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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主义视域下的苏州园林框景研究
罗 原 高小华

内容提要 ： 枢景 与 中 国 古典美 学 中 的如画概念有 关 ，
其建构 手法 涉及到 三维 空 间 （景 ） 与 二维空 间 （ 画 ） 的

转换 。 文章 以在 空 间 重构方 面具有革新 意 义的 立体主 义 为视角
， 分析 了 苏 州 园 林传统的 框景建构 手法如 漏

景 、 借景 、 移 步换景等 ， 发现它 们具有压缩 空 间景深 引起视觉错觉 的共 同特征 ， 指 出运用 视觉错觉建构浅 空

间 是营造如画 美 的 重要方式之一 。 通过解读传统框景建构手法的 视觉新意 ，
试为 打破古典 园林与 当代景观 间

的传承壁垒提供一些有益的 思路。

关键词 ： 苏 州 园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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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景 即 是 四 方 围 框 中 间 观

景 ，
它反 应了 中国古典美学的如

画观——如画介于真实 与虚幻之

间 。 这意味着框景可能具有这样一

层功能 ： 它在视觉上能使真实的三

维景致空间向虚拟的二维
“

绘画
”

平面转换 ， 以达到似真 （ 景 ）
似幻

（ 画 ） 的效果 。 然而 ， 目前关于框

景是否能营造视觉错觉以及如何营

造视觉错觉的讨论十分欠缺。 在２０

世纪上半叶
，
现代主义的设计师与

批评家试图从过去的岁月里抽离出

设计方法
，
将艺术的理念与工匠的

手艺结合以提髙设计水平。 而当时

的园林设计也的确受到了立体主义

（
Ｃｕｂｉ ｓｍ

）
艺术理念的影响 ，

这

说明立体主义的艺术理念具有跨学

科比较与分析的可能性 。 此外
，
立

体主义与框景对于空间平面性处理

的关注 ，
也是本文得以运用立体主

义视角分析苏州园林框景建构的原

因之一 。

一

、 网格效应

苏州 园林的框景 ， 具有 与用

毛笔画出来的山水和用材料做出来

的山水没什么本质区别的效果 ，
这

说明框景很有可能蕴藏着
一

些能压

缩三维空间
（ 景致 ） 纵深感 ，

使之

接近于二维平面 （ 画面 ） 的建构手

法
，
以消减空间维度上的矛盾 。

漏窗就是
一

种能减小空 间纵

深感的框景部件
，
当谈及它如何

“

压缩
”

空间纵深感时 ，
立体主义

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启发意义的解释

途径 。 柯林 ■ 罗 （ Ｃ ｏ ｌｉｎＲ ｏｗ ｅ ）

从立体主义的绘画中抽离出了
“

网

格
”

的概念
，
它是指立体主义画面

中无数交错线条所形成的结构 ， 而

漏窗相互交错的框条恰好形成了中

心镂空的网格 ，
二者在视觉形式上

的相似性构成了一定的解释纽带 。

在柯林 ？ 罗看来 ， 网格是
一

种能缩小画面空间纵深感的视觉结

构 ， 而视觉对象的网格化正是立体

主义打破焦点透视的重要方式之

一

。 网格结构广泛存在于分析立体

主义时期的作品中
，
如勃拉克的作

品 《 小提琴与大水罐 》 中首先令人

察觉到的便是相互交错的线条 ， 它

们形成的网格将物体分割为 了形状

各异的几何碎片 。 只有在观者运用

理性思维整理这些碎片后才会逐步

辨识出作为主体的对象 ， 与此同时

观者还会发现这些物体几乎都是
“

平
”

的 。 立体主义画家打破了对

象在大小 、 明暗 、 清晰度等方面的

规律变化 ，
使二维画面无法再根据

焦点透视营造出具有三维纵深感的

视觉错觉 。 然而 ，
被立体主义解构

后的视觉对象仍保留着局部空间的

透视关系
，
所以网格引起的视觉错

觉是压缩而非消解空间景深 ，
正如

柯林 ■ 罗所说
“

也许最终我们知道

空间收缩的重要性 ，
由于网格的存

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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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图 １
、 图 ２分别从留 园某个漏

窗的前后拍摄
，
对比可见图 １ 的廊

道纵深感明显 ， 景物间距清晰 ； 图

２则显得水池窄小 、 廊道偏短 、 景

物紧凑 。 然而 ， 图片的感性认识并

不能说明
“

对象的网格化
”

在真实

三维空间中依然具有普遍的同等效

应 ， 漏窗营造空间纵深被压缩错觉

的原理仍需要更深入的理论阐释。

格式塔心理学家库尔特 ？ 考夫

卡
（
Ｋ ｕ ｒｔＫ ｏ ｆ ｆｋａ） 在 《 格式塔心

理学原理 》 中认为 ， 人是无法
“

看

见
”

深度或距离的 ，
对空间的判断

来 自于知觉对外界刺激 （ 力 ） 的组

织加工 ， 所以
“
一切现象空间均为

实际有效的力的产物
”

。

一

些刺激

会被知觉为 完整而具有意义的 图

形 ， 另
一些则会被知觉为背景 。 当

刺激的力接近时 ， 它们能维持一个

相对稳定的视觉平面 ， 而
“
一

旦维

持该平面的力受到干扰 ， 该事情就

会立即发生变化
”

。 从考夫卡的理

论看 ， 明暗 、 大小 、 远近等特定的

力都会引起视知觉的变化
，
所以当

漏窗作为相异的刺激叠加在景致前

方时 ，
力的变化促使视知觉组织出

了新的空间关系。

在承认视觉会发生变化 的基

础上 ，
继续对空间知觉的变化过程

做进一步的分析 。 最开始 ，
视觉会

发现对象的空间关系变得复杂而模

棱两可
，
因为网格将它打破为多个

形状各异的碎片 ， 正如保 罗 ？ 贝

尔 （
Ｐａｕ ｌＡ ．Ｂｅ ｌ ｌ

）
在 《环境心理

学 》 中提到的
“

当视野范围内有模

棱两可的对象出现时 ， 知觉者会把

它感知为与其所获得的信息
一致的

最简单的图形
＂

。 当 网格状漏窗将

景致在视觉上拆解为复杂碎片时 ，

观者会首先倾 向于将景致和窗框

知觉为一个最简单的平面整体
，
接

下来原本具有纵深感的景致会在视

觉上被短暂知觉为与窗框一体的平

面 。 然而 ，
这种错觉并不稳定 ， 观

者随后就会逐步辨识出景致原本的

空间景深 ，
其过程正如柯林 ？ 罗所

说
“

网格建立了基本上属于浅景深

的空间
， 观者必须通过慢慢感受 ，

才能逐步察知空间深度
”

，
由此论

证了网格效应在三维空间中依然有

效。

一

些研究 者从其它角 度进行

的阐释也有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

网格效应 ， 例如罗莎琳 ？ 克劳斯

（
Ｒｏｓａ ｌｉｎｄＥ ＿Ｋ ｒａｕｓｓ ） 从结构主

义的角度指出
“

在由格子的坐标产

生的平面性中
，
格子是挤掉真实维

度的一种方式 ， 它用一个平面的横

向扩展来代替真实维度
”

。 与透视

法则不同的是 ， 格子并不把对象空

间映射到画面上而是投射绘画的表

面本身 ，
也就是说

“

格子
”

切断了

图像及其所再现的现实之间的相互

联系 。 克劳斯认为格子
“

同时扮演

着象征和神话… …让我们认为正在

如何对付唯物主义 （ 有时是科学和

逻辑 ）
，
但与此同时 ， 它也为我们

提供了信仰释放之地 （ 幻觉或虚幻

释放之地
）

，，

。

我们有理由相信古代造园者对

网格效应具有一定程度认识
， 因为

苏州园林保留着
一

种组合式漏窗 ：

框芯中空而框周呈网格状 。 这种漏

窗同时具有大景深与小景深的视觉

效果 ， 能使观者的注意力被完整框

芯中的景色吸引而下意识得忽略掉

残碎框周的边景 。 组合式窗框对网

格效应的运用说明漏窗的形制除了

装饰及实用的 目的 ， 或许还能改变

空间的视觉呈现。

二 、 层叠空间

借景就是将游园线路外的景致
“

借
”

入观赏视域中 ， 它使园林呈

现出超越空间界限的视觉变化 。 前

景 、 中景 、
借景间虽然彼此独立 且

有着大景深的事实 ， 但借景却使它

们产生了空间景深被压缩融合的错

觉 。

借景使
“

深空间 的现 实不断

遭到浅空间暗示的反驳
”

， 这种现

象 正体现着透明性 的特征 。 在柯

林 ？ 罗的研究中 ， 透明性 既是指

能 被光线穿 透的材料 （ 物理的透

明 ） ， 又是指能使矛盾空间合理化

的组织关系 （ 现象的透明 ） 。 当多

个空间彼此重叠遮挡时 ， 透明性空

间层的叠合使
“

同时对
一

系列不同

的空间位置进行感知
”

具有了可行

性。

柯林 ？ 罗还通过立体主义画作

进一步阐释了透明性与浅空间的关

系 。 在毕加索的名作 《格尔尼卡 》

中
， 同时呈现出不同空间 中纳粹轰

炸小镇格尔尼卡的暴行及无辜民众

的惨状 。 突破了传统绘画中空间的

明确限制 ， 使画面呈现出
“

扁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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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
，
这使柯林 ？ 罗意识到

“

立

体主义者发现了浅空间 ， 并彻底地

开发了它
”

， 于是他提出层叠
一

系

列纵向上相互平行的具有透明性的

空间层次 ， 能在同为纵向的视角中

形成有效的浅空间状态 。

高塔 、 远 山 、 树林等都是常

见的被借景物 ， 由于它们距离窗框

过远反射光线的夹角极小 ， 在视觉

上难以判断透视关系 ，
所以与框在

视觉上是近乎于平行的空间层次。

通 过考察发现 ， 园内的 白墙 、 屋

舍 、 廊道等被借景物却也常常保持

着与框平行的状态。 以拙政园的
一

处门洞框景 （ 图 ３） 为例 ， 观者首

先会意识到庭院的真实大小被隐藏

在景物的层叠之中 ，
通过推测随即

判断出这是一个扁平的庭院 ， 然而

这种感受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
即

是说明空间在视觉上产生了被纵向

“

压缩
”

的错觉。 倘若将庭院内的

景致分为如下几层 ： 门框 、 廊道 、

桥道 、 屋舍 ， 则不难发现它们所在

的空间层次前 后平行 。 层层推后

的空间层次与中国山水画的空间营

造有几分相似 ，

“

正是这些相互平

行的界面为参照 ， 立面组织得到强

化
”

，
当空间知觉所需的要素减少

时 ， 空间的纵深感就会变弱 ，
进而

产生了空间景深被压缩的错觉 。

对于无法建构平行关系或无法

避免成角透视的被借景物 ， 古代造

园者往往会选取体形较小的景物如

树干 、 山石 、 廊柱等遮挡住透视灭

点
，
以营造空间纵深感较弱的浅空

间 。

然而浅空间的错觉并不稳定 ，

观者仍然能在逐步明确的判断中意

识到前景与被借景物间有着实际的

距离 。 以拙政园繍绮亭的框景 （ 图

４
） 为 例 ， 墙 屏上矩 形空框 内的

“

树图
”

与墙屏 、 墙两侧空框构成

了三个前后平行的扁平空间 。 观者

首先会感到
“

树图
”

仿佛是平的 ，

并且处于墙屏之前
；
但随着 目光的

挪移看到墙两侧空框内透出的树丛

后 ，

“

树图
”

仿佛又恢复了空间纵

深感
，
退到墙屏之后。 观者的 目光

在事实与错觉 间来回往返 ， 感受

到树景深空间的事实不断遭到
“

树

图
”

浅空间错觉的反驳
，
进而体悟

到如画美境。

层昼空间所建构 的空间景深

被压缩错觉既矛盾又统
一

，
但它能

激发起观者更为强烈的解读动力 。

上述的简要分析说明借景营造浅空

间的方式具有
一

些规律 ： 首先 ， 借

景运用现象透明性与物理透明性 ，

使不同位置的空间层次能被同时观

看 ， 形成营造浅空 间的基础 。 其

次 ， 巧借与框平行的物象 ， 层叠
一

系列前后平行的空间层次 ， 加强了

空间景深被压缩的错觉。 最后 ，
借

用小物件遮挡景物间的透视灭点 ，

进一步完善浅空间的营造 。

三 、 移动视点

苏州园林自古便有移步换景的

美誉 ，
造园者以框景为视点移动的

连接点引导着观者游览 ， 向我们展

示了如何运用移动视点营造视觉错

觉以丰富观者的体验 。

立体主义在画面 中运用移 动

视点是通过将不同 角度的观察结果

并置于同
一幅作品中

，

“

用一种隐

喻的而不是数学的感觉……唤起了

第四维度
”

。 例如在毕加索的作品

《多拉 ？ 马尔与猫 》 中
，
女子的一

部分五官像是画家在模特的左边观

察到的
， 另

一部分则像是在模特的

右边看到的 。 毕加索将多个角度观

察到的细节同时呈现在一张画上 ，

创造出了令人惊骇的艺术形象 ，
也

在画面中建构起时间流动的维度 。

正如梅 景琪所说
“

在理解的前提

下 ， （ 艺术家 ） 允许 自 己围绕着物

体运动 ， 再将所见到的连续性细节

整合成
一

幅图画 。 以往绘画拥有空

间
，
而现在它还拥有时间

”

。

无独有偶 ，
移步换景同样也在

视点移动的过程中建立起了时间的

维度
，
并运用时间的流动感营造了

一系列空间错觉 ， 详述如下 ：

（

＿

） 框景引导下的视点移动

以 留园入 口处 的一段连续框

景设计为例 ，
刚入留园便是

一段昏

暗曲折的通道 ， 偶尔有一两个透光

的框景引导方向 ，
突然眼前

一片明

朗
，
只见巨大空框内 出现了

一

汪碧

绿湖水 ，
令人不禁感 叹湖面 的宽

广
，
然而当游人站定观看后便又会

感到湖水面积在逐渐
“

缩小
”

。 其

变化似真若幻 ，
这是运用心理冲击

造成视觉错觉的典型 ， 改变观看顺

序使人对湖面空间产生了错觉 ，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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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呈现出典型的如画美特征 。

生理活动和心理活动会影响人

的空间知觉和时间知觉 。 例如
一

个

人以相同的速度穿过两个道路总长

相同的空间 ：

一个空间有分区并且

道路弯曲复杂
， 另

一个空间完整并

且道路相对笔直 ， 那么通行者往往

会产生前者消耗时间更多的错觉 ，

进而认为二者的空间大小不同 。 这

是因为
“

知觉到的时距与 出现在将

被判断的时距中的下列
一些因素成

正比函数关系 ： 任务难度 、 非时间

信息的加工负荷 、 以及认知情景的

变化量 （ 或髙优先级事件 ）

”

。 而

当行人得知二者的时距相同后 ， 他

的空间知觉又会再
一

次受到心理活

动的影响而发生改变 。 而在视点的

移动过程中
，
空间知觉与时间知觉

是相互影响的 ， 造园者运用了这个

特点以框景为引导 ，
建构出 了许多

能使观者产生空间错觉的景致 。

（
二

）观者寻觅时的视点移动

另
一

方面 ， 苏州园林的移 步

换景也体现着造园者与游园者的互

动。 从学习迁移的角度看 ， 当框景

结构元素的一部分出现在其它情景

时 ， 这个相似情景就形成了学习迁

徙的基础
，
而观者之前对框景的欣

赏经验也会顺时迁移到该情景之

中 ， 使游人能 自发地寻觅出具有如

画美的
“

框景
”

。

迁移是学习的
一

种普遍现象
，

观者从认识框景的如画美到能够 自

主地发觉如画美 ， 经历了从被动接

受到主动补充的过程 。 以 留 园为

例
，
全园曲廊总长近七百米 ， 为游

者寻觅如画美提供了许多可能性。

廊椅 、 廊柱 、 树枝、 墙体间形成的

合围结构与造园者设计的空框有很

多共同之处 ， 可以激活早先存在于

观者脑海里的框景画例。 而当游人

发现理念与现实契合后 ， 又会对这

些超越造园者预想的
“

框景
”

产生

空间压缩的错觉 ， 因为
“

幻觉本身

又进
一步地强调 了平面的存在

”

。

对原本就有审美经验的人而言 ，
寻

觅如画美能使他们感受到更多的漫

游乐趣 ， 因为
“

这种寻找本身就是

—种巨大的愉悦
”

。 园林中看起来

平淡无奇的门 、 洞 、 柱 、 杆都能激

发他们脑海中的图式 ， 并在想象的

愉悦和发现的惊喜中获得极大的精

神满足。

以上分析 使我们看到 了古代

造园者对移动视点的关注 ， 而对移

动视点的运用
“

不再是为了模仿 自

然 ， 不再是为了布置自然 ， 而是为

了进行创作 ， 也就是从事带有人的

印记的创作
”

。 从引导观者的视觉

移动到给予观者发现与创造的可能

性
，
移步换景运用连续的框景建构

使游者在变化的空间错觉中体验到

丰富的漫游乐趣。

结语

框景的建构不必拘泥于传统的

形制
，
因为

“
一片风景 ， 无论风格

是浑厚 、 冲淡 ， 还是纤秸 、 沉着 ，

只要能够亦真亦幻 ，
就都是如画

的
”

。 本文以立体主义为视角解读

传统的苏州园林框景建构手法 ，
并

非以颂扬现代艺术的姿态赋予这些

传统建构手法原本没有的含义
， 而

是为了更加全面地理解传统框景建

构手法 ， 挖掘其中可运用于创新的

视觉因素 ，
从而更好地传承这些视

觉效果所承载的文化内涵 ， 其现实

意义在于为当代景观规划设计提供

一

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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