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通、相似、相媲美0 [ 8]
。也就是说, 对扬州江南/身

份0的认证既有地理位置接近的考虑, 也有经济一

体、文化一脉的考量。( 2)长江中游的江南部分, 以

皖南、洞庭湖流域、鄱阳湖流域为主体, 这是江南的

大后方。

这样界定江南可能会形成如下一些优势:第一,

突出了长江的地理意义和江南概念的地理品质。第

二,充分考虑了江南作为一个形象概念的综合意义,

尤其是其复杂丰富的文化意义。比如, 从文化上考

虑,长江中游地区在历史上以楚文化为主,楚文化的

根基是姬周文化,在此基础上它融合、吸收了江汉平

原及周边地区的土著文化。楚文化早期以江汉平原

为生成和发展的中心区域,西北为秦岭阻隔, 西南为

巫山所断, 南越洞庭湖, 北过淮河,东至吴越。楚文

化由于受到中原文化的压制和同化,其中心逐渐南

移至洞庭湖流域,而向东则日渐与有更多共同性的

吴文化合流。吴越文化与楚文化虽然有不少差异,

但同属稻作文化, 且在历史上混融共生,所以被人们

合称为/吴头楚尾0的吴楚文化。我们对江南的上述

界定正是把楚文化和吴越文化都视为江南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第三,具有现实性和前瞻性,适用于对

江南的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如从当代生态

环境状况考虑,随着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过度开发和

它的生态环境的恶化、自然色彩的脱落,与之遥遥相

望的三湘世界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较大的发展潜

力。/斜月沉沉藏海雾, 碣石潇湘无限路0 (张若虚

5春江花月夜6) , 古时的三湘之美似乎美得有些凄

婉、悲凉,但朴野的三湘大地可能会给整个江南带来

更多的生机和希望。总之, 按照我们的理解,这样界

定江南尊重历史、符合社会习惯、有利于学术研究和

江南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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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象学论陈从周的江南园林美学

刘 彦顺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陈从周先生的园林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江南

园林美学。在陈先生的著述中, 除了在进行南北园

林风格比较的时候, 较多显著地涉及北方园林之外,

对北方园林都只是浮光掠影般地顺便提及。在此方

面,陈从周先生自有其大论: /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

园林甲江南。0而且加以强调: /前人未曾说过, 是我

所概括。0[ 1] 96

陈从周先生的园林美学带有鲜明的现象学特

性。本文的/现象学0不是拿西方自胡塞尔以来的现

象学来挖掘陈从周先生园林美学中的/西方现象学0

元素,或者找寻两者之间的相似性, 而是认为,陈从

周先生的园林美学继承并发扬了中国古典美学的现

象学传统,带有更本土化的意味。这一传统不仅在

历史上有数千年之久, 而且在基本观念、方法、实践

上都有极卓著、极成熟的建树。下文就从三个方面,

来探讨陈从周先生园林美学中的现象学思想。

第一, 以时间性为核心的审美生活是其园林美

学思想的核心。

在陈从周先生的著述中, 对于中国古典园林美

学思想的借鉴是一个极为突出的表现,他在行文中

基金项目:浙江省重点项目/ 江南美学史0( 09JDJN003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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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大量地引用古典园林美学原著, 如数家珍。中

国古典美学的优秀传统之一, 是采用了主客不分的

基本方法。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精神是对审美主体

与审美客体相融合的审美生活做整体把握, 从不单

纯地、孤立地去把握审美主体或审美客体,在美学著

述的语言风格上, 自然而然地就体现为生动、活泼、

亲切和具有主观性,在著述的方法上体现为对自身

某一个具体审美生活事件的时间性过程做具体而精

微的描述,这样往往更能保持美学对象的新鲜感。

相比而言,西方美学尤其是现象学之外的美学却较

多采取主客二分的方法, 往往只是孤立地把握审美

主体或者审美客体,这样的美学在著述的风格上显

得冷静、谨严、不动声色和具有客观性, 在著述的方

式上完全舍弃自身的体验尤其是舍弃自身意识的过

程性或者时间性。

时间性在现象学哲学中是最核心的概念之一,

也是最令人费解的谜题之一,但是/时间性0概念还

是有其基本的被广为认可的特性, 即/ 时间性0再也

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本体存在, 而是某一真实发生过

的主观/感觉0、/意识0的/过程0特性。现象学的时

间性问题首先要寻求的就是这一/过程0是如何构成

的。前文之所以说, 中国古典美学是最成熟、最典型

的现象学美学, 就是从这个角度而言的, 也就是说,

中国古典美学绝不侧重探讨抽象的/美0的本质, 从

来不离开主观/感觉0之中/主体0与/客体0的/同时

性0角度, 来进行谈艺论道。

在陈从周先生的园林著作中, /游人0的幸福感

受是唯一的而且是坚实的出发点, 即使是在极/左0

思潮横行的年代也是如此。就陈从周先生最主要的

几篇理论性较强的文章而言,如5说园6五篇中的第

一篇,始发于 1978年,丝毫没有沾染上自新中国建

国以来就流行的文艺学与美学的庸俗气息, 从学术

语言与思想来看,我们几乎可以把陈从周先生的著

作称作纯正的古人之作。之所以如此说, 原因就在

于陈从周先生在园林美学中一贯秉承的就是/游人0

的/幸福感0至上的基本理念, 这一理念可以说被很

纯粹地贯彻在陈从周先生的学术文章与造园实践之

中。

/游人0的/幸福感0, 从字面而言,似乎是仅仅针

对审美主体的主观感受的,实际上, /游人0的/幸福
感0是实现于/游人0对/园林0的游历过程的, 虽然陈

从周先生没有在自己的著述中明确地表述审美主体

与审美客体之间的关系, 但是其旨意却是非常明显,

即/幸福感0被对/园林0的/游历0所构造, 这一审美

生活之中的审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就可以表述为

一句带有鲜明现象学色彩的语言 ) ) ) /游人0总是一

边/游历0着/园林0,一边快乐着,即在一个已经实现

了的审美生活之中, 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是一

种/同时性0关系, 而且这种/同时性0绝不是/客观时

间0之中的两个物体在/物理空间0中自在地并列的

/同时性0,而是一种类似于5周易6中/咸0卦里说的

男女所达到的同时性快乐,在陈从周先生的许多文

章中,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再也不是/主0、/客0之生

硬区分,而是一种兄弟间、夫妇间的主体间性关系。

在5说园6第一篇中, 陈从周先生就说: /园有静

观、动观之分,这一点我们在造园之先,首要考虑。0
其中以/静观0、/动观0称呼/园0,可谓大有深意。如

果单纯地称呼/园0,就仅仅使用/动0与/静0即可,这

只是对审美客体进行孤立的分析而已,充类至尽,那

就是把/园0作为僵死的对象了; 唯其加上一/观0字,

才显示出/园0的存在有待于/观0, 而/观0有待被构

造于/园0,因而, /游历0的/幸福感0就作为唯一自明

性的、无可置疑的与生活的意义而存在了。

那么,作为幸福感的/静观0与/动观0是如何实

现、如何被构造出来的呢? 陈从周先生的诸多著述,

其实都是在做这种现象学哲学里最基本的描述功

夫,他说:

  何谓静观, 就是园中予游者多驻足的观赏

点;动观就是要有较长的游览线。二者说来,小

园应以静观为主, 动观为辅。庭院专主静观。

大园则以动观为主, 静观为辅。,,人们进入

网师园宜坐宜留之建筑多, 绕池一周,有槛前细

数游鱼,有亭中待月迎风, 而轩外花影移墙, 峰

峦当窗,宛然如画,静中生趣。至于拙政园径缘

池转,廊引人随,与/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

太匆匆0的瘦西湖相仿佛,妙在移步换影,这是

动观。
[ 1] 3

如此/时间性0构成描述在陈从周先生的著述中实在

是俯拾皆是、满目珍馐, 限于篇幅, 不再枚举。其基

本的方法就是,按照/游人0游历的时间性进程, 结合

园内、园外可感知到的所有质料,涉及叠石、理水、灯

火、窗户、门帘、花草、树叶、建筑物、对联、距离、高

低、季节等等等等,最终的目的是为/游人0的时间性

的/感受0即/幸福感0来服务的, 陈从周先生认为,

/游人0不同于/旅人0: /余尝谓旅与游之关系,旅须

速,游宜缓, 相背行事, 有负名山。缆车非不可用,宜

于旅,不宜于游也。0在这里, /缓0意味着/幸福感0的

积聚、强化与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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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第一人称0的现象描述法。
陈从周先生的江南园林美学著述的写作方式,

采用的是杰出的现象学方法, 当然,这一现象学方法

与西方 20世纪自胡塞尔以来的现象学方法既有相

同之处,又有极大的差异。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对

/意向性0(这一术语在汉语中实在是生硬)中的主客

不分有着清晰的主张, 都对主客如何不分以及主客

之间到底如何构成做了/时间性0维度的探究, 但是

差异之处在于, 或者说至少在于,西方现象学哲学虽

然号称是/工作哲学0, 但是其基本观念尚不能完全

摆脱主客二分的窠臼,在基本的态度上摇摆不定, 这

就导致其著述、语言、概念等等愚笨、晦涩,尤其是在

美学上,现象学无法完满地实践/其工作哲学0的意

图,而中国古典美学显然是一种更为成熟的现象学

哲学形态,在美学上,这种美学采取的往往是/第一

人称0的现象描述法,即所有的审美体验都是私人性

的,但是如果对这种/私人性0的审美体验做真实、精

确、细微、生动的描述, 尤其是围绕审美体验何以在

对象中构成进行描述, 就会使得/私人性0变得具有

/普适性0,因为体验产生于对象的构造。

陈从周先生在谈及南北园林差别时有如下描

述:

  余初不解宋人大青绿山水,以朱砂作底, 色

赤,上敷青绿,迨游中原嵩山, 时值盛夏, 土色皆

红,所被草木尽深绿色,而楼阁参差,金碧辉映,

正大小李将军之山水也。其色调皆重厚, 色度

亦相当,绚烂夺目,中原山川之神乃出。而江南

淡青绿山水,每以赭石及草青打底,轻抹石青石

绿,建筑勾勒间架,衬以淡赤者, 清新悦目, 正江南

园林之粉本。[ 1] 35

此段文字既是江南园林美学, 同时,又可以视作现象

学的美学方法, 也是美学治学方法的不二法门。就

现象学方法而言,陈从周先生的这段话是对曾经有

过的、发生过的审美体验的描述, 即对/回忆0的描

述,当然, /原初0的体验只发生在时间流之中的/那
时那地0, 现象学式的/还原0绝对不可能是在这个

/原初0意义上对体验的还原, 但是,在/回忆0中对过
去体验的/ 再现0仍然能够保持这一体验的特定面

貌,比如, /中原嵩山,时值盛夏,土色皆红,所被草木

尽深绿色,而楼阁参差,金碧辉映0, 引发不出/软0、

/糯0的江南风味;而/江南淡青绿山水, 每以赭石及

草青打底,轻抹石青石绿,建筑勾勒间架,衬以淡蘋,

清新悦目0,也不可能是/大小李将军之山水也0。也
就是说,包括江南园林美学在内的美学研究, 其研究

对象其实是研究者的私人体验, 而且这一私人体验

是以往确实发生而且在回忆中保持着相对新鲜面貌

的。从思维的角度而言, 回忆中的审美生活体验的

积累正是思维的材料。

陈从周先生的/园林生活0或/园林体验0无疑是
/丰富0而且/敏锐0的。就/丰富0而言, 一是体现为

见多识广,二是体现为/回忆0的强化与深刻。从陈
从周先生对幼年园林体验的回忆中就可见一斑: /余
小游扬州瘦西湖, 舍舟登岸, 止于小金山-月观. , 信

动观以赏月,赖静观以小休,兰香竹影,鸟语桨声,而

一抹夕阳, 斜照窗棂, 香、影、光、声相交织, 静中见

动,动中寓静,极辩证之理于造园览景之中。0[ 1] 18
就

/敏锐0而言,陈从周先生对体验的时间性过程何以

构成做了极为精微的描述, 比如谈到园林色彩, 他说

江南园林的粉墙黛瓦就是适应软风柔波垂柳的小桥

流水,而使用北方宫殿建筑的红墙黄瓦也就与环境

格格不相入了,针对常熟园林建筑的这样做法, 他提

出/火烧常熟城0以讽刺挖苦,入木三分。

/园林生活0既是园林美学研究对象, 也是所有

概念、范畴、命题、问题的反思之基础。无论针对任

何概念、陈述、命题,我们都要反问自己的体验, 反问

在自己的/园林生活0中到底发生了什么。美学只能

研究自己体验过的东西。当陈从周说/江南园林0的
时候,他并不是指江南所有的园林, 而只能是指他

/所游历过的江南园林0,只能是/所游历的园林给我

带来的快乐0,结合/时间性0来说, /体验0是处在/回
忆0之中的种种遭际。陈从周先生的所有著述, 其叙

事的视角都是/第一人称0的,讲述的是自己的所爱

所惜,对于美学的治学门径而言尤为可贵。原因在

于 ) ) ) 作为美学学者的工作与生活占据了人生时光
的大部,我们常常做的是从概念到概念,从命题到命

题,从抽象到抽象,而没有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体验0
上,所说的/审美对象0在很多情况下是空的,甚至我

们依据的是/他人0的/体验0, 如果/他人0的/体验0
再来自/他他人0呢? 陈从周先生的江南园林美学可

谓为何以治美学提供了一个典范。

第三,对可栖居的空间感的寻求。

前文所述陈从周先生江南园林美学中的/时间
性0问题,其实是/空间感0的具体存在。悠游、舒适、

怡神、富于变化、流畅的空间感, 是陈从周先生园林

美学思想一贯寻求的。具体来看, 其主要的表现有

两端。

其一,寻求/游历0中流畅的幸福体验。
既然在审美生活之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同

时性的、不可分离的关系, 那么, 主体的感受就是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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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被构成于客体的结构之中的, 如果仅仅就审美客

体而言,陈从周先生认为,一个园林的所有细节必须

做到寓杂多于统一, 即如5文心雕龙 #附会6所言:

/杂而不越0,而且陈从周先生更为高明之处在于, 他

并不是以某一处园林,比如私家园林,在空间地域上

的客观区域为营造对象, 也不是把它作为欣赏的刻

板对象,而是以/游人0所观所闻所嗅所行的范围作
为园林的区域, 也就是说, 空间感是大于园林空间

的,所以, 自园林而言, /杂而不越0既指/某一处0具

体的园林中所有要素的统一,也包括/ 某一处0园林
之外,主体所感受到的区域, 也就是说, 与/某一处0
园林所处的外部因素相加而达成的统一。因而, /借

景0成为陈从周先生江南园林美学最主要的部分之
一。

仅就园林之中的/灯0而论,陈从周先生认为:

  灯也是园林一部分, 其品类与悬挂亦如屏

联一样,皆有定格,大小形式具特征。现在有些

园林为了适应夜游, 都装上电灯,往往破坏园林

风格,正如宜兴善卷洞一样, 五色缤纷, 宛若餐

厅,几不知其为洞,要还我自然。苏州狮子林在

亭的戗角头装灯,甚是触目。对古代建筑也好,

园林也好, 名胜也好,应该审慎一些, 不协调的

东西少强加于它。我以为照明灯应隐, 装饰灯

宜显,形式要与建筑协调。至于装挂地位,敞口

建筑与封闭建筑有别, 有些灯玲珑精巧不适用

于空廊者, 挂上去随风摇曳, 有如塔铃, 灯且易

损,不可妄挂。[ 1] 9

从表面上来看, 讲的是/灯0与园林中诸因素的不协
调,其实, 其中的深意是, /灯0达到了与园林中诸因
素的协调,便可促使/游者0的幸福感受得以流畅地

保持与绵延。

/借景0是陈从周先生着重论述的江南园林美学
问题之一。按照功能主义对建筑的理解, 建筑只是

可以命名的/某一处0建筑物, 它满足的只是能够居

住、停留的需要,而且它只关注在这个建筑的物理空

间区域之内的事情,而对真实生活于其中的人会有

怎么样的感受, 对于真实的空间感如何构成, 就漠不

关心了。陈从周先生认为:

  唐代的白居易在庐山之麓建草堂, 以山为

借景,尽收眼底, 这种巧妙的手法, 到明末计成

将其总结了出来,可见古人一直沿用的了。这

说得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它将永远为人们所

应用。/风水学0中的/靠山0、/照山0,亦是借景

之别称而已。它不仅在造园与造景上已成为准

则,而且在城市规划与居住区设计中也不能忽

视。[ 1] 60

之所以称之为/借0, 就是因为/庐山之麓0并不属于
白居易的/草堂0, 但是居住在/草堂0里的人,肯定会

时常看到美丽如画的/庐山之麓0的, 因而, /空间感0

就绝对不仅仅局限于/草堂0,在这里,陈从周先生所

采用的仍旧是/现象学0的还原方法, 把原初存在的

个人感受作为无可置疑的前提, 感受所赖以构成的

对象显然不仅仅限于/ 草堂0之内的材料与元素, 因

而,除了/庐山之麓0之外, /风0、/月0、/ 雨0、/阳光0
以及相邻的建筑物等等所有要素, 都成为一个流畅

的空间感得以完成的条件。

其二,生态环境体验中的/身体诸觉0。
在陈从周先生的江南园林美学思想中, 他虽然

没有刻意从抽象的美学理论角度进行玄思,但是在

其卓著的现象学描述的笔触之下, 还是自然而然地

流露出对园林体验中的身体诸觉的认同和首肯。就

整体而言,陈从周先生较多涉及的是视觉,而且通常

视觉的快乐取决于园林空间陈设而引发的身体的运

动,比如/动观0与/静观0、/仰视0与/俯视0等等, 但

是在不少文章中, 也涉及嗅觉、肤觉, 尤其是在处在

一个良好生态空间环境中的时候。他说:

  园多乔木修竹,万竿摇空, 滴翠匀碧,沁人

心脾。小院兰香,时盈客袖, 粉墙竹影, 天然画

本,宜静观,宜雅游,宜作画,宜题诗。
[ 1] 95

园林佳作必体现这真的精神,山光水色,鸟

语花香,迎来几分春色,招得一轮明月,能居,能

游,能观,能吟,能想,能留客,有此多端,谁不爱

此山林一角呢! [ 1] 55

陈从周先生认为, 风景区之经营,不仅要把景色安排

得宜人,气候亦须宜人。他说: /今则往往重景观,而

忽视局部小气候之保持, 景成而气候变矣。七月间

到西湖,园林局邀游金沙港,初夏傍晚,余热未消,信

步入林, 溽暑全无, 水佩风来, 几入仙境, 而流水淙

淙,绿竹猗猗,隔湖南山如黛,烟波出没,浅淡如水墨

轻描。0[ 1] 28
在此, 可谓把身体诸觉的/ 同时性呈现0

形容得如入化境。

综上所述,在建筑现象学在我国当今才刚刚起

步的今天,诸多学者把理论资源只归结于胡塞尔现

象学以及海德格尔的5筑 #居 #思6等, 殊不知陈从

周先生已经结合中国古典园林美学的现象学智慧,

开创了另一番美妙的境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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