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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arden Space narrative emphasizes creating narrative space with a logical order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Starting with 

Qing hui garden,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spatial sequence, spatial structure,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garden construction, combs the narrative form, mode, and meaning of Qing hui garden from a narrative 

perspective, seeks the emo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garden space, and tries to provide a unique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reative expression of garden space when discussing the rules of the formal beauty of classical gard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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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园林空间叙事强调营造成一种有逻辑秩序和文化内涵的叙事空间。本文以清晖园为案例，解读园林修建的构成

元素、空间序列、空间结构、文化内涵，以叙事性角度梳理清晖园的叙事形态、模式、意蕴，寻求人与园林空

间的情感联系，试图在探讨古典园林形式美法则时，提供一种独特角度来理解园林空间创作表达。 

关键词：叙事性；空间序列；互动叙事 
 

1.前言 

叙事，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属于利用编排人物、

活动、场景、道具的形式呈现故事的表达方法和结构。

叙事学于一九六九年首先被法国学术界所提及并空

间叙述领域中,由原来遵循开始、进展、终结的时间

顺序性叙述,变为共存性、同时性的空间叙述。古典

园林兼有大成为专有名词,之后发展为专门研究文学

作品的独立专业
[1]
。后来由于时间的发展,在空间叙

述领域中,由原来遵循开始、进展、终结的时间顺序

性叙述,变为共存性、同时性的空间叙述。古典园林

兼有大众文化认知、造园者塑造表达、观者体验评价

于一体的特点，是一种空间叙事综合体，是诗、画、

园融合的空间叙事形式
[2]
。清晖园作为岭南园林文化

艺术集大成者，而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清晖园的研

究角度大多侧重造园历史，造园艺术，空间布局，建

筑装饰，美学特征等方向，叙事性方法的研究却为数

不多。 

本文试探通过叙事性展开对园林空间景观研究，

从叙事角度来探讨清晖园的园林文化内涵和精神本

质。有助于了解原主、观者、园林三者之间情感叙事

信息的多样化联系，丰富和补充叙事性园林的理论体

系，以期在现代造园中，从景观叙事出发，给游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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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深度的情感体验。 

本文试探通过叙事性展开对园林空间景观研究，

从叙事角度来探讨清晖园的园林文化内涵和精神本

质。有助于了解原主、观者、园林三者之间情感叙事

信息的多样化联系，丰富和补充叙事性园林的理论体

系，以期在现代造园中，从景观叙事出发，给游园者

更加深度的情感体验。 

2.总体布局 

现存清晖园是明代礼部尚书黄士俊所建的旧址，

自黄氏一族衰落后，清晖园由顺德进士龙应时购得，

其子龙廷槐将废园修缮扩建，赋名为“清晖”。后经龙

家后裔屡次修缮，清晖园至民国初年成为了格局完整、

景趣盎然的岭南园林。抗日战争期间,清晖园日渐萧

条。直至建国之后,经过反复修葺与扩建后恢复往日

光彩。本文以历史悠久、留存较好的清晖园旧园部分

为研究对象，探讨清晖园的叙事内涵。 

由于造园空间的限制，清晖园全园布局以小见大、

巧妙紧凑、前疏后密、层层收紧。亭、榭、堂、轩、

馆、楼、阁、廊、舫等均沿园的周边布置，并围合成

开阔到半围合到围合的串联庭院空间，形成了外围有

大院，中部有小院的园中园。 

3.观与赏——构成元素的视觉叙事 

闲观景物辞终巧，意到安恬格自高，须知“观”

景亦需“赏”意。从景象中赏出深意，从形态中品出

情意，达到赏景审美的叙事目的。 

视觉叙事即是指依靠视觉信息叙述事件。视觉叙

事的表达包括叙事空间内的构成元素传达的视觉信

息。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园林中的山石、水体、

花木等要素正是叙事者叙事的语言词汇
[3]
。正是这些

造园要素在造园之时就蕴含自身语言信息的单元构

成，相互组合构成了丰富的园林空间，营造独特的视

觉效果，引发历史记忆和文化意境的联想，进而达到

视觉叙事、寓情于景的目的。 

3.1 基于热带文化、海岸文化的叙事语境 

园内受亚热带季风气候影响，夏有偏南风，冬有

北风，故此园林建筑呈现南北狭长，并呈现“长廊冷

巷”或“高墙冷巷”的形态。岭南靠山面海的环境成

就了其独特的海岸文化。园林建筑装饰、选材会采用

海洋文化风格装饰和海洋生物材料。 

3.2 基于本土文化、务实文化的叙事语境 

清晖园立意务实，建筑体型轻盈、体量较小，连

房广厦，空间疏而不空，密而不塞，开敞通透。园内

建筑装饰随处可见的“三雕三塑＂的民间工艺品器件

（图 1），建筑门窗、屏风上的套色彩色蚀刻玻璃，彰

显了岭南独特的本土文化特色，例如“船厅”的造型

装饰与珠江上特有的“紫洞艇”如出一辙，房梁、门

洞、廊道等地方皆有传统吉祥图案和岭南水果植物一

类装饰图案。 

 

图 1 清晖园彩色蚀刻玻璃 

3.3 基于开放文化、兼容文化的叙事语境  

岭南造园文化是外来文化与本土自然和人文文

化合而为一。“ 外通内兼”就成了清晖园的造园特点
[4]
。园内景观要素具有中西合璧的文化特性,如规则

几何状的花池、水池,划分将围合式小庭院空间划分

为几何曲尺型的叙事空间。采用欧式基础构件如欧式

门窗、柱头、栏杆、花架等。清晖园花木种类繁多，

广罗南北花木逾百种，群芳竞秀，有虚有实，有围有

透，形成了丰富的视觉层次。 

上述每一个叙事载体语境由于自身的物理属性

和叙事语义形成了具有可识别性的叙事内容，衍生出

了清晖园独特形态及叙事内涵。  

4.行与游——空间序列的互动叙事 

我国的造园艺术和山水画颇有渊源,传统园林便

是在造山理水之间采取了“园画相通、援画人园”的

营造手法
[5]
，全园气脉连贯才算佳构。中国传统园林

属于郭熙所言"可行,可望,可游,可居"之山水，其叙

事比于文学叙事更加丰富，有可视、可触、可嗅、可

听、可悟、可互动的全方位沉浸式体验。 

《园冶》有云：“以其先有成局，而后修饰词华，

故粗览细观同一致也。”
[6]
意为造园时先有构思大局，

处理园林要素之间的主次、开合与首尾对应方式，再

布置观景点和规划移步异景的空间序列。 一般园林

构园会在基于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美学思想、历史文化

背景条件编排叙事空间次序,采用含蓄、内敛的叙事

表达能力在“行”与“游”的过程中进行情节铺陈，

其中“行”是游园的动线，“游”是人在园林中的叙事

经历。中国古典园林更是通过空间叙事达到中国画的

“畅神”和“卧游”
[7]
。造园者通过对空间情节和线

索的细节铺陈，借鉴戏剧叙事结构的策略，如多线索

推进，非线性组合，蒙太奇手法等等，将故事融入园

林的空间场景。并在动态性、连续性的空间感知和跳

跃性、反转性的思维感知来使观者在“行”与“游”

中有极致的叙事体验和趣味感受，从而达到互动叙事,

渲染故事情节的感染力和震撼力,增强可观性和可读

性。 

中国古典园林中“行”与“游”的空间叙事与戏

剧叙事有相通之处，两者皆是文学性地营造与解读，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653

1004



叙事内容都涵盖时间、地点、人物，情节，以“行”

贯穿故事序列，以“游”串联叙事情节，各种艺术要

素在“行”与“游”中铺排展列，如表 1、图 2 所示。                 

表 1 戏剧园林要素对应表

种类 要素分类 

戏剧要素 戏剧背景 幕布 舞台 人物 道具 章节 情节 线索 

园林要素 场地背景 门 场地 主体建筑 景观要素 功能分区 游园序列 游园路径 

 

图 2 戏剧要素与园林要素对比 

清晖园布局就是开阔到半围合到围合的串联空

间，空间叙事互相穿插渗透相互流动，构成清晖园富

有韵律的空间结构。以其类似戏剧情节的编排架构,

并与其串联以构成具有可读性、逻辑性的空间故事排

列，清晖园就有了起、承、转、合的组织方式，有如

戏剧情节的开始、发展、高潮、结尾（表 2）。 

表 2 清晖园叙事序列 

叙事要素 叙事内容 

空间序列 水庭 平庭 宅院 平庭 

叙 

事 

序 

列 

   
  

顺序 起 承 转 渡 合 

叙事情节 开端 高潮 发展 转折 结局 

叙事路径 原门口→澄漪亭

→碧溪草堂→六

角亭 

船厅→惜阴书屋

→真砚斋 

真砚斋→竹苑→

笔生花馆 

归寄庐→小蓬莱

→木楼 

木楼→真砚斋→

花纳亭→方池 

叙事载体 建筑、花木、水体 建筑、花木 建筑、花木 建筑、花木 建筑、花木、水体、

山石 

空间尺度 小→大 

 

大→小 大→小 

 

小→大 小→大 

 

心理体验 紧→松 松→紧 松→紧 紧→松 紧→松 

功能定位 入口空间、 

会客区 

子弟读书、宴请客

人区 

雅集宴游区 居所生活区 休闲游园区 

文化体验 岭南地域文化、务

实文化、兼容文化 

 

岭南地域文化、珠

江三角水乡特色、

兼容文化 

 

状元文化 

、商业文化、 

江南园林艺术 

归隐文化、神仙文

化、岭南古园林建

筑文化 

中西方文化融合、

岭南地域文化 

首先园林的叙事开端由环绕方池散布着的澄漪

亭、六角亭、碧溪草堂组成阔池高树的水庭组成。从

旧园西边狭小、压抑的入口穿过，顿觉豁然开朗，覆

满一池清碧，掩映百般亭栏，绿树成荫，亭台楼阁高

低错落，天光云色交汇形成天地之美。穿过滨水游廊

后、便可到达碧溪草堂,然后再经过池廊,便来到了六

角亭，形成一个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互动性叙事脉

络（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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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清晖园空间路线图 

接着是船厅、惜阴书屋、花纳亭、真砚斋等建筑，

一侧是花池和水池组成的庭院。叙事情节承接前区水

庭的开敞，层层收紧，是全园的叙事重点。此处书斋

凤亭，叠石翠竹，浓荫曲径，古木交柯。船厅，仿照

“紫洞艇”游船造型，邻水而建，如水上浮船，船头

植一紫藤、一古树，宛如一艘停泊在珠江酒畔蕉林丛

中的紫洞艇的缆绳和竹竿，晕染着珠江三角洲的田园

氛围。惜阴书屋和真砚斋相连，以供读书及待客之所。

来到巷道幽深的宅院，即是由竹苑、归寄庐、笔生花

馆等建筑形成安静幽雅的后宅院空间，作为叙事转折，

从竹苑转入宅院空间，巷道幽深，幽境竹香，穿过斗

洞，即见小蓬瀛、归寄庐，眼前园林郁郁葱葱，小院

深邃，小径漫步，从这段过渡空间到中部庭园，面朝

方池古亭，纵观水光景色，即是叙事序列的收尾。 

5.大与小——空间结构的穿插叙事 

清晖园的造园特色注重实用性，整体园林空间形

成规整紧凑、前疏后密，前低后高的空间布局，整体

园林空间又被划分为大小不等的若干区域，但围而不

隔，隔而不断
[9]
。 

构建与“大”空间对比的“小”空间，“小中见大”

以图在“壶中”“芥子”的天地内营造出主次分明、结

构清晰的“咫尺山林”。“大”与“小”的空间转换是

园林结构的联结。清晖园的围合式的小庭院空间结构

设在疏朗开放的西部,大建筑空间结构在密集阴凉的

后部,而开敞式的大景观空间结构则设在风格规整的

西南部。，三种空间结构之间则用天井、巷道、敞厅相

连,使二者的空间结构既连贯无阻,互相紧密联系,建

筑空间独立后又彼此联系,相互配合串联完成整个叙

述过程
[10]

（图 4）。 

 

图 4 清晖园空间结构 

5.1 线性叙事 

清晖园以建筑空间为结构的线性叙事注重叙事

空间的连贯性、连续性，感受线性空间的叙事内容。 

5.2 点状叙事 

以围合式小庭院空间的点状叙事则注重院落的

围合和独立性，空间划分规整,呈现几何紧凑式布局

特征，围合多个向心型庭院空间
[11]

。 

5.3 面状叙事 

以开敞式大景观空间的面状叙事注重叙事内容

的交叠、穿插、对比、合一，达到虚实相间、错落有

致的叙事感受，如清晖园西部的水景观赏区，也是园

主宴会宾客的场所。布局上方形荷池，亭榭边设，高

低错落，形成“连房广厦"的建筑布局。建筑体态通透

轻盈、空旷明朗，利用水景增大了空间感，形成观景

和内向的景观格局。局部小景的空间，以建筑围合庭

院，庭院包容建筑的互叙状态,有独立完整的层次,烘

托着故事的主题。 

6.品与悟——以文赏园的诗性叙事 

“造园如缀文”，以“谋篇布局”“经营位置”为

基础，注重起承转合、气韵生动。结合观者文化思想

美学的深入，解文、读文、品文、悟文，“悟其理、传

其神”进而“入其境、得其美"的过程
[5]
。 

唐代王昌龄《诗格》中提到“诗有三境”为“物

境”、“情境”、“意境”
[12]

，就表现了三境做到主体与

客体契合无垠,物象，情意，意境“天人合一”, 方

可营造超凡脱俗、深刻内涵的园林意境。将景观的立

意与词句融为一体,园林立意与词句融合，产生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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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喻义、引申义。所以除了品评园景中积淀的文化

本意之外，仍需多次诵咏,展开“比、兴"的联想
[13]

，

“比”是园林构成，物与情的比拟，“兴”是情与意

的比拟。在外显和内化形式中领悟园林形象中蕴含的

喻义和引申义，由此观者可感受"物境"、"情境"、"意

境",品"景中之诗"、"诗中之景",悟"景中之情"。 

6.1 以文造园 

在造园前期，一般基于不同园林文化语境的特殊

性、具体场地的复杂性，叙事载体的多样性，园主、

造园者与设计师会将园内各处不同是叙事载体围绕

的特定诗句、文字来建造具有主题和画境的场景，经

过精心编排、布局将情意景融合，观者通过心理上格

式塔效应，感受到诗情画意的场景。 

清晖园内多以园名、匾额、楹联、景题、书法画

作、石板雕刻等文字素材立意抒情，文有据，典有征，

突出园内主题。文字叙事一般指的园内悬挂、嵌缀、

雕刻于亭台楼阁以及其他柱石之上的诗文题咏，点缀

于清晖园里文字佳句俯仰可拾（图 5、6），以清晖园

内匾额、楹联为例，园内匾额共 38 个，类别可以分

为状物点景、借物抒情、借物咏志、修身养性、祝福

祈祷、修仙问道等类别（图 7）。楹联共 48 个，类别

可以分为状物点景、借物抒情、借物咏志、暗喻哲理

等类别。（图 8）妙联佳句文化底蕴深厚，或寄情山水，

或借景抒情，或托物言志，皆呼应园林主题立意和文

学意境。品名士音韵，悟高雅意境，令园中之景散发

“香远益清”的古意诗情。 

 

图 5 清晖园部分匾额内容 

 

图 6 清晖园部分楹联内容 

 

图 7 清晖园匾额内容统计 

 

图 8 清晖园匾额内容统计 

             

6.2 以文赏园 

匾额与园林建筑交相辉映, 珠联璧合，并点题立

意，升华意境（表 3）。清晖园名中“清晖”意为净的

光辉、光泽，也可做山水的代称。谢灵运的“清晖能

娱人，游子憺忘归”。“日色佳”而“晖光娱人”直达

“物境”，“笔生花馆”“笔生花”出自诗人李白“梦笔

生花”的典故，瞻显园主才思俊逸的才情。“状元堂”

赞扬张镇孙、黄士俊、朱可贞、梁耀枢这四位文武状

元，学有成，才出众，瞻显清朝科举时代的不凡成就

和文采豪情。一园清幽，几世文风遵从“惜阴书屋”

的惜阴之旨，坚守“真砚斋”求真务实之意，通达“笔

生花馆”才学有成之境。“小蓬瀛”取自古代传说中的

海上仙山“蓬莱”和“瀛洲”典故，寄寓园主人清高

脱俗、洒脱自在的思想。也暗喻着祥瑞之地，如仙之

境。 

园林立意与词句融合，产生了本意、喻义、引申

义（表 4）。园内竹苑门洞上楹联有作“风过有声留竹

韵，月明无处不花香”，门洞之后便是巷道幽深，瓦檐

相连，竹径通幽，花木芳馨。楹联词句道出苑内清静

曲雅的“物境”，与竹景相得益彰。位于澄漪亭柱上楹

联道“临江缘山池沿钟天地之美，揽英接秀苑令有公

卿之才。”澄漪亭前池水清碧，天光云色交汇形成“天

地之美”的“物境”，更有才气豁达的“情境”。凤来

峰过道门上楹联道：“得山水清气，极天地大观”，其

中阐述了造物中蕴含着“道法自然”的哲学，在法天

象地、俯仰乾坤的园林格局中传达了一种道家“天人

合一”的通达“意境”。“意象”描绘建筑、花木、山

水的物境”，立意在先，文循意出，回味诗情画意的

“意境”，三境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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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清晖园匾额主题分析 

匾额项目 匾额内容 

匾额 惜阴书屋 小蓬瀛 笔生花馆 归寄庐 状元堂 

主题 珍惜光阴,刻苦

读书 

清高脱俗 学有所成,才思

日进 

辞官归里,寄迹

庭院 

状元文化 

典故 - 是传说仙岛名

蓬莱、灞洲的合

称 

李白梦笔生花

的曲故 

陶渊明辞官归

隐的典故 

顺德历史上张镇孙、黄士

俊、朱可贞、梁耀枢四位文

武状元 

来源 唐·杨发《太阳

合朔不亏赋》 

《史记 :封禅

书》 

 

《南史.纪少瑜

传》 

东晋陶渊明《归

去来辞》等 

 

明清科举制度 

表 4 清晖园楹联场景分析 

楹联场景 楹联表达 

诗词楹联 场景表达 引申义 

澄漪亭 临江缘山池沿钟天地之美，揽英接秀苑

令有公卿之才。 

澄漪亭前池水清碧，天光云色交汇形成“天地

之美” 

天人合一 

竹苑 风过有声留竹韵，月明无处不花香 竹苑门洞之后竹径通幽，花木芳馨。 君子比德 

从匾额楹联等文字叙事所表达的意境内容层次

多样，创作主题以诗的韵律和诗性，投射到叙事载体

上，再现综合运用建筑、山水、花木等造园要素不同

的编排方式，形成一种诗性体验的物质载体赋，结合

园林审美中的直观感受，将园林上升到精神领悟的画

意诗境。 

7.结果和讨论 

清晖园在构成元素、空间序列、空间结构、文化

内涵上完成了园林的视觉叙事，互动叙事，穿插叙事，

文字叙事（表 5）。其中将清晖园设定为叙事媒介，基

于不同主客体互动联通的叙事形式，在物像、景像、

文字中进行情节铺排以展现叙事园林的面貌，观赏者

游园时在艺术升华的不同场景进行文化感知，并基于

自身文化基础上形成一种体验与评价，形成富有诗意

的叙事脉络，进而成为与共同体验相联系的集体心理

映射来感知园林历史记忆和精神内涵。 

 

表 5 园林叙事分析 

叙事要素 叙事内容 

叙事方式 穿插叙事 互动叙事 视觉叙事 文字叙事 

叙事主体 视线认知 行为参与 视线认知 文化语境 

叙事客体 空间，场景 空间、场景 物体，道具 文字，符号 

叙事载体 非物质性载体 非物质性载体 物质性载体 非物质性载体 

叙事媒介 空间结构 空间序列 园林构成元素 园名、匾额、楹联、景题等 

叙事空间 视觉空间 视觉空间 物质空间 想象空间 

空间效果 变化 变化 变化 不变 

感知方式 视、意 视、触、意 

 

视、听、嗅、触、意 

 

视、听、意 

艺术升华 空间联想 空间联想 物象、意象、空间联想 文字、情节、意象联想 

8.结语 

清晖园在物质上、文化上是明清时期物质功能要

求与文化思想美学思想的统一
[14]

。本文以叙事角度分

析清晖园，清晖园的叙事铺排既蕴含场所的历史记忆、

文化内涵等隐性信息，又能将碎片化的信息通过叙事

线索来重构物质空间和语义语境。良好的叙事性铺排

使得清晖园在主客体的互动中将传统文化和情感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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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连接在一起，形成具有岭南地域特色的叙事园林,

为岭南园林叙事分析提供一个有理有据的参考，并为

当下和未来园林创作提供范本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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