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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技术

六朝美学思想下的江南私家园林
李晓阳

（山西师范大学，山西 临汾　041000）

摘　要：六朝时期是历史中政治、艺术的一个特殊时期，
在这个时期，社会的进步提高了人的素质和艺术思想素养，在
中国的美学史上有很多观点解读便是从这时期产生的，所以
在这个时期内形成的美学思想对于当时所建造的江南私家园
林产生了深远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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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是运用艺术手段和技术在一定地点通过设计建造而
成的休憩区域，建造园林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
而他真正作为主体精神对象这一审美观念出现在人们概念里
就是在六朝产生的，而这些重要思想的产生和转变是在前朝
的思想上发展而来的。其次，六朝的美学思想有很大一部分是
由当时的美学环境和美学理想形成的，这些思想拥有着鲜明
的时代记忆和历史痕迹，“淡雅”“清净”“天人合一”是六朝
的审美趋向。
1　六朝美学思想的转变——变汉
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一切事物随着时间的推进不断发

生变化，美学思想也在发展中不停地延续和革新，六朝美学思
想转变也不例外，在整个美学史发展中，六朝的美学思想发展
方式就是变汉。

1.1　园林规模思想上的改变
从先秦到西汉，物质占有和自然占有不断发展，早期的园

林不是主体精神对象，而是作为一种象征体现表达自己的权
力欲和占有欲。从秦汉到六朝园林规模从大变小，而规模的

“小”成为中国园林以小见大的、以有限来表达无限的新的审
美思想。汉代的攀比思想和六朝的欣赏思想、汉代的粗放和六
朝的精小集约都有很大的不同，这样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园林
美学观念上的成熟和进步，也使六朝园林艺术观念中再现和
表现充分地融合。

1.2　哲学思想与审美思想的转变
首先，汉代的政治环境使得儒家经学达到繁盛的极致，这

让汉代的美学过于注重理法，导致其缺少了突破和发展。正是
在这一过程中，变革开始出现，玄学兴起。审美从现实走向想
象，进入玄境，有了“境生于象外”这种概念，意境产生于实景
之外”，体现了“境”“象”分离的美学思想，这使得当时的江
南园林在建造的时候更加注重实景下延伸的虚幻景象，在园
林中表现出了“境”涵盖“象”，“境”外必有“象”的建造观
念，这种改变就是自然的审美与玄学的结合。

其次，汉代的美学思想中“神学”是其重要的部分，渗透
在汉代建筑中的方方面面，而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这种思想
在六朝时期被人学所取代，强调“心即境也”，这样的强调不仅
是对园林创造者，也应用在游园人的身上，因而艺术家和游园
人对于审美境界的创造就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人对于本
体性认识和对人的关注的进步。六朝时期人们对其情感的发
现和认知程度使得人更加重视自己的情绪感受，这使得园林
建造中造园者在重视人精神感受方面越发明显。
2　六朝的庄园经济对于六朝自然境界的美学思想变化
经济形态和结构与美学形态和审美意识有着特殊且紧密

的关系，而六朝的经济属于庄园经济，即庄园所属均为贵族阶
级，世袭经济、政治特权，所以作为私人经济所有制就有着很
强的封闭性。庄园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并兼具多种功能的实
体，具有自足性、封锁性、经济性和文化性，这样的经济环境孕
育了社会风气，改变了人的审美心态，使得属地园艺化，园林
化使他们与自然山水更为接近。

因为六朝审美素质和思想的提高成熟，加快了庄园审美
化进程，充分表现出庄园的实质性和精神性。这时期的江南园
林由于六朝文人的自然回归意识在经过人工改造后还会保留
大量的自然动植物。以庄园自然化作为游赏和审美对象，促成
了六朝人悠游天地、任君逍遥的闲适情怀，而用审美的眼光面
对自然山水就标志着六朝人真正进入审美状态了。自然山水
从附属品到美的具体存在，从单纯的表面想法到审美意识的
转变在六朝完成了华美的蜕变。这是六朝人对自然山水的审

美的发现，使自然山水的审美更加高级，对美学史产生了极大
的影响，使江南园林更加注重自然发展。

自然山水美的发现最终体现为主题功能，是主体文化、审
美素质的提高后反观自然山水所获得的主体认知，在玄学和
人学的思想趋势中，六朝人对于园林建造的审视方式出现了
重大的变化，越来越接近于审美本体，而这些对于自然的审美
意识最终都表现为“崇敬自然，天人合一，内外相融”的老庄
思想。
3　道家与归隐之风对江南园林建造心理的陶染
六朝美学自觉、成熟的标志，是我们可以从园林的一点发

现六朝审美主体缤纷多样，而美的自觉和发现反映在六朝人
创建园林时的立场，它不是物质的需求而是精神的慰藉，保持
一颗平和的心，恬静悠然、园人合一，使人自身内外融为一体，
这时的建园心态是视园林为心灵与志向的寄托之所。

六朝审美的态度、心理和方式的确定使园林美学思想在
六朝真正纳入了中国美学的框架中，而它的形成与庄子归返
自然、恬淡无为的思想有很大的关系，老庄思想影响了整个园
林建造美学。东晋诗人陶渊明曾经有这样一句诗：“久在樊笼
里，复得返自然。”这是六朝人最普遍的人生安乐之法。六朝
园林美学思想的进步还与园人合一的心理相关，以彼之境化
彼之心境，从而达到心理、身体和外景的充分交融，引发审美
观赏。以小境化为大的天地万物，不计较名利欲望，单盼求心
灵的安抚与寄托，自然人化、心即是园、园人化一、天地神明并
与是园林建造艺术要达到的最终目的。

江南园林的建造不仅受到道家老庄思想的影响，还有很
大一部分受到六朝隐逸心理的影响。当时的六朝名士可谓任
性率意、放达自旷，其亲和相融的自然观就是主体融化在自然
之中，而隐逸正是此种观念实现最重要的方式，它不仅促进了
主体与自然的融合，还促进了主体心理的发展。

六朝隐逸生活的出现形成了悠游天地的精神现象，名士
的隐逸思想也和道家归返自然的思想紧密相连，道家思想中
的不受拘束，发挥本性以及离开喧嚣现实进入自然世界的思
想成为隐士的思想行为基础，这让他们不仅要在自然中感受
世界，还要在生活中与自然交流。

庄子返归真性的思想成为六朝隐逸的核心，它提高了隐
逸的思想水平，加速了隐逸行为的思想化和审美化。道家思
想、隐逸思想促进了六朝的美学发展，也促进了六朝江南园林
建造时注重人与自然交融的建造准则。
4　结语
六朝名士镇定闲适、处乱不惊的风度与思想促进了他们思

考问题、发展美学。道家思想、隐逸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六朝园林
的造园原则，美学思想的发展推动了江南园林建造的审美，使其
成为集表征性、历史性和回归自然性的多种精神集合体，它的美
学精神是园林与其主人的双向互动表达出来的，具有强烈的主
体意识。园林的内部结构形成了流动的空间节奏与自然相融，
化实为虚、以小见大，使园林美直接展现在我们面前。江南园林
的美不仅显示出造园者集大成的美学思想，还充分体现了南北
方文化生活环境的不同，其中真意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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