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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徐氏东园是明中后期南京最负盛名的园林之一，其从农作园到山水园的转变过程体现了江南地区园林发

展的趋势。因史料不足，既有研究深度与其历史地位不匹配。对既有史料深入发掘，对园记、园林绘画、地方

图志等诸多史料信息加以识别、关联梳理，尝试划定东园边界，结合东园主人交游者的园林诗，从中提取造景

要素与意向，对全盛时的东园平面展开考证和复原。研究表明，东园边界由长桥、苑家桥、小运河、马家桥、

茉莉园限定，园中一鉴堂有二层、朝向东南；东园造景要素丰富，有华堂丽亭、奇花异木、峰洞石林、溪池瀑泉；

园林营建采用自然化的理水方式、堂台组合的构景手法；载诗载画的文人雅集使东园成为明中后期南京重要的

文化空间。通过考证，为徐氏家族园林集群的研究进行了史料补充，以期为类似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徐氏东园；园林绘画；园林复原；营建特征；造景要素；文人雅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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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u’s East Garden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gardens in Nanjing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from the agricultural garden to the landscape garden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gardens in the Jiangnan Region. However, the depth of existing research does not match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the garden mainly due to a scarcity of historical data. Based on exist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research aims 

to clarify the boundary of East Garden through the in-depth excav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combin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such as garden notes, garden paintings and local images. Besides, the research extracts landscaping 

elements and intentions from garden poems written by the friends of the garden’s owner to verify and restore the 

plan of the garden in its heyday.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boundary of East Garden is defined by Long Bridge, 

Yuanjia Bridge, Small Canal, Majia Bridge and Moli Garden. The Yijian Hall in the garden is a two-story building, 

facing southeast; East Garden is rich in landscaping elements, among which the building elements include 

gorgeous halls and pavilions, plant elements include exotic flowers and trees, rock elements include peaks, caves 

and stone forests, and water elements include streams, ponds, cascades and spring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arden adopts a natural water management method and a landscaping technique featuring the combination of 

hall and terrace; the elegant gathering of poems and paintings makes East Garden a significant cultural space in 

Nanjing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The research supplements exist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involved in the 

research on the garden cluster of Xu’s family, in hope of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similar research.

Keywords: Xu’s East Garden; garden painting; garden restoration; 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 landscaping 

element; elegant gath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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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南京徐氏东园又称“太傅园”，为魏国

公徐达后人之别业园。据《正德江宁县志》载：

“永乐间，仁孝圣后赐其家为蔬圃。”[1] 东园初始

只是菜园，其第一次大规模造园活动是在正德

三年（1508 年），“东园公子天赐，遂拓其西偏

为堂，曰心远。又购四方奇石于堂后，叠山凿

渠，引水间山曲中，乃建亭阁，环杂山上，下

通以竹径，其幽邃，为金陵池馆胜处”[1]，筑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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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片说明中文
 Figure caption

2 图片说明中文
Figure ca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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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叠山、引水、植竹，此时东园已然成为

真正的园林。徐天赐成为东园主人之后，“能

文章，喜宾客，素以造园为乐”，常“招名流

啸咏其中”，饮酒作诗，探幽赏景，著《东园

雅集诗》[2]。之后，徐天赐“授其子指挥缵 

勋”，徐缵勋对东园继续营建，江南文坛领袖

王世贞曾于 1588—1589 年两次游赏东园 [3]。

正德至万历年间，东园历经营建、扩张以致

兴盛。万历之后，随着徐氏家族衰败，东园

被拆售，明末韩氏园中二丈之高的石山中峰

便是“从徐氏东园购得”[4]。清代之后东园

渐渐四分五裂，其内混有茶社、酒肆、菜园，

还有文人及官僚别业。道光三年（1823 年）的

大洪涝使其“屋宇倾颓，花木凋谢”[5]。经过

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多次修建，现

已成为白鹭洲公园 [6]（图 1），其面貌与明后期

王世贞记述之景相差甚远。

明中后期的东园在南京地位极高。其一，

徐氏家族园林的兴建推动了明中期园林复兴，

其中东园的营建较早、规格最高，见证了时

代的兴盛，此后，南京园林兴建如雨后春 

笋 [7-9]。其二，造园名家给予东园高度评价。

自称“癖迂”（迂诞古怪）的弇山园主人王世

贞在《游金陵诸园记》（简称《诸园记》）中将

东园排序为南京诸园第一，称其“最大而雄

爽”“壮丽为诸园甲”[3]；在南京诸园中，他只

将东园和西园列入《古今名园墅编序》，理由

为“金陵士大夫无不称东西园者”[10]。其三，

园主人声望极高，赞助了诸多文人活动，因与

权贵、布衣同乐而被称颂 [11]。东园作为明中

后期江南园林发展变迁，园林营建方法与观念

转变、成熟过程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具有重要

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1  研究进展与复原依据
1.1  既有研究之不足

迄今为止，对东园的考证研究为数不多，

暂未有较权威的复原结果。周维权（2008 年）

在《中国古典园林史》中依据王世贞《诸园记》

的记述对东园平面进行了简单设想（图 2）[12]， 

但未考虑园林规模及其与南京城墙的方位关系；

顾凯（2010 年）在《明代江南园林研究》中依

据文徵明《东园图》①绘制了心远堂一带空间关

系草图 [13]，但未窥东园全盛时的面貌；张青萍

等（2019 年）结合《诸园记》与《东园图》尝

试复原，主要权衡了空间布局，是目前相对完

整的复原研究 [14]，但所参考史料较少，忽视了

园林边界形态，也未考证植物等要素；此外，

胡恒（2016 年）猜测明代画家吴彬的《结夏》

所绘即东园局部 [15]，但未尝试展开完整的复

原工作，且其可靠性仍需进一步推敲。就复

原资料而言，本研究以上述研究主要采用的

《诸园记》与《东园图》作为复原的基础资料；

就复原方法而言，图文互证方式值得借鉴；就

复原结果而言，顾凯、张青萍等对心远堂一

带的复原结果可供参考。不足之处在于，既

有研究对园林空间复原深度较浅（缺乏造景要

素的考证、园林边界形态模糊、尺度不准等），

其原因主要是资料缺乏，对史料发掘不深入。

可见，东园的复原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与其历史地位不匹配。因此，更多的史料有

待挖掘，更深入的研究有待开展。

1.2  新的复原依据

东园复原的基础资料是王世贞的《诸园

记》和文徵明的《东园图》，其创作者都是从

园内看东园，对园林的整体形貌、边界难以

把握，故笔者试图从东园周边城市环境的历

史资料着手。陈作霖的《东城志略》记录了

东园周边的长桥、长塘、教坊司、鹫峰寺等

与东园的方位关系 [16] ；陆寿柏所绘《长桥艳

赏》图描绘了长桥周边包括东园局部在内的

景象 [17] ；1668 年高岑所绘《长桥》图更新了

该处景象 [18]。笔者根据二图所绘东园内景象，

并结合吴应箕《留都见闻录》[19]、金鳌《金陵

待征录》[19]、王世贞《诸园记》中的记述来推

断东园北部空间关系；对周边环境的地理方位

依据《陆师学堂新测金陵省城全图》②进行校

正。此外，未被明确记载的园林造景要素（植

物、水体、山石等），通过交游者对东园景观

具体描述的诗作中提取；园林建筑尺度主要

借鉴童寯的《江南园林志》[20]。综上，复原资

料主要包括园林绘画、地方图志、园林诗及

其他著述（表 1）。

1.3  图与记的可靠性辨析

《诸园记》是王世贞亲自参观东园、以游

仁孝皇后
赐为蔬圃

园林变迁

园林性质

园林主人

时间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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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造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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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园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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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资料 补充资料复原时期

1 东园历史沿革与研究时期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research period of East Garden

2 前人对东园的复原结果 [12-14]

Restoration of East Garden by predecessors[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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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视角所作，真实可靠。文徵明《东园图》描

绘了徐天赐时期的东园景观 [31]。据陈沂《太

府园宴游记》①所附诸公之名中并无文徵明，

但文徵明在 1522、1527、1530 年都曾去过南

京 [32]，晚年作诗《别东园》（1554 年），“我

别东园三十年”[33] 说明他去过东园，可断定 

《东园图》非凭空创作，故此图有参考价值。

《长桥艳赏》《长桥》都描绘了东园北部一隅，

前图作者陆寿柏“躬历其境”[17]，创作时间

与王世贞作《诸园记》时间相近，具有可靠

性；高岑亦在南京活跃，《长桥》是基于陆寿

柏作品的再创作 [18]，与前图互相验证，故而 

可靠。

吴彬《结夏》中建筑与丹桥的方位关系

与王世贞《诸园记》中描述相左，且主建筑

后方山体、左侧回廊与其他史料信息不统一，

故不作为此次复原的依据。

2  新史料研判
2.1  东园边界界定

《长桥艳赏》绘于 1623 年之前，以长桥为

中心，图之右上为东园（东花园）一隅，背景

为城墙；左上为鹫峰寺，右下为回光寺，隔

河流与东园相望（图 3）。从园外看东园，有

二层建筑、古树、竹林、奇石、园墙。据《东

城志略》载，“直东为长塘，旧长板桥所跨也。

桥西为教坊……至国朝康熙间，改筑石坝，

而桥始废……运河水又东流至苑家桥，徐锦

衣天赐之东园在焉……左近有茉莉园，东园

之所分也……运河水又南折至马家桥”，教坊

“又北为贡院对岸”“稍东为桃叶渡……自是而

上，楼船、歌舫麇集于斯”[16]；又据《板桥杂

记》载，“回光、鹫峰两寺夹之，中山东花园

亘其前”[21]。长板桥即长桥，1899 年的东园园

址以东有小运河环绕，以北有鹫峰寺、桃叶

渡、歌舫，以西为长塘（旧长板桥）、教坊（官

办妓院）、回光寺、茉莉园，西北为秦淮河、

贡院——以上地点的地理空间关系绘于《东

城山水街道图》③（图 4），该格局与《长桥

艳赏》几乎一致。需要注意的是，鹫峰寺原

址未变 [34]，回光寺后来改民居 [16]，长塘一带

演变为石坝街 [35]。由于技术条件限制，街道

图中地点方位关系不够精确，真实位置根据 

1903 年《陆师学堂新测金陵省城全图》校正，

沿图中鹫峰寺、小运河、小石坝街、茉莉园、

马家桥为线划定边界，得到东园边界及周边

环境图（图 4）。可见，明代中后期的东园地

处金陵最繁华之地，浸染风流，沉醉书香，

沐浴禅风。这构成了东园能让文人沉醉、士

大夫流连的地利条件。

2.2  新图像中建筑识别

据《留都见闻录》（1641 年前）载“东园

邻教坊者，独广亭在耳”[19]，可见东园衰败

后至万历末年只留“广亭”一筑；《长桥艳

赏》（1623 年前）[17] 与《长桥》（1668 年）[18] 二

图所描绘的东园北部的二层楼阁，应与之对

应。《东城志略》（1899 年）载“东园在焉，中

有世恩楼”[16]，说明世恩楼为东园建筑；《金

陵待征录》（1839—1844 年）记录了世恩楼存

址，“徐髯仙篆额，周雪客诗：‘世恩楼上风

流事，独有春风蝴蝶知’”[19]，由此猜测世恩

楼与广亭可能指同一建筑，即《长桥艳赏》

中的二层楼阁。其中徐髯仙即徐霖（1462—

1538）[36]，为园主人徐天赐的宾客，说明世

恩楼在 1538 年之前已营建。又据王世贞游东

园时（1588—1589 年）所记，北部大池边建

筑只见“一鉴堂”与“石砌危楼”，其中危楼

为“缵勋新构”，即由下任园主人徐缵勋营

建，故而危楼非世恩楼。此外，《长桥》中楼

阁位于水池西岸中部，为木结构楼（与《东

园图》中的木楼样式相近），下有月台和栏杆

且并未封闭，而危楼“右水尽”“石砌”“扃

不可登”（封闭），不论是方位、材料还是开放

度，二者均无法统一，可印证“危楼非世恩

楼”的推论。以上种种证据，均表明《长桥艳

赏》《长桥》二图中所绘楼阁只能为一鉴堂（且

与世恩楼为同一建筑）。早期的东园有亭名为 

表 1  平面复原依据的史料

Tab. 1  Historical materials as the basis of plan restoration

类别 名称 作者 创作年份 复原参考价值 史料情况

园记 《游金陵诸园记》[3] 王世贞 1589  东园整体空间布局 〇

园林

绘画

《东园图》 文徵明 1530 心远堂一带布局 〇

《长桥艳赏》[17] 陆寿柏 1623 前 一鉴堂朝向及周边景观 √

《长桥》[18] 高岑 1668  一鉴堂位置、朝向 √

地方

图志

《正德江宁县志》[1] 王诰 1520 心远堂的方位 〇

《东城志略》[16] 陈作霖 1899  确定东园边界 √

《陆师学堂新测金陵省城全图》
陆师

学堂
1903

校核其他史料的空间关

系
√

其他

著述

《东园雅集诗序》[11] 顾璘 1530 前后 确定部分景点名 〇

《留都见闻录》[19] 吴应箕 1641 前 确定留存建筑 √

《板桥杂记》[21] 余怀 1780—1911  确定东园边界 √

《金陵待征录》[19] 金鳌 1839—1844  确定留存建筑 √

《江南园林志》[20] 童寯 1937 园林建筑尺寸 〇

园林诗

《东园锦衣冬日第馆有作呈座上》[22] 黄省曾 1517—1537  植物、山石景观 √

《徐氏东园观梅》[23] 严嵩 1521—1536 植物景观 √

《留别东园》《咏东园黄牡丹二首》《东园饯别杏

东郭学士》《东园徐君送藕栽戏呈短句兼求碧

桃》[24]

边贡 1522—1531
园门朝向，植物、山石

景观
√

《赠徐东园》《饮魏国花园》[25] 钟芳 1530—1534  山石景观、廊 √

《重游徐太傅园》[26] 金銮 1541—1587  植物景观 √

《诸同年邀游徐氏东园》[27] 皇甫汸 1544—1551 水景观 √

《徐氏东园玉兰花》[28] 欧大任 1563—1584  植物景观、廊 √

《魏国东园宴集》[29] 于慎行 1568—1591  山石、水景观、桥 √

《咏徐园瀑布流觞处》《同群公宴徐氏东园二首》

《徐二公子邀与陆司寇吴司空游东园》[30]
王世贞 1588—1589  水、山石、植物景观 √

    注：“√”表示新发掘的未用于东园复原研究的史料，“〇”表示既有研究所用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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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鉴”[11]，而在徐缵勋时期有“一鉴堂”，推

测一鉴亭经过修改、扩建而成一鉴堂，或许

因此一鉴堂被吴应箕称为“广亭”。

一鉴堂为二层楼是否合理？中国古建

筑的“厅堂”为园中主建筑，主要体现于功 

能 [37]，而无层数规定，现实中以一层居多，

但非绝对，如何园的蝴蝶厅、圆明园长春园

中的延景堂便为二层厅堂。一鉴堂之“一鉴”

来自《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

云影共徘徊”[38]，该诗为朱熹于书斋中读书

所作，故而推测一鉴堂之功能为“草堂”。草

堂作为文人的书斋楼堂，二层楼的情况十分

常见，如瞻园的移山草堂，耦园的城曲草堂，

网师园的集虚斋、五峰书屋，故宫御花园的

养性斋。由此说明，一鉴堂作为草堂，可以

为二层建筑。此外，中国古建筑有“下堂上

楼”的模式，如豫园的仰山堂上有卷雨楼、绮

藻堂上有得月楼，因此，推测一鉴堂之上的

二层为世恩楼便更合理了。

3  平面复原
3.1  空间布局复原

3.1.1 朝向与布局

据边贡诗“公子名园恰对城”[24]，王世

贞诗“公子名园辟向东”[30]，可知园门朝东、

面向城墙，且两代园主人都未变更园门朝向。

《东园图》中东园入口处所绘溪流、石桥，恰

能与小运河、马家桥对应（图 5）。

据《诸园记》，过第二门“转而右”至

“心远堂”，又据《正德江宁县志》“拓其西偏

为堂”，心远堂在园内偏西，因此从入口至心

远堂为从东向西走。王世贞将西园的“凤游

堂”与之比较，“堂差小于东之心远堂，广

庭倍之”，说明心远堂有（四面围合的）小庭

院。《东园图》对心远堂处描绘有廊庑（图 5），

结合钟芳诗“曲亭回径叠朱阑”[25]、欧大任

诗“春在朱门十二廊”[28] 及王世贞评语“东

园以廊庙胜”[10]，又因《诸园记》中未详细

描写，故推测此廊应位于心远堂庭院且规模

不大。心远堂“颇轩敞而不甚高”，应为一层

建筑，堂朝向应为南 ④，正面为“月台”，背

面有“小池”“小蓬莱”⑤，周边分布“亭榭” 

“柏门”。顾璘在《东园雅集诗序》提及徐天

赐为园主人时的 6 座亭榭——迎晖、总春、

一鉴、观澜、萃青、玉芝丹室，还有一洞“归

云”、一峰“拄笏”[11]，并点明其所处环境特

征，结合《东园图》可确定各自方位（图 5）。

钟芳诗“桂作浮梁石作山”[25]，点明小蓬莱附

近有木桥。以上为心远堂组景，为明中期东

园主要景观。

据《诸园记》，出心远堂，过竹林，穿门

洞⑥来到一鉴堂。一鉴堂前为“月台”“大池”，

池中有“亭翼然”，从堂左的“丹桥”“五六 

折”可达。据上文推理，一鉴堂有二层，又

据《长桥》描绘，其三侧均临水，朝向（偏）

南或北（图 6）；亭背后隔“一水”见“平畴

老树”；“万雉层出”生动描绘了城墙垛的层

层叠叠，说明一鉴堂朝向偏东，且当视角与

城墙走向斜交才可有此景象；据《长桥艳赏》

《长桥》所绘，堂北无丹桥和亭，说明堂不面

北⑦，由此推测，一鉴堂朝向东南，背向秦淮

河方向，可远眺秦淮河、夫子庙、贡院、桃

叶渡、教坊等景致（图 7）。大池右（西）端尽

头有“石砌危楼”，乘船经“左（东）溪”可

抵“横塘”⑧，左溪应为鹫峰寺前小运河，横

塘指秦淮河。以上为一鉴堂组景，为明后期

东园扩建景观。

通过朝向与空间关系的推演，得到东园

空间布局（图 8）。

教 坊
回光寺

长 桥

东 园

苑家桥

小运河

鹫峰寺

城 墙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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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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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陆师学堂新测金陵省城全图》（局部）信息提取

《东城山水街道图》（局部）信息提取

1 东园
2 小运河
3 鹫峰寺
4 苑家桥
5 长桥
6 城墙
7 教坊
8 回光寺
9 马家桥
10 秦淮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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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园
2 小运河
3 鹫峰寺
4 苑家桥
6 城墙
9 马家桥
10 秦淮河
11 小石坝街
12 茉莉园
13 贡院
14 桃叶渡

    注：为方便一一对应，图4-2中序号延续图4-1的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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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长桥艳赏》中的东园及周边景物
East Garden and its surrounding scenery depicted in 

Sightseeing at Long Bridge

4 东园边界的确定
Determination of the boundary of East Garden

5《东园图》对复原的参考
Reference of East Garden Map for restoration

3 4
4-2

4-1

5

池边山石、亭榭所处位置 心远堂的廊庑（连廊） 园外的溪流与石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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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空间尺度

《诸园记》中描述东园规模 “衡袤几半里”，

即长宽相近各约半里（明代一里约 588 m[39]，

半里约 294 m），面积约 8.6 万 m2，这是王世贞

游览区域的面积；根据《陆师学堂新测金陵

省城全图》测得东园面积约为 10.2 万 m2，多

出部分推测为菜圃。

入口两门之间“逾二百武”（明代一武

约 0.8 m[39]），即超过 160 m。建筑尺度借鉴拙

政园远香堂（面阔三间）和留园林泉耆硕之

馆（面阔五间）的平面尺寸 [20]，则三楹“心远

堂”约为 12 m×10 m，五楹“一鉴堂”约为 

16 m×10 m。至于亭榭，据《东园图》所绘为

四角亭，借鉴拙政园中各亭尺寸，推测其边

长为 4~6 m。心远堂前水池，据《东园图》测

算面积约为 0.2 万 m2；一鉴堂前水池，通过高

岑所绘《长桥》可确定堂之位置，根据空间

布局推算堂前水池面积约 1.5 万 m2，堂后水池

约 0.5 万 m2。

小蓬莱（假山名）“没于池中”，表明其

面积小于心远堂后水池面积，推测其横向约 

40 m，纵向约 25 m。据明末韩氏园中从东园

购置的“石山中峰，高可二丈”[4]，推断小蓬

莱最高点不应低于 6.6 m。

3.2  造景要素与意向复原

3.2.1 植物：茂林奇花，四时争艳

据《太府园宴游记》“茂丛崇柯，奇花异

卉，蓊郁纷郁”可知东园有诸多奇花异木， 

对此仍有待考证。《诸园记》记述了入园门后

有“麦垅”（麦田）、榆、柳，《东园图》在心远

堂附近绘有竹、松、柏、榆、楝、梧桐，《长

桥艳赏》在一鉴堂处绘有松、柳、竹。

边贡甚爱东园花木，其诗《东园徐君送藕

栽戏呈短句兼求碧桃》[24] 题目中莲藕（荷花）

和碧桃的一赠一求，流露出园林生活的雅趣；

《咏东园黄牡丹二首》中“千须万瓣深含态，

细幕轻帘迥透香……移席坐吟还立赏”[24] 说

明牡丹在有幕帘、席的建筑（心远堂）边上。

王世贞诗“小舫青油系绿杨”[30]，金銮诗“杨

柳晚风静，芙蓉秋水香”[26]，说明一鉴堂水池

边以杨柳为主要树种，池中栽荷。严嵩《徐

氏东园观梅》云“东阁开筵雪树春……珊瑚

不受世间尘”[23]，可见梅花开在建筑（心远堂）

边上，梅花雪中开放，芳香袭人，超凡脱俗。

欧大任《徐氏东园玉兰花》云“万玉林中送

艳香”表明玉兰群植，“春在朱门十二廊”[28]

则表明玉兰种在有廊的位置（心远堂庭院）。

3.2.2 山石：峰洞石林，千奇百态

关于山石规模，《东园图》中描绘了奇石

孤立的景象；黄省曾诗“石林堪护绿苔泥”[22]

描写了异石成林之景。关于山石形态，皇甫

汸有诗“千山凿石崤函似”[27]、王世贞有诗

“历乱峰峦插云汉”[30]，表明东园叠山多用大

块山石，甚至整块成峰，气势高峻，耸立险 

要。于慎行诗“洞夹平台入”[29]，表明叠石

成洞，下有平台，应指心远堂月台穿过石洞。

钟芳诗“石构嵯峨紫翠重，水环云窦玉玲

珑”[25]，不仅体现山石险峻，还描写了石洞水

烟缭绕的景象。东园水边叠山的山石多洞穴，

可行人，且绿植繁茂，如于慎行诗“洞门白石

长春萝”[29]、边贡诗“蜡屐行穿石洞苔”[24]。

可见，山石之意向突出峭立与百态，体现了

假山形态丰富与复杂游观的时代特色 [40]。

3.2.3 水体：溪池瀑泉，水映雅事

东园水体形态多元，有水池、溪流、瀑

布、泉水，诗中描述最多的是水池。边贡诗

云“池上晚花开锦绣，水边斜日动楼台”[24]，

王世贞诗云“银榜遥萦水面虹”[30]，可见水池

中有荷，水面开阔，倒映楼台，不同时辰景

象各异。皇甫汸诗“百道疏泉太液回”[27] 描

写了溪泉众多并与水池相连的景象。王世贞

诗“流觞恰自兰亭出，瀑布如分雁荡来”[30]，

记录了瀑布分叉泻下的生动景象，并提到流

觞一事。

将诗文中的造景要素结合空间布局（图 8）

进行分析，推导出东园 1589 年前后全盛时的

复原平面图（图 9）。

3.3  与既有研究比较

基于新史料的挖掘与旧史料的再研究，

对既有研究进行了深化和勘误，与张青萍等

复原版本比较（图 10），本研究的实质性进展

6《长桥》对东园景致的描绘
East Garden scenery depicted in Long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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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鉴堂朝向的推测

Speculation on the orientation of Yijian Hall

8 东园空间布局
Spatial layout of East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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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青萍等复原平面

笔者复原平面

1 边界
2 入口
3 庭院
4 一鉴堂
5 一鉴堂朝向
6亭榭
7水体
8植物
9 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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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以下 9 个方面。

1）边界：既有版本未考证园林周边环境，

边界模糊，建筑朝向未考虑城墙走向；本研

究通过挖掘东园周边环境历史信息，对园林

边界进行限定，结合城墙走向调整建筑朝向。

2）入口：从东园历任园主人交游者的诗文中

查找到入口园门朝向依据，弥补了既有研究

的疏漏。3）庭院：从园主人交游者的记述中

推断心远堂有庭院、有廊，其空间有一定围

合，深化了既有研究。4）一鉴堂：通过对众

多史料展开考证与辨析，论证世恩楼非王世

贞笔下的危楼，而是与一鉴堂构成“上楼下

堂”的形式，对既有研究进行了勘误。5）一

鉴堂朝向：推断一鉴堂朝向东南，斜对城墙，

走向与秦淮河近平行，二楼可眺望秦淮河沿

岸胜景，对既有研究进行了勘误。6）亭榭：

本研究和既有研究都依据《东园图》确定心远

堂周边亭榭的位置，差异在于笔者注意到《东

园图》中心远堂东侧林中隐约可见两亭，从

而调整了亭的位置。7）水体：据史料得知园

中水系为活水，大小水池之间有溪相连，溪

9 东园复原平面图
Restoration plan of East Garden

9 10
10-2

10-1

上有桥；一鉴堂水池形态相较前人研究有较

大调整，并与小运河水系连通；园中水体形

式多样，有溪、池、瀑、泉等，相较既有研

究更为深入。8）植物：既有研究未关注植物，

而本研究以大量园主人交游者的诗文为主要

资料对园中植物进行考证，包括多种乔木与

花卉，并推测其分布位置。9）山石：考证得

知东园山石有峰、洞、石林等多种形态，相

较既有研究进行了推进。

4  东园营建特征
4.1  从农作园林到山水园林的转变

明初造园限令 [41] 之下的江南园林以农作

园为主流，明中期政策日渐放松，造园活动

逐渐复兴并迎来高潮，南京势力最盛的徐氏

家族 [7] 则是复兴活动的实践者与推动者。徐

天赐对东园的营建使其从蔬圃转型为山水园

林，保留的麦田、蔬圃不仅留存了前身为农

作园的痕迹，还通过抑景作用来突出园中景

致。营建后的东园建筑、山石、水体、植物

等造景要素一应俱全：华堂丽亭，绕水而建；

峰洞石林，千奇百态；溪池瀑泉，水映雅事；

茂林奇花，四时争艳。“繁”且“奢”的造景

要素，在市隐思想之下寻找到平衡，成就了

东园山水园林胜景。 

4.2  自然化的理水方式

东园之水引自秦淮，故为活水，园林生

态得以保障，这与计成 “疏水之去由，察水之

来历”观念相合。建筑立于水边，符合《园

冶·相地篇》“卜筑贵从水面，立基先究源 

头”的设计标准与前提 [42-43] ；山石叠于水中，

符合《园冶·掇山篇》“池上理山，园中第一

胜也”的观念。此外，水池形态随曲合方，

自由自然，顾璘称之为“迭山疏池，力夺天

造”[11]；大池与小池通过迂回曲水连通，为园

林丰富的水景营造增添更多情境。如此理水

手法所造之景，在王世贞眼中可谓“池馆尚

称雄”[30]。

4.3  以堂台组合为中心的构景方式

堂设月台之上，安置山石、种植古木，

月台边开凿水池，形成组景，此构景方式出

于园主人对“东园之筑”的明确期待和定

位：“招名流广文赋以润饬于侯门”[11]，而文

人的诗兴常来自美景，故而徐天赐对构景甚

是精心。此外，堂台组合与周边景致形成对

景——心远堂月台组景与小蓬莱山相对，并

有亭榭环绕；一鉴堂月台组景与水中亭相对，

并偶有画舫驶过。如此布局，文人坐于堂中，

目之所及，皆为佳景。

4.4  诗歌盛景赋东园以文人气质

山水园林建，文人雅集兴，东园集江南

才俊千般宠爱于一身，被赋予超越物质的精

神内涵。园中六亭一洞一峰之名，为南京吏

部尚书乔宇所题 [11]，有点景之意；“世恩楼”

题额、“东园雅集”之字，由江东二才子之一

徐霖所篆；雅集诗序，为南京文坛领袖、青

溪社召集者顾璘所撰；雅集之画，由“明四

家”之一文徵明所绘；雅集之记，由“金陵三

俊”之一陈沂、“甘泉学派”领袖湛若水所撰；

东园雅集之诗，由蔡羽、边贡、钟芳、金銮、

黄省曾、李舜臣等江南才俊所作。在他们的

诗 中， 东 园 是“华 林”， 是“金 谷”[27]， 是 

“兰亭”[44]，是“仙家”[45]，已然近乎文人所

渴求的超然于世的理想之境。可见，东园的

10 东园平面复原结果对比
Comparison of East Garden restoration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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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盛景与文人气质，是江南文人于交游中

共同经营塑造而成的。东园雅集则成为明代

南京一个重要的文化活动。

5  结语
南京徐氏东园的营建、扩建历程是明中

后期的由俭入奢社会风尚变迁之缩影，是明

末造园技艺与观念成熟前的重要探索。东园

之兴盛，在于天时、地利、人和：明代统治

者对园林政策的转变是为“天时”，近秦淮览

胜景是为“地利”，园主人的贤能好客及文人

追捧是为“人和”。东园曾以“最大而雄爽”

之形貌，让“万人同心、庶姓同乐”，让诸多

文人吟诗作画、流连忘返，如今虽风貌已变，

但其本身的研究价值不容忽视。笔者基于新

史料的挖掘与旧史料的再研究，明晰了东园

边界，考证并复原平面以窥其盛景，推进了

东园的复原研究工作。总体而言，东园从农

作园蜕变为山水园并逐渐文人化，丰富多样

的造景要素、自然化的理水方式、堂台组合

的造景手法等是东园主要的营建特征。然而

基于现有资料，只能大致复原平面布局，园

林建筑的具体构造、水池边界、园内东部的

空间关系仍相对模糊，相关史料还需进一步

挖掘，以期深化平面并完成立体复原。在本

研究中，通过考证历史资料以确定园林边界，

提取诗文景观意向复原园林要素，采用图文

互证方式复原平面，该方法可对其他园林复

原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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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Notes)：
① 《东园图》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东园图》为文徵明绘，
图卷引首为徐霖隶书“东园雅集”，卷后尾纸上有湛若水
楷书《东园记》和陈沂行书《太府园宴游记》。
② 《陆师学堂新测金陵省城全图》为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
藏。明代无详细街道图，故采用清代地图校对。该图运用
西方测绘技术实测绘制，较真实可靠。
③ 该图的各地点之间空间关系有误差，比如作者把桃叶渡
至东部城墙的距离绘制得明显过长，故需要其他地图校正；
根据城墙走向，地图指北针应指向左上。
④ 古代的堂作为正房，面南居多，结合从东门来“转而右”，

推测堂面南，堂在院门的西北部。
⑤ 据《东园雅集诗序》记述，早期东园正式园名为“小
蓬山”，后由于徐天赐自号“东园子”才有了东园之名。
待王世贞游东园时，心远堂对面假山名为“小蓬莱”。
⑥ 从《长桥艳赏》图发现一鉴堂处较开敞，推测《诸园记》
中门洞（方窦）所在板墙曾是早期东园的边界，园林扩建
后从原墙上凿洞成门。
⑦ 如果面北，一水之外应见鹫峰寺，而非平畴老树，与《诸
园记》描述相左。
⑧ 王世贞的《弇山园记》配合木刻画，具有导游图功能，
文中主要使用东南西北方位词，部分使用“左右”指代“东
西”；而《诸园记·东园》是以游客视角创作，方位词只有“左
右”（作者认为譬如在行走游览时 “转而右”为字面意思）。
不过，若堂面南，其左为东，右为西，此时，“左楹”既
是堂之左方亦是东方，危楼在“右水”尽端亦是水池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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