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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画如游园
——顾沄《怡园图册》研究

许嘉源

摘要：自唐宋始，园林诗情画意的秉性越来越为人所重。明清时期，文人私园

建造大兴，园林绘画题材显著增加，依画作园、依园作画盖时兴。顾沄作为海

派六十家之一，与清代怡园的主人过云楼顾氏交往甚密，而这套《怡园图册》

作为晚期吴中实景园林画代表作却缺乏相应研究，是为数不多可将园图与实景

对照的作品。本文以画者和实景再现的角度观察这套园林景图，比较其实景忠

实性，分析怡园图册的艺术特色和手法，旨在探究吴门文脉传统下画与园林的

互动关系及实景园林画的传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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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沄（1835-1896 年），字若波，号云壶、壶隐、病鹤，室名自在室、小

游仙馆。苏州人。工山水，由“四王吴恽”入手，上探元、明诸家，墨法明润

秀雅，笔意疏古清丽。与吴昌硕、顾麟士、金心兰、倪墨耕等友，号“怡园七

子”①，为怡园走出的海上近代六十名家之一。怡园，位于苏州人民路，南靠

尚书里。同治十三年（1874 年），时任浙江宁绍道台顾文彬购得此地，在明尚

书吴宽宅废址上修筑怡园，取《论语》“兄弟怡怡”意，命名为“怡园”。当时

顾文彬在外任官，营造事宜由其二子顾承主持，并通过书信“远程指挥”。顾

沄与顾文彬交好，早年曾在顾氏过云楼遍临书画。光绪三年春（1877 年），顾

文彬初步完成怡园主体建设，请顾沄将园中胜景分绘成图并征同人题咏。顾沄

先画了十六帧，光绪十年（1884 年）又补绘四景。《怡园图册》，纸本水墨，

纵 33.3 厘米，横 42.4 厘米，藏南京博物院，共二十帧描绘怡园景致。册首由

名士俞樾题名，册后有顾文彬对怡园各景作序并写词介绍，共十六阕，并附潘

曾玮和作。画风以淡彩为主，风格秀雅，其意境正如作者所云：“展观者不待

亲叩园扉，已足想见主人高风雅尚矣。”《怡园图册》是晚清园林实景图的代表，

反映了传统文脉下绘画艺文活动与园林的密切关系。

一、《怡园图册》的艺术风格

（一）画面图式

1. 忠于实景，脱略程式

不同于杜琼的《南村别墅图》，重复套用传统图式，想象多于实景的表现

方式，《怡园图册》依园作画，忠于实景，构图手法丰富。顾沄和沈周、文徵

明一样，皆与园主关系紧密，应园主直接请托而作画，画作内容有很强的写实

目的，而意境表达则各有千秋。如《竹院》（图 1）一帧与沈周《东庄图册》中

《麦山》（图 2）相似，均以相似笔触集中表现某一植被，采用中间紧四周疏的

处理方式，把观者的视线集中在中央。不同的是，《麦山》完全是开放式的，

将观者的视线引向画外，而《竹院》中廊亭更多，人造建筑物完全限定了修竹

的生长，景物显得小巧细秀，无法像唐宋时期那样“有水一池，有竹千杆”，

只能是“咫尺山林”。
图 1    怡园图册 · 竹院，顾沄 作

图 2    东庄图册 · 麦山，沈周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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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园中主体建筑的描绘上，《怡园图册》也

有创新：通过侧面衬托，让人由内向外观赏。许多

传统园林画以建筑命名时都将建筑放主体位置，从

《拙政园图册》的《繁香坞》（图 3）中可以窥览此貌。

而怡园中同样作为主体建筑的藕香榭在布局上有相

似特点，然而该图却以池为中心，描绘从榭中望出

的场景：点点碧波，莲媛三千，对岸桃红柳绿，曲

径通幽。藕香榭却裁切一半，仅露屋顶盘踞画面下

方，似文章中的侧面描写，可谓巧思独具。（图 4）

两图都有一桥连通轩榭，而怡园图中更为曲折，且

有藏露，较为含蓄。第一景《武陵宗祠》也有这个

特点：宗祠独占一角，笔墨分配只占一半。画面构

图无水平线，结构线倾斜且重心靠下。“髙槐荫四

门，金泥迓鸾诰。烝尝肃跄济，孙曾职洒扫。敬宗

更收族，敦睦由夙好。力田芘本根，指囷树风教。

以维宗法队，赖此仁心导。”②槐树和龙爪榆显然象

征着怀祖敬宗、祥瑞荫蔽的意义。向外望去高阜如

山，石磴三层，曲折而登，反映了登此阶梯而上，

后世扬名耀祖的美好夙愿。对比沈周《东庄图册》

中《续古堂》（图 5）的开门见山，《武陵宗祠》（图

6）表现方式更有新意，更含蓄蕴藉。在顾沄刻意

避免拟古的程式化构图中，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

有多幅构图四角留空，建筑物虚掉，如《遁窟》《拜

石轩》《松籁阁》等，画面集中在画幅中央，整体

不够饱满，造成画面重量稍弱且有未完成感。

2. 传统视点，静观为主

山 有 三 远， 平 远、 深 远、 高 远：“ 高 远 之

势 突 兀， 深 远 之 意 重 叠， 平 远 之 意 冲 融 而 缥 缥

缈缈。”[1]（P51）《怡园图册》亦采用传统俯视视

角，平远深远为主，少高远构图，多表现山石树木

与园宅遮挡排列的空间布置。这并不意外，怡园同

拙政园、东园一样地处城内，和乡间庄园不同，很

少有高山远水的开阔景象，而多是一亭一池的局部

之景。在《石听琴室》（图 7）和《绛霞洞》中视角

有意拉低，接近于平视状态，减少鸟瞰一览无余之

感，更大程度还原置身园林中景物有遮挡有空间的

状态，和文徵明画作中的某些处理比较相似。在对

轩室的描绘上，《石听琴室》与《拙政园图》中的《芭

蕉槛》（图 8）如出一辙。视点高度相似，建筑都采

用四分之三角度表现，宅后星点林木相衬，宅前奇

石疏木掩映，前后空间关系明确。前者视点相对较

远，石与树的虚实黑白处理及造型边线处理欠佳。

园主生活起居的状态在敞开的户牖中得以窥探。

园有静观动观之分。大园宜动观为主、静观

为辅，小园宜静观为主、动观为辅。明中期以前的

园林多为依山临水而建的庄园，占地广袤，山水背

景丰富。如《东庄图》《南溪草堂图》均设置了较

长的游览线，东庄图中流水蜿蜒平远，山势陂陀，

远山鳞次栉比，是在较广袤空间中的游观。而怡园

图虽也布有游览线，却仅在一景之中，多以静观为

主，视角拉近，描绘景物范围更小。一来可以更集

中笔墨，削弱不必要的分散因素，拉近观者与园景

之间的距离，引人入胜；二来更是园林写意手法的

要求：“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

里之迥。”（宗炳《画山水序》）中国传统艺术的大

小观本就是对比而成。明清时期人口向城市集中，

图 3   拙政园图册 · 繁香坞 图 4   怡园图册 · 藕香榭，顾沄 作 图 5   东庄图册 · 续古堂，沈周 作

图 6    怡园图册 · 武陵宗祠，顾沄 作

图 7    怡园图册 · 石听琴室，顾沄 作

图 8    拙政园图册 · 芭蕉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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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造园空间也不可能占百里之大，虽不能像魏晋

时期延山引水，但在缜密经营的小世界里一样宛自

天开，足以自娱。

3. 各就其景，空间写实

尽管空间范围缩小，但并不因此削弱图册中空

间表达的意识。为了真实再现园景，顾沄少用夸张

处理，画面视觉空间基本符合实际空间。如《南雪》

（图 9）一图，廊与圆洞门通过小径位于水池南面，

夹道梅林暗香吐蕊，傲骨寒枝。南雪亭位于廊的转

折处，通向右手边复廊，循道而行可走到北边对

岸，石经幢的位置也十分准确。空间分割体现出步

移景异、曲直相间的审美特点，精准表现方位。（图

10）又如《面壁》，以山体夹峙、水深幽邃为立意，

显得水深峡陡、峭壁对峙。在水险处石桥耸立，从

面壁亭通向错综连贯的假山。画中面壁亭与山上螺

髻亭遥相呼应，这完全符合园景的实际方位。

（二）笔墨技法

《怡园十六景图》作于光绪三年（1877），顾

沄时年 42 岁，已在过云楼临画三年。《中国近现代

书画家辞典》称其：“工画山水，其画泽古功深，

汇“四王”、吴、恽诸家之长。清丽疏古，气韵秀

出……”[2] 观整册作品清淡秀雅，用笔细密又轻

松潇洒、清丽舒朗，透出文人画的气息；淡彩设色

不过于浓艳，随类赋彩，浓墨比重较小。写实的刻

画中包含写意的用笔，如《牡丹厅》左下角石头的

画法，用相对较重的墨色浓淡写出，用笔较整，与

细碎的树叶和工致的建筑形成对比。又如《留客》

中的云墙，湿笔侧锋一笔带出，写意率性。可以看

出，顾沄在画这些画时心态是恬静闲适的。然细观

其水墨作品和石头画法则稍显不足，如《慈云洞》

和《小沧浪》，勾勒不够凝重，山石结构松散，皴

笔未形成气韵贯通之势，也未在结构上得以表现，

用笔零碎，处理平均。点苔和杂草都显得草率，缺

乏疏密浓淡、大小方圆的变化。

同治十三年，顾文彬的怡园荷花厅决定采用

画壁形式。顾文彬在给顾承的信中将任阜长与顾沄

所绘草图做了比较：“画壁是古法，但要画的好，

否则反成疵累，目下除阜长无第二。阜长亦宜令其

画奇峰怪石、珍禽异兽，若画人物恐落吴小仙闵贞

一派，反堕恶道；顾子上下不到家，沄力薄断不能

胜此任也。”[3] 顾沄恪守清初以来正统画派传统，

受四王影响较大，尤喜王翚，留下了多幅临、仿王

石谷作品，但其仍上承吴门，意追元四家，多有拟

仿，师法古人也颇有心得，如癸未所作寒林图自题

所言：“六法从来推顾陆，一生今始见营丘。腕中

筋骨元来铁，世上江山尽入眸。林影有风摧落叶，

涧声无雨咽清流。寒驴骚客吟成未，万壑寒云为尔

留。董元老笔最盘盘，万壑苍雨后此有。绝似凤凰

山下路，秋风无际海波寒。”表明其虽师古但脱落

于古人，更求意境。不足的是，顾沄一味摹古，稍

欠个性，且“魄力太弱，无遒劲之气”[4]，这是

由于顾沄太沉溺“四王”，而未在宋元上下大功夫

所致。

（三）“无我之境”

在中国古代园林画中，无论是表现园主生活的

“行乐图”，还是表达高雅情致、颂扬园主品行风

雅的“别号图”，抑或是描绘园林客观景致的“庄

园图”，此前多有人物，[5] 即便文徵明《拙政园

三十一景图》中没有点景人物的有 11 帧，仍有 20

帧描绘了人物活动。不同于其他的园林画，《怡园

图册》中全无人物出现。顾沄有多幅临摹拟仿倪瓒

的作品，或许是向倪瓒致敬，呈现出未受明吴门画

派影响的元代特征。没有人物的干扰，仿佛这满园

春色正是为了观者而留，反而提供给人们更多想象

空间。画中多用暗示手法，譬如坡仙琴馆和石听琴

室半扉门开，余音未落，弹琴者仿佛刚走不远，又

不知去向何方。又比如慈云洞中湖石天生的一桌二

椅，正好在酷暑难耐的盛夏提供了一方清凉避世之

所。无人却并不等同倪瓒的冷寂虚静，虽无人迹，

却处处都有人生活的踪影。它不同于以往的“有我

之境”，或歌颂园主的高尚情操，或将品性高洁疏

旷比德山水，而只是纯粹表述了一种闲适恬静的生

活方式。

笔者更倾向于将“无我之境”看作画家的主

观选择，画作的表现重点似乎不是人化因素，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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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怡园图册 · 南雪，顾沄 作

图 10    南雪前鸟瞰老照片 图 11    怡园平面图 （摘自童寯《江南园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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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本身，消除主体意识，淡化物我的分离。“无

我之境”让园景成为诉说的主体，让人尽情享受自

然。人与景融为一体，消除物我的矛盾。春色烂漫

的园林彻底净化人内心的烦闷喧嚣，物我两忘，选

择的是一种淡然适意的人生态度。

二、图景与实景比较

顾氏时期，怡园的游园路线是从园西春荫义庄

经顾氏宗祠进入，自西向东逆时针游览，与今日游

园路线相反。（图 11）俞樾的《怡园记》和册后顾

文彬的《怡园十六景词并序》所著游览顺序和十六

景均高度重合，但《怡园图册》的顺序与其并不吻

合。（表 1）由题识年份分析可知，光绪十年补绘

的四景中第六开《岭云别墅》、第七开《竹院》、第

十九开《石舫》是确定的，另一景疑为第十三开《石

听琴室》。除去这四景看光绪三年完成的十六景顺

序，也未形成连贯游览线路。景点次序不是主次关

系，也并非完全是先后关系，无论这样的顺序是后

来重新装裱造成的，还是顾沄并非按游览顺序而

画，最终造成一种结果：图册分景式的特点很难使

观者在阅览图册后理解园林的空间分布。如果没有

顾文彬的文字描述，未游过园的人很难在时间性和

空间性上对怡园产生整体印象。

面壁亭位于主体池水西侧。此亭面对石壁，壁

置明镜，使人面壁对镜，故名。亭坐南朝北，平面

方形，四角攒尖顶，“面临小池，池北即慈云洞，

峭壁数仞，隔岸烟景尽入镜中。如大地山河摄入大

光明藏。”③峭壁之上为螺髻亭，二亭互峙。第十七

开《面壁亭》（图 12）生动准确地描绘了亭壁夹峙，

抱泓一湾的空间位置关系，石桥墨笔勾皴造型准

确。中国传统哲学讲长短相较、大小相倾，而造园

更多靠写意手法，峰峦掩映小亭拟出山林之意。画

中亭与留存怡园老照片中的亭子均为圆顶攒尖，体

量较小，和假山比例适中；螺髻亭的圆形与面壁亭

的方形成对比，丰富视觉效果。（图 13）观之今日

亭子差距悬殊，一则柱与顶不成比例，沉重无轻灵

之感；二则直角显得生硬缺乏对比，无山野隐逸之

感；三则体量过大，与山石不成比例。

金粟亭在池北与藕香榭对望，通过一道曲桥

相连。“金粟”与“天香”都指桂花。笔者曾于金

秋十月到访怡园，金桂烂漫，芳香沁脾，仿佛天香

世界。古文云 :“亭居藕香榭东北，绕亭皆桂树，

中悬勒方琦书主人集辛幼安词一联云：‘芳桂散余

香，亭上笙歌，记相逢，金粟如来，蕊宫仙子；天

峰飞堕地，眼前突兀，最好似，蜂房万点，石髓千

年。’”④（图 14）

如今，金粟亭已改名为“云外筑婆娑”，攒尖

顶四面方亭，长条石基，方砖铺地，四根亭柱为花

岗石方柱，内饰吊顶。勒方琦书不存。画中亭左一

峰、亭右两峰仍在。画中柳树倾斜摇曳水边，似有

顺
序

顾文彬十六
景词

俞樾
《怡园记》

顾沄
《怡园十六景图》

1 武陵宗祠 武陵宗祠 武陵宗祠

2 春荫义庄 松籁阁 牡丹厅

3 牡丹厅 面壁亭 遁窟

4 松籁阁 碧梧栖凤△ 梅花馆

5 面壁亭 梅花馆 南雪亭

6 梅花馆 藕香榭 慈云洞（八）

7 藕香榭 遁窟 拜石轩（九）

8 遁窟 南雪亭 留客（十）

9 南雪亭 岁寒草庐 金粟亭（十一）

10 岁寒草庐 拜石轩 小沧浪（十二）

11 拜石轩 坡仙琴馆 岁寒草庐（十四）

12 坡仙琴馆 石听琴室 藕香榭（十五）

13 留客 石舫 松籁阁（十六）

14 天香亭 金粟亭 面壁亭（十七）

15 小沧浪 慈云洞 绛霞洞（十八）

16 绛霞洞 绛云洞 坡仙琴馆（二十）

17 小沧浪 岭云别墅（六）

18 竹院（七）

19 石听琴室（十三）

20 石舫（十九）

12

13

图 12    怡园图册 · 面壁亭，顾沄 作

图 13     螺髻亭实景老照片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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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亭后长廊位置准确，视角平视。实景树木茂

密，对几座石峰多有遮挡，顾沄有意进行了夸张处

理，强调群峰之冠的瘦透漏皱之美。（图 15）

从金粟亭西行，北部假山顶有座六角凉亭称

“小沧浪”。顾文彬曾有诗云：“濯足沧浪水，空亭

发浩歌。屏风三叠翠，纤月挂藤萝。”屏风三叠在

亭后。将图与实景比较，顾沄采用了夸张的手法，

将屏风画得高于亭子，坚实挺立，突出石屏威武浑

厚之感。为了不抢石峰气势，周围“山上杂树，争

气负高，各具干霄之概”，则作简化处理，有所取

舍。可见《怡园图册》的作画理念仍将写实服务于

意的抒发，以实景与文人画的有机结合作为准则。

三、与其他带有实景性质的吴门园林画比较

单国强先生在《中国古代实景山水画史论》中

对实景山水概念作出界定：以写实手法描绘真实景

致的山水，与仿古山水、抒情山水、理想山水、综

合山水共同构成山水画题材的主要类别。具有真实

性（客观存在，非想象或综合）、具体性（有地点

和名称）、写实性（准确再现山水地貌或特征，而

非写意式的舍形取神）。[6] 然而斋居庭院类题材绘

画在实际分类中符合上述定义的并不多，姑且称作

有实景性质的园林画，其中别号图、山庄图、纪游

图最具明代吴门特征。若将元末明初的数本狮子林

画作视为明代吴派园林绘画的先导，那“明四家”

之后的园林绘画则呈现更加多样的态势。以视角和

视点分为照相式“截景”、以大观小“全景”；以表

现形式分为册页式“分图”、一幅作品包含所有景

观的“全图”。

顾沄《怡园图册》与沈周《东庄图册》、文徵

明《拙政园三十一景图》形式相同，同属截景分图。

画者与园主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直接受园主请托

而作，因此具有相当的写实性。《东庄图册》描绘

占地广袤的庄园，较为朴素，兼有农耕生产功能。

笔墨苍润浑厚，构图明快多样，因有宽广的山水背

景，取景范围较大，表达了隐逸山野、天人合一的

“野趣”。文徵明所绘的拙政园在苏州城内，为典

型城市私家园林。《拙政园三十一景图》笔墨清苍

细腻，墨色微妙，明显带有宋人风格。画面造型简

炼，烘托静谧雅致氛围、虚淡悠远意境，又带有写

意性与理想色彩。有别于册页分景，依托长卷的形

式，沈周引领的纪游山水绘画风气对吴派园林绘画

产生了重要影响。

沈周于弘治十年（1497）作《草庵纪游图》（图

16）并附自题《草庵纪游诗并引》，虽描绘寺院纪

游，但与园林纪游并无二致。相较分景描绘，《草

庵纪游图》的行进路线和整体空间几乎一览无余，

寺院建筑的空间分布也十分清晰明了。因为全体景

物不是上帝视角全部显现，而是时间性与空间性的

结合，各段景色随行进徐徐展开，我把它归为“截

景全图”。《草庵纪游图》采用手卷形式，动态俯瞰

视角和描绘手法是沈周所擅长的纪游绘画和园林建

筑绘画的巧妙结合，而这种“纪游”与“图志”结

合的手法也被后来的吴派画家所继承。文徵明的弟

子钱穀在一幅尺幅不甚长的手卷中将张凤翼的求志

园描绘得一览无余。（图 17）求志园以花墙作为连

接与屏障，虽无奇峰异石，但花墙与建筑在钱穀的

笔下依然十分精整。画家采用截景法的观看视角，

将地平线留在画幅上沿之外，让园中建筑景致充斥

画幅，使观者视线所至不及院墙之外，造成一种与

外界空间隔绝的封闭效果。园主安排了各种身份的

点景人物，使画面更加生活化、世俗化，也是“有

我之境”的体现。求志园虽堪称简朴，但钱穀将园

内景点在近两米的横向长卷上线性地串联起来，颇

具巧思，使原来分景成册的园林绘画发展为可以游

观的线性长卷。不同于长卷，册页式分景使观者很

难在阅览图册后理解整个园林的空间分布。对于这

部分的功用，《怡园图册》则以顾文彬的题识填补。

单幅画面虽为静观，却依靠题识与想象将不同景观

节点串起了一条复杂的动态游览线。王翚的《沧浪

亭图》为横卷，是全景全图的代表，通过巧妙经营

位置，兼工带写地将沧浪亭的实景元素与文人写意

性融合，营造了城市山林幽深闲逸的意境，与之相

似的还有他的《艺圃图》。《怡园图册》与之相比，

具体建筑与湖石、林木的造型更带有写实性、真实

14

15

图 14    怡园图册 · 金粟亭，顾沄 作

图 15    金粟亭实景

图 16    草庵纪游图 ( 局部 )，沈周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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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王翚的真实性表现在对园景方位格局的整体

把握。这也跟二者的观察视角不同有关。

通过与其他表现庭园斋居的绘画比对，《怡园

图册》对实景的忠实程度之高大于写意。如果说文

沈及其后的追随者在树石法与造型等方面仍具有程

式化，顾沄则试图极力脱离程式更向客观靠近，这

于他自身拟古的面貌而言也是突破，反映了文人的

自律性与主观选择性。然而画者对待自然不是亦步

亦趋的精准描摹，而是在不影响笔墨气韵前提下尽

可能将园主自豪的园中特点绘出，以突出其特征，

这正符合单国强对实景山水“真实性、写实性、具

体性”的定义。其中进行了文人性的美化、夸张、

取舍，写境和造境与其他园林绘画是一致的。

四、结论

江南经济在同光期间短暂复兴，苏中士人重

新建造翻修城市园林，艺文雅好如造园、吟诗作

画、鉴古品评也重新纳入文人生活。在吴门以画入

园、以园入画的传统下，因园作画并征各家题咏成

为艺文活动的新亮点，《怡园图册》就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诞生的。在顾沄这唯一实景类型的作品中可

以看到，其绘画面貌扎根传统，笔墨平淡天真不落

成法。通过图与景关系的对比不难看出，一向以摹

古仿古为长的顾沄对待实景命题创作一丝不苟，具

有以写实为目的兼顾写意的特点。这与画家对自身

的创作要求以及与园主亦师亦友的特殊关系密不可

分。画作笔墨清雅、秀润平和，展现了一幅生机盎

然、诗情画意的园林生活图卷。虽不以人为画中元

素，却引人入胜，消解主体性给观者带来的局限。

《怡园图册》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吴门园林题材绘画

传统和文脉的延续，并伴有时代性与创新性。诗、

书、画结合的佳作构成了园林风雅的“名片”，对

它的研究有助于丰富怡园人文价值，深入了解诗、

画、园在文人艺术精神指导下的互动，也对当今园

林题材绘画创作产生借鉴意义。

注释

① 吴大澂在《怡园清集图卷》中仿吴伟业赋“画

中七友歌”：“若波潇洒度汪汪，白岳归来诗满囊。

烟云落纸师香光，名满江南老不狂。子振橐笔游南

荒，古松劲节饱风霜。琴诗一棹归故乡，倪黄馀事

兼岐黄……心兰道兄与墨耕合作怡园清集图，属书

拙作画中七友歌于后……光绪壬辰（1892 年）夏

六月初三日，白云山樵吴大澂书于黄浦舟中。”

② 见对题题识。

③ 见顾文彬册后题跋。

④ 取自（宋）辛弃疾《水龙吟·补陀大士虚空》：“补

陀大士虚空，翠岩谁记飞来处。蜂房万点，似穿如

碍，玲珑窗户。石髓千年，已垂未落，嶙峋冰柱。

有怒涛远声，落花香在，人疑是、桃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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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求志园图 ( 局部 )，钱穀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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