一旦脱离了诗词楹

联碑刻和其他类型的文字暗示，作为园林的结构还完整吗？其

诗意化表达和“西湖文化”的传承在哪？江洋畈究竟是杭州西

湖景区公园的一股“清流”，还是一个“悖论”？这亦是笔者在

本文试图求解的内容。

1 园林与诗

1.1 园林是什么

著名建筑师童雋在《说园》中提到：“中国造园的目的是陶

醉与欣喜，基本上是智慧的艺术。”又在《苏州园林》里写道：

中国园林是“一处真实的梦幻佳境，一个小的假想世界”。所

以，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国传统造园如同造梦。

现代社会建造城市公共园林的目的和功能何在？如纽约中

央公园（New York Central Park），地标位于曼哈顿超级密度和高度

的城市场所，被认为是从都市峡谷跋涉出来所见到的“世内桃

源”，人从城市与公园中来回穿越能够获得“黑暗与光明”“生

与死”的超脱感受。据此分析，这种城市公共园林使人类在

城市压力下起到强烈的舒缓作用。

由此总结：园林应区别于界墙之外以日常交通工具为主体

的时空系统，通常是以人的步履为度量标准的独立时空系统，

其游线组织安排完全抛除外界的影响，甚至与外界无关。在园

林的时空里，天地、草木、虫鱼的力量都在放大，人的双脚

踩在大地上，获得的是实实在在的“栖居”体验。就这个方面

来说，游园的人本身是期待着摈弃日常以寻求诗意的存在和精

神的放逐。所以不论是中国传统私家园林还是现代城市公园，

园林最可贵之处应该是有别于日常生活体验的部分，即倾向于

梦境和理想。中国传统园林，能让人“劳身颐神”而身心回归

自然，其终极思想是完成人类和天地的对话。

1.2诗是什么

从文学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诗歌及其理论成果，深深

影响了绘画与园林。所以这里的诗并非完全是文学指向，而是

一种更大范围的意向性指引，从这点来说，园林就是中国山水

诗画的物化呈现。

诗对于现实生存的人类如同空气一样不可或缺：“诗”或

现（文字）或隐（文字之外），以不同形式和状态存在，它可

以引导人类仰望天空；也可以使人眷恋大地。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诗 ·语言 ·思》中认为：“只有当诗发生和到场，

安居才会发生。”诗可以看作是通往灵魂的途径，人类通往园

林或是其他静谧空间，其终点可能是虚无又或是一个回环往

复的过程。建筑学家诺波舒兹（Christian Norberg-Schulz）曾说：“诗

有办法将科学丧失的整体性具体地表达出来”。在现代技术型

社会，诗属于科技代替不了的那一部分。所以“诗”可以理解

成链接人和自然的一个秘密通道，属于精神的补缺。

1.3 园林组成与诗意触点

园林的组成因素为物质与精神两部分，两者缺一不可。以

诗词楹联等为载体的精神建构指向的传统园林，可视为诗意的

“触点”。那没有这个触点就不能开启诗意之旅了吗？

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的“含蓄”品中有“不着一字，

尽得风流”的说法，他认为从诗中没有写到的虚空之处去补充

想象，从中可以获得诗的意蕴和内核。从这点来说，“不着一

字，尽得风流”，基本能奠定江洋畈诗境的基调是退隐、含蓄

和隐喻的。所以，诗意的“触点”并非只是诗词楹联这类所

指，应该具有更多的指向可能，譬如说《二十四诗品》所隐含

的诗境探寻——那些仍需不断探索的、看不见的“触点”。

2 关于《二十四诗品》

2.1 什么是《二十四诗品》

在确定以“诗品”敲开江洋畈“诗境”之前，对于“诗品”

的发展脉络先做一个梳理。《二十四诗品》（以下简称《诗品》）

之前，有皎然在《诗式》中提出的“辨体一十九字”，《诗品》

之后有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但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

能更清楚地表明“诗境”作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之“道”，即

“意境”的美学本质。《诗品》认为诗的境界构成风格的核心。

不仅如此，《诗品》还运用了感性与理性、形象与抽象相结合

的表述方法，从场所之美的感性层面上升到创作（设计）之美

的理性层面，继而进入到园林的哲学思考中去。

《诗品》将诗歌的境界分为二十四类，依序分别为：雄

浑、冲淡、纤秾、沉着、高古、典雅、洗练、劲健、绮丽、自

然、含蓄、豪放等，其中每一品都有相应的意向描绘，每品

不分高下，各有特点。如用“荒荒游云，寥寥长风”来表现雄

浑；用“雾余水畔，红杏在林”来展示绮丽等，这些意向描述

本身是优美且情景交融的 [1]。本文以笔者对《诗品》的认知范

畴来解读江洋畈的“诗境”类型，将园林的场所精神通过合宜

的“诗品”来描绘和呈现，以探寻园林诗境风格类型和园林审

美的丰富性。

2.2 为什么是江洋畈

以一个游客的凝视角度来体验江洋畈：当车行至密林掩

隐的虎玉路一段，江洋畈诗意之旅就开始了。基地地势较高，

三面围山一面开阔，从停车场沿着缓坡步入江洋畈公园主入

口，在上行的漫步过程中，会感受到江洋畈独特的场所感而产

生朝拜的心理体验。从坡下至入口大约需要2～3分钟，这段

时间是一个内心逐渐放空的状态，对于越来越近的公园入口

会怀有微妙的期待：接下来将会获得怎样的诗品之旅？

海德格尔在《通往语言之路》一书中说：“作品存在意味着

缔建一个世界”。从作品的角度来说，江洋畈必然是个契机：

多年的废弃之地在静寂中等待着缔建，直到成为一处理想世

界。这个公园在整体设计上应用了现代简约的设计元素：笔直

的线条、几何化带有“构成”意味的构筑物形式、硬边和阴影、

金属材质的应用等等。但是，除了这些物化的构筑物，更多看

到的是和周围山谷契合的场所感、疏野空阔的杂木林、用野生

花草为种植带边界的“荒地”，以及沼泽林带蜿蜒小径等现状。

2.3《诗品》与江洋畈

游览江洋畈会产生对立和双重的感受，无论其设计元素

如何现代和西方化，江洋畈总体给人的感受上仍然是东方的、

含蓄的表达，具有浓郁的东方意境和哲思，线性的时间特征

在此消隐，场所的过去和未来同在，来自西湖淤泥地里的诗

意像种子一样在此地萌发。而《二十四诗品》是纯粹古典和东

方的，两者如何建立联系呢？

3 江洋畈诗境六品

笔者以江洋畈生态公园这一审美主体的游赏经验为蓝本，

通过比对分析它与《诗品》中契合的部分，一步步走进江洋畈

的诗意世界。

3.1 自然

“自然”在《诗品》中的描述：“俯拾即是，不取诸邻。

俱道适往，着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与不夺，强

得易贫。幽人空山，过雨采苹。薄言情悟，悠悠天均。”[1]这

是一种不加修饰、自然而然的风格境界，是江洋畈诗境审美

体系中的核心所在，江洋畈的“自然”通过表象和内在两个方

面来阐述（图1）。

获得“自然”途径就是随手拈来和顺其自然，一旦走进江

洋畈，清新自在的气息迎面扑来，“俯拾即是”。这个体验过程

就像弯腰捡东西一样自在。江洋畈以保留和梳理现状为宗旨，

通过仔细打理收拾，以疏林杂木为基调，适当对公园生态系

统和植被边界重新设计，让地貌回归到“幽人空山，过雨采

苹”的自然态。

“自然”之诗境的核心表达：“俱道适往，着手成春”，即

“道法自然”。借用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诗句来

表达，可以明白“自然”之境的核心所在就是去雕饰、不堆砌

造作 [1]。江洋畈生态公园里的核心景观是生境岛。无论是大人

还是孩子，最热衷的莫过于走进公园的腹地——这处芜杂的

绿心之中，顺着蜿蜒曲折的木栈道，去探寻江洋畈的核心秘

境。这里真实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将人与自然、城市

与自然、技术与自然做到了一个很好的融合。

3.2 实境

“实境”是指直观看到的情景，强调真切和实在，《诗品》

有如下描述：“取语甚直，计思匪深。忽逢幽人，如见道心。

清涧之曲，碧松之阴。一客荷樵，一客听琴。情性所至，妙

不自寻。遇之自天，泠然希音。”其中，“取语甚直，计思匪

深”说的是“实境”品的“直”与“浅”，具有目之所见简单明

了的涵义 [１]。例如生境岛的内部围合部分是原生的现场样貌，

保留了大片原生植被，梳理了生境岛外的植物，为下层植物生

长创造条件。游人可以畅通无阻地“抵达”江洋畈诗意内核，

观察到场所最原始的地貌状态和它的演化进程，时空得以消

解。这在现代园林中尤为可贵（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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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江洋畈的设计语言有以下特点：用简单的、直线条

的构筑物路线，尽可能少地重塑场所结构，保护好园区的整

体地貌，让游人更为便捷地接近真实的自然。园区核心区贯

穿的科普标识体系，帮助游人全面而直接了解江洋畈的生态体

系。和自然相比，实境应该是自然诗境的承接。自然和实境，

在江洋畈公园中互成依托，实境是自然生长的土壤，自然就是

实境的衍生。

3.3 流动

“流动”在《诗品》中的描绘：“若纳水輨，如转丸珠。夫

岂可道，假体如愚。荒荒坤轴，悠悠天枢。载要其端，载同

其符。超超神明，返返冥无。来往千载，是之谓乎。”在这里

“流动”具有流转和变动的诗境风格，此品集中反映了流动的

形体特征和外在形态 [1]。江洋畈公园保留了完整的生态系统，

设计师恢复了一部分沼泽湿地，将它与原来的芦苇塘联系起

来，创造了“流动”的生境条件。“荒荒坤轴，悠悠天枢”，这

套生态系统形成自然演替的生态样本，为动植物的栖息提供

适宜的生存环境，让整个园区呈现生机勃勃的生命状态。

江洋畈公园有个明显的基地优势，就是地势高，三面围山

一面开阔，这样会制造诸多视觉、听觉和感觉上的惊喜。江

洋畈的流动，不仅反映在循环着的生态系统整体中，还来自

生态系统的活力，来自风生水起、虫鸣鸟啭的生态环境、园路

组织、游人可达性等几个方面。如高处的枕霞廊可获得片刻休

息，极目眺望，依稀可辨宛若银带的江面，听到火车穿行的

轰隆和鸣笛声以及来自谷底的空气流动——风。风的流动带

动或远或近的声音；芦苇深处，白鹡鸰（Motacilla alba）扑棱棱

拍打着翅膀，白鹭（Egretta eulophotes）在水面上下翻飞，叽叽咕

咕地叫。四野无人之境生机涌现，雪芒摇曳，诗意滚滚而来，

“若纳水輨，如转丸珠”，空气、风、水、植物生长、动物栖

居，依次呈现。

江洋畈诗境的“流动”还反映在园区的整体设计上，生境

岛的界墙形态、植被的物候相所提供的动态体验过程，都属于

“流动”的范畴，尤其是秩序感和园路组织方面。虽然是很危

险的基地条件，但是园路的可达性很强。长约1 km的漂浮栈

道能引导游客深入库区探索自然群落和生境环境 [4]，栈道的形

式蜿蜒曲折回环往复，用《诗品》来说就是：“超超神明，返

返冥无。来往千载，是之谓乎”（图3）。

3.4 疏野

“疏野”在《诗品》里描述为“惟性所宅，真取不羁。控

物自富，与率为期。筑室松下，脱帽看诗。但知旦暮，不辨

何时。倘然适意，岂必有为。若其天放，如是得之”，强调直

率表露适意无为、坦然随性的状态 [1]。司空曙在《江村即事》

里有“罢钓归来不系船，江村落月正堪眠”的句子，说的正是

“倘然适意，岂必有为”的生命哲学。对飞速发展的技术型社

会为导向的主流价值观而言，由“疏野”带来的生命体验恰恰

是另外一个极端和反差，而这正是现代园林珍贵的特质之一。

江洋畈这种无目的的随意性无处不在：在疏野空阔的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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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洋畈生态公园的“自然”之诗境

2. 生境岛界内围的“实境”意象

木林间行走，栈道中心部分沿生境岛而展开，行至其中，荒寒

山水、无用之用，天地之间疏野空阔。大部分柳树芜杂粗放，

即使大面积倒伏、枯死，但直立的新枝又从旁侧密密匝匝地

萌发，极具朴野气质。自然界本就是这样，不必追求精致和

圆满，生命的自由度在江洋畈获得最大化。可以这样说：江洋

畈将此种荒僻和疏野发挥到极致，留了荒僻也就成就了江洋畈

疏野的诗意。

3.5 沉着

“沉着”在《诗品》里描述为：“绿杉野屋，落日气清。脱

巾独步，时闻鸟声。鸿雁不来，之子远行。所思不远，若为

平生。海风碧云，夜渚月明。如有佳语，大河前横。”这里，

“沉”可理解为沉静、深沉；“着”为执着、专注。深沉专一的

感情和寂静之地相融合成为“沉着”的诗境 [1]。

江洋畈有一段用砂土创新实践的“黄泥路”，具有让人亲

近的安全感和吸引力，谓之“乡间的小路”。海德格尔说“诗人

的天职是返乡”[2]，这更像是一段沉思之路，承载着回不去的

乡愁和童年（图4）。另外，江洋畈的天际线是远山和密林，远

山环绕三面，从密林的空阔之处可以看见钱塘江的银色缎带。

而北边的山脚有一处高压线塔，这处高压线塔和密林深处的

火车鸣笛声会将人拉回现实，有“惊梦”之感，让沉迷于“沉

着”诗境的心灵体验为之一颤。所以，人们在游园过程中，出

入于这两套时间体系中，在园中游历直到走出园林，会有梦中

醒来回归现实的感受。不管是传统古典还是现代新颖，都是

不同状态的梦境，醒来后都要回归到以车船飞机为参照系的现

实时间体系中来。

3.6含蓄

“含蓄”在《诗品》的注解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

不涉己，若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如渌满酒，花时

反秋。悠悠空尘，忽忽海沤。浅深聚散，万取一收。”“含蓄”

是江洋畈的基调，“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正是江洋畈生态公

园的“含蓄”的诗境体现。

这里要引入“西湖文化”这一话题。关于公园的区域定位，

它属于西湖景区，却异于传统意义上的景区公园。“西湖文化”

是在地政府和居民所关注的，大多数西湖景区公园中的人文

遗迹、诗词楹联积极向外呈现“西湖文化”，而江洋畈只是应

用了图示牌冷静而理性地“科普”园区的生态知识。怎么解？

如果从生态系统的内在意义上探寻，发现可以同时从时

间和空间实现江洋畈的“西湖文化”之回归：时间方面，江洋

畈从山谷间的淤泥库变成茂密的次生林地，不仅仅是一个自

然演进的过程，它本身就是西湖疏浚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从

3. 江洋畈生态公园腹地的漂浮栈道

4. 一段江洋畈“乡间的小路”

江洋畈诗境六品——走进现代园林“诗境”的路径和方法     贺碧欣

43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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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江洋畈的设计语言有以下特点：用简单的、直线条

的构筑物路线，尽可能少地重塑场所结构，保护好园区的整

体地貌，让游人更为便捷地接近真实的自然。园区核心区贯

穿的科普标识体系，帮助游人全面而直接了解江洋畈的生态体

系。和自然相比，实境应该是自然诗境的承接。自然和实境，

在江洋畈公园中互成依托，实境是自然生长的土壤，自然就是

实境的衍生。

3.3 流动

“流动”在《诗品》中的描绘：“若纳水輨，如转丸珠。夫

岂可道，假体如愚。荒荒坤轴，悠悠天枢。载要其端，载同

其符。超超神明，返返冥无。来往千载，是之谓乎。”在这里

“流动”具有流转和变动的诗境风格，此品集中反映了流动的

形体特征和外在形态 [1]。江洋畈公园保留了完整的生态系统，

设计师恢复了一部分沼泽湿地，将它与原来的芦苇塘联系起

来，创造了“流动”的生境条件。“荒荒坤轴，悠悠天枢”，这

套生态系统形成自然演替的生态样本，为动植物的栖息提供

适宜的生存环境，让整个园区呈现生机勃勃的生命状态。

江洋畈公园有个明显的基地优势，就是地势高，三面围山

一面开阔，这样会制造诸多视觉、听觉和感觉上的惊喜。江

洋畈的流动，不仅反映在循环着的生态系统整体中，还来自

生态系统的活力，来自风生水起、虫鸣鸟啭的生态环境、园路

组织、游人可达性等几个方面。如高处的枕霞廊可获得片刻休

息，极目眺望，依稀可辨宛若银带的江面，听到火车穿行的

轰隆和鸣笛声以及来自谷底的空气流动——风。风的流动带

动或远或近的声音；芦苇深处，白鹡鸰（Motacilla alba）扑棱棱

拍打着翅膀，白鹭（Egretta eulophotes）在水面上下翻飞，叽叽咕

咕地叫。四野无人之境生机涌现，雪芒摇曳，诗意滚滚而来，

“若纳水輨，如转丸珠”，空气、风、水、植物生长、动物栖

居，依次呈现。

江洋畈诗境的“流动”还反映在园区的整体设计上，生境

岛的界墙形态、植被的物候相所提供的动态体验过程，都属于

“流动”的范畴，尤其是秩序感和园路组织方面。虽然是很危

险的基地条件，但是园路的可达性很强。长约1 km的漂浮栈

道能引导游客深入库区探索自然群落和生境环境 [4]，栈道的形

式蜿蜒曲折回环往复，用《诗品》来说就是：“超超神明，返

返冥无。来往千载，是之谓乎”（图3）。

3.4 疏野

“疏野”在《诗品》里描述为“惟性所宅，真取不羁。控

物自富，与率为期。筑室松下，脱帽看诗。但知旦暮，不辨

何时。倘然适意，岂必有为。若其天放，如是得之”，强调直

率表露适意无为、坦然随性的状态 [1]。司空曙在《江村即事》

里有“罢钓归来不系船，江村落月正堪眠”的句子，说的正是

“倘然适意，岂必有为”的生命哲学。对飞速发展的技术型社

会为导向的主流价值观而言，由“疏野”带来的生命体验恰恰

是另外一个极端和反差，而这正是现代园林珍贵的特质之一。

江洋畈这种无目的的随意性无处不在：在疏野空阔的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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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洋畈生态公园的“自然”之诗境

2. 生境岛界内围的“实境”意象

木林间行走，栈道中心部分沿生境岛而展开，行至其中，荒寒

山水、无用之用，天地之间疏野空阔。大部分柳树芜杂粗放，

即使大面积倒伏、枯死，但直立的新枝又从旁侧密密匝匝地

萌发，极具朴野气质。自然界本就是这样，不必追求精致和

圆满，生命的自由度在江洋畈获得最大化。可以这样说：江洋

畈将此种荒僻和疏野发挥到极致，留了荒僻也就成就了江洋畈

疏野的诗意。

3.5 沉着

“沉着”在《诗品》里描述为：“绿杉野屋，落日气清。脱

巾独步，时闻鸟声。鸿雁不来，之子远行。所思不远，若为

平生。海风碧云，夜渚月明。如有佳语，大河前横。”这里，

“沉”可理解为沉静、深沉；“着”为执着、专注。深沉专一的

感情和寂静之地相融合成为“沉着”的诗境 [1]。

江洋畈有一段用砂土创新实践的“黄泥路”，具有让人亲

近的安全感和吸引力，谓之“乡间的小路”。海德格尔说“诗人

的天职是返乡”[2]，这更像是一段沉思之路，承载着回不去的

乡愁和童年（图4）。另外，江洋畈的天际线是远山和密林，远

山环绕三面，从密林的空阔之处可以看见钱塘江的银色缎带。

而北边的山脚有一处高压线塔，这处高压线塔和密林深处的

火车鸣笛声会将人拉回现实，有“惊梦”之感，让沉迷于“沉

着”诗境的心灵体验为之一颤。所以，人们在游园过程中，出

入于这两套时间体系中，在园中游历直到走出园林，会有梦中

醒来回归现实的感受。不管是传统古典还是现代新颖，都是

不同状态的梦境，醒来后都要回归到以车船飞机为参照系的现

实时间体系中来。

3.6含蓄

“含蓄”在《诗品》的注解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

不涉己，若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如渌满酒，花时

反秋。悠悠空尘，忽忽海沤。浅深聚散，万取一收。”“含蓄”

是江洋畈的基调，“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正是江洋畈生态公

园的“含蓄”的诗境体现。

这里要引入“西湖文化”这一话题。关于公园的区域定位，

它属于西湖景区，却异于传统意义上的景区公园。“西湖文化”

是在地政府和居民所关注的，大多数西湖景区公园中的人文

遗迹、诗词楹联积极向外呈现“西湖文化”，而江洋畈只是应

用了图示牌冷静而理性地“科普”园区的生态知识。怎么解？

如果从生态系统的内在意义上探寻，发现可以同时从时

间和空间实现江洋畈的“西湖文化”之回归：时间方面，江洋

畈从山谷间的淤泥库变成茂密的次生林地，不仅仅是一个自

然演进的过程，它本身就是西湖疏浚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从

3. 江洋畈生态公园腹地的漂浮栈道

4. 一段江洋畈“乡间的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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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距离看，江洋畈虽然远离了西湖，却与西湖紧密联系。如

果说西湖中的淤泥是“西湖文化”的血脉，那江洋畈和西湖中

的白苏两堤、湖心岛一样，都是西湖疏浚的结果。从这点上

来看，江洋畈其实已经隐喻了传承“西湖文化”的内在思想，

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3]。再加之设计将自然和生态系统的

知识传达给公众，本身就是一种对场所文化的再现。在当代，

文化有多重的含义，并不仅仅指历史层面上的文化，更隐喻了

生态意义上“生生不息”内在探寻的文化。

4 结语

江洋畈生态公园，官方的定位是生态科教基地，游客的

评价是露天的生态博物馆 [4]，笔者从“诗品”的角度也可以将

其定位为“诗园”。如果只是游园，游人内心有诗，就会收获

很多具体而微的诗意世界和精神狂喜；内心无诗，直接得到负

氧离子的滋养，身心疏阔，自然宁静，能感受到从容美好的人

生意义；热爱学习的人，从园区的游览和科普标识系统里获

得科学知识。试问，园林设计师在设计中是否能带着“诗心”

来思考？在创作过程中，能否借鉴“诗境”的表达，如诗的意

境、格调、节奏和韵律，用品读古典诗歌的方式来自觉开启现

代公园“诗境”的密码呢？

本文以诗论园，通过尝试从《二十四诗品》中挑出相对

契合江洋畈的六品，对其诗境六品进行分析和品评，思考它

们之间的相通和交融。研究表明，对这六品只能意会，很

难做出定量的指标，否则诗境落入分析的窠臼，就会发展成

“悖论”。但对于持续变化的园林来说，诗境的意向本身就是

难以表达和不可以琢磨的，所以说，园林与诗、物质与意向

的探讨永无止境。而通过《二十四诗品》解读江洋畈之“诗

境”，希望能为设计者和游赏者提供一种诗意化解读园林路

径和方法的可能性。

张  平
ZHANG Ping

摘要

立体绿化作为高密度城区绿化建设的重要构成，在降低热岛效应、改善环境质量及增加市

民绿化感受度等方面具有诸多积极作用。本文简要介绍了近年来上海立体绿化发展背景、历

程及现状，立足行业管理，聚焦工作实际，归纳与总结组织领导、规划布局、政策扶持、

项目建设、宣传发动等方面的措施成效，为上海城市立体绿化网格空间建设效益再提升提

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

风景园林；立体绿化；行业管理；项目建设

Abstract

A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high-density urban area greening construction, three-dimensional greening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reducing heat island effect,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increasing the greening feeling of 

citizens. This paper, focusing on industry management and work practice, brie� y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vertical greening in Shanghai in recent years. And it mainly summarizes the effectiveness of 

measures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 and leadership, planning and layout, policy support, project construction, publicity, 

and launch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the ef� ciency of the crea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green grid 

space in Shanghai.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hree-dimensional greening; industry management; project construction

立体绿化是指以建（构）筑物为载体，以植物材料为主体营建的各种绿化

形式的总称，主要包括屋顶绿化、垂直绿化、沿口绿化和棚架绿化等 [1]。对于

特大型城市来讲，其“集约化”设计理念，更能实现“螺蛳壳里做道场”，有

效提高绿化覆盖率、降低热岛效应、改善环境质量，对上海建设海绵城市起

到积极作用。立体绿化以空间建绿，是城市绿化新方向，是弥补城市绿地不

足的有效手段。德国、日本、新加坡等世界发达国家都通过推行各种政策以推

动立体绿化的建设 [2]。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华亭宾馆、延安路高架等已率先实施屋顶绿化、

桥柱绿化。进入21世纪，上海立体绿化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法律层面，修

订《上海市绿化条例》，明确立体绿化法律地位；组织层面，成立上海立体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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