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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代版画反映了当时的风土民情，明末王象晋《群芳谱》中的“雅称”是我国传统园林植物种植实践之结晶。

本研究在介绍《群芳谱》和明代版画概况的基础上，从风景园林的角度对明代代表性的版画作品中庭院花木种

类及种植关系开展研究，将其与《群芳谱》中“雅称”进行对比，探寻两者之间的联系。研究结果表明版画中

的花木种植和《群芳谱》“雅称”中所总结的花木配置方式基本相同。但由于两者的表现方式、创作者知识背

景不同等原因，导致两者在花木种类、观赏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本研究旨在揭示明代版画与《群芳谱》“雅称”

在园林花木种植方面的价值，以期为中国传统庭院花木种植设计提供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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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ngravings of the Ming Dynasty reflected the folk customs of that time. The “elegant names” 

in Qun Fang Pu, written by Wang Xiangjin of late Ming Dynasty, were quintessence of the planting practic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gardens. On the basis of briefing Qun Fang Pu and the engravings of the Ming Dynas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studying the types and planting relationship of courtyard plants as illustrated in representative 

engravings of the M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compares them with the 

“elegant names” in Qun Fang Pu to explore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two.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plants in 

the engravings were largely identical with the configuration of plants as summarized by the “elegant names” of 

Qun Fang Pu. But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in the modes of presentation and the knowledge 

background of the creators, the two differed in species of plants and the modes of appreci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the values of the engravings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elegant names” of Qun Fang Pu in garden 

planting, so as to provide technical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of plant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ourtyards.

Key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garden plants; “elegant names” in Qun Fang Pu; engravings of the Ming 

Dynasty; plant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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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tecture (Yangling 712100). 中国古版画在明代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其中描绘的内容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和对

生活的美好愿景，其中不乏对庭院中花木配置的

描绘。明清时期，赏花风气盛行于社会各阶层，

促进了花木栽培技艺的发展 [1]。《群芳谱》是明

代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植物谱录，汇集了唐、宋、元、

明各代植物种植方面的成就以及作者王象晋20多

年间的种植经验和研究成果。“雅称”是《群芳谱》

中重要的一节，署名为吕初泰，收录于《花谱》

卷首 [2]。“雅称”总结了中国古典庭院中常见花

木的配置、观赏方式以及绘画插花等方面的经验。

目前，从风景园林的角度对版画进行的研究

较少，高云龙对明清姑苏版画中花卉和楼阁画风

的艺术风格进行了研究 [3]。倪丙银等分析了版画

中的园林要素特征 [4]。其他相关研究大多从版画

中园林图像的研究现状、历史价值等角度展开 [5-6]。

针对版画中植物种类和配置手法的研究较少。对

于《群芳谱》的研究，多从医药学 [7]、版本 [8-9] 或

经济植物 [10] 等角度展开。而对《群芳谱》“雅称”

中花木配置手法的研究较少，相关研究将《群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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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雅称”与清代陈淏子《花镜》“种植位

置法”进行比较研究，提出《花镜》“种植位

置法”是在参考《群芳谱》“雅称”的基础上

加入了清代的植物配置手法和作者的经验编写

而成 [2]。

笔者从古典庭院植物配置角度出发，对

明代代表性版画作品中的花木种类和配置手

法展开研究，并将《群芳谱》“雅称”和明

代版画联系起来，探寻两者在庭院花木种植

方面的关系，以期为传统庭院花木种植设计

提供借鉴和参考。

1  明代版画及《群芳谱》概况
1.1  明代版画

明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得印刷行业

快速繁荣，版画艺术的兴盛由此产生。各类

版画作品浩如烟海，内容多样，涉及小说、

戏曲、宗教典籍等。明代主要的版画流派有：

徽派版画、建安版画、金陵版画、武林版画、

苏州版画、吴兴版画等。万历（1563—1620

年）以前，版画的绘制由工匠中负责绘制底

稿的画工完成，绘制工艺较粗糙。万历以后

大量著名的画家投身于版画创作事业中，其

中著名的画家有张梦征、陈洪绶、王文衡等。

画家与画工相比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所表

现的画面较之工匠也更加精巧。此外，以天

顺年间歙县黄氏家族为代表的刻工们也通过

自己的刻刀和对画稿的理解对版画进行了二

次创作。版画作品大多是画家或画工、刻工、

印刷工之间紧密协作的成果，所描绘的内容

则是对当时社会状态和生活情趣的反映 [11-12]。

1.2  《群芳谱》作者王象晋及“雅称”

《群芳谱》又名《二如亭群芳谱》，是

中国明代一部植物谱录 [2]。作者王象晋（1561—

1653），字荩臣，号康宇，自号好生居士，山

东新城人（今山东桓台县）。1607—1627年间，

王象晋主要从事农业经营，通过汇录前人文字

和总结自己多年种植经验，于天启辛酉年（1621

年）完成此书 [2]。“雅称”是《群芳谱》中重

要的一节，主要论述了庭院中常见花木的配

置手法及其在绘画、插花及花卉鉴赏等方面

的经验。“雅称”全文共450字，记录了梅、兰、

菊、莲、牡丹、芍药、海棠、木芙蓉、桃、杏、

表 1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中常见

花木种类

Tab. 1  Common plant species in The 

Golden Lotus

植物名称 出现次数 百分比 /%

松 54 10.42

竹 53 10.23

柳 27 5.21

梅 27 5.21

芭蕉 22 4.25

兰 18 3.47

棕榈 17 3.28

梧桐 13 2.51

枫 10 1.93

桃 9 1.74

杏 9 1.74

柏 7 1.35

牡丹、芍药 5 0.97

莲 4 0.77

海棠 3 0.58

表 2 《西厢记》版画中常见花木

种类

Tab. 2  Common plant species in 

Romance of The West Chamber

植物名称 出现次数 百分比 / %

松 31 12.5

竹 30 12.10

柳 20 8.06

桃 16 6.45

芭蕉 14 5.64

莲 9 3.63

兰 9 3.63

梧桐 7 2.82

牡丹、芍药 5 2.02

梅 5 2.02

柏 4 1.61

棕榈 3 1.21

表 3  《牡丹亭》版画中常见花木

种类

Tab. 3  Common plant species in 

Peony Pavilion

植物名称 出现次数 百分比 / %

竹 34 15.25

松 21 9.42

柳 15 6.73

桃 12 5.38

梅 12 5.38

棕榈 10 4.48

兰 6 2.69

柏 6 2.69

芭蕉 5 2.24

梧桐 5 2.24

牡丹、芍药 5 2.24

椿 4 1.79

李、石榴、桂花、松、竹共计 15 种庭院常见

花木的种植手法。所记录花木都是古典庭院

和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园林植物类型。因此，“雅

称”对于研究中国传统庭院花木种植及植物

景观营造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西厢记》

《牡丹亭》版画中庭院花木种植总结
2.1 明崇祯刻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植物种植总结

明万历年间（1563—1620年），兰陵笑笑

生创作的《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

作的长篇小说。《金瓶梅》排于中国古代小说

“四大奇书”之首 [13]。书中记载的植物约210种，

通过研究《金瓶梅》文本或者版画，可以了解

明代庭院花木种类及配置手法 [14]。明崇祯刻本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是明代晚期插图作品

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部。整个刻本共200幅图片，

均采用了写实的绘画手法，其中描绘的庭院景

观生动细腻，植物种类丰富 [13]。

整个作品中共出现植物 518 株（为了使

结果清晰便于统计，一幅图中的同种植物算

作一株，下同），外形描绘准确可以识别的

植物大约有 19 种（表 1）①。与《金瓶梅》著

作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植物种类基本相同。

2.2  《西厢记》版画中植物种植总结

明代小说插图数量以《水浒传》为之最，

戏曲插图数量则非《西厢记》莫属 [11]。明代

《西厢记》插图版本琳琅满目，据不完全统计，

明清《西厢记》插图本共计 100 多个 [11]。通

过研究明代弘治年间（1488—1505 年）到明

末的 26 个版本的《西厢记》版画代表作品，

分析其中植物种类及配置，进一步了解明代

庭院植物种植方式。

研究分析 26 个版本的《西厢记》，包括

112 幅版画插图，共出现植物 248 株，外形描

绘准确可以识别的植物约 22 种（表 2）①。

2.3  《牡丹亭》版画中植物种植总结

明·汤显祖所著《牡丹亭》是中国古典

戏曲中一部杰出的作品。通过研究明代多个

版本约 80 幅的《牡丹亭》版画作品，统计其

中的植物种类和种植方式（表3）①。可见，《牡

丹亭》版画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仍是松、竹、柳，

与《金瓶梅》《西厢记》版画中的统计结果相同。

2.4  明代其他版画中植物种植总结

为了使研究数据和结论更加真实可靠，

对除《西厢记》《牡丹亭》外的其他明代代表

性戏曲小说版画中的植物进行统计研究 [11-12]。

共统计版画491幅，植物约1 094棵（表4）①。

除杂木外，可辨认的植物种类有 26 种。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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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中出现最多的植物是松，其次是柳和竹。

它们在版画植物中占的比例都达到或者接近

10%，与《牡丹亭》等版画作品中结果相近。

3  明代版画中常见花木种类及配置与

《群芳谱》“雅称”类比
对《金瓶梅》《西厢记》《牡丹亭》3 部

代表性的版画作品以及明代其他版画作品中

的植物种植方式进行归纳总结，并与《群芳谱》

“雅称”类比 [15]（表 5，图 1）②。                    

可见，版画中常见的庭院花木种植方式

表 4  明代其他代表性版画中花木种类

Tab. 4  Common plant species in other representative 

engraving works of Ming Dynasty

植物名称 出现次数 百分比 / %

松 151 13.80

柳 135 12.34

竹 108 9.87

桃 53 4.83

芭蕉 39 3.56

牡丹、芍药 38 3.47

梧桐 34 3.11

梅 29 2.65

棕榈 23 2.10

兰 22 2.01

椿 19 1.74

海棠 16 1.46

柏 16 1.46

莲 15 1.37

枫 9 0.82

玉兰 6 0.55

合欢 4 0.37

菊 3 0.27

表 5  版画中常见花木配置方式与《群芳谱》“雅称”类比研究

Tab. 5  Comparison of the configuration of common plants in engravings and “elegant names” in Qun Fang Pu

植物名称 版画中常见配置方式 《群芳谱》“雅称”中配置方式

松

植于山峰、江边、山洞旁，或见于寺庙、道观或坟墓前。

与太湖石搭配植于水边或房前屋后、围墙旁，也常与竹

一起种植，或作为盆景观赏

“松骨苍，宜高山，宜幽洞，宜怪石一片，

宜修竹万竿，宜曲涧粼粼，宜寒烟漠漠”

竹

植于江边、山峰上，常与太湖石、松、桃、梅、柳等一

起搭配植于亭旁、窗外、曲廊、围墙旁、栏杆旁，或栽

植在花盆中

“竹韵冷，宜江干，宜岩际，宜磐石，宜雪岭，

宜寒槛回环，宜乔松突兀”

桃
常与柳搭配种在乡村茶坊，茅屋后或溪边，或植于窗外、

凉榭前的水塘边。或在水边成片种植，或作为插花、盆景

“桃靥治，宜小园，宜别墅，宜山巅，宜溪畔，

宜丽日明霞，宜轻风晧魄”

梅

与太湖石搭配植于栏杆、曲廊、亭旁、卧房前或花台上，

梅下摆放桌凳供人下棋，亦或植于山峰、江边或村庄，

也作为插花、盆景

“梅标清，宜幽窗，宜峻岭，宜疏篱，宜曲径，

宜危岩独啸，宜石秤着棋”

牡丹、芍药
植于亭旁、石畔、栏杆旁，也与芭蕉、桃、竹植于水塘边，

也常种植在花台上，亦作为插花，或画于屏风上

“牡丹姿丽，宜玉缸贮，宜雕台安，宜白

鼻猧，宜紫丝障，宜丹青团扇，宜绀绿商彝”

“芍药丰芳，宜高台，宜清洁，宜雕槛，

宜纱窗，宜修篁缥缈，宜怪石嶙峋”

兰
种植在花盆中配以景石，植于水边、或点缀在书房卧房，

也常见于溪边，亦插入瓶中观赏

“兰品幽，宜曲房，宜奥室，宜磁斗，宜绮石，

宜凉飚轻洒，宜朝雨微沾”

莲
常种植在凉榭前的水塘内，岸边种植垂柳，可凭栏观赏；

也养于玉缸内，或插瓶于卧房内，或画于屏风之上

“莲肤妍，宜凉榭，宜芳塘，宜朱栏，宜碧柳，

宜香风喷麝，宜晓露擎珠”

柳

与桃一起植于江边或与太湖石搭配植于栏杆旁、房前屋

角、假山旁、亭子周围等，亦常见于村庄、河边、山峰

等

“雅称”缺

芭蕉
常作为画面的近景植物，与景石搭配植于围墙旁，或

植于窗前、假山旁。可在树下抚琴下棋
“雅称”缺

梧桐
对植于寺院庙堂前、庭院内，或植于围墙边、与芭蕉搭

配植于假山旁、亭侧
“雅称”缺

棕榈
常作为画面的近景植物，植于围墙旁、房屋周围、曲廊

旁，也常与松、桃、梧桐、芭蕉等搭配种植
“雅称”缺

和《群芳谱》“雅称”中所总结的花木配置

方式基本相同，但两者存在一些不对应之处。

首先，“雅称”中所总结的花木种类没有完全

反映版画中常见植物的配置方式。如柳在版

画中很常见，而“雅称”中缺少其种植方式

的总结。并且“雅称”中的部分植物，如石榴、

桂花、木芙蓉等，在版画中出现的频率较低。

其次，“雅称”中的花木配置方式更加全面

生动，不仅总结了庭院常见花木的种植方式，

而且也介绍了花木的最佳观赏方式。如“雅

称”中海棠“宜倚枕，宜烧银烛，宜障碧纱”[14]

观赏，而版画中对花木观赏方式的描绘较少。

也有少数版画中描绘的植物配置方式在“雅

称”缺少总结。如松在版画中常作为盆景观赏，

而“雅称”缺少此配置方式的描述。

自古以来就有“善画者善园，善园者善

画”的传统，许多画家同时也是优秀的造园家，

如明代的文震亨、米万钟、文徵明、计成等 [16]。

作为画家的版画绘制者，也具有一定的造园

知识。但《群芳谱》是一部植物学专著，作

者对于植物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而版画由于

其特定的创作背景，使得版画中植物具有与

1
松 竹 桃 梅 牡丹、芍药 兰 莲 柳 芭蕉 梧桐 棕榈

1 明代版画中的各类花木

The various plants in engravings of the M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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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称”中所总结的花木不同的特点：1）版

画中植物的选择是以小说和戏曲的文本为基

础，版画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植物，也是章回

体小说、诗词歌赋、戏曲中描述最多的植物。

此外，版画多由当时著名的画家绘制底稿，

他们有一定的文学功底和国画创作经验。因

此，国画中常见的植物出现在版画中的频率

也较高。2）版画在明代发展到顶峰，流派纷

呈，画风各异。不同流派表现出不同的地域

特色，导致版画中的植物也各有风格。3）明

代版画的绘制和镌刻水平不断提高，版画中

表现的植物种类增多，绘制的准确程度也不

断提高。明代前期，佛教典籍版画较兴盛，

版画中的植物也多以松、竹等为主。到了万

历、崇祯年间，戏曲、小说版画发展较快，

表现的场景也逐渐多样，植物种类随之丰富。

4）版画中的植物种类和数量也与戏曲和小说

的题材、剧情、人物命运、心理活动等因素

相关。5）由于版画制作工艺和画家对于植物

知识的了解程度的限制，一些植物无法详细

描绘和表现。版画中植物的这些特点导致版

画中植物和《群芳谱》“雅称”在花木种类

和配置方式上存在差异。但整体而言，两者

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的庭院花木配置

情况，是研究明代庭院花木配置的重要工具，

为明代庭院花木配置手法的研究提供依据。

4  结论
本文作者介绍了明代版画和《群芳谱》

“雅称”的概况，并选取了明崇祯刻本《金

瓶梅》《西厢记》《牡丹亭》版画 3 部明代

最具代表性的版画作品，对其中的植物种类

和配置方式进行总结分析，将版画中常见的

庭院花木配置方式与《群芳谱》“雅称”进

行类比研究。结论如下：1）明代戏曲小说版

画中常见的植物种类基本相同，出现频率由高

到低依次为：松、竹、柳、桃、梅、芭蕉、梧桐、

棕榈、牡丹、兰。而菊、木芙蓉、杏、李、石榴、

桂花等在版画中不常见。2）《群芳谱》“雅称”

从配置、观赏、插花、绘画等多个角度总结

了传统园林中常见的 15 种花木的配置方式，

包括：梅、兰、菊、莲、牡丹、芍药、海棠、

木芙蓉、桃、杏、李、石榴、桂花、松、竹。

3）版画中的庭院花木种植方式和《群芳谱》

“雅称”中所总结的花木配置方式基本相同。

但由于版画与《群芳谱》“雅称”的侧重点、

作者的知识背景、两者的表现方式不同等原

因，导致两者存在一些差异：版画中的植物

较“雅称”中所总结的花木种类更加丰富。

而“雅称”不仅总结了庭院常见花木的种植

方式，也介绍了花木的最佳观赏方式，比版

画对于花木的表现更加全面。但两者都反映

了明代庭院花木配置状况，是研究明代庭院

花木配置手法的重要参考。

注释：

① 版画中的部分植物为无明确指代的杂木，或由于描绘不

准确而无法辨认。所以本次统计只针对明代版画中可以准

确辨认的植物。

② 图 1 中的松图、梅图、兰图、棕榈图分别为明崇祯刻

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第八十四回、第七十二回、第

四十三、第九十回插图，竹图、桃图为明吴兴版画《西厢五剧》

插图，牡丹、芍药图为明万历徽派版画《北西厢记》插图，

莲图为明崇祯苏州版画《玉茗堂批评新著续西厢升仙记》

插图，柳图为明万历建安版画《六合同春》插图。芭蕉图

为明万历武林版画《北西厢记》插图，梧桐图为明崇祯武

林版画《白雪斋五种曲》之《明月环》插图。

③ 表1为笔者依据明崇祯刻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绘制；

表2~4为笔者依据《明清戏曲版画》《明清小说版画》绘制；

表5为笔者依据《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明清戏曲版画》

以及《群芳谱》“雅称”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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