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古 代 ， 有 权 、 有 钱 之 辈 才 有

余力可以修建园林，所以园林大都分

布在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比如从南

北朝到唐代，长安、洛阳两地的园林

最为著名。唐以后，江南经济日益发

达，苏州、杭州、湖州、南京等地

的园林开始大量出现，到元明清时

期，江南地区是全国最为富庶的地

区，园林也最为密集，出现了众多以

“园”“圃”“林”“草堂”“山

庄”“水居”“渔隐”“小筑”“隐

庐”等命名的园林。

这些园林的主人大多是非富即贵

的世家望族或商业富豪，在权、钱之

外，也有闲、有文化品位。擅长诗文

绘画的他们通过雅集交流、诗文、绘

画等形式传播与园林有关的知识，树

立造园的价值标准，赋予园林以重要

的文化意义。

长安：王维的诗意辋川

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 。

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

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

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

这 是 王 维 的 诗 歌 《 积 雨 辋 川 庄

作》。因为苏东坡等人的推崇，王维

自宋代以来诗名、画名日益显赫，他

诗歌中咏叹的“辋川别业”也成了中

国文化史中著名的庄园之一。王维风

格简淡的诗歌容易让人以为他很早就

过着退隐山林的悠闲生活，实际上他

一直在朝廷当官，位于辋川的这座别

业是其主要产业，除了休假时居住游

赏，他也从经营这一大片庄园中获取

收入。

王维9岁知文，21岁考上进士，

不仅擅长诗文，还精通书画与音乐，

可谓年轻有为的青年才俊。他得到中

书令张九龄的赏识，先后任右拾遗、

监察御史、吏部郎中、给事中等职

位。张九龄罢相后王维在朝中受到排

挤，颇为心灰意冷，常常在诗歌中

表达隐逸的心态。天宝十四载（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叛军攻入长

安，安禄山曾经任命王维担任官职。

至德二年（757年）唐肃宗收复长安

后，王维因曾在“伪朝”为官的污点

入狱，后被降职留用，先后任五品官

员中书舍人、四品官员尚书右丞，于

上元二年（761年）故去。

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左右，

王维买下今陕西省蓝田县境内宋之问

的“别圃”，作为他和母亲的隐居之

所，把这里叫作“辋川庄”。西北人

把山谷中的平地叫“川”，“辋川”

位于蓝田县城西南约5千米处的山谷

中。本地人把这条山谷的入口叫作峣

山之口，有一条从谷中出来的小河北

流入灞河。谷内前窄后宽，前面5千米

两山夹峙，之后就变得开阔起来，谷

中道路转而向南，10多千米之后就是

王维的田庄所在地。

王维的辋川别业绵延近10千米，

谷口有“孟城坳”，坳背山冈叫“华

子冈”，山势高峻，林木森森，背冈

面谷的山腰有残存的古建筑遗迹，山

脚就是庄园的主要建筑，所以王维才

有“新家孟城口”“结庐古城下”之

诗。越过山庄之后的山冈，有一处小

湖“北湖”，湖边有赏景的文杏馆，

馆后崇岭高起，竹林茂密，山谷中有

潺潺小溪，通向幽静的深谷，里面有

一处较大的湖面“欹湖”，岸边修建

有北宅、临湖亭，湖对面有南宅、竹

里馆等建筑，必须坐船才能抵达。古

人看到山谷之间几条小河同时流向

欹湖，好像车轮的辐条通向圆心的

“辋”状，故称之为“辋川”。

这里不仅可居、可游，也可耕、

可牧、可渔、可樵，是王维收入的一

个来源，他和朋友裴迪等人的诗文

中提及这里有农田、瓜地、漆园、椒

园，还栽种了木兰、茱萸、辛夷等香

料和草药。

唐代长安郊区的别墅、山庄为数

不少。蓝田的终南山诸峰脚下、户县

（今鄂邑区）圭峰脚下以及沪川、沣

水两岸等处都分布有权豪的别墅，其

中樊川的别墅最为密集。

樊川是长安城南郊东西长约15千

米的带状盆地，东南起自江村，西北

至于塔坡。因刘邦封名将樊哙于此，

故名樊川。这里南望终南山，北倚少

陵原，潏河横贯其间，气候湿润，风

景绝佳，“乔木隐天，修竹蔽日”，

从汉代以来韦、杜诸族长期聚居这

里，故也称为“韦曲”“杜曲”。

唐 代 这 里 形 成 了 长 安 南 郊 的 一

大片别墅群，如韦安石别业（在今

韦曲）、杜佑瓜洲别业（在今瓜洲

村）、杜佑郊居（在今朱坡西）、驸

马郑潜曜之业（在今南樊村与三府衙

村之间）、何将军山林（在今韦曲西

塔坡）、郑谷庄（在今韦曲东南）等

都以花木繁茂著称，故有“韦曲花无

赖，家家恼杀人”的诗句。

在艺术史上，“山庄”这一题材

自宋代以来就流行，许多画家喜欢描

绘云雾缭绕、花树纷纷的山林中隐藏

的房舍和隐居的高士。

洛阳：城内的白居易，城
外的李德裕

洛 阳 在 中 国 园 林 史 上 具 有 重 要

地位。唐代时洛阳的园林著称天下。

贞观、开元年间公卿贵戚在洛阳“开

馆列第”的多达千余家，这些人在城

中的宅邸大多有或大或小的园林，由

于里坊制的限制，城内园林的规模有

限，因此他们常在郊区的山林名胜之

地修建山庄、别业。

名满天下的诗人白居易和宰相牛

艺术史里的东方园林有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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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孺、李德裕，因为家境、财力、政

治观点的不同走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但他们都是爱好园林之人， 引领了中

晚唐的园林、赏石之风。

白居易772年出生在河南新郑的

低级官员家庭，家境一般，29岁时考

中进士为官，在官场磨砺近20年还没

有成为五品以上的高级官员。牛僧孺

也是考中进士后入朝为官，因为受到

宰相李吉甫的排挤而多年不得志。而

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出身世家大族，

少年就有才名，胸怀大志而不好科

举，以门荫入仕后年纪轻轻就到地方

历练，受到许多高官的提携。

元和十五年（820年）唐穆宗登

基后力图有所振作，同时提拔牛僧

孺、李德裕、白居易三人，他们在首

都长安同朝为官。牛僧孺受宰相李逢

吉引荐为“同平章事”，居宰相之

位。李德裕先是升任翰林学士，长

庆二年（822年）被李逢吉排挤到地

方任职。白居易则在长庆元年（821

年）升任主客郎中、中书舍人，他与

李德裕在这前后都曾负责为皇帝撰写

诰示，但似乎两人并没有什么交情。

白 居 易 担 任 主 客 郎 中 以 后 薪 俸

比较丰厚，这才有钱置产，长庆四年

（824年）他买下已故散骑常侍杨凭

在洛阳履道里的宅邸。5年后白居易因

病改授太子宾客分司，正是这个薪俸

丰厚的闲职让他过起了“闲适”的晚

年生活。

白 居 易 买 下 的 履 道 里 宅 邸 本 就

带有竹木池馆，后来他又加以营造。

他还在池中布置了紫菱、白莲，在园

中摆设了太湖石等各种赏石。白居易

的诗歌中经常提及赏石之趣，他曾买

来石块摆在履道里宅邸的园林中，还

曾把在洞庭湖发现的两块“怪且丑”

的石头运到府衙中欣赏。白居易还喜

欢到城内外的园林中游赏，曾出入张

仲方的林亭、崔玄亮的依仁亭台、李

仍叔的樱桃岛等私宅以及香山寺、圣

善寺、天宫寺、长寿寺等寺庙，他也

曾经到远郊区的平泉、金谷拜访友人

的别业欣赏山林之美。牛僧孺也是一

位著名的赏石爱好者。832年，他知

道皇帝对自己不满想要提拔李德裕担

任宰相就主动告退，到扬州担任“淮

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在那里他

收集了许多太湖石，成为历史上最早

的太湖石收藏家。837年他被任命为

“东都留守”，把收藏的石头带到洛

阳城东归仁里的宅邸，后来还在城南

买下一座别墅，布置了一座规模更大

的园林，在那里展示来自太湖的众多

奇石。

据说牛僧孺以廉洁著称，唯独对

别人馈赠的上佳太湖石来者不拒， 如

苏州刺史李道枢曾送给牛僧孺一方稀

有的太湖石，迢迢千里运到洛阳，他

还特邀白居易、刘禹锡等同好观赏并

写诗唱和。后来，白居易于会昌三

年（843年）题写了著名的《太湖石

记》，记述牛僧孺对于赏石的癖好和

众多的收藏。

李 德 裕 也 是 被 贬 官 之 后 开 始 注

重经营别墅和园林的。他在宝历元年

（825年）买下洛阳龙门西南伊川涧

谷中的一处别业地块（今洛阳伊川县

梁村沟附近），修建了自己的庄园，

因为此处平地上有山泉涌出，所以命

名为“平泉山庄”。平泉山庄所在的

沟涧中还分布着崔群、李绛、令狐

楚、韦楚、卢贞等高官、世族的别

墅。

李德裕大多数时间在各地为官，

只是偶然路过洛阳时暂居平泉山庄。

太和九年（835年）他被贬官为太子

宾客分司东都事务，次年9月回到洛阳

闲居，他在平泉山庄仅逗留了两个多

月，可是这段短暂时光却让他终生念

念不忘。

尽管李德裕并不住在平泉山庄，

可是好友、门生、官僚还是投其所好

纷纷赠送各种园林点缀，李德裕在

《思平泉树石杂咏一十首》等诗歌中

提及那里摆着似鹿石、海上石笋、叠

石、泰山石、巫山石、钓石、赤城石

等奇石。

当时的文人雅士纷纷以石头的造

型及其文化寓意为观赏对象，赏石成

了流行的风尚。晚唐画家笔下也经常

描绘园林中的赏石、花木，如画家孙

位的《高逸图》是描绘竹林七贤的残

卷， 图中名士山涛、王戎、刘伶、

阮籍各具姿态，其中王戎手执“如

意”，身后则是一丛芭蕉和赏石。显

然，画家描绘的背景并非西晋洛阳真

实环境中的山林，而是江南的园林风

物。唐末五代后梁的驸马赵喦也是一

位著名画家，他的《八达游春图》描

绘了贵族在园囿中打马球的场景，画

面中也出现了太湖石。有意思的是，

园林中除了北方常见的柳树，还出现

了棕榈科树木的身影，或许是因为当

时的贵族喜欢移植南方的新奇植物

吧。

在唐末的动荡中，洛阳的园林大

多毁于战火，到了北宋时，因为靠近

首都开封，洛阳是许多权贵高官集聚

之地，新出现了一些园林。李格非的

《洛阳名园记》记录了北宋时洛阳的

19处园林，大多数是在唐代废园的

基础上重建而成。更有趣的是，牛僧

孺、李德裕的奇石再次出现在北宋权

贵高官的园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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