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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乾嘉时期扬州园林的空间审美特质
*1

刘晓宏

【摘 要】: 扬州园林是我国重要的园林派别。由于独特的主体，扬州园林在空间营造上表现出独特的审美取向。

主要表现为：在空间布置上，强调园林空间的外向性展示；在空间营造上，强调立体空间营造；在空间审美上，重

视空间的独特性表现。这种独特性来自于，扬州盐商复杂而矛盾的处世心态，也导致了扬州园林介于南、北园林艺

术之间的折衷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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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扬州作为全国的盐业贸易中心，吸引了大量外来商贾，他们通过转运销售食盐，积累了巨额财富。而后这些盐商纷

纷在扬州城郊买房置地，修筑园池，以满足其日常起居及社交需要。乾嘉时期，扬州城内共有园亭上百座，分布于扬州城内和

城外保障湖（今瘦西湖，下同）及南湖区域。盐商的园林营建活动，将扬州自古已有的园林营造活动推向高潮，使扬州逐渐成

为与苏州、杭州并列的园林胜地。据成书于清乾隆六十年的《扬州画舫录》记载：“（天下园亭）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

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分轩轾。”
〔1〕

由此可见，乾隆、嘉庆时期，扬州园林已经名甲天下。

目前，据相关文献记载，清代盐商在扬州市区内及市郊保障湖、南湖湖区共筑有园林 62 座，其中建于乾隆年间 47 座，约

占清代扬州园林的 76%
〔2〕

。随着盐商大兴土木，乾嘉年间扬州园林在造园技法上也达到巅峰，清代扬州名园也都营造于此时，

如个园、小玲珑山馆、片石山房、双桐书屋、卷石洞天、倚虹园等。由此可见，乾嘉时期确实是扬州园林发展的黄金时期，其

许多风格特征，也都形成于此时。

作为我国重要的园林艺术流派，扬州园林与北方皇家园林与苏州文人园林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风格差异。这种风格差异主要

是因为园林的营造主体不同，导致其使用功能及审美意识不同。因此，扬州园林在建筑空间形态上也呈现出许多独具魅力的地

方。基于此，本文在相关历史文献的基础上，结合现存乾嘉时期的扬州园林实物，分析扬州园林的空间审美形态特征。

一、藏显之间：折衷的空间展示形式

扬州园林作为盐商构筑的私家别业，其主要的空间功能，是为了满足盐商的日常起居及宴饮社交活动。因此，从本质上来

看，它与北方皇家园林、苏州文人园林无异，都属于密闭性的私人空间。这种空间属性决定了扬州园林必须强调空间的内隐性。

作为一种居住空间，我国园林艺术的本质在于通过将居住空间与游憩空间的二维融合，探寻如何在城市中获取山林之乐，

最终达到“诗意栖居”的根本目的。基于此，我国园林艺术的一般空间配置情况多为前宅后园，中轴对称。通过宅与园的综合

配置，营造出一个属于园主家族的私密性游览空间。这种空间性质决定了扬州园林在空间处理上，必须通过藏与隐，将其与周

边隔绝开来，形成一种内向性的空间形态，特别是在用于日常起居的居住性空间上，更为明显。扬州名园个园的空间构成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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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具有这种特征。个园位于扬州古城东北隅，为嘉庆二十三年两淮盐总黄至筠在明代寿芝园旧址上复建而成。鼎盛时期个园共

有“福、禄、寿、喜、财”五路住宅建筑，现存东、中、西三路，均位于园区北部（见图 1）。个园住宅空间设置，严格按照中

国古代建筑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核心思想来进行分配，形成环环相扣，密闭性强的若干合院，外部以高墙遮挡，形成极为隐

秘的私人空间。

但是，虽说扬州园林在空间配置上具有中国传统私家园林的私密性属性，其空间又兼具一定的开放性，这是我国其他地区

私家园林所不具备的空间特征。不同于北方皇家园林与苏州文人园林在空间布置上喜在园池四周设置障碍，遮挡园林景致，强

化园林的私密性属性。扬州的造园家通过柔化园林边缘，将其与周边环境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而构成了一种半开放式的园林空

间，这一特征在扬州园林最为密集的保障湖地区最为突出。半开放的空间处理，使保障湖区逐渐形成了极具特征的湖上园林群

落，正如清代造园理论家沈复在《浪游快记》中所描述的那样：“其妙处在十余家之园亭合而为一，联络至山，气势俱贯”
〔3〕

。

这种独特的空间处理形式，究其原因，是源于盐商特殊的造园需求。众所周知，盐商修建园林的内在动因，除了满足自己

的日常生活所需以外，利用园林来炫耀财富、结交权贵，才是盐商造园的主要目的。特别是在乾嘉时期，由于皇帝频繁巡幸江

南，园林成为盐商献媚天子的重要手段。据《清俾类抄》载，扬州著名盐商汪朔公夫人汪太太，在高宗巡幸扬州时，“与淮之

盐商，先数月，在城北外择荒地数百亩，仿杭州之西湖风景，建筑亭台园榭，以供御览。惟中少一池，太太独出数万金，夜集

工匠，赶造三仙池一方，池夜成而翌日驾至。”
〔4〕

由此可见，盐商在保障湖区修建园林的目的在于投其所好，献媚讨好皇帝，

从而获得皇帝嘉奖，提高自身地位，进而获取更多的商业特权。因此，盐商在修造园林时，如果过分强调园林的私密性，就有

悖于其初衷，无法吸引皇帝及达官贵人的注意。但是，作为盐商的私人生活空间，园林又不能完全公之于众。因此，为了缓和

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扬州造园家才采用柔滑边界的方式，折衷二者，最终形成了介于藏显之间的特殊空间展示形式。

二、飞阁凌空：立体性空间营造

空间上追求立体性空间的构建，也是扬州园林在空间营造上的主要特征。其立体性的空间构造主要依托造景叠山以及复道、

楼阁等高层建筑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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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石是扬州园林中最引人称道的造景手法之“扬州以名园胜，名园以叠石胜”
〔5〕

。所谓叠石，是指通过人工堆叠石块，使

其形成具有自然景观性质的山石路景，从而达到“虽为人作，宛如天开”的艺术效果。由于扬州盐商雄厚的经济基础，其修建

园林时，往往不计成本斥巨资购置名贵石材，并且聘请名家主笔，为其园林构筑山石。如位于扬州城南的片石山房（见图 2），

其叠山理石相传出自清初大画家石涛之手。主峰高约六丈，山中密布大小石洞百余个，被赞为“奇峭”。而建于雍正年间的万

石园，更是用数以万计的太湖石，模仿石涛画意，构筑假山。这都表现出扬州园林叠山方面的高超技艺。这种造景方式无疑将

园林空间由平面引向立体，特别是将园林建筑与叠石假山结合在一起之后，其空间的立体性就更为明显。《扬州画舫录》卷一

〇描述倚虹园叠石如下：“涵碧楼前怪石突兀，其旁有小屋，屋中叠石于栋梁上，作钟乳状。其下巑屼嵽，千叠万复，七八折

趋至屋前深沼中”
〔6〕

。

个园抱山楼是将建筑融于叠石假山强化建筑空间立体性的又一典型案例（见图 3）。抱山楼位于个园北部园池区，是一座面

阔七间的长楼，介于夏山与秋山之间。山与楼之间的关系高度融合：两山依楼而掇，山又通过小径与楼相通。楼与山之间构成

了一个复杂而多变的立体空间。由此可见，这种将山石与建筑相结合，从而强化园林空间的立体型，是扬州园林的常用的空间

塑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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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扬州园林的空间处理上，除了大量运用叠石假山来强化空间的立体型之外，大量“阁道”和高层建筑的使用也强化了园

区空间的立体性。这种做法在建于十八世纪中叶的筱园中表现的最为突出。筱园阁道位于园林边界处，其做法是将园林原有的

围墙加高而成，每六开间建造一阁楼，并以复道相连。这种建造方式除了将将原有园林建筑的体量增高之外，还将散落在园区

内的建筑连为一个整体，从而形成了复杂的“立体交通”，在强化建筑的整体观感的同时，赋予了园林一条位于空中的游览路

线，从而形成了“多层观赏线”的立体景致，有效拓展了园林的审美空间。

扬州园林之所以会形成如此独特的立体空间布局，也与扬州盐商的造园动机密不可分。如前文所述，盐商修造园林绝不仅

是为了满足日常起居所需，园林还是其结交权贵、附庸风雅和炫耀财富的重要手段。因此，盐商园林绝不会像苏州文人园林那

样，强调含蓄内敛，空间布局平淡典雅。其空间要求新、奇、怪，因此这种大体量的空间营造和因其而导致的复合性游览路线

十分复合盐商的需求。

此外，这种园林空间形态的变化也揭示出扬州园林的欣赏视角的改变。传统园林作为一种游憩性生活空间，其欣赏视角往

往集中于园林内部，游人步行于园林当中，形成一种人在画中游的审美体验。由于受封建礼法制度的局限，中国古代私家园林

在园林面积和建筑尺度上有着严格的限制，因此现存私家园林的面积都较小，而在有限的面积中安排体量过大的建筑，显然会

破坏园内的整体视觉效果。由此可见，扬州园林的这种空间变化，明显不是将视觉重心放于园林内部，而是将其转移至园林之

外。这种视点的改变也暗合盐商的造园目的，他们修造园林的目的绝不仅是用来自赏，更多需要利用园林来炫耀财富，从而提

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因此盐商才热衷在园林当中修筑如此外向的立体型园林景观。

三、专属独一：空间的独特性

强调空间的独特性，是扬州园林的又一空间特征。作为盐商主导的造园，扬州园林处处沾染了盐商的审美习惯。虽说盐商

得益于食盐专卖制度，获取了大量物质财富，但是却始终无法改变封建社会“士农工商”的社会排序。为此，盐商开始使用重

金包装自己，让自己跻身上流社会，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为此，他们在日常生活上追求新奇奢华，在审美格调上附庸风雅，

努力将自己归于士人阶层。《扬州画舫录》则对此有着更为翔实地记录：“（盐商）或好马，畜马数百，每马日费数十金，朝

自内城出，暮至城外人，五花灿著，观者目眩。或好兰，自门以至于室内，置兰殆遍……率喜作园馆，以靓丽相夸尚。”
〔7〕

这

种日常生活审美态度自然影响了园林营造，由其主导修建的扬州园林，在空间上也表现出明显具的求新求变的风格特征。特别

是在乾嘉年间，随着盐业贸易日益成熟，盐商身负巨资，园林逐渐成为其攀比斗富的工具，其投入在园林营造上的财力、人力、

精力越来越大，园林的独特性也被日益重视。关于此，《水窗春呓》有如下记载：“计自北门直抵平山，两岸数十里楼台相接，

无一处重复。其尤妙者，在虹桥迤西一转，小金山矗其南，五亭桥锁其中，而白塔一区，雄伟古朴”
〔8〕

。此外，钱泳在《屡园

杂话》中也有相关描述：“（造园）当以扬州为第一。如作文之有变换，无雷同，虽数间小筑，必使门窗轩豁，曲折得宜。此



5

苏、杭工匠断断不能也。”
〔9〕

那么扬州的造园家们又是通过哪些方式来实现园林空间的独特性呢？具体来说，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强化园林空间的

这种特性：

首先，扬州园林往往通过叠山理水等造园手法，营造出不同的园林空间，从而探索出空间的不同表现方式。扬州位于江淮

平原腹地，城内地势平坦，对于修造园林而言，缺乏园林空间应有得变化。但这种地形地貌，也为造园工匠提供了更为广阔的

创作空间。他们在修造园林时，使用人工物力，堆砌山体，开凿河渠，用以丰富园内景观。这种单纯依赖人工儿营造的园内空

间，能够表现出更为多元的空间形态。加之盐商雄厚的财力支撑，匠人们的巧思一般都能够得以实现。于是，扬州园林在空间

形式上，表现出一派繁荣之相。涌现出以独峰耸翠，秀映清池著称，被誉为“奇峭”的片石山房；以桥、花、树、石相互障碍，

给人烟雾迷离，水流来去悄然之感的小盘谷；通过引水入室，形成碧水萦绕，楼台掩映之景的卷石洞天等名园。

其次，细节装饰也是扬州园林用来强化园林空间独特性的有效手段之一。作为园林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细节装饰市

园林空间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特别是在整体空间构造上难以出奇出巧的情况下，细节装饰就称为营造出独具匠心的园内空间

的有效手段。这一点在扬州的个园中表现最为突出。作为海内名园，个园最为出名的当属被誉为“海内孤品”的四时叠山，而

这种独特的园林空间布局，主要是依托假山所用石材这一细节得以实现的。通过对太湖石、黄石、宣石的灵活运用，构筑出春

夏秋冬一年四时之景，从而表达出“春山艳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的诗情画意。这

种从细节入手，营造出园林空间独特性的做法，也成为扬州园林在空间构造上的主要方式之一。

四、雅俗共赏：空间的整体美学格调

扬州园林的整体空间美学格调上，也表现出与我国其他园林流派明显的差异。它折衷了我国南北园林派系的美学格调，兼

收并蓄，最终形成了“雅俗共赏”的美学格调。

作为商人群体主导建筑的园林艺术，扬州园林本身难免沾染上商人的粗俗气息。园林对于他们而言，更多的是一种炫耀自

身财富的途径和手段。因此，在进行空间营造的时候，他们往往不惜代价，将园林空间布置得错彩镂金，极为豪华，表现出浓

郁的世俗气息。在内部空间布局上，扬州园林尤其偏好使用古董来装饰室内空间。这种偏好源于盐商“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

有无”的偏执观念，也缘于盐商炫耀斗富心态。为此，他们大量收购名人字画、古玩珠玉，用以装饰室内空间，室内空间的布

置强调玲琅满目。这种让人目不暇接的空间布置，看似风雅，实则世俗。

除了运用古玩珠玉装饰室内空间，盐商们还广求奇花异草，来点缀室外空间，基于此扬州园林逐步形成了独特的花木配置

方案。其花木选择标准可以归纳为：品种上求新奇、色彩上求浓艳、配置上求全面。扬州园林在花木选种方面，不同于苏州文

人园林的素净雅致，其选种偏重于选择芍药、牡丹等花朵硕大、色彩浓艳、品相富贵的花种。特别是针对一些花色罕见的珍惜

品种，更是不惜代价，加以引进。嘉庆年间重修的《扬州府志》载：“（影园）小山招隐处岩下，牡丹、西府垂丝海棠、玉兰，

黄白大红宝珠茶，磐口腊梅，千叶榴，青白紫薇香椽，备四时之色。”
〔10〕

此外，扬州园林在植物的选择上，还大量选择具有隐

喻内涵的植物类型，具有典型的世俗审美标准。如个园、意园中种植紫藤，暗含紫气东来之意；刘庄、明月楼广植桂子，谐音

富贵；片石山房、华氏庄园大量种植广玉兰，寓意“富贵满堂”
〔11〕

。这种强调富贵热闹的花木配置形式，无疑表现出浓郁的世

俗审美特质。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扬州园林又有典雅的一面。作为封建社会社会结构中的底层，盐商虽富有四海，但是却处于四民之

末，他们急切地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为此，盐商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与文人结交，大量畜养文人门客。如活动于乾隆年间的

著名盐商江春，其修筑的康山草堂往往客以百计，每日酒赋琴歌，通宵达旦。这些寓居于盐商园林当中的文人，自然对盐商的

审美格调产生影响，从而使盐商园林不可避免地沾染上文人的审美格调。此外，随着财富的累积，越来越多的盐商将主要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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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商转文，读书入仕成为盐商的共同选择，一时涌现出许多具有极高的文化素养的大盐商。如乾隆年间的大盐商马曰琯兄弟，

就以诗赋名噪江左。这些具有文人特质的盐商群体，也直接导致扬州园林在审美格调上日趋风雅。最后，随着盐商发迹，他们

开始斥巨资聘请名家为其设计园林，如石涛、仇好石、戈裕良、董道士等造园好手，都在扬州参与过造园活动。这些名家熟知

文人审美品味，所造之境，格调高雅，难落俗套。

由此可见，乾嘉时期的扬州园林是基于盐商发展而产生的一种造园艺术，由于盐商特殊的身份地位和文化诉求，导致扬州

园林在空间形态上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折衷取向：她既具有北方皇家园林的恢弘大气；又兼具南方文人园林的典雅细腻。扬州园

林的建筑空间形态特征暗示出盐商复杂多元的心理活动，他们一方面以经商为荣，时时不忘炫耀自己雄厚的物质财富；一方面

又黯然神伤，为自己“四民之末”的社会地位而苦恼神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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