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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洛阳园林题名的文人特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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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洛阳名园记》为基础，从景题的文人特色角度，以北宋洛阳名园中富有代表性的富郑

公园和独乐园为对象进行研究。综合运用文学修辞、园林造景手法，对景题创作背景、内容、风

格、艺术手法、表达情趣等对比分析，指出北宋洛阳园林景题的文化特色一文采斐然、意境高妙

的浪漫情趣与质朴简约淡然审慎的理性情绪的结合，即理性与趣味的结合。这一时期的园林景

题体现出隐逸和出仕的矛盾之情的思想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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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terati features of Garden named in Luoyang garden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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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The Luoyang Famous Gardens Record”，this paper selected Fu Zheng Garden

and Du Le Garden as the main objects to study the tide creative background，content，style，artistic

technique and expression of taste，then this paper summarized gardens’title literati feature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Luoyang gardens．At the same time，this paper pointed out the Northern Song

Luoyang gardens’title art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the rich literary talent and romantic mood com—

bined with plain and rational mood．That is a combination of rational and interesting．This period gar-

dens’title art reflect the contradictory feelings of hermit spirit and official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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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洛阳园林是洛阳古典园林最后的巅峰和

文人园林的全盛，独特政治、时代和思想文化背景

作用下，这一时期的景题特色鲜明，是文人园林成

熟前期的典型代表。研究这一时期的园林景题，

有利于我们深刻理解和传承发展古典园林文化。

本文以《洛阳名园记》、《宋史》等史料为基础，以

这一时期洛阳名园中富有代表性的富郑公园和独

乐园为对象进行研究。综合运用景题对象内容分

类法，文学修辞、园林造景手法，对景题创作背景、

内容、风格、艺术手法、表达情趣等进行分析、对

比，归纳北宋洛阳园林景题的文人特色。

园林景题，是指针对园林本身、园林景点、建

筑小品等要素，融合周围环境、人物活动、人物情

感等，综合运用多种艺术手法，从而综合地反应园

主人的喜好、人生观、世界观和情感追求的园林命

名活动。园林景题在古典园林普遍存在，它不仅

是一种高度浓缩的文学形式，更是园林实体要素、

园林意境和文人情感的融合体⋯。园林景题既可

描绘景物本身，又能呈现比喻、象征、用典等方式

反应出某种园林意境，还能够综合地反应园主人

的喜好、人生观、世界观和情感追求。

1综合对比研究

《洛阳名园记》记载北宋洛阳的十九处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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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园林，或宏大华美，或恬淡浪漫，或简

小质朴，景题在情感表达上也相应表现为：或志得

意满，或悠然舒心，或充满哲理与感悟，或抑郁惆

怅、自暴自弃，又或是理性克制、伺机待发。本文

选取有代表性的两个园林一富郑公园和独乐园为

对象，研究园林景题创作背景、内容、风格、艺术手

法、表达情趣等，来归纳北宋洛阳园林景题的文人

特色和思想情感(见表1)。

洛阳是宋代程朱理学的发祥地，宋代洛阳不

可避免的受到了理学思想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园

林景题所反映的文人思想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道

法自然的道家思想、佛教的禅宗思想和儒家的隐

逸与出仕思想。两个园林在这方面表达的思想也

因主人际遇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独乐园中“种竹

轩”对“五子猷”这一用典，表达的是道家的无为而

治的思想，景题叙事用典，表达的是隐逸与出仕之

间的矛盾微妙情感。而儒家的隐逸与出仕思想表

现的最为突出。富郑公园题名中充溢着闲适之

感、隐逸之情(如卧云堂)。

2富郑公园

富郑公园，园主人为宰相郑国公富弼。富弼

洛阳人，“少笃学，有大度”，被范仲淹赞“王佐之

才”，宰相晏殊青眼有加，成为晏殊的东床快婿。

一生三次官拜宰相，封郑国公。为人正直，睿智豁

合，辞官归洛阳，修建了富郑公园，供主人养老修

心以及与朋友玩乐。

富郑公园被《洛阳名园记》称为“景物最盛”，

其中景物景题颇具特色。共有：八亭、三堂、一轩、

三台、一桥、四洞(景观小品)。

富郑公园景观景题多结合园林建筑周围环

境，景题方法以状景为主，辅以叙事类。主要写建

筑与植物(以竹子为主)、水体，少量涉及山石、云

雾、光影、四季气象变化和主人行为活动等。这些

景题与植物相关的最多。如探春亭、荫樾亭、丛玉

亭、夹竹亭、梅台、紫筠堂等。其中又以与竹子相

关的最多。有单写竹子的，有写梅的，更有竹子为

基调，结合其他要素的，如四洞。总的来说，富郑

公园主人爱竹，园中处处植竹子，更常以竹子作为

景观建筑题名的对象。还有与水相结合的放流

亭、通津桥；与石相结合的兼山亭；描写四时晨昏

气象变化之境的探春亭、披风亭、漪岚亭、天光台

等。植物文化的应用一直是中国古典园林景题的

主要内容，北宋洛阳园林中最常出现的造景植物

就是竹，关于竹的景题有很多，有以竹本身命名

的，有以色彩命名的，有竹与建筑关系命名的，有

使用联想、声景、视景等修辞手法。

景题中普遍运用用典的手法，16处景点中共

有8处。多数借古代诗文，表达今时之景，今时之

境。景题中还隐藏着古代文人士大夫所常表达的

达，心胸开阔。第二次拜相后，因与王安石政见不 与出仕的通达和封妻荫子泽被后人的思想(通津
表1富郑公园与独乐园对比分析

Tab．1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u Zheng Garden and Du Le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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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樾荫亭)、隐逸思想(如卧云堂)和宗教思想

(如天光台)。景题手法多样，表达灵活自然，富有

情趣，怡然闲适，充满主人对人生的回顾和思考以

及对美好生活和自然的热爱。

3独乐园

独立园的主人是史学巨制《资治通鉴》的作者

司马光。宋神宗熙宁六年司马光因与以王安石等

为首的新党政见不合，被贬官至洛阳。司马光自

号“迂叟”，在洛阳尊贤坊北关建“独乐园”。迂

叟，意为迂腐愚笨的老者。司马光是史学巨著《资

治通鉴》的作者，读史尚且使人明志，更何况写史

的人。这与唐代柳宗元的愚溪有异曲同工之妙。

同时期的园林或奢华或清新或诗意，多以极尽巧

思见长。唯独司马光的独乐园与众不同。

独乐园，反取自孟子的“独乐乐，不如与人乐

乐”，颜子的“一箪食，一瓢饮”。司马光认为孟子

之乐、颜回之乐是“王公大人之乐”，君子之乐，“各

尽其分而安之”的独乐才是迂叟之乐。独乐园因

为司马光的原因备受称颂。苏轼赞之：“先生卧不

出，冠盖倾洛社。虽云与众乐，中有独乐者”H J。

《洛阳名园记》中赞道：“温公自为之序，诸亭台诗，

颇行于世。所以为人所慕者，不在于园”。

“独乐园”卑小，园中景物以水竹为主，清新自

然。以司马光在园中的日常活动命名的有七景，景

题直白朴质，采用用典的手法，以董仲舒、严子陵、

韩伯休、陶渊明、杜牧之、王子猷、白乐天的事迹为

立意的依据，结合园林主人的行为活动为园林景点

题名，并且作者对每个景点题名都赋诗一首，着重

表达隐逸和对仕途向往的矛盾之情。见表2。

表2独乐园园林景题分析

Tab．2 A table of the Du Le Garden named analysis

(下转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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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语

城市文明及城市文化成为当代城市规划的主

流。据此，作者希望滨水景观空间发展更倾向于

城市滨水精神的传达，从生态设计、功能布局、活

动空间、文化符号等角度去表达城市主题，传达城

市文化，创造多元立体空间、艺术展示空间、开放

绿色空间，从而体现城市人文、历史、自然景观特

色，使人们从中寻求情感依托、达到精神归属，为

滨水文化景观的提升提供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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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以看出，独乐园景题多数为叙事类，

多以建筑为对象，以主人的行为为内容，通过用

典、隐喻、借景等手法，表达园林主人“达则兼济天

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追求。结合典故中诸多人物

际遇，司马光联系到自身，政治上失意，转而流连

山水园林之间，萌生退意，生出隐逸之情，而又不

能完全忘却政治抱负，表达出了一种矛盾之情[5]。

4结语

中国园林景题中融人园林造景艺术手法，是

中国文化里一种风格独特的艺术形式。景题能够

很好地反应园林主人气质，富郑公园和独乐园极

具代表性地表现出了北宋时期洛阳园林景题所彰

显的文人特色一文采斐然意境高妙的浪漫情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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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朴简约淡然审慎的理性情绪。这两种特色时而

分离，时而交错，共同构成了北宋时期洛阳园林景

题的文人特色一理与趣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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