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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濯我足
”

，
其千古流传 ， 除 了美文神韵 ， 还在于

境界高格 。 这里要说的园林故事便是因此诗句而

中国古典园林何以成为传统而经久不衰 ？ 建 得名的沧浪亭 。

筑界热衷的空间 、 文化界称道的画境 、 影视界定话说沧浪亭的诞生 ，距离孺子歌
“

沧浪之水
”

格的美感 、 旅游界带动的流线……不一而足 。 纷 的传诵 已有千年之隔 ， 诞生在宋代
“

上有天堂 ，

｜纭的发掘 ， 不绝的讨论 ， 各说其话 ， 各论其事 。 下有苏杭
”

的苏州 。 其时 ， 社会富庶安稳 ， 环境

＾也有时候从空 间转换成视觉 、 从静态移师到动态 ， 如诗似画 ， 文化沉积丰厚 ， 一位士大夫苏舜钦郁
在研讨会上无法聚焦 ， 在学术上没法对话 。 本文 闷而至却率性得居 ， 一个衰败的旧宅及其荒湾野

１就此无意建树新理论 ， 唯求认识中 国古典园林何 水 ， 在他的 眼中有着清亮 的美景 ， 他购宅造园 ，
ｔ以成为传统 ？ 希求穿越历史 ， 凝练智慧 ， 理解传 定名

“

沧浪亭％

ｈ承 ， 发扬光大 。从此这个古典园林传承了又是千年
，
魅力

？在中 国古典文学中 ， 有
一

脍炙人口 的诗歌 ： 不减 。 如今沧浪亭是世界文化遗产 ， 还是系列苏

棚
“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 ，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 州古典园林遗产中的最古者 。 时空交错 ， 诗絮飞



扬 。 一个园林
，
物质地看一存在一千年

；
精神 廓方城而为墉
”

，
李善注引左氏传屈完所谓楚 国

地看一承载二千年 。 说说她的故事
，
中国古典 方城以为城 ， 汉水以为池 ， 则是沧浪即汉水也 。

园林的精髓或许可以触摸与通达 。不同的说法 ， 但是地理的沧浪水 （ 图 １ ） 无

疑确定在楚国——汉赋起源地和青铜发达地——

第一回 沧浪之水缘由来？惟楚有才
，
于斯为盛 。

地理的沧浪水典故的沧浪水

《书禹贡 》 曰 ：
“

蟠冢导漾 ， 东流为汉 ， 又东沧浪水或地名在中国古代的大河大江大川或

为沧浪之水
”

。大地上也许不很重要 ， 但因为文化
， 沧浪水边的

《袁 了凡禹贡图说 》 沧浪
， 即汉也 。 源出湖 孺子歌 ， 使得这条水系有了特别的意义 。

南常德县南沧
，

曰沧水
，
东北流至汉寿县西 ， 与《孟子离娄上 》 载 ：

“

孺子歌曰 ， 沧浪之水清

浪水合曰沧浪水 ， 北流至沧港 口人江 。兮
，
可以濯我缨 ， 沧浪之水浊兮 ， 可以濯我足
”

。

《史记 》 作沧浪之水 ， 其说有三 ：《楚辞 ？渔父 》 有 ： 渔父莞尔而笑
，
鼓栅而去 ，

（ １ ） 谓汉之别流 ， 《书孔传 》 别流在荆州 ， 《郑 乃歌曰 ：
“

沧浪之水清兮
，

可以濯吾缨 ； 沧浪之

玄书注 》 沧浪之水 ，今谓之夏水
，
即汉之别流 ，《刘 水浊兮 ， 可 以濯吾足 。
”

遂去 ， 不复与言 。

澄之永初山水记 》 夏水
，
古文以为沧浪 ；《寰宇记 》 曰 ： 沧浪二水合流 ， 乃渔父濯缀之

（ ２ ） 谓沧浪为地名 ，在湖北均县北 ， 《水经注 》 处 。 更是将地理上的水系和典故紧密联系在一起 。

曰
：

“

武当县西北汉水中有洲名沧浪洲
”

， 蔡沈书楚襄王时
， 屈原再次被流放江南 ， 当得知秦

传从之 ， 《胡渭禹贡锥指 》 弃少蕴曰
， 沧浪 ， 地名 ， 军攻陷郢都 ， 国破家亡的悲愤使屈原不能 自 已

，

非水名 ，《 阎若據四书释地 》集注 ， 沧浪水名 ，殊非 ， 他徘徊江边 ， 形容僬悴。 渔父见了很是惊疑 ， 问

盖地名也 ， 当云武当县西北四十里汉水中有洲 ， 他为何落魄至此 。 屈原答曰 ：
“

举世混沌而我独

名曰 沧浪 ， 汉水流经此地 ， 遂是名 沧浪之水 ；清 ， 众人皆醉而我独醒
”

。 渔父劝他与世俗同流 ，

（ ３ ） 即汉水 ，《 张衡南都赋 》：
“

流沧浪而为隍 ， 不必独醒高举 。 屈原以为不然 ， 写下 《怀沙赋 》 ，

投人江流 （ 图 ２ ） ， 葬身鱼腹 ， 不再蒙受世俗尘埃 。唐 许浑 《赠裴处士 》 ：

渔父解缆登舟 ， 掉浆唱曰 ：
“

沧浪之水清兮 ， 可
“

字形 翻鸟迹 ， 诗调合猿 声 。 门 外沧浪水 ， 知君

以濯吾缨
；
沧浪之水浊兮 ， 可以濯吾足
”

。欲灌缨 。
”

这不是普通的典故 ， 因为屈原的情操髙洁
，
唐 许浑 《将赴京师蒜山津送客还荆渚 》 ：

“

怀质抱情 ， 独无匹兮
”ｗ
。 沧浪之水的内涵丰
“

潮平 犹倚掉 ， 月 上 更登楼 。 他 曰 沧浪水 ， 渔歌

富起来 。对 白 头 。
”

唐 白 居易 《初下江汉 ， 舟中作 ， 寄两省

人文的沧浪水给舍 》 ：

汉水之东的沧浪水 ， 在以后的文人思维里是
“

秋水浙红粒 ，朝烟烹 白鱗。 一食饱至夜
，

一

朴安达晨。

永远的清流 。 宦场仕途的失意者 ， 以她滋润荒芜晨无朝谒劳 ，夜无直宿勤。 不知两掖客 ，何似扁舟人？

的心田 ， 作为精神 的归宿 。 庙堂之高 ， 江湖之远 ，尚想到郡 日 ， 且称守土臣 。 犹须副忧寄 ， 恤隐安疲民。

实在没有什么差别 ，
“

沧浪
”

也就含有隐逸之意了 。期年庶报政 ，三年 当退身 。 终使沧浪水 ，濯吾缕上尘 。
”

在中 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唐诗宋词中多有表达
，
不唐 刘长卿 《 江中晚钓 ， 寄荆南二相识 》 ：

绝纸墨 。
“

楚郭微雨收 ， 荆 门遥在 目 。

唐 王勃 《 山亭兴序 》 ：漾舟水云里 ， 日 暮春江绿 。
“

山情放旷
， 即沧浪之水 清 ； 野气 萧条 ， 即崆峒霁华静洲 渚 ， 暝 色连松竹 。

之人智 。
”

月 出波上时
，
人归渡头宿
。

唐 刘长卿 《祭崔相公文 》 ：一身 已无累 ， 万事更何欲。
“

顾婆娑之树老
，
歌沧浪之水清 。
”

渔父 自 夷犹 ， 白 鸥不羁 束 。

唐 白居易 《长庆二年七月 自 中书舍人出守既怜沧浪水 ， 复爱沧浪 曲 。

杭州
， 路次蓝溪 》 ：不见眼中人 ， 相 思心 断续 。

”

“

因 生江 海兴
，
每羡沧浪水 。 尚拟拂衣行

，

况今唐 齐己 《寄答武陵幕中何支使二首 》 ：

兼禄仕 。
”“

江楼联雪 句 ， 野寺 看春耕 。 门 外沧浪水 ， 风波

唐 胳宾王 《 同辛簿简仰酬思玄上人林泉 杂雨声 。
”

四首 》 ：宋 辛弃疾 《水调歌头 壬子三 山被召
， 陈

“

崩查年祀积 ， 幽草 岁 时新 。
一谢沧浪水 ， 安知端仁给事饮饯席 》 ：

有逸人 。
”“

长恨复长恨
，
裁作 《短歌行 》。 何人为 我楚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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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涯 置
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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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沧浪 水＾＾＃＾＃ ： ： ：

听我楚狂声 ？飞桥跨木末 ， 巨浸折胡 壘 。 糟床行万瓮 ， 練墙周数里 ｃ

余既滋 兰九畹 ， 又树蕙之百晦 ， 秋 菊 更餐英 。废兴固在天 ， 庶用观物理 。 缅怀嘉佑世 ， 周道平如紙。

门 外沧浪水 ， 可以灌 吾缨ｕ—杯 酒 ， 问何似 ， 身相君贤相君 ， 子美 东南美 。 如何
一

网尽
， 祸岂在故纸 。

后名 。 人间 万事 ， 毫发常 重泰 山轻 。青蜆 变白 黑 ， 作侦弱焉 始 。 所存醉翁文 ， 垂耀信百世 。

悲莫悲生 离 别
，
乐 莫乐 新相识
，

儿女古今情 。无忘 角 弓咏 ， 嘉树犹仰止。 同来二三子 ， 感叹咸坐起 。

富贵非吾 事 ， 归 与 白 鸥盟 。
”

缥瓷酹新汉 ， ＳＳ：誉均一洗？ 忽逢醒狂翁 ， 一别杳二纪 。

宋 王安石 《杂咏八首 》 ：隽哉老益壮 ， 论事方切齿 。 我欲裂绛慢 ， 推着明光里 Ｄ
“

任 公蹲 海 滨 ， 一 钓饱千里 Ｄ 用 力 已 云 多 ， 钓 缗安得上天风 ， 吹 落君王耳 。
”

亦 难理。宋 李洪 《别吴兴从游 》 ：

巨 鱼暖 更逃 ， 壮士饥欲死 。 游鯈不 可数 ， 空 满沧
“

五 亭四 水 盛游从 ， 間 客 間 行兴 每 同 。 暂舍 玄真

浪 水。
”

渔 隐计 ， 却寻 康乐 旧 诗 中 。

宋 释慧开 《 偈颂八十七首 》 ：振衣濯足沧浪 水 ， 快 意迎人舶飓风 。 傥有任公投

！
“

兜率未 离尘 满面 ， 王宫缠 降垢通 身 。巨辖 ， 割鲜共饱淛河 东

儿孙纵有沧浪水 ， 洗到驴年也不清 。
”

唐诗宋词的文人情怀 ， 以咏 史托意 、 吟歌摇

宋 刘宰 《送傅守归 》 ：深为 突出 ， 传承精神 ， 源远流长 。
“

沧浪
”

为重
“

灌纓沧 浪水 ， 为 爱 沧浪清 。 明 明 中兴主 ， 斋居 要其一 。

方厉精 。
”

宋庆历三年 （ １ ０ ４３ 年 ） ， 范仲淹任参知政事 ，

宋 王炎 《用元韵答秀叔 》 ：与枢密使杜衍及富弼 、 韩琦等锐意改革 ， 时任集
“

笑我 胸 中 千斛 尘 ， 解 瓔 未灌 沧浪水。 翠微尝约贤校理的苏舜钦 ， 成为保守派的攻击 目标 。 庆历

ｒａ栽酒 行 ， 洗耳 潺濃泉石 清 。
”

五年 （ １ ０４ ５ 年 ） 春
，
苏舜钦举家南下于苏州建

＾宋王迈 《 挽崇清陈侍郎五首其五 》 ：沧浪亭 ， 便是将沧浪之情发挥到 了极致 。 此可 见
＾“太 学修 名 立 ， 甘 尔 晚节 香 。 岿 然周天 老 ， 好在梅尧臣 《 寄题苏子美沧浪亭 》之咏 ：

“

闻买沧浪水 ，

ｔ鲁灵光 。遂作沧浪人 。 置身沧浪上 ， 日 与沧浪亲 。 宜曰沧
ｔ余庆沧浪水 ， 清规寿俊坊 。 典刑今可挹 ， 通德合 浪叟 ， 老向沧浪滨 。 沧浪何处是 ， 洞庭相与邻 。 ”

Ｋ名 乡 。
”

至此 ， 水成为传递 、 演绎 、 表达沧浪情的最

｜宋 胡理 《沧浪咏 》 ：重要的载体 。 这个由 大地理水系之名而典故又文
孟
“

昔闻沧浪 亭 ， 未灌沧浪水。 先贤眇遗迹 ，壮观
一何侈 。 人精神化的过程 ， 在宋代达到极致 。



第二回 沧浪之景因何生 ？竹后水 ， 水之阳又竹
，

无穷极
，
澄川翠干 ， 光影

会合于轩户之间 ， 尤与风月 为相宜。
” ［？
这个亭

荒湾野水气象古 子是画龙点睛之笔 ， 在山水之间成就了传世千载

话说苏舜钦扁舟南游 、 旅于吴中后 ，
“
一

日
， 的沧浪亭园林 （ 图 ３ ）。

过郡学 ， 东顾草树郁然 ， 崇阜广水 ， 不类乎城中 ，这是一个由文人情趣而择址 ， 从小地理水系

并水得微径于杂花修竹之间 ， 有弃地 ， 纵广合五 、 环境而文人造园成景的重要过程 。 园建成后 ， 主

六十寻 ， 三向 皆水也 。
”ｒａ
此水便是连通苏州城 人的感受又 回溯和应答 了沧浪水的意味 。

“

予时

南水系的沧浪水 。榜小舟 ， 幅巾 以往 ， 至则洒然忘其归 ， 觞而浩歌
，

该水源于湿地积水 ， 《吴郡志 》 描述该处 ： 踞而仰啸 ， 野老不至 ， 鱼鸟共乐
， 形骸既适 ， 则

“

积水弥数十亩……积土为山
，
因以潴水
”［ ３ ］
，
《石 神不烦 ， 观听无邪 ， 则道以明 。 返思向之汩汩荣

林诗话 》 曰 ：
“

积水弥数十亩 ， 旁有小山 ， 高下 辱之场
，
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 ， 隔此真趣 ， 不亦

曲折 ， 与水相萦带
”ｗ
。 均表达出沧浪水伊始的 鄙哉 ！ ……予既废而获斯境 ， 安于冲旷 ， 不与众

野生形态 。驱
，
因之复能见乎 内外失得之源 ， 沃然有得 ， 笑

闵万古 ， 尚未能忘其所寓 目 ， 用是以为胜焉 。
” １７ １

職胜势遗意存

水面之南为 旧宅和 山岗地 ，
“

紅之南 ， 其地 第三回 沧浪之境哪般看？

益阔 ， 旁无民居 ， 左右皆林木相亏蔽 。 访诸旧老
，

云 ：
‘

钱氏有园 ， 近戚孙承祐之池馆也 。 遗意尚 沧浪亭为大云庵

存 。
’

余爱而徘徊 ， 遂以钱四万得之。
”

此山 冈一百余年后 ， 宋代的沧浪亭成为僧人的
“

大

加上林木 ， 配合沧浪水 ， 构成重要的水石之胜 。云庵
”

。

“

浮 图文琪 ， 居
‘

大云庵
’

，
环水 ， 即苏子

美
‘

沧浪亭
’

地也……最后 ， 禅者居之
，
此
‘

沧

构亭北碎沧浪焉浪亭
’

为
‘

大云庵
’

也 。 有庵以来二百年 ， 文瑛

于此环境
，

“

构亭北琦 ， 号
‘

沧浪
’

焉 。 前 寻古遗事 ， 复子美之构于荒烟残灭之余 ， 此
‘

大

云庵
’

为
‘

沧浪亭
’

也。
”１８１ 推测起来 ， 宋代
一

百 者哉 ！
”
［
１ ３
１

还是重视沧浪亭。 而亭子离开了水边 ，

年后 、 明代二百年前
［
９
１

， 当元代时沧浪亭为僧庵 。 可能迁建于山顶以远观五湖和群山 ， 大自 然赋予

的境界是为重要 。

释子钦重沧浪亭

这时沧浪亭是地作为庵庙所在地 ， 当时经钱 第四回 沧浪之意如何承 ？

缪时期及其之后吴中发展
，

“

国富兵强
，
垂及四世 ，

诸子姻戚 ， 乘时奢僭 ， 宫馆苑囿 ， 极
一

时之盛。 而再说清康熙后
１

１ ４
］

， 沧浪亭子不仅因
“

得文

子美之亭 ， 乃为释子所钦重 。 可以见士之欲垂名于 衡山隶书
‘

沧浪亭
’

三字
”

而成为重要景观
，
而

千载
，
不与撕然而俱尽者 ， 贝！１有在矣……呼之为沧 且 ， 集前朝历代沧浪亭诸情 、 诸景 、 诸境 ， 于清

浪僧云 。
”Ｍ
虽是僧庵 ， 但释子十分倚重沧浪亭 。代成为意向上的沧浪亭园林 （ 图 ４）。

大致经历几个阶段 ：

五湖群山能可望

不过 ， 有园以来几百余年的变化
，
城市在长 康熙朝时 ：

高
，
明代
“

夫古今之变 ， 朝市改易 ， 尝登姑苏之 １ ） 沧浪亭 ：
“

修复构亭于山巅……复旧观
”Ｍ
，

台 ， 望五湖之渺茫 ， 群山之苍翠 ， 太伯 、 虜仲之 这是对百年前明代沧浪亭的修复 。

所建
，
阖闾 、 夫差之所争 ， 子胥 、 种蠡之所经营 ，２ ） 自胜轩 ：

“

循北麓 ， 稍折而东 ， 构小轩曰

今皆无有矣 。
”［ｕ］ ‘
自 胜
’

，
取子美 《记 》

１

１ ６
１

中语也 。
” ［ １ ７１

临水而建的沧浪亭 ， 可能这时迁到了 山巅
，
３ ） 观鱼处 ：
“

为屋三楹
，
前亘土冈
，
后环清

这是从清人宋荦 《重修沧浪亭记 》 进行反向推测 溪 ， 颜曰
‘

观鱼处
’

， 因子美 《诗 》 而名也 。
”？

的 。
“

复旧观也 。 亭虚敞而临高 ， 城外西南诸峰 ，４ ） 步椅廊 ：
“

亭之南
，
石阶陂陀
，
栏楣曲折
，

苍翠吐歆檐际 。 亭旁老树数株 ， 离立拏擭 ， 似是 翼以修廊 ， 颜曰
‘

步碲
’

。

”１ １ ９ １

百年以前物 。
” ？５ ） 苏公祠 ：

“

从廊门 出
，
有堂翼然
，
祠子美木

那么沧浪亭之境如何呢 ？ 不是园林 ， 却是僧 主其中 ，而榜其门 曰 ：
‘

苏公祠
’

，
则仍旧屋而新之。
” ［２０］

人心中不变的沧浪 。 从对于沧浪水的认知上 ， 士可见 ， 这些建筑及和周边环境构成 的景致 ，

人和僧人是相通的 。先前宋代便有僧人释慧开（〈 偈 均为意向上的园林建筑 ， 或为修复 、 或为取意 、

颂八十七首 》
“

儿孙纵有沧浪水 ，洗到驴年也不清
”

或为移情 、 或为易景 、 或为睹人 。 修建或新建 ，

之句 ， 表明 当时僧人的文人情怀 。
“

庵与亭何为 却都不影响沧浪亭的立意重点 。



－ ＂
：

ｔ

圖
？９？？＾Ｐ＾Ｂ ｉ
图 ４ － ２ ： 清 乾隆 《南 巡盛典》 中的沧浪 亭图您二

乾隆朝时 ：为之 ， 不特非子美旧观矣 。
”

第三 ， 沧浪亭的传

１
）

“

名宦祠
”

：

一

任又
一

任官员修葺 ，还建
“

名承 ， 实质更多为鼓励名贤传世 ，
“ ‘

沧浪亭
’

垂今

宦祠
”

。 以崇祀典 。千载 ， 灵秀所钟 ， 裒翰天章 ， 重光累曜 ， 即
‘

名

２ ） 建新楼 ： 为表彰和崇敬吴 门寓公之首 ，
“

高 贤祠
’

创建以来 ， 亦为邦人耳 目 所属 ， 规度兴复 ．

风逸韵 ， 奕世瞻仰 ， 乃就亭侧建楼奉其祀
” １２ １ １
。宜若无待于今兹 。
” １２ ４ １

这时沧浪亭已经成为官府园林 ， 官员往来频

繁 ， 对
“

沧浪
”

也有新的诠释 ， 变谪 贬后 的隐逸 穿梭 ： 情 、 景 、 境 、 意与
“

沧浪亭
”

的传承

为在任时的清廉 ， 乾隆帝弘历 《题沧浪亭 》 便曰 ：
“

寄语游斯者 ， 勉实善副 名 。
”

如此
， 在朝 在野 ， 逝反

抑或得意失意 ， 均在
“

沧浪
”

观照之下了 。从沧浪水到沧浪亭的出现 ， 是从地理上的沧

浪水及其历史典故转至沧浪情在唐宋形成社会文

道光和Ｍ治朝 ：人共ｉＲ并发展到极致的必然 。 而从园林沧浪亭本

１＞ 钩摹 亥ｉｊ石 画像 ：
“

道光丁亥布政使梁公鉅 身形成而言 ， 又是从城市 的具体地理条件引发意

重修 ， 巡抚陶公澍复得吴郡名 贤画像五百余人 ， 境的想象 ， 再落实到积土为山 、 景趣质野 ， 依水

钩摹刻石 ， 建
‘

名贤祠
’

于亭之隙地 ， 每岁 以时 建亭 、 直指沧浪水清的转换过程 。

致祭 。
”１ ２２ １在这过程中 ， 主 、 客体的相融已深人到人的

２
）
明道堂 ：
“

同治癸亥 （１ ８６３年 ） ， 树声治 心境内部 ， 直接借助或山 、 或水 、 或竹 、 或具体

军来吴 ， 为时公私百物 ，
一

切荡尽
”

，

“

壬申 （ 同 活动 的主题内容来表达 。 从心理和思维 角度看 ，

治十
一

年 ， １ ８７２年 ） 八月 ，被命权抚是邦 ， 则坛庙 、 这是
一种
“

逝反
”

，
由 大 到小再到 大 。 从时 空观

Ｓ宫廨 、 试院 ， 官司所有事者 ， 皆次第修建 ， 亭亦 念讲 ， 从异地的沧浪水到在地的赋予意味的沧浪

Ｚ初作 。
” “

亭之后 ， 南向
＝
楹 ， 地最爽垲 ， 取子美 水 ， 再回复到千年前的沧浪情 ， 便是借助园林沧

Ｓ《记 》 中
‘

观听无邪 ， 则道 自明
’

之语 ， 名 曰 ：
‘

明 浪亭 ， 将
“

逝反
”

成为跨越时空 的情 、 景彼 此

Ｉ道堂 ’ ” 丨 ２ ３１ 。转化。

＾至此 ， 可 以 明确 ： 第一 ， 沧浪亭 已成为官司
ｈ建设 的园林 （ ｍ５ ） 。 第二 ， 除 了 沧浪亭 ， 建设 变化

？主要取苏子美的精神意境而多为随意 ，
“

大抵今园林沧浪亭建成后的又千年 ， 是 内容 、 功能 、

＾所建者 ， 唯亭在 山巅 ， 仍宋中丞之制 。 余则 以意 主题 、 景致甚至视野不断变化的过程 ， 这也是 中



国古典园林 留存至今或能够成为传统的重要缘 似水年华 》 说的那样 ：
“

重现的时光远 比当初的

由 。 可 以转手 、 可 以买卖
１２ ５１

、 可以转性 、 可 以 一切更有意味
”

。 因为这时的 园林层叠了许多东

添加建筑 ， 只要维护沧浪亭存在的本意和主 旨便 西 ， 有 了厚重和多元 。 譬如说 ， 曾经
“

沧浪之水

可以 。 在园林成为僧寺时 ， 相通的是心中的意境 。 清兮
”

的高处不胜寒 ， 已柔和进名 贤堂 、 明道堂

甚至对于沧浪亭而言 ， 随着城市周边发展需要扩 的众生共处 ， 以及圣祖和高祖诗碑 ， 同时又祀汉

大视野和境界
，

可以将主景亭子从水边易地到 山 高士梁伯鸾 。 所谓
“

雨足三春农户喜 ， 风行四野

巅 （ 图 ６ ）
， 合理的是对大 自 然 的感悟成为必须 ， 长官清

”

，

“

光彩会合
”

了 说白 了
，景致 、功能 、

“

去而休乎清浍之城 ， 寥廓之表 ， 则耳 目若益而 主人都在变化 ， 怎一个纯情了得？

旷
， 志气若益而清 ， 然后事至而能应 ， 物 触而

不乱 。
”１２ ６ １
又者 ， 私家 园林抑或官府 园 林可 以 在地

置换 ， 在朝在野也不重要 ， 共识沧浪水清即可 ，从物质层面看 ， 沧浪亭尽管园内尤其建筑变
“

四万青钱 ， 明月 清风今有价 ；
一

双 白 璧 ， 诗人 化繁多 ， 但是和城市水系及周边环境构成的场所

名将古无俦 。
”［ ２ ７］
在变化的过程中 ， 维持的关键 在地性 ， 从未有大的变动 ， 这点十分重要 。 这又

是景 、 境的沟通 。回归到苏州地理的沧浪水和 园林环境 。 对 比清代

和宋代苏州城市地图 ， 以及 比照相关描绘
， 就会

意味明确 ：

情 、 景 、 境以及 自然 和人工构成的意境 ， 是第一 ， 学庙为 其邻 。 宋
“

沧浪亭记
”

：

“
一

中 国古典园林最高深的状态 。 而这状态 ， 离不开 日 ， 过郡学 ， 东顾草树郁然 ， 崇阜广水 ， 不类乎

人的开悟和变通 ， 这就是意味 。 清代沧浪亭乃有 城中
”１ ２９ １
 ； 清
“

记沧浪亭
”

：

“

雇船一只 ， 由盘门

意味的园林 。 这时的园林没有宋代的明确主题和 水城人 ， 登岸至府学宫
一阅 ， 随至
‘

沧浪亭
’ ”１Ｍ
。

单纯景致 ， 是纷杂而人世的 ， 内容是冗长而多重第二 ， 其地幽静开 阔 。 宋
“

沧浪亭记
”

：

“

其

的
， 但却像法 国作家马 塞尔 ．普鲁斯特在 《追忆 地开阔 ，旁无民居 ，左右皆林木相亏蔽

”
１

３ ＂
。 清
“

记

圈 ：
图 ５ ：２ ０世纪 ５０ 年代的沧 浪亭园林测 绘图基 本保持

清代格局 ， 有多种功能 的建筑

图 ７
：部和苏州城市水 系的关系



Ｅ５沧浪亭 风景甚佳 ， 而基宇荒废多矣 。 左为
‘

金 明了 ： 中国古典园林精髓中的山水情怀 、 情景互

ｉ沙寺
’

，
右为
‘

结草庵
’

……前对
‘

正谊书院
’

， 动 、 意境久远 ， 饱含有如何的精神钟爱 、 环境的
＂

旁为 ‘可园 ’ ， 室宇亦极修雅 ” １３ ２１ 。独到见解 ， 以及隐逸和现实扯不断 、 理还乱的人

第三 ， 环水 。 宋时乃
“

三向 皆水也
” １３

＇ 明 文关怀了 。 唯此 ， 古典园林传统乃发生 。

代仍
“

环水
”［ ３４ １
， 清代
“

四围皆水环之
”１ ３ ５１
。
一个沧浪亭建成一千年 ， 却有二千年的故事 。

因此
，
可以说水系的在地不变是保证沧浪水 魅力独存乎 ！

意义萌生和沧浪亭传承的首要条件 ， 而周边环境

文化气息浓厚而幽静 ， 使苏州城南的烟水气氤氲２〇 １４ 年 ４ 月 １２ 日于金陵

弥漫
，

也将岁月 的流水不断洗涤而清纯 （ 图 ７ ） 。２〇 １６ 年 ３ 月 １ ５ 日修订

于是 ， 园林 的发生 、 变化 、 保持和传递 ，

既是人文 的 、 精神 的 ， 也是城市 、 景观 、 建筑 （ 作者 ： 陈薇 ，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 博士生

的共同维护和互动 ， 尤其是对山水环境的保护 导师 。 本文为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江南

和维持 。古典园林与城市水系 的关联研究 ， ５ １４７８ １０ １ ， 项

穿梭于沧浪亭的情 、 景 、 境 、 意 ， 或许可以 目主持 ： 陈薇 ）

注释 ［ １ ６］ 子 美为苏舜钦字 ，
“

自 胜
”

出为轩 ， 为船房 ， 为楼 ， 环列 亭基下 。（ 清 ） 宋荦 ， 重修沧浪亭记

［
１
］

出 自 ： 屈原 ， 怀沙赋 ．自 苏舜钦 《沧浪亭记 》 ：
“

是未知所 以中为 圣祖诗碑 ， 并联语云 ：
‘

雨足三（ 清 ） 梁幸钜 ， 重修沧浪 亭记

［
２
］
（ 宋 ） 苏舜钦 ， 沧浪 亭记 ， 选自 胜之道
”

？春农 户 喜 ； 风行四野长官清 。
’

有饭厅 ，（ 清 ） 张树声 ， 重建沧浪亭记

自 《 吴县志 》 卷三 十九 中 ， 并用 中华 ［ １ ７］ （ 清 ） 宋荦 ， 重修沧浪 亭记 ，颇杆敞 ， 陶文毅署膀云 ：
‘

光彩会合
’

。（ 清 ） 郭 嵩 焘 ， 《 郭 嵩 焘 日 记 》

书局 聚珍仿宋版 《 苏学士集 》 校正 ．
“

余于是亟谋修复 ， 构亭于 山之巅 ，再西为楼 ， 上祀汉高士 梁伯鸾 。 旁为记沧浪 亭

［
３
］ （ 宋 ） 范成 大 ， 吴郡志 ， 南京 ： 得文衡山隶 书

‘

沧浪亭
’

三 字 ， 揭诸高 宗诗碑 。
”

（ 清 ） 郭 嵩 焘 ， 《 郭 嵩 焘（ 清 ） 陈其元 ， 《 庸 闲斋笔记 》

江苏古籍出 版社 ， １ ９ ８６ ．楣 ， 复旧 观也 。
”

选 自 《 吴县志 》 卷曰 记 》 记沧浪亭 ， 摘 自 湖 南人民出 版记沧浪亭

［
４
］ （
宋 ） 叶梦得 著 ，逯铭昕 校注 ， 三十 九ｔ ．社 ， 《郭 嵩 焘 曰 记 》 第
一卷 ． ［２ ］ （ 宋 ） 范成大 ， 吴 郡志 ， 南京 ：

石林诗话校注 ， 北 京 ： 人 民文学出 版［ １ ８］ （ 清 ） 宋荦 ， 重修沧浪亭记 ，［２刃 （ 宋 ） 苏舜钦 ， 沧浪亭记 ， 选江 苏古藉 出版社 ， Ｉ ９ ８６ ．

社 ， ２ ０ １ ２ ．选 自 《 吴县志 》 卷三十九 中 ．自 《 吴县志 》 卷三十九 中 ， 并 用 中 华［３ ］ （ 宋 ） 朱长文 ， 吴郡 图经 续记 ，

［ ５ ］ （ 宋 ） 苏舜钦 ， 沧浪 亭记 ， 选［ １ ９ ］ （ 清 ） 宋荦 ， 重修沧浪亭记 ，书局 聚珍仿宋版 《 苏学士集 》 校正 ．南京 ： 江 苏古籍 出 版社 ， 丨 ９ ８６ ．

自 《 吴县志 》 卷三 十九 中 ， 并用 中华选 自 《 吴县志 》 卷三十 九 中 ．［３ ０ ］ （ 清 ） 郭 嵩焘 ， 《 郭 嵩 焘 日 记 》［４ ］ 刘敦桢 ， 苏 州 古典 园林 ， 北京 ：

书局 聚珍仿宋版 《 苏 学士集 》 校正 ． ［ ２０ ］ （ 清 ） 宋荦 ， 重修沧浪亭记 ，记沧浪 亭 ， 摘 自 湖 南人民 出版社 ， 《 郭中 国 建筑
工业 出版社 ， １ ９ ７９ ．

［
６
］
（ 宋 ） 苏舜钦 ， 沧浪亭记 ， 选选 自 《 吴县志 》 卷三十 九中 ？萬 焘 日 记 》 第
一

卷 ．［ ５ ］ 唐 圭璋 ， 唐宋词鉴赏辞典 ， 南

自 《 吴县志 》 卷三十九 中 ， 并用 中华［２ １ ］ 寓公 ， 古指失其领地而寄居［ ３ １ ］ （ 宋 ） 苏舜钦 ， 沧浪亭记 ， 选京 ： 江 苏古藉 出版社 ， １ ９ ８ ６ ．

书局 聚珍仿 宋版 《 苏学士 集 》 校正 ．他 国 的贵族 ， 后凡流亡寄居他 乡 的 士自 《 吴县志 》 卷三十九 中 ， 并 用 中华［６ 】 中 国 历 史地 图集 编辑部编辑 ，

［
７
］ （ 宋 ） 苏舜钦 ， 沧浪亭记 ， 选绅 、 官僚等 皆称

“

寓公
”

。 寓公之首书局 聚珍仿宋版 《 苏 学士集 》 校正 ．中 国 历 史地 图 集 （ 第
一

册 ） ， 上海 ：

自 《 吴县志 》 卷三十九 中 ， 并用 中 华指
“

若吾宗伯 鸾先生 ， 实吴 门寓公之［ ３２ ］ （ 清 ） 郭 嵩焘 ， 《 郭 嵩 焘 曰 记 》中华地 图 学社 ， １ ９７４ ．

书局 聚珍仿宋版 《 苏学士 集 》 校正 ．首 ， 高风逸韵 ， 奕世瞻仰 ， 乃就亭侧记沧浪亭 ， 摘 自 湖 南人民 出版社 ， 《 郭

［

８
］
（
明
） 归有光 ， 沧浪亭记 ， 选建楼奉其祀
”

。 （ 清 ） 梁幸钜 ， 重修沧嵩 焘 日 记 》 第
一

卷 ．图片 来源

自 《 吴县志 》 卷三十九上 ．浪 亭记 ， 选 自 《 吴县 志 》 卷三十 九中 ． ［ ３３ ］
“

有弃地 ， 纵广合五 、 六十寻 ，图 １： 底 图 ： 中 国历史地 图集编辑

［
９
】
明 ， 归有光 ， １ ５ ０６ － １ ５ ７ １ ， 依［２２ ］ （ 清 ） 张树声 ， 重建沧浪亭记 ，三 向皆水也 。

”

（ 宋 ） 苏 舜钦 ， 沧浪亭记 ，部编辑 ， 中 国历 史地图集 （ 第
一

册 ）， 上

据他中 年写就此文而推断 ， 庵二百余选 自 《 吴县志 》 卷三十 九 中 ．选 自 《 吴县志 》 卷三十九 中 ， 并用 中海 ： 中华地图 学社 ， １ ９７４ ：４１
＊４２ ， 战国 ，

年 ， 当 为元末 ．［２３ ］ 引 文均见 ： （ 清 ） 张树声 ，华 书局聚珍仿宋版 《 苏 学士集 》 校正 ．楚越

［ １ ０ ］ （ 明 ） 归有光 ， 沧浪亭记 ， 选重 建沧浪亭记 ， 选 自 《 吴县志 》 卷 ［ ３４ ］
“

浮 图 文瑛 ， 居
‘

大 云廣 ■
’

，图 ２ ：ｈ ｔ ｔｐ ：〃ｂｌｏ ｇ ．ｓ ｉ ｎ ａ ．ｃ ｏｍ ． ｃｎ ／ｕ ／

自 《 吴县志 》 卷三十九上 ．三十九 中 ．环水 ， 即苏子 美
‘

沧浪 亭
’

地也 。
”

（
明 ） ３ ６４ ０ ２ ０ ５２ ９ ２， ２ ０ １ ５－ ０４ －０ ４ ， １ ５ ： ４ ７

［ １ １ ］ （ 明 ） 归有光 ， 沧浪亭记 ， 选［２４ ］ （ 清 ） 张树声 ， 重建沧浪亭记 ，归有光 ， 沧浪亭记 ， 选 自 《 吴县志 》图 ３ ： 底图 ： 张英霖 ， 苏 州 古

自 《 吴县志 》 卷三十九上 ．选 自 《 吴县志 》 卷三十 九 中 ．卷三十九上 ．城地 图集 ， 苏 州 ： 古吴轩 出版社 ，

Ｓ ［ １ ２ ］ （ 清 ） 宋荦 ， 重修沧浪亭记 ，［２ ５ ］
“

按亭址 ， 本吴越钱氏 ， 宋 ［ ３５ ］
“

四 面皆水环之 ， 风景甚佳
”

， ２ ０ ０４ ，６

二选 自 《 吴县志 》 卷三十 九 ＿苏子美得之 ， 创里 亭名 。 厥后属章公 ， （ 清 ）郭嵩 焘 ， 《 郭 嵩 焘 日
记
》
记沧浪亭 ，图 ４ － １ ： 张英霖 ， 苏 州 古城地 图 集 ，

ｇ ［ １ ３ ］ （ 明 ） 归有光 ， 沧浪 亭记 ， 选又属韩蕲王 。
”

（
清 ） 梁幸钜 ， 重修沧摘 自 湖 南人民 出版社 ， 《 郭 嵩 焘 日 记 》苏 州 ： 古吴杆 出版社 ， ２〇 〇４ ，６

■ｔｉ自 《 吴县志 》 卷三十九上 ＿浪亭记 ， 选 自 《 吴县志 》 卷三 十九中 ． 第
一卷 ．图 ４ － ２ ： 高晋等攥 ， 南巡盛典 ，

〇 ［ １ ４ ］ （ 清 ） 张树 声 ， 重建沧浪 亭记 ， ［２ ６］ （ 清 ） 宋 荦 ， 重修沧浪 亭记 ，卷九十 九名胜 图 ， 清乾隆三十六年刻

＜选 自 《吴县志 》 卷三十 九 中 ．选 自 《 吴县志 》 卷三十九 中 ．参考文献本 ： 第 四 页

？ ［ １ ５ ］ （ 清 ） 宋荦 ， 重修沧浪亭记 ，［２ ７］ （ 清 ） 陈其元 ， 《 庸 闲 斋笔记 》 ［ １］ 陈从周 、 蒋启 霆 选编 ， 赵厚图 ５ ： 刘敦桢 ， 苏 州 古 典 园 林 ，

ｊ

ｆ“余 于是亟谋修复 ， 构亭 于山之巅 ，记沧浪亭 ， 录 自 《庸 闲 斋笔记 》 卷五 ． 均 注释 ， 《 园 综 》， 上海 ： 同济 大学北 京 ： 中 国 建筑工业 出版社 ， １ ９ ７ ９ ：

磨得文衡山隶书
‘

沧浪亭
’

三字 ， 揭请 ［２８
］

“

再西有 小 门 ， 石山环蔽之 ，出版社 ， ２ ０ ０ ４ ．３ ８ ９

拓楣 ， 复 旧观也 。
”

选 自 《吴县志 》 卷
一

再折 ， 乃见平 高敞地 ， 石 山层 叠 ，（ 宋 ） 苏 舜钦 ， 沧浪亭记 ，图 ６： 作者拍摄 ， ２ ０ ０ ３ 年

儀三十九 中 ．中 高处构
一

亭 ， 四 旁飞楹 ， 或 为堂 ，（ 明 ） 归有光 ， 沧浪亭记图 ７： 作者拍摄 ， ２０ ０ ３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