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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园林建造中极为重要的理法，“借”在“因借体宜”四法中的重要地位一直被学界凸显。本文将从

梳理“借”法则的五大借景模式的具体实践开始，分析借的法则如何将景色纳入园中。其次，指出所借

之景是渗透了造园者审美眼光的，是其个性自觉的表征。最后，点明通过“借”之法使得园内园外、框

里框外、人与天融成了一幅天然图画。重视“借”之理法的传统园林，是体现天人合一的中国艺术精神

的伟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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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rrowing is a very important law of gardening. First, this paper will sort out the specific practice 
of the five major modes of scene borrowing of the law of “borrowing”. Secondly,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borrowed scenery reflects the aesthetic vision of the garden maker. Finally, the metho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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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rowing” makes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blend into a natural picture. Emphasis on the “bor-
rowing” method of traditional gardens is the embodiment of man and nature in harmony with the 
spirit of the great works of Chinese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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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我国古代文人造园的典范之作，《园冶》推崇“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造园境界，并提出了

“巧于因借，精在体宜”的造园法则。在“因借体宜”的造园法则中，作者计成在《园冶》中单独辟出

一章《借景》来论述“借”，尤见其重要。“借”即“凭藉”，是依托、借用的意思，常用的表达法就

是“借景”。“借景”指的是凭藉什么来造景，具体而言就是因借用地之地宜和人文之宜来创造情景交

融的风景园林之景。有学者将“借景”释义拓展为“借宜造景”及“借因造景”，而不仅仅是从《园冶》

字面上理解的“远借”、“邻借”及“应时而借”的“借”，即不是借贷之借，而是凭藉之“借”，具

有凭藉、利用、依靠的含义。“夫借景，林园之最要者也。”计成何故如此重视“借”这一法则？文章

认为，此处之借，是结合了天时地利之借，更是蕴藏了人文和合之借。不仅借了自然山水之景致，更借

了人文雅士之意趣。是统一了形式美感与文化观念的借。“借”的法则不仅关联了古人“俯仰远近”的

游观之法，亦渗透了他们体悟自然之道的个性自觉，充满着审美情趣和人文情结。 

2. 借景实践——时间与空间 

“借”在《园冶》中首次出现在卷一《兴造论》，与因、体、宜一起组成了“巧于因借，精在体宜”

的造园基本法则。“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晴峦耸秀，绀宇凌空，极目所至，俗则屏之，

嘉则收之，不分町疃，尽为烟景，斯所谓‘巧而得体’者也。”[1]“借”就是指园林虽然分为内外两个

区域，但景色的收纳不必拘泥于远近，远景与近景应当互相搭配映衬。隽秀的山峰，凌空的佛寺，目光

所至，平庸的俗景应予隐蔽，美好的景致须收于眼底，即使是田头地角，也可作为园景的一部分，此乃

“巧而合体”。 
在《借景》中，计成提出了五大借景模式；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应时而借。从借景的方位角

度来看，他强调：“夫借景，林园之最要者也。如远借、邻借、仰借、俯借”。结合作者计成“少以绘

名”背景，俯观仰察正是中国山水写意绘画之特有视野，是一种流畅而生动的、全景式的散点透视法则，

如此借景目的是创造空间幻变多样性，实现“壶中天地”、“咫尺山林”的园林理念。“俯仰远近”是

中国人游观的方式，古人观之法源自《周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

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
古人之观，是一定要在仰上俯下、远近往还的流动中进行的，观是在天地本身的运行中展开的。先秦经

典中，《礼记·中庸》有：“《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在魏晋散文中，

王義之《兰亭集序》有：“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由此可见，观仰观俯察、近取远眺，一直是古代文人画家奉行的传统，是古已有之的审美观照方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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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观照方式被计成演绎归纳为远借、邻借、仰借、俯借的借景空间法则。俯仰远近之观是在宇宙大化中

进行的，通过这种观照法则所借之景亦是贯通了天地运转之生动气韵的。 
五大借景模式中，远借和邻借可分为一组，它们主要是以视距的远近作为划分的。如“遥望洞庭山

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就是远借，远借一般需要登高或者临水的观赏条件。与远借不同，顾名思义，

邻借指借周围的景色，一般以矮墙、漏窗、柱廊、门窗等等来沟通和传递信息。仰借和俯借可分为一组，

主要是就园林所处的位置或观赏者视线的高低而言的。“夹苍借天，浮廊可渡”，蓝天白云、飞鸟花树、

高楼寺塔，均可称为仰借；“登泰山而小天下”，正是从高山由上至下俯视的效果。居高临下，视野宽

阔，易生凌云之志。而俯于窗下，观水中明月，亦觉趣味无穷。远近、俯仰之借，并非彼此分离，亳无

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渗透，互为映衬，此时目之所及空间才是丰富完整的。 
第五个借景模式叫做“应时而借”，对此模式，《借景》的开头就提到了“构园无格，借景有因。

切要四时，何关八宅。”又以“夫借景，园林之最要者⋯⋯应时而借”结尾，一篇之中连用两个“要”

字，足见在园林建造与审美中“时”的重要性。顾名思义，时即指时间，《礼记·孔子闲居》天有四时，

春秋冬夏。《又》三月而为一时。《韵会》辰也，十二时也。结合《园冶》的论述同造园实际，“时”

概念指一年的四季以及一天的晨昏。造园要“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因时而借，所借之景随

时间、气候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春季，兰花幽香，燕子呢喃，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园林中的一丘一壑

都可以怡悦性情，心胸开阔，仿如入画中游览。到了夏季，黄莺鸣叫，樵夫歌唱，清泉流水，山风舒爽，

幽人吟诗，雅士弹琴，俯流玩月，坐石品泉。秋有桂花飘香，冬有枯树寒鸦，纷飞雪花，雪夜访友，扫

雪烹茶。我们发现，借用自然界中变幻不定的物候，比如应季花木，虫鸟动物，天体现象等，达到建筑、

人文美的融糅，使庭院美感更具画意诗情，境蕴得到提升。天地四时同人之五感(视、听、嗅、味、触)
有机结合，人的通感之“观”得以满足，人与天地的合一境界得到提升。 

3. 借景入“框”——选择与组织 

“少以绘名”的计成，“最喜关仝、荆浩笔意，每宗之”。故在撰写园林兴造之法时，强调了园林

要有“画境”，所谓‘刹宇隐环窗，仿佛片图小李；岩峦堆劈石，参差半壁大痴’。既是说寺庙隐现在圆形

的窗框里，仿佛唐代小李将军的一幅小画；斧劈形的石头堆出山峦岩壑的形势，就像是黄公望画的半壁

山峰。传统叠石名家多为画家，如计成是山水画家，石涛还是举世闻名的大画家，计成也将园林称为“天

然图画”，园林的旨趣不在造一片风景，而在创造一片心灵的境界[3]。 
名家作画，讲究“意在笔先”，唐代王维《山水论》言：“凡画山水，意在笔先”。清代邬一桂《小

山画谱》强调：“意在笔先，胸有成竹，然后下笔，则疾而有势，增不得一笔，亦少不得一笔。”下笔

之前，画家“胸中勃勃遂有画意”，有了画意，所选入画框之景致是有组织，有章法的，能表达画家之

情致的。同样，当园林用自己的墙垣在自然天地中划出一片空间，成为一个独立个体之园的时候，园林

也有了一个“框”。所借的“入框之景”同样有组织性，代表性。造园亦要有如此“意”，“一个园林，

如果立意不明，终难成佳构；所以，造园要立意在先，尤其是郊园。郊园多野趣，重借景。”[4]陈从周

先生这段话说明造园“立意明方有佳构”正如作画“胸中勃勃遂有画意”“意在笔先”。 
《园冶》卷三《借景》篇中所归纳了借景三要义：“借景有因”、“应时而借”和“借景无由，触

情俱是”。第一个实践是“借景有因”，因者，从《说文解字》简析，是“就也。从口大。於真切又依

也。”在康熙词典中进一步解释为依也，托也，由也，緣也。故此处计成是指借景要有所依据因凭，

“借”“因”两字紧密关联缺一不可。因借、借景即是借因造景、籍因成景。在对文章进行研读后，可

以总结出，借景的依据因凭可分为根据后文可知此“景”，不单为山川美景，而是可理解为一个地形学

上包含着非生命体和生命体的集大成的概念，是人为对于原始景观改造过程和人类对于景观认知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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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和[5]。这个景包罗万象，凡目之所及均可借来。 
《借景》篇强调：“极目所至，俗则屏之，嘉则收之，不分町陲，尽为烟景，斯所谓‘巧而得体’

者也。”，但要注意，并非自然之中所有的景，都会被借入园中，画入画中。因为画中山水，园中景致

虽然都是法自然的，但并非照搬，在自然万物中选取何种入画入园，是渗透了画家和造园家的审美眼光

的。或如前文所说，是蕴涵了造物者之“意”的。有的放矢，俗气的元素遮挡摒弃掉，美景囊括其中，

无论是远郊还是村舍，都可用作园林远处的袅袅——“景”。而何为“俗景”，何为“嘉景”，是要造

园的主人自己选择、判断的。这里是审美关联性的一种体现，“无定形的和混杂的”大千世界，包含着

“充足的多样性，使得我们的眼睛有极大自由去选择、强调以及组织这些元素。”因此，一处予以欣赏

的景观是要加以组织的。在欣赏景观时，我们加入了对自然的理解，对世界的幻想，对生活的情感[6]。
在对元素的组织过程中，加入了组织者的个性自觉，最后所呈现出来的园圃和画作，是审美情趣和人文

情结的凝结。“主人无俗态，筑圃见文心”。可以说，所选之景是为所抒之情和所体之道服务的。画框

中的画，与园林中的景是作者生命性格，人生追求的反映。在《园说》中，“溶溶月色，瑟瑟风声；静

扰——榻琴书”，表达了对于书画琴棋，闲适生活的向往，“清气觉来几席，凡尘顿远襟怀”，则体现

了远离尘世喧嚣的出世情怀，“林皋延伫，相缘竹树萧森；城市喧卑，必择居邻闲逸。”暗示了山林隐

逸、寄老林泉、清高出世的追求。这些，都是文人学士标榜的生活理想。“中国园林的高下成败，最终

的关键取决于创作者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的高下文野。”[7]自魏晋以来，园林不仅是人肉身所居之处，

还是精神得以安顿的家园。 

4. 框里框外——阻隔与融通 

中国传统山水画中，画面被画纸或画框限定在了一定的区域内，在有限的平面空间内，画家精心布

局，完成意蕴生动的山水画作。若说山水画用画框给自己框出了一方天地，园林则用墙垣在自然天地中

划出了一片空间。框里框外似乎是隔断的，分离的。但通过“借”这一法则，张法先生认为，“独立”

出来的林园以一种更高的形式达到新的天人合一[8]。事实上，从造园一开始，相地和立基就考虑了与自

然的融通整一性。《相地·山林地》篇说到：“园地惟山林最胜，有高有凹，有曲有深，有峻而悬，有

平而坦，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工。”《相地·城市地》有：“市井不可园也。如园之，必向幽偏

可筑，邻虽近俗，门掩无哗。”当一处园林立于天地间时，它仍然和周围的空间，包括相邻的建筑和山

水以及天地的大空间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和关系[8]。 
这种关系，通过“借”得以实现。通过“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应时而借”，园里园外的空间

得以联结流通，园内造园家可以在自己的艺术匠心中做到精巧合宜，但造园所能操控的实际空间是有限

的。园外属于他人空间与自然空间，难免会有不合心意之处，这就要运用艺术手段进行弥补，即“俗则

屏之”；也会有美物美景，很多是园内想有也因其局限而不可能有的，则运用艺术手段借入园中，所谓

“嘉则收之”。通过“借”，有限的园林空间得到了无限的延续和扩展。只有这样，才能在“咫尺之间”

觉出“万里之遥”。若园林与自然实际上是一种亲和关系的“互借”，将天地自然纳入园子，实际上亦

是将林园融入自然，达到相得益彰的和谐之境。类比到文人雅士，造园主人。既是将天地纳入心中，又

是将自身融于自然。纳山水之趣，得自然之理，此时生命从身体以及精神都在自然合一中得以安顿。 
计成不断强调借景对于园林美感营造和园林审美的重要意义，提出“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应

时而借”五大借景模式，五大模式看似一一分立，实则是构成了一个开放的乾坤运转的时空组合。四时

也非孤立抽象的四个季节，而是流动的物候概念。正如中国文化中的节气，节是分，但气是一以贯之的。

春寒料峭，是春天里的冬意存丝；爽气觉来，夏日里也有秋的预告；池荷香绾，是夏之遗响；篱残菊晚，

是秋之旧痕。有机的循环系统，串联起天地人合的自然时序。宗白华先生说：“无论是借景、对景，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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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隔景、分景，都是通过布置空间、组织空间、创造空间、扩大空间的种种手法，丰富美的感受，创造

了艺术意境。中国园林艺术在这方面有特殊的表征，它是理解中国民族的美感特点的一个重要的领域。” 
[9]中国人的审美方式是贯通于中国独特的哲学世界观的，中国人看事物，一般都是综合的、联系的，融

通的，并非是分析的、隔离的，闭塞的。 

5. 结语 

通过“借”这一原则，我们看到了中国园林突出的一种艺术精神，这种艺术精神是趋向着更自然而又

更本质的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是一种“天然图画”的境界[8]。在这种“天然图画”之中，林园之“借”

使园内园外、框里框外、人与天融成了浑然整体。重视“借”之理法的传统园林，是体现天人合一的中国

艺术精神的伟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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