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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研究　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

第71巻　2020年 3 月　31頁～52頁

宋代苏州园林与士人的交游

研究論文

庄　　　涵　淇

　苏州园林作为中国古典园林的代表，园林类型、风格与功能等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展变化。

从春秋时代起皇家园林、寺观园林、官署园林、私家园林等园林类型陆续登场，宋代以后私家

园林成为主流，特别是南宋以后，私家园林基本集中在江南，江南作为政治经济中心，成为了

士人与权贵的聚集地。为了全面了解宋代士人的交游情况，有必要对苏州这种士人广为聚集并

且园林文化发达的地域进行探讨。两宋园林的发展变化首先体现在园林分布，与北宋园林基本

分布在城内有所不同，南宋苏州私家园林多分布在城外的昆山以及太湖一带，园林主中也不乏

像朱长文、苏舜钦、范成大等著名的士人。而且，在南宋，私家园林逐渐一改北宋中期质朴的

风格，开始追求奢华。士人的交游活动与园林空间密切相关，苏州园林是士人官途挫败时的避

风港、脱离官场时的养老地，也是彰显士人社会地位与品位不可或缺的工具。通过诗、笔记等

史料可以了解到在苏州园林这样一个空间里由士人展开的宴会、雅集、互赠诗文等交游活动。

本文在分析两宋私家园林发展变化的同时尝试探讨士人的交游活动对园林空间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两宋  苏州园林  园林分布  士人交游

一、引言

　说起中国古典园林，苏州园林是不可或缺的存在。苏州园林起始于春秋，当时主要的园林类型

为皇家园林。在此后的各个朝代，寺观园林、私家园林相继登场并迎来各自的繁盛时期。至宋

代，私家园林成为了主流，特别是宋室南迁之后，私家园林主要集中在江南发展。现今，苏州的

拙政园、留园、沧浪亭、狮子林等园林被收录于《世界遗产名录》，苏州园林也作为中国古典园

林的代表举世闻名。

　园林研究分布于建筑学、历史学、文化学等领域 1)。其中，从建筑学的视角展开的园林研究占

据主导地位，而从历史学出发的研究并不多见。历史学领域的园林研究大致可分为各个历史时期

的园林史、园林史料的整理以及历史人物分析等方面。其中不乏涉及到苏州园林的著作，但大多

数是介绍园林的概况以及其历史背景。以苏州园林为中心的论著，早期有刘敦桢先生的《苏州古

典园林》，从建筑学角度对苏州园林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另外，魏嘉瓒先生的著作《苏州古典园

林史》从历史学角度深度解析了从春秋战国到清代的苏州园林发展史，并结合苏州的社会经济、

政治、文化等，通过对具体事例的分析探讨了园林的发展轨迹 2)。此外，郭明友先生在他的博

论《明代苏州园林史》中，将明代划分为四个时期，明确了苏州园林从繁盛到衰退，在转而复兴

的历史轨迹，并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阐述了明代苏州园林的发展史 3)。巫仁恕先生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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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以苏州为例，指出在园林的分布上明代园林

主要集中在苏州西北部，而清代园林则向东南部发展。把影响园林分布的因素归结为城市经济、

政府所在地以及人口数量等几点 4)。

　相较而言，宋代苏州园林的分布情况、特别是两宋苏州园林的发展变化问题还有待探讨。私家

园林发展到宋代，不仅在数量上大幅增加，而且在内部结构和文化要素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风

格，作为文人思想以及社会文化的载体，其功能更加多样化。明确两宋之间园林的发展轨迹更有

利于理解宋代苏州园林的发展史。

　关于宋代苏州园林与士人交游活动的研究，代表作有邓小南先生的《龚明之与宋代苏州的龚氏

家族—兼谈南宋昆山士人家族的交游与沉浮》，先生以龚氏家族为切入点探讨昆山士人家族的社

会关系，并指出南宋昆山群体的关系网络相当发达，并且从苏州园林频繁的更换主人这件事上也

可反映出士人家族浮沉的状况 5)。近年，高柯立先生的《宋代地方官与士人的唱和往来—以苏州

为中心》也围绕交游问题展开了讨论，官署园林和私家园林为地方官和地方士人举行宴会提供场

地，这种唱和成为地方官工作之余重要的活动，同时也是他们与地方士人沟通感情的有效方法。

而地方士人也希望通过唱和活动来彰显、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6)。关于明代苏州园林，许梅的硕

士论文《明清苏州文人园林的建构与转型—以士大夫交游活动为视角》分析了明中期至清代为止

的士人交游活动，以此考察明清文人园林由交流学问的私人场所到具有开放性、商业性的休闲场

所的发展变迁史 7)。

　士人交游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但缺乏对交游空间的关注。平田茂树先生曾指出：交游的空间

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视角。关于交游空间，我们不但需要注意其具体场所，还要留意在这些场所中

演绎交游这一行为所需的种种物件 8)。苏州作为园林与士人的聚集地，是研究两宋私家园林发展

变化以及园林与士人交游的不可或缺的例子。

二、两宋苏州园林的概况

　苏州园林在宋代迎来繁盛，这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人口发展以及士人聚集等因素息息相

关。宋代苏州的繁华，正如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所载：

　　钱氏有吴越，稍免干戈之难。自乾宁至于太平兴国三年钱俶纳土，凡七十八年。自钱俶纳土

    至于今元丰七年，百有七年矣。当此百年之间，井邑之富，过于唐世。郛郭填溢，楼阁相 

　  望，飞杠如虹，栉比棊布，近郊隘巷，悉甃以甓。冠盖之多，人物之盛，为东南冠。寔太平

    盛事也 9)。

钱俶纳土归宋，使苏州得以避免战乱，平稳的过度中发展成为一个富足的群英荟萃的都市。当

然，这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苏州的富庶也得益于它所处的地理人文环境。伊原弘先生就苏州的都

市史方面做过论述，讨论了处于各个时代的苏州都市形态。同时，从人口、文化、科举、都市整

备等方面阐述了苏州的繁荣，指出宋代对江南的开发巩固了苏州的发展 10)。另外，梁庚尧先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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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宋元时代的苏州展开了详实的分析。从地理环境来看，苏州城外西、南被大运河围绕，西北方

向可达开封，东南方向直通临安。是水路交通便利的城市，也是交通、军事的要塞。苏州的水陆

交通不仅在城市内部紧密相连，在城外也是四通八达，因此刺激了贸易的发展进而促进社会经

济。另外，随着人口的增长，农业日益发达，除了米、豆等谷物，水果、花卉、草药、蔬菜等也

种类繁多，再加上各种各样的手工业，苏州经济的发展可见一斑 11)。苏州不仅农业发达，也是商

贸中心，而且风景优美，自然吸引众多官僚士人来居住。这直接带动了私家园林的发展。

1、平江图与苏州私家园林的分布

　平江图碑作成于南宋绍定二（1229）年，是国内罕见的古代城市地图。图碑的碑额稿七十六厘

米，碑心高二百零三厘米，通高二百七十九厘米，宽一百三十八厘米（据拓片测定）。上刻内外

二重城垣及水陆五门，坊表六十五座，桥梁三百一十四座，还有公署、军寨、学校、楼台、亭

馆、园第、寺观、祠庙、壇墓、河流、湖泊、山陵、古迹等，标出题榜者凡六百一十余处，其中

许多名称一致沿用至今 12)。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多，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三个方向：（1）平江图的

成图时间 13)，（2）从地图学的角度探讨比例尺的问题 14)，（3）以都市史的角度分析 15)。其中，

都市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倾向于关注平江府的规模和结构、河道变迁以及市坊制度崩坏的问题。前

文中提及的伊原弘先生在他的著作《蘇州－水生都市の過去と現在》、《中国人の都市と空間》中

比较详尽的分析了平江图 16)。梁庚尧先生也根据平江图对苏州的发展做出了解读，北宋中期以

前，城内人口相对较少，还存在比较开阔的场地，中期以后，人口日渐密集，从唐代延续下来的

坊制逐渐消失。南宋以后，商业区在西北部的阊门附近发展，一直以来比较“ 荒凉 ”的地方开始

　　　　　　　　　　　　　　　　　　　　　变得繁华。大体区分一下城内空间的话，可以看

　　　　　　　　　　　　　　　　　　　　　出，子城以及其周围的地域为行政区，乐桥的东

　　　　　　　　　　　　　　　　　　　　　南部为社会福祉区，乐桥的西南部设置了较多的

　　　　　　　　　　　　　　　　　　　　　亭馆，为宾客送迎区，学校、书院大多分布在的

　　　　　　　　　　　　　　　　　　　　　城南的南园以及乐桥西南的贡院周边，这两个区

　　　　　　　　　　　　　　　　　　　　　域为主要的文教区。阊门以内的西北部集中了较

　　　　　　　　　　　　　　　　　　　　　多的寺院，被认为是宗教区。并且，乐桥周围是

　　　　　　　　　　　　　　　　　　　　　大商业区的所在地，子城西侧的绣锦坊是大市场，

　　　　　　　　　　　　　　　　　　　　　工场分散在城中，其中城东分布相对较多 17)。

　　　　　　　　　　　　　　　　　　　　　　图 1 和图 2 中园林分布情况是依据后附 < 宋代

　　　　　　　　　　　　　　　　　　　　　苏州私家园林表 > 中可以确认具体位置的园林作

　　　　　　　　　　　　　　　　　　　　　成的，并且根据园林建成的时间分为北宋与南宋

　　　　　　　　　　　　　　　　　　　　　两幅分布图。根据表中所示，两宋苏州私家园林

　　　　　　　　　　　　　　　　　　　　　合计 98 座，其中北宋建造的有 42 座，南宋有

　　　　　　　　　　　　　　　　　　　　　56 座。从图中可以得出园林分布有以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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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北宋苏州城内的私家园林多集中在包含

　　　　　　　　　　　　　　　　　　　　　阊门在内的北部以及盘门周边。而在南宋，阊门

　　　　　　　　　　　　　　　　　　　　　周边的园林数量有所减少。究其原因，如梁庚尧

　　　　　　　　　　　　　　　　　　　　　先生所述，北宋中期以前，城内的人口相对较

　　　　　　　　　　　　　　　　　　　　　少，阊门附近还有一些空地。而到了南宋，阊门

　　　　　　　　　　　　　　　　　　　　　附近变成了商业区，空地减少。 北宋和南宋的园

　　　　　　　　　　　　　　　　　　　　　林分布虽然有些许差异，但从整体的趋势来看，

　　　　　　　　　　　　　　　　　　　　　梁庚尧先生所谓的西北部的宗教区与西南部的送

　　　　　　　　　　　　　　　　　　　　　迎宾客的亭馆区域的园林分布较为集中。送迎宾

　　　　　　　　　　　　　　　　　　　　　客的亭馆多集中在交通要道上，在如此便利的地

　　　　　　　　　　　　　　　　　　　　　理环境中营造园林不难理解。另外，西北部的阊

　　　　　　　　　　　　　　　　　　　　　门内设有北仓，用以储存和籴米，开禧三（1207）

　　　　　　　　　　　　　　　　　　　　　年创户部百万仓，在阊门里，后又曾为东西二

　　　　　　　　　　　　　　　　　　　　　仓，又宝祐五（1257）年，创宝祐百万仓，在阊

　　　　　　　　　　　　　　　　　　　　　门里至德庙后18)。不断兴建米仓说明粮食运输愈

来愈多，带动阊门一带的西北部乃至整个苏州经济的发展，成为寺庙与园林聚集于此的一个理

由。另外，阊门与盘门均在运河附近，这两个区域在交通上较为便利，而且苏州著名景点桃花坞

（在城北）和南园（在城南）也在这两座城门的附近，成为寺庙、园林等聚集在此的另外一个因

素。

　其二，南宋的苏州私家园林很多分布在城外，特别是集中在昆山以及太湖周边。

　建炎四 (1130) 年，完颜宗弼从盘门进入苏州，掠夺了许多财物和少男少女，之后又放火烧了

苏州城，百里之外可见烟火弥漫，大火燃烧了五日才灭 20)。以至于苏州城有近 50 万人丧命，得

以逃脱的只有十分之一二 21)。南宋的苏州城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想见

城内的园林也几乎全被烧毁。这次战火成为园林向城外发展的一个原因。

　另外，江南地区在南宋成为了政治经济中心，苏州的地位也与北宋时期有所不同。据范成

大《吴郡志》记载：

　　元丰三年，户十九万九千，口三十七万九千，皆有奇，号为甚盛……宣和间，户至四十三

　　万，中更狄难，扫荡流离，城中几于十室九空。中兴为辅郡，涵养生息六十年矣。淳熙十一

　　年，户十七万三千四十二，口二十九万八千四百有五 22)。 

也就是说，南宋时苏州是作为辅郡来发展，经过建炎战火以来的恢复，人口增加到了与北宋元丰

时期接近的数量。而且城内人口不断增加，经济活动愈来愈频繁，空间愈来愈感狭隘，对于土地

的需求也就日感迫切，于是有侵占河岸、河道的情形出现 23)。同时促使人们到城外开发，那么，

山水风景良好的昆山、太湖一带自然成为了园林主们的不二选择。另外根据《淳祐玉峰志》的记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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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经载祥符间主户一万三千七十八，客户三千二百七十二。主丁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九，客丁

　　三千三百零三。庆元间主户三万五千三百四十二，客户三千七百，视昔已多。今主，客共四

　　万五千三百六十八户，一十三万四千五百口，较之古经盖将数倍，生齿日繁，则邑之壮盛可

　　见云 24)。

昆山居民不断增加，到了淳祐年间，主客户已达四万余户，对土地的大量开发利用可以想见。参

照附表可见南宋昆山园林主中有王僖、李衡、范成大（范成大少时读书处）以及吴仁杰等，根据

邓小南先生的研究，南宋前期，在王葆、李衡、范成大等核心人物周围，团聚着一批不同年辈的

苏州士人。以家居昆山者为例，其中包括科举及第、并曾出官者如唐烨、唐子寿叔侄，乐备、马

先觉、吴仁杰等 25)。这个交游圈里的士人多在昆山营造园林，园林的营造与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发

展息息相关，同时也反映出士人交游与园林密不可分。

2、名园林立

　宋代的苏州无论是农业还是手工业、商业都非常的发达。而且，便利的交通运输加上处于行政

中心的位置，使苏州经济愈加繁荣。都市高度发展促进了园林的兴盛，像苏舜钦的沧浪亭、范成

大的石湖别墅等都是在当时为人称赞的私家园林。对于以上所述园林，魏嘉瓒先生在《苏州古典

园林史》中皆有所论述，先生着重考察私家园林的兴造、发展及演变过程及当时社会的历史背

景，与本文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这里所谓的名园，未必有统一的规模格局，有因园主的名望而出

名的事例，也有因其自身景色优美而受人欢迎的例子。

　沧浪亭是苏舜钦被罢免之后，侨居苏州期间建造的园林。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参知

政事易简之孙。初以父任补太庙斋郎，调荥阳县尉。举进士，改光禄寺主簿。迁大理评事，监在

京店宅务。范仲淹荐其才，为集贤校理，监进奏院。坐用鬻故纸公钱召妓乐，间夕会宾客。被劾

除名，在苏州买水石作沧浪亭，益读书，时发愤懑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善草书，每酣

酒落笔，争为人所传。及谪死。世尤惜之 26)。其本人著有 <沧浪亭记 >：

　　一日过郡学，东顾草树郁然，崇阜广水，不类乎城中，并水得微径于杂花修竹之间，东趋数

　　百步，有弃地，纵广合五六十寻，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阔，旁无民居，左右皆林木

　　相亏蔽。访诸旧老，云：钱氏有国，近戚孙承佑之池馆也 27)。

可知沧浪亭是建在吴越国园林的旧址，一句“ 不类乎城中 ”可以推断，至北宋中期这个旧址仍然

荒废，苏州南部还有未完全开发的土地。苏舜钦喜欢这样充满野趣的地方，于是花了四万钱买下

这片旧址来营建园林。另外，根据他的 <沧浪亭记 >记载：

　　构亭北碕，号沧浪焉。前竹后水，水之阳又竹，无穷极，澄川翠干，光影会合于轩户之间，　

　尤与风月为相宜 28)。

此园林前竹后水，水竹交错，不多加修饰，一幅浑然天成的景致。欧阳修有诗“ 清风明月本无

价，可惜只卖四万钱。”沧浪之名，始著于此 29)。可惜苏舜钦早逝，沧浪亭经历建炎之难后几度

易主，后为韩世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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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圃在雍熙寺（城西北）西，为朱长文的住所。根据《宋史》记载：朱长文（1039-1098），字

伯原，苏州吴人。年未冠，举进士乙科，以病足不肯试吏，筑室乐圃坊。著书阅古，吴人化其

贤，长吏至，莫不先造请，谋政所急，士大夫过者以不到乐圃为耻。名动京师，公卿荐以自代者

众。元祐中，起教授于乡，召为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 30)。朱长文虽仕途不利，但他的学识见

解名声在外，以至于他所居住的宅园乐圃也声名远播。乐圃为朱长文祖母所购，《乐圃余稿》里

收录的 <乐圃记 >有下述记载：

　　始钱氏时，广陵王元璙者实守姑苏，好治林圃，其诸子狥其所好，各因隙地而营之，为台为

　　沼。今城中遗址颇有存者，吾圃亦其一也。钱氏去国，圃为民居，更数姓矣。庆历中，余家

　　祖母吴夫人始购得之（中略）熙宁之末，新筑外垣尽覆之瓦，方将结宇而亲年不待，既孤而

　　归，于是遂卜筑焉。月葺岁增，今更数载，虽敝屋无华，荒亭不甃，而景趣质野，若在岩

　　谷，此可尚也 31)。

乐圃亦是建在钱氏园林旧址，朱长文的祖母吴夫人购得园林是在庆历年间，到了熙宁末年，朱长

文经过一番修葺入住其中，并把乐圃打造成无华又具有野趣的园林。由此可见，北宋中期的园林

主崇尚质朴的园林风格，但虽然质朴，乐圃的功能却多种多样。<乐圃记 >中记载：

　　圃中有堂三楹，堂旁有庑，所以宅亲党也。堂之南又为堂三楹，命之曰“䆳经”，所以讲论

　　六艺也。䆳经之东又有米廪，所以容岁储也。有鹤室，所以畜鹤也。有蒙斋，所以教童蒙也。

　　䆳经之西北隅有高冈，命之曰“见山冈”，冈上有琴台，琴台之西隅有咏斋，此余尝抚琴赋

　　诗于此，所以名云 32)。

粗略区分一下乐圃的空间的话，有供亲戚居住的空间、讲论六艺的空间、仓库、饲养宠物的空

间、教育孩童的空间、还有抚琴赋诗的空间。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乐圃中有供其一族居住的场

所。邓小南先生对此已有论述，北宋中期，“敬宗收族”普遍为士大夫实践，而且受范仲淹的影

响较大（苏州有范仲淹建造的范氏义庄）33)。

　以上两座园林均在吴越国的园林旧址营建，在承袭前代园林的模型的基础之上营造出自己的风

格。北宋中期以后，私家园林追求自然质朴之美，与此同时，园林的功能不断完善。进入南宋

后，私家园林更加精致，如（正德）《姑苏志》<就隐 >一条记载：

　　就隐在华山，郡人张廷杰汉卿所葺，绍兴间，汉卿自靖州推官归，营此。搜奇选胜，垂三十

　　年，瞰池剏亭，因阜立室，遂为一时绝境，有天池庵、临赋亭、绿龟池、流愒亭、泓玉钓

　　滩、绿净亭、更好亭、宿云庵、独秀亭、绣屏、不夜关、大石屋、小石屋、花岛俛首岩、浮

　　槎桥、龟巢石、翠壁钓云、台云关、张公岩、观音洞、石鼓月、观雚石、集仙坛、龟甲井、

　　瑞涧柳洲、曲水流觞等处，而天池为第一。且绘为图，士大夫多赋之，周益公游山，记云：

　　汉卿即得华山，营墓就隐，日课童仆，刓剔岩窦，疏导泉源，负山厓，剏亭榭，环以佳花美

　　木，四时皆有奇观。费益不赀，为吴门绝景，然山石粗矿，殊乏秀润耳 34)。

就隐位于华山，在苏州西 63 里，张廷杰生卒年不详。根据史料中罗列的园林景致，可以看出其

中有许多经园主精心打造的痕迹，山水花木与亭台完美结合，“曲水流觞”一景也反映出园主的

36



宋代苏州园林与士人的交游

文人情操。周必大曾游玩于此，“ 环以佳花美木，四时皆有奇观 ”道出了园林风景的美妙，同时

评价到“ 然山石粗矿，殊乏秀润耳 ”，这里的“ 山石 ”可能指的是太湖石，因上等的太湖石具有

“秀润”的特点，所以周必大特意指出其中不足，反映出南宋时园林被当做艺术品来打造、观赏、

品评。

　　另外，南宋的园林，不可不提范成大的石湖别墅。（洪武）《苏州府志》记载：

　　石湖在县西南十二里，盖太湖之一派，范蠡所从入五湖者。参政范成大剏别墅于此，因越来

　　溪，故城随地势高下而为亭榭，植以名花，而梅为独盛。别筑农圃堂，对楞伽寺，下临石湖。

　　孝宗御赐“ 石湖 ”二大字，成大作上梁文云：吴波万顷，偶维风雨之舟，越戍千年，因筑湖

　　山之观。又有北山堂、千岩观、天镜阁、玉雪坡、锦绣坡、说虎轩、梦渔轩、绮川亭、盟鸥

　　亭、越来城等处，以天镜阁为第一。一时名人皆为文词以侈之 35)。

石湖别墅坐落于府城以南的太湖一带，由范成大营建，种植名花，风景优美，加上孝宗亲题的

“石湖”二字，“ 一时名人皆为文词以侈之 ”，石湖在当时颇负盛名。范成大（1126-1193），字致

能，吴郡人。绍兴二十四年，擢进士第。隆兴元年，迁正字。累迁著作佐郎，除吏部郎官。充金

祈请国信使，除中书舍人、四川制置使。召对，除权吏部尚书，拜参知政事。以病请闲，进资政

殿学士，再领洞霄宫。绍熙三年，加大学士。四年薨 36)。

　南宋的私家园林很多建在府城之外，园林多与自然山水风景融合，种植名贵花木，体现了自然

和人文之美。对比两宋的私家园林，北宋园林多崇尚质朴与野趣，而南宋的园林则更加注重人为

的打造，使园林融入自然的同时，发挥园林本身的观赏性。南宋的园林更像是主人精心塑造的艺

术品。

　南宋的园林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 奢华 ”。前文中提及就隐“ 费益不赀 ”，下述史料也说明

了园林的这一特点。

　　（同治）《苏州府志》：石湖一带，尽佳山水，作圃于其间颇众，往往极侈丽之观。春时士大

　　夫游赏者，独以不到此为恨 37)。 

　　（正德）《姑苏志》：郑虎臣宅在鹤舞桥东，居第甚盛，号“ 郑半州 ”。四时饮馔各有品目，　

　　著《集珍日用》一卷，并《元夕閏燈實錄》一卷，皆言其奢侈于餍饫也 38)。

　南宋园林“ 往往极侈丽之观 ”，到了南宋末期，郑虎臣（1219-1276）在城内的园林更是极具

奢华之态。此外，园林的奢华也体现在太湖石的盛行，苏州为太湖石产地，范成大在《吴郡志》

中对太湖石有这样一段描述：

　　宣和五年，郡人朱勔造巨舰载太湖石一块入京师，以千人舁进。是日，役夫各赐银椀，并官

　　其四仆，皆承节郎及金带，勔遂为威远军节度使，而封石为盘固侯。勔诛，馀小石未献者，

　　留郡西河两旁，悉归张循王家。比年，士大夫好石者多，山中人始以旱石加斧鏊，作玲珑意，

　　又剜石面赝作弹窝纹，衒不识者，或得善价，其非巧石，但青白玉质可作碑碣，及甃砌堦戺

　　者，则出湖中之鼋山，莹洁可鍳，坚润如金玉，亦为天下之冠。程俱所赋者是也 39)。

北宋末期，苏州人朱勔给徽宗献上太湖石，获得皇帝恩宠。自此太湖石成为园林中不可缺少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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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品。因太湖石为士大夫所钟爱，价值连城，导致仿冒太湖石的产业兴起。陈洙《太湖石赋并

序》中说道“客有嗜太湖石者，图其形，示余，命为赋40）”，士大夫对太湖石的热爱不仅体现在愿

以重金购买，更是希望以名人文章体现它的价值。记录太湖石的史料颇多 41），据福本雅一先生论

述 42），最早提及太湖石的史料是白居易、刘禹锡、牛僧孺等人围绕太湖石展开的唱和（<李苏州

遗太湖石，奇状绝伦，因题二十韵，奉呈梦得乐天> 等），但此时太湖石流转在少数人手中。至宋

代太湖石渐渐流行，被配置于园林。如北宋中期士人梅尧臣有诗 <咏刘仲更泽州园中丑石 >：

　　君家太湖石，何从太湖得。太湖天东南，太行天西北。相去三千里，虽有何致力。古人烦舟

　　车，顽质无羽翼。窍引木莲根，木莲依以植。秋蛇出其中，舌吐虹霓色。君尝夸于我，怪怪

　　亦特特。以丑世为恶，兹以丑为得。事固无丑好，丑好贵不惑 43）。

太湖石在北宋中期已经出现在泽州（在山西中部）的园林之中，可见太湖石逐渐为更多人喜爱的

趋势。只是此时太湖石虽然被用于装饰园林，但尚未达到艮岳以后的风靡程度。在原产地苏州，

太湖石被更加广泛的应用于园林造景之中，周密《癸辛杂识》有记载云：浙右假山最大者，莫如

卫清叔吴中之园，一山连亘二十亩，位置四十余亭，其大可知矣 44）。此外，像叶梦得、范成大、

程俱等士人都热衷于太湖石的收藏与鉴赏。在湖州，也有太湖石的相关记载，如周密《癸辛杂

识》前集，< 吴兴园圃 > 的 < 南沈尚书园 > 一条就有记载贾似道募集力夫耗费财力来搬运太湖石

的事例 45）。到了明代，太湖石依然为人喜爱，在园林中的应用已经成熟，并且形成一定的标准，

正如计成在《园冶》中说道“ 此石最高大为贵，惟宜植立轩堂前，或点乔松奇卉下，装治假山，

罗列园林广榭中，颇多伟观也。自古至今，采之以久，今尚鲜矣 46）”。宋代苏州私家园林中不乏

太湖石的身影，而具体是如何装点园林的这一问题，今后还需多关注绘画史料。

3、园主多为著名士人

　　宋代苏州聚集了许多著名人士这一点多有论述。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有如下记载：

　　吴下全盛时衣冠所聚，士风笃厚，尊事耆老，来为守者多前辈名人，亦能因其习俗以成美

　　意。旧通衢皆立表揭为坊名，凡士大夫名德在人者，所居往往因之以著。元参政厚之居名衮

　　绣坊，富祕监严居名德寿坊，蒋密学堂居尝产芝草，名灵芝坊，范侍御师道居名豸冠坊，卢

　　龙图秉居奉其亲八十余，名德庆坊，朱光禄所居有园池号乐圃，名乐圃坊。临流亭馆以待宾

　　客舟航者，亦或因其人相近为名，褒德亭以德寿富氏也，旌隐亭以灵芝蒋氏也，蒋公葢自名

　　其宅前河为招隐溪，来者亦不复敢辄据。此风惟吾邦见之，他处未必皆然也 47）。

苏州民风淳朴，多聚集德高望重的士人。坊名也多与士人的特点相关，足见尊崇名贤的气氛更胜

于别处。史料中所列举的元绛 48）、富严 49）、蒋堂 50）、范师道 51）、朱长文 52）等，史料均有记载。

叶梦得所说的这些前辈名人多为功成名就的达官贵人，为时人敬仰的对象。如朱长文，虽然久居

苏州著书阅古，但声名在外，前来过问政事的人络绎不绝。这些著名的士人多在苏州营造园林，

并且因园成文，如蒋堂为隐圃赋诗，朱长文为乐圃作记，这些文学活动也在推动园林文化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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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根据《吴中旧事》记载：

　　庆历间（1041-1048），安定胡先生在吴学，苏子美被诬退居沧浪亭，太常博士陈虞卿壮岁致

　　仕而归吴。吴人，称三贤人。胡先生以教，子美以文，虞卿以行，名重天下 53）。

胡瑗为北宋大儒，创办了安定书院 54）；苏舜钦以诗文著称，与梅尧臣合称“ 苏梅 ”；陈之奇出生

于苏州“丁陈范谢”四大家族，“道德著于乡，虽闾巷小儿亦知爱敬 55）”。

　由此可见，苏州著名园林主大多为教育家、文学家、政治家，德行高尚。他们隐居乡里或者辞

官归乡后多建造私家园林，园林与士人的生活愈显密切。

　另外，从后附表中也可了解，除了上述士人之外，许多名臣也在苏州拥有园林，园林成为士人

生活与娱乐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观察后附表中列举的园林主原籍一栏，可以发现这些园林主人

大部分出身于苏州，还有一部分是从四川（魏了翁、高定子等）、江西（徐兢等）、福建（章秶一

族等）、浙江（张先、王珏等）等地移居而来。从四川迁徙而来的士人多是受到了宋蒙（元）战

争的直接影响 56）。另外，邓小南先生对士人侨居苏州的原因做出一番解释：北宋中期以来，活跃

在苏州的士大夫中，有不少是侨寓者，这些“ 侨籍 ”士人移居此地的原因与晚唐五代时期颇不相

同，主要的大约有两类：一类本人曾经任官吴中，乐其风土，谢事后遂卜居于此，其子孙亦从此

地向外发展，如蒋堂、徐奭、卢革等是；一类由于种种原因（例如父祖葬于附近）而徙居至此，

如林希兄弟、方惟深、杨懿孺等是。先生还指出，北宋中期这些侨居者并非迫不得已而至背井离

乡，其迁徙多因本人或父祖游宦所促成，迁徙目的无疑是为求得更有利的发展条件 57）。这些迁居

苏州的士人与本地士人多有文化交流，对园林文化的影响毋庸置疑。

三、园林与士人交游

　根据后面附表，笔者认为本章可以把苏州士人分成两组，即本地士人与迁居士人，分别讨论尝

试分析其中的异同。

1、本地士人的园林生活与交游

　在探究苏州士人交游的过程中，会发现士人多喜营造园林来举行宴会，进而充实自己的退休生

活。如陈之奇（蒙圃）、程师孟（程师孟园）、元绛（袞绣坊）、叶参（七桧堂）；以及非苏州出身

的蒋堂（隐圃）、徐祐（徐祐山亭）等都是退休官僚营造园林的例子。《中吴纪闻》中龚明之这样

描述了自己曾祖父—龚宗元的老年生活：

　　曾大父自都官员外郎分司南京谢事家居，所居在大酒巷，取白乐天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间之诗。建中隐堂，与尚书屯田员外郎程适，太子中允陈之奇相与游

　　从，日为琴酒之乐，至于穷夜而忘其归。二公皆耆德硕儒，致政于家，吴人谓之三老 58）。

关于龚氏一族的人际关系网，如前文所述邓小南先生已做了详尽的分析。龚氏到龚宗元这一代仍

在苏州城内居住，后来迁去了昆山，在地方上颇具影响力。龚宗元在辞官归乡之后，与友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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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琴酒之乐，至于穷夜而忘其归 ”，这可以认为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园林成为了退休官僚的

养老胜地。

　同时，私家园林也是退休官僚雅集的胜地。北宋时，在苏州可以确认的九老会开办了两次，一

次是约在仁宗庆历四（1044）年由徐祜、叶参等主办，另外一次是在神宗元丰八（1085）年，由

元绛、程师孟等人参与。《中吴纪闻》中有如下记载：

　　徐祐字受天，擢进士第，为吏以清白著声，庆历中，屏居于吴，日涉园庐以自适。时叶公参

　　亦退老于家，同为九老会，晏元献、杜正献皆寓诗以高其趣 59）。

　组织年老士人集会，饮酒赋诗，一方面以高雅的情趣来度过退休生活，另一方面，身份地位较

高、有影响力的精英群体通过集会交游来强化彼此的良好关系的同时，对社会秩序产生示范和辐

射作用。耆老会成员多由德高望重的耆宿组成，往往成为地方士人交往群体的核心。不仅在苏

州，洛阳、临安、湖州等地也有结社的记载，为宋代社会较为普遍的现象 60）。他们雅集的场所多

设在园林，园林不仅可以体现士人的情趣优雅，而且也会为吟诗作对提供诸多素材。

　另外，还要举一个例子—朱长文。有关朱长文的家族及交游圈，邓小南先生已有全面的论述。

他年纪轻轻考中进士，盛名在外。一生大部分时间在苏州度过，属于苏州本地较为有代表性的士

人。而且，关于乐圃的亭台楼阁都有详尽的记载，是具有代表意义的事例。他交游甚广，如以范

仲淹为代表的范氏一族、林希等林氏一族等苏州的世家大族，还有方惟深、杨懿如等文人雅士，

以及地方官员以及吴郡的其他士人（上文提及的元绛、程师孟等）均与朱长文保持良好的人际关

系 61）。

　　龚明之《中吴纪闻》有记载朱长文及他的园林乐圃：

　　朱长文字伯原，未冠擢进士第，英声振于士林。元祐初，充本州教授，入朝，除祕书省正字，

　　枢密院编修官，后以疾解任，退居于家，所居在雍熙寺之西，号乐圃坊，地有高冈、清池、

　　乔松、寿桧。先生以志不得达栖隐于中，潜心古道，笃意著述，人莫敢称其姓氏，但曰乐圃

　　先生 62）。

朱长文很受人尊敬，因此常有人慕名来乐圃拜访。但涉及到乐圃的内容不多，下面从《乐圃余

稿》中摘取几例：

　　<咏斋偶书呈子通无隐 >

　　夙志在萧闲，获此幽遁迹。乔林无冬春，苍霭异晨夕。旁窥疑好峯，俯瞰惊峭壁。浩然溪山

　　兴，尽在陶潜宅。杖藜行水边，萍际湛空碧。良鱼不轻游，弱羽犹自惜。吟髭不禁霜，晓鉴

　　见早白。古人已深叹，信是林园客。遗累假禅锋，陶情任诗格。寄声招友人，来看亭前柏 63）。

朱长文建园，方子通曾作乐圃十咏，可惜诗文不存。方子通，名方惟深，字子通，本莆田人，其

父屯田公葬长洲县，因家焉，最长于诗 64）。子通一女嫁与朱长文之子，二人为姻亲关系，又志趣

相投，因此常有唱和往来。整首诗诗都在表达归隐之意，“ 良鱼不轻游，弱羽犹自惜。”似乎又

在说明他珍稀羽翼不会轻易摄入官场，但从 “ 长吏至，莫不先造请，谋政所急，士大夫过者以

不到乐圃为耻 65）”来看，作为地方社会的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与地方官员的交流屡见不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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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韵朱牧乐圃宴有感 >

　　窃禄都无簿领迷，得钱邀客手频携。春来佳景廻三径，雪后晴波满一溪。岁月易凋青髩色，

　　尘埃难上白云梯。烦君枉驾慙荒索，空种梧桐待凤栖 66)。

诗的内容主要是介绍乐圃的景致以及饮酒唱和的活动，但“岁月易凋青髩色，尘埃难上白云梯。”

这句自谦的表达同时也反映出朱长文仕途不顺的苦闷之情，而与“ 朱牧 ”也就是地方官的交游过

程不会只是饮酒赋诗的文人情调，像“ 请谋政所急 ”这种围绕政治问题的交流也许是乐圃中常有

的景象。

　朱长文与苏州士人的交游地点并不局限于在私人园林，如“ 重九同子通游虎丘与祖印三首 ”、

“ 奉陪太守及诸公游虎丘 ”等一同游览虎丘、松江等名胜的记录也不在少数。通过他的诗文，仿

佛可以看出朱长文主动邀请至乐圃的人不多，比如方惟深可以算是其比较亲近的朋友，而其他人

或主动来乐圃拜访，或一同游览名胜。朱长文虽然与各路人士保持良好的关系，但似乎并不热衷

与在私园中承办宴会。乐圃主要的功能还是在于居住，属于他的私人领域。还有一点原因，即前

文提及到乐圃收容了朱氏的亲族居住，虽是朱长文的私人园林，但同时也是朱氏族人的公共空

间。

　通过以上几个事例分析，北宋本土士人有退休之后返乡造园以供休闲雅集的倾向，北宋的私家

园林成为了士人养老的安乐窝。对于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苏州生活的朱长文来说，乐圃是他得

以施展才华的私人领域。总而言之，北宋苏州的私家园林主要功能是居住，以及为园林主提供与

友人宴会雅集的空间。

　那么，苏州园林由北宋发展到南宋，园林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在北宋末期至南宋初期，邑人王份的臞菴可谓是苏州的名园之一。据《吴郡志》记载：

　　臞菴在松江之滨，邑人王份有超俗趣，营此以居，围江湖以入圃，故多柳塘花屿，景物秀野，

　　名闻四方，一时名胜喜游之，皆为题诗。圃中有与闲、平远、种德及山堂四堂，烟雨观、横

　　秋阁、凌风台、郁峩城、钓雪滩、琉璃沼、臞翁涧、竹厅、龟巢、云关、缬林、枫林等处，

　　而浮天阁为第一，总谓之臞菴。份字文孺，以特恩补官，尝为大冶令，归休老焉，题诗甚多，

　　不可悉录 67)。

臞菴位于距府城南 45里的松江，以景致优美名闻四方，吸引各方人士前来游览赋诗。园林主王份

似乎不是著名人士，臞菴的建成年月也尚不可考，但从前来游览的士人的生卒年代来看（例如，

苏庠（1065-1147）、呂本中（1084-1145）、沈与求（1086-1137）等），建成于北宋末期至南宋初

期的可能性较大。这些士人的诗作尚存，在范成大《吴郡志》皆可考，限于文章篇幅不可一一列

举，现从下述三篇中进行简单分析。

　　吕本中：伊洛富山水，家有五亩园。花竹绕瀍涧，不让桃花源。清时足真赏，户门开层轩。

　　一朝胡尘暗，故家希复存。莽苍走万里，始及吴市门。庵庐据形胜，冰壶贮乾坤。亭榭着仍

　　稳，不见斧凿痕。主人更超迈，云梦八九吞。植杖邀我坐，笑语清而温。坐令车马客，稍识

　　山林尊。十年老朝市，渐见两目昏。求田与问舍，姑置不复论。但愿从我公，不使世谛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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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与求：地控三州界，池开十丈莲。桑麻无杜曲，松菊有斜川。别浦归帆远，他山晚照妍。

　　江湖春水阔，幽兴白鸥前。

　　向子諲：仙翁五十鬓犹青，髙卧柴门昼亦扄。茅舍已忘钟鼎梦，蒲轮休过薜萝亭。阴森门巷

　　先生柳，寂寞江天处士星。晚岁田家农事了，闲抄宁戚相牛经 68)。 

　此外，为臞菴赋诗的士人还有蒙与义、苏庠、程子山等。从诗的内容来看，主要阐述园林的优

美景致以及对园林主隐居生活的羡慕之情。“ 亭榭着仍稳，不见斧凿痕 ”，可以了解臞菴与自然

风景完美融合，浑然天成。从“ 主人更超迈，云梦八九吞。植杖邀我坐，笑语清而温 ”来看，主

客亦有互动，游览园林美景之后，与园主畅谈其中，园林风景超俗，园主恬静淡然。结合当时的

社会背景分析，这种静谧超然的氛围也是使臞菴备受众人追捧的原因之一。诗的作者，吕本中、

向子諲曾结成诗社，而向子諲在绍兴八（1138）年徙两浙路转运使，除户部侍郎，寻出知平江

府 69)，虽具体作诗时间不可考，但他的作品应作成于绍兴初，很可能是好友相约同游臞菴。臞

庵不仅是隐居之所，更是反映主人心境的名牌，以其优美的景致与静谧的环境吸引四方来客，文

人墨客争相赋诗，魅力可见一斑。前文提及的张廷杰的园林“ 就隐 ”也属于以自身景致吸引士人

前来游览的类型。

　此外，石湖别墅也是不可或缺的例子。范成大在苏州有三处住所，分别是范参政府、范村与石

湖别墅，石湖别墅是他的别业，并非常居之所。参照附表，苏州园林主中拥有别墅的大概有 8 例

（其中两处为读书处），其中北宋的 4 例只是一语带过，但南宋的郑虎臣宅、卫泾的西园（表中

南宋私家园林 23、53）明确记载了别墅中多“ 美石 ”、“ 太湖奇石 ”，而范成大的石湖别墅则是

多“ 名花 ”，别墅似乎是南宋士人彰显自己品味与财力的名片。他们是如何利用这张“ 名片 ”展

开园林生活的呢？以范成大为例，《石湖诗集》中多处记载他与家人在石湖别墅的活动：

     < 携家石湖赏拒霜 >

　　水上睛云䌽蝀横，许多蜂蝶趁船行。渔樵引入新花坞，儿女扶登小锦城。艳粉发粧朝日丽，

　　湿红浮影晩波清。谁知摇落霜林畔，一段韶光画不成。

     < 闻石湖海棠盛开亟携家过之三绝 >

　　东风花信十分开，细意留连待我来。开过十分风不动，更无一片点苍苔。

　　家人扶上锦城头，蜂蝶团中烂熳游。报答春光须小醉，红云洞里按伊州。

　　低花妨帽小携筇，深浅臙脂一万重。不用高烧银烛照，煖云烘日正春浓 70)。

从上述诗的题目中也可了解，范成大一家人多是在花开时节前来观赏，而平时应该是居住在城内

的范参政府。“ 渔樵引入新花坞，儿女扶登小锦城。” “ 家人扶上锦城头，蜂蝶团中烂熳游 ”可

以看出，走水路到石湖后，可直接攀登至石湖别墅的花圃赏花，花圃面向湖水盛开，登临花丛远

望湖中山水的优美画面，也从侧面反映出了石湖别墅的秀丽景色。“ 一段韶光画不成 ”更是表达

了一家人在石湖别墅游园赏花、其乐融融的氛围。石湖别墅中种了植许多名花，也是当时苏州名

花盛行的体现，如范成大在诗 < 与至先兄游诸园看牡丹三日行徧 > 中说道：“ 阊门昨日看不足，

今日娄门花更多 71)。”到了南宋，私家园林的主要功能不仅在于居住，而且更注重观赏性。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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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乾道六（1170）年曾出使金国，归来时路过扬州买了芍药花根植于石湖（< 石湖芍药盛开向

北使归过维扬时买根栽此因记旧事二首 >），此事一则反映出范成大对于名花的热爱，二则，芍

药花是他出使金国归来时买来种植在园林之中，记录着范成大的功绩，而石湖也因为有各种带着

纪念意义的物品存在而更加有价值，石湖是一家人游赏玩乐的空间，是记录它的主人丰功伟绩的

空间，也是与友人畅叙幽情的空间。

　范成大《石湖诗集》里记载了他与周必大游石湖的经历，诗名为 < 顷乾道辛卯歳三月望夜，与

周子充内翰泛舟石湖、松江之间，夜艾归宿农圃，距今淳熙己亥九年矣。余先得归田，复以是夕

泛湖，有怀昔游，赋诗纪事 72)>。这首诗是回忆乾道七（1171）年与周必大在石湖松江之间泛舟

游玩，并夜宿石湖别墅的农圃的经历。另外，在乾道八（1172）年周必大应范成大之邀与其堂兄

周必达同游石湖 73)。此次聚会二人均有记载：周必大《南归录》：“ 三月己巳朔……易舟径赴范

至能石湖之招……饮酒至夜分，留题壁间云……登临得要，甲于东南 74)”、范成大《骖鸾录》乾道

九年癸巳闰月十四日纪事，“ 始余得吴中石湖，遂习隐焉，未能经营如意也。翰林周公子充同其

兄必达子上过之，题其壁曰：登临之胜，甲于东南。余愧骇曰：公言重，何乃轻许与如此！75)”

乾道年间范、周二人俱请祠外放，交往频繁，根据上述史料二人至少在石湖相聚两次，泛舟游

湖，把酒言欢，酒到酣畅处，周必大题字壁间：“ 登临之胜，甲于东南 ”，一是盛赞石湖别墅风

景优美，二是其中大概涵盖了对园林主人范成大的赞誉。绍熙四（1193）年九月，范成大卒，周

必大为之撰神道碑，也提及同游石湖的过往：

　　……某与公齐年，御史王公予外舅也，以是与公善。壬辰春，自春官去朝，过平江游城西诸

　　山。公访余灵岩，同宿石湖，望夜小舟共载湖心，风露浩然，尝有六十挂冠之約。其后或同

　　朝，或相与于外，每以未践言为恨…… 76)。

二人为同年，又因王葆这个纽带而结下深厚友谊，周必大来访石湖，二人乘舟赏月，园林优雅宁

静的氛围成为了他们的向往，于是有了60岁一同辞官的约定。周必大在石湖留题壁间之事，以当

时二人的社会地位想必流传甚广，以致后世在记录石湖之时也会津津乐道的提及二人的交游。题

名在两宋颇为流行，不仅在苏州，私家园林同样盛行的湖州也有在园林壁间题名的史料记载（如

叶梦得与众友人同游卞山并题名 77)），石湖别墅为范、周二人的交游增添色彩，而二人的交游活

动也提升了石湖本身的价值，是促使其流传后世的因素之一。

　园林能否闻名于世一方面在于其建筑结构以及独特的因素（例如种植名花名草、摆放珍奇的太

湖石等），但更重要的是人文因素，园林主的社会地位、交游活动以及围绕园林的诗词歌赋等都

会使他的园林显得与众不同。范成大在与友人唱和的诗中经常会提及“ 归田乐 ”等字眼（賸说归

田乐，休歌行路难。石湖三万顷，何处觅忧端。 78)）可见，与许多园林一样，石湖别墅代表着范

成大的精神空间，而这个空间也受到主人活动的影响，不断地变化。前文提及的孝宗御赐“ 石

湖 ”两个大字，也使得石湖的空间不单单是范成大生活、交游的空间，更是代表着其主人社会地

位的空间。

　综上所述，北宋私家园林的主要功能在于居住以及丰富老年生活，而景致次之，前来拜访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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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主要因为园主的才学与品德，而不是特意来观赏园林景色。但到了南宋，园林主更加在意园

林本身的魅力，会将自然山水融入进园林之中，在加以珍奇花石的点缀，使园林成为一件能够反

映主人高雅情趣与品位的艺术品。私家园林逐渐凸显文人化风格，追求山水意境的布局，由其主

人的附属品渐渐转变成代言人，同时也能彰显出园主的社会地位。

2、迁居苏州的园林主及其交游

　北宋的苏州是一个远离政治硝烟的避风港和休养、聚会的胜地。

　如上文提及的苏舜钦便是这样一个例子，苏舜钦被罢免之后，来到了苏州，把心中的苦闷寄托

在沧浪亭，他在 < 沧浪亭记 > 中说：“ 予既废而获斯境，安于冲旷，不与众驱，因之复能见乎内

外失得之源，沃然有得，笑闵万古，尚未能忘其所寓目，用是以为胜焉。 79)”官场的失意被园林

山水治愈，苏舜钦在苏州短短几年，除去与旧友有一些诗歌往来，生活稍显寂寞，他自己也曾抱

怨说：“ 某为世所弃，困居于苏，平生交游过门不顾 80)。”于是当郡候来访之时，苏舜钦也表现

出了难以掩饰的喜悦。

　　<郡侯访予于沧浪亭因而高会翌日以一章谢之 >

　　荒亭俗少游，迁客心自爱。绕亭植梧竹，私心亦有待。昨朝十骑来， 䟃 (走覃)拥林外。水禽

　　骇笳鼓，野老瞻车盖。公余喜静境，宾至因髙会。跋石已行厨，临流聊褫带。优游鄙情通，

　　放旷末礼杀。酒醇引易釂，肉美举必嘬。千蹠恣食鸡，二螯时把蟹。开颜闲善谑，倾耳得嘉

　　话。暮夜欢未厌，裵囘意将再。跋已见懵腾，跨鞍极倒载。眀日尚狂酲，嘉贶不遑拜 81)。

知州的来访使寂静的沧浪亭显得生气勃勃，主客同游园林，举行宴会，席上酒、肉、鸡、蟹俱

全，觥筹交错，开怀畅饮，想必苏舜钦的苦闷也得到了排遣。苏州的地方官员会积极地与当地士

人交游进而良好的开展自己的工作，苏舜钦虽被罢黜，侨居苏州也会感慨世态炎凉，但他的才学

依然受人追捧，苏州敬重贤能的风气大概也是让苏舜钦从挫败中解脱的一剂良药。

　同样是官场受挫，程俱在苏州的生活又是如何呢？

　程俱（1078-1144），字致道，衢州开化人。以外祖尚书左丞邓润甫恩，补苏州吴江主簿，监舒

州太湖茶场，坐上书论事罢归。宣和二年，进颂，赐上舍出身，除礼部郎，以病告老，不俟报而

归。建炎中，为太常少卿，知秀州。绍兴初，始置秘书省，召俱为少监。俱晚病风痹，秦桧荐俱

领史事，除提举万寿观、实录院修撰，使免朝参，俱力辞不至。卒，年六十七 82)。根据 < 程倶年

谱 > 程俱在政和三年（1113）被罢免，至政和七年（1117），期间一直居住在苏州，蜗庐应该是

在此时建造的 83)。《吴郡志》中有关于程俱园林的记载：

　　蜗庐在城北，中书舍人程俱致道所居，俱政和间自监舒州茶场，上书论时政不合，来家，于

　　吴葺小屋，号蜗庐。中有长寂光室，胜义斋。尝赋迁居蜗庐诗，及蜗庐后隙地种植竹、菊、

　　凤仙、鸡冠、红苋、芭蕉、水青等七咏 84)。

程俱的园林名为蜗庐，曾在诗中云：“ 有舍仅容膝，有门不容车 85)” 属于小巧简朴型。《北山小

集》中记载了有关园林生活的状态：“ 园居荒芜，春至草生，日寻野蔬以供匕筋，今日枯枿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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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菌四五，亦取食之，自笑穷甚。86）”描写园居生活穷困，他无心打理园林，以致杂草丛生。无

论苏舜钦写自己苦闷还是程俱写自己潦倒，大概都是用自嘲的方式来表现心中的抑郁罢了。

　在苏州期间，程俱与叶梦得、贺铸等人常有往来 87）。程俱的《北山小集》中收录了诸多他与叶

梦得之间的唱和诗（< 山中次叶翰林韵五首 >），二人也曾同游湖州，比如 < 奉陪知府内翰至卞山

有诗五首 > 88）。叶梦得在政和五年（1115）起知蔡州之前有一段时间在落职奉祠，大概相似的境

遇也使两个人有更多的共同语言。程俱与贺铸的交游也在他的文集里有所体现，比如，他曾为贺

铸的诗集作序（< 贺方回诗集序 >），也常相约游览园林（< 九日块坐无聊越州使君季野舍人见过

敝庐会方回承议亦至因游章公山林登览甚适越州置酒暮夜乃归作诗一首 >）89）。贺铸，字方回，

本越人，后徙居吴之醋坊桥，作吴趋曲，甚能道吴中古今景物，方回有小筑在盘门外十里横塘，

常扁舟往来作青玉案词 90）。叶梦得为著名词人，贺铸博古通今，又擅长作词，而程俱也是诗人，

三人的交游多围绕文学创作。

　此外，也不乏曾任职苏州，谢事之后便寓居于此的事例。例如，《中吴纪闻》中关于蒋堂与他

的园林有下述记载：

　　蒋堂字希鲁，尝两守此郡，后既谢事，因家焉。自号曰遂翁，所居曰灵芝坊，作园隐圃，圃

　　之内如岩扃，水月菴，烟萝亭，风篁亭，香岩峰，皆极登临之胜。公喜宾客，日为燕会，时

　　以诗篇为乐 91）。

蒋堂的园林有峰可登临远眺，有水可望月抒怀，是他为自己构建休闲的场所和交游的空间。“ 公

喜宾客，日为燕会 ”每日宴饮赋诗，足见蒋堂在苏州的养老生活充实并快乐。《吴郡志》也记录

了隐圃：

　　圃中有岩扄，水月菴，烟萝亭，风篁亭，香严峰，古井贪山等。堂尝自赋隐圃十二咏，结庵

　　池上，名水月，宅南小溪上结宇十馀柱，名溪馆，又筑南湖台于水中，皆有诗 92）。

蒋堂的园林诗皆有存留，不可一一列举，但诗中“ 渊鱼乐且静，庭鹤寿而闲 ”、“ 自喜归休早，

全胜贺老还”等对园林以及园林生活的描写可见他的恬淡自得。

　　（正德）《姑苏志》中记载了魏了翁在苏州的宅园：

　　魏文靖公宅，宋端平间，公都督江淮，理宗赐第吴中，有高节堂、事心堂、靖共堂、读易

　　亭，复亲书“鹤山书院”四大字赐之 93）。

魏了翁在苏州的宅园是由理宗赏赐，并御赐“ 鹤山书院 ”四个大字，位置在南园巷南宫坊。不过

赐宅这件事发生在魏了翁过世之后，魏了翁被埋葬于姑苏高景山盆坞，他的后世子孙也因此定居

苏州 94）。如（正德）《姑苏志》中记载：

　郭氏园在饮马桥西南，本郭云大夫所居，有池号小沧浪，后为魏克愚太卿所得 95）。

魏克愚字明已，魏了翁之子。购买郭氏园应该是在魏了翁去世之后。《宋诗纪事补遗》卷八十四

中有一条相关记载：

　魏近思，字求已，号已斋，临卭人，鹤山先生之子。

　　<小园梅未尽放叔用府教以诗索和勉用韵以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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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化机缄莫恨迟，须知开谢各因时。物华未分随春意，梅菜先饶露玉肌。雪里精神千万态，

　　水边潇洒两三枝。何当携酒浇花去，且遣诗筒高报知 96）。

作诗时间地点不可考，但内容是围绕着园林梅花而展开的友人间的唱和。因史料限制，魏氏一族

在移居苏州后的生活还未能详考。至元代，魏了翁曾孙魏起曾经请建鹤山书院，主要用来祭祀以

及弘扬魏氏之学 97）。《道园学古录》卷七 <鹤山书院记 >有相关记载：

　　……至于延祐之岁，文治益盛，仍以四君子并河南邵氏、湅水司马氏、新安朱氏、广汉张氏

　　东莱吕氏、与我朝许文正公十儒者，皆在从配之列。魏氏之曾孙曰起者，隠居吴中，读诏书

　　而有感焉。曰，此吾曾大父之志也，何幸亲复见诸圣明之朝哉。今天下学校并兴，凡儒先之

　　所经历，往往列为学官。而我先世鹤山书院者，临卭之灌莽，莫之翦治 ; 其侨诸靖州者，存

　　亦亡几 ;而曾大父实葬于吴，先庐在焉。愿规为讲诵之舍，奉祠先君子，而推明其学 98）。

上述史料中提及魏起隐居吴中，可见，到了魏了翁曾孙一代，可能未出仕为官，在苏州过着隐居

生活，但积极地弘扬先祖之学，对学术的传播以及四川、苏州两地文化的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

　对于移居的士人来说，苏州园林是避风港，是联络情感、融入当地社会的契机。苏舜钦、程俱

的例子来看，在苏州居住时间较短，加之仕途不顺心情抑郁，积极地组织或参与宴会的情况可能

相对较少。但蒋堂本就任职于苏州，有人脉的积累以及社会声誉，所以在苏州的退休生活如鱼得

水，悠然自得，苏州是他为自己选择的令自己较为满意的养老地。而魏了翁等四川移民的到来则

是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四、结语

　士人活动与都市空间的互动的研究还处于积累阶段，梁建国先生的研究成果给出一个很好的方

向。本文以诗文、笔记、地方志等史料分析了苏州园林在两宋的发展变化，以及园林主的交游活

动。对于两宋园林的发展变化，首先，北宋中期以前，苏州城内尚未完全开发，还有大片空地可

供造园，因此园林主要集中在城内包含阊门在内的北部以及盘门周边这两处离运河较近的交通便

利地带。而到了南宋，受战争以及城市经济、人口增长等因素的影响，园林多分布在城外的昆山

以及太湖等风景优美的地域。其次，苏州名园较多，但北宋园林多追求质朴与野趣，向往与大自

然融为一体。与此相对，南宋私家园林则显得精致而奢华，注重用珍奇花石点缀，尤其盛行在园

中摆放太湖石，力求在自然环境中，以人力打造出优美景致。另外苏州著名士人较多，并多数拥

有私家园林，这些士人在交游过程中多有文化交流，对园林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促进作用。

　对于苏州的园林与士人交游，本文对本地士人与外来的园林主分别进行了讨论。北宋园林是辞

官士人理想的养老地，他们在私家园林里举行小型聚会，饮酒赋诗。另外还有较大规模的雅集，

比如北宋时期的耆老会、南宋时期的诗社等。私家园林的主要功能是居住，以及为园林主提供与

友人宴会的空间。前来拜访的士人主要是因为倾慕园林主的才学或者仰赖其社会地位。而南宋的

苏州园林因注重创造园林景致加上大量财力的投入，愈发优美精致，以其自身魅力吸引游客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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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并逐渐成为彰显士人社会地位不可或缺的工具。迁居而来的园林主各有缘由，有人因为受

到罢黜、有人因为喜爱苏州、有人因为先祖墓地在此。相对后两者相对主动的迁居，前者在苏州

的交游生活仿佛单调了许多。移民对于苏州园林文化的影响不容忽视，现阶段因笔者研究能力以

及史料的限制无法详细分析，对此还有待考察。

　笔者之前考察过湖州园林与士人交游的情况，对比此文，尝试分析一下二者的异同。首先，相

似之处颇多，比如都是处于南宋政治经济中心的地理位置；都是山水景色优美适宜居住的城市并

且有良好的造园风气，有到城外山间造园的倾向；太湖石盛行；有许多迁居而来的园林主等。但

笔者认为最大的区别在于苏州园林主多有著名士人，而湖州则多有皇室宗亲，苏州私家园林是承

袭历代园林的发展史而逐步演变而成的，但湖州私家园林主要兴起于南宋，孝宗生父子偁一支迁

居湖州是带动湖州园林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宋亡后，苏州园林得以继续发展，而湖州园林则日

渐萧条，虽后来周边市镇的园林有兴盛的趋势，但与苏州园林的发展已无法相较。笔者将以此两

篇为起点，讨论江南各城市园林发展异同的同时，考察宋代至明代的江南园林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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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苏州私家园林表 99) 

出处：（元丰）《吴郡图经续记》、（绍定）《吴郡志》、（洪武）《苏州府志》、（同治）《苏州府志》 

园林 园林主 原籍 年代 场所 特记 

北宋私家园林 

1 蒙圃 陈之奇 吴县  阊门 与苏舜钦、胡瑗交游，方惟深作诗 

2 红梅阁 吴感  天圣中 小市桥 后归林少卿所有 

3 隐圃 蒋堂 常州宜兴  灵芝坊 范师道作诗 
 

4 范氏义宅 范仲淹 吴县 皇祐初 普济桥旁、雍熙寺后 楼钥<范氏义宅记>  

5 浩然堂 曹琰  庆历间 阊门南 苏舜钦撰记、梅尧臣作诗 

6 梅都官园 梅尧臣 宣城  府治西南沧浪亭后 与苏舜钦交游 

7 沧浪亭 苏舜钦 梓州铜山 庆历间 郡学东 欧阳修作记，后章惇、韩世忠所有 

8 程师孟园 程师孟 吴县  南园旁  

9 徐祐山亭 徐祐 扬州  胥门外 梅尧臣等人有诗，组织九老会 

10 乐圃 朱长文 吴县  雍熙寺西 有《乐圃记》，交游广泛 

11 三瑞堂 姚淳   阊门西枫桥 苏轼有诗 

12 五亩园 梅宣义  熙宁间 城西北西大营门 苏轼有诗 

13 宁极斋 姚安世 吴郡  饮马桥 为方士，与王定国交游 

14 中隐堂 龚宗元 昆山  大酒巷 与程适、陈之奇交游 

15 边侍郎知白宅 边知白 吴县  金狮巷  

16 范家园 范周 吴县  雍熙寺后  

17 企鸿轩 贺铸 卫州  升平桥 在横塘有别墅 

18 酉室 王伯起    江公望撰记 

19 随缘堂 黄策 吴县   徽宗御题、策自为记、沈与求作诗 

20 桃花坞别墅 章楶 浦城 绍圣间 阊门里北城下 郡人春游赏花（五亩园旧址） 

21 五柳堂 胡稷言 常熟  临顿里 另有别墅“五柳园”在太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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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郭氏园 郭云   饮马桥西南  

23 盘隐 黄由之   盘门 别墅 

24 鲈乡亭 林肇 福州  吴江县  

25 如归亭 张先 乌程  吴江县 吴感作诗 

26 七桧堂 叶参 长洲  天庆观东 范仲淹作诗 

27 侍读小园 叶清臣 长洲  城北 蒋堂作诗，郡人游览地 

28 逸野堂 王僖 昆山  昆山 王葆从叔 

29 醉眠亭 李行中 湖州  松江 苏轼过访 

30 醒心亭 曹傃  熙宁间 葑门  

31 方惟深宅 方惟深 莆田  城东 与陈之奇交游 

32 同乐园 朱勔 苏州  盘门内孙老桥  

33 养植园 朱勔   阊门  

34 丁谓别业 丁谓 长洲 大中祥符 丁家山下  

35 贤行斋 林虑   大云坊 朱长文<贤行斋记>  

36 章綡故宅 章綡 浦城  章家橋巷 章楶之子，狮子林前身 

37 衮绣坊 元绛 吴县  带城桥东 与程师孟等组织九老会 

38 都官书院 龚宗元   虎丘 为读书处 

39 章园 章惇 浦城   沧浪亭旧址 

40 蜗庐 程俱 衢州 政和间 城北  

41 张处士溪居 张处士   西郊外 王禹偁《过张处士溪居》 

42 蓬斋 周沔   长洲县东北 与方惟深为邻 

南宋私家园林 
 

   

1 千株园 赵与  吉州 淳祐初 消夏湾龙舌山下 为读书处 

2 竹君轩 何麒 青城   汪彦章有诗 

3 自觉斋 徐蒇    与陆游、曾几有诗 

4 莲榭 徐兢 信州   曾几题诗 

5 筠谷 荣薿   西馆桥西  

6 招隐堂 胡元质 长洲  昼锦坊  

7 张氏园池 张子颜 吴县 绍兴间 南园旧址 张俊之子 

8 范参政府 范成大 吴县  越来溪畔、西河上  

9 石湖别墅 范成大   城西南石湖畔 孝宗御赐“石湖”二字 

10 就隐 张廷杰 吴县 绍兴间 华山 士人多赋诗 

11 漫庄 顾禧 吴县  毗村 章宪<题顾処士漫庄>  

12 復轩 章宪 浦城  黄（篁）村  

13 南村（卢园） 卢瑢   越来溪西、吴山下 御书“得妙堂”有匾额 

14 沈氏园亭 沈仲嘉   洞庭西山镇下 孙觌有诗 

15 善庆堂 夏元富   洞庭夏家湾 孙觌有诗 

16 环谷 王珏 乌程  尧峰山东  

17 刘舎人宅 刘震孙 四川  乐圃坊西南  

18 休寓室 孫觌 常州 建炎间 洞庭西山 罢平江知府后侨居此处 

19 道隐园 李弥大 吴县  洞庭西山 <无碍居士道隐园记>  

20 郑驸马宅 郑钊  建炎间 洞庭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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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魏文靖公宅 魏了翁 蒲江 端平间 东太平巷 理宗赐了翁之第 

22 参政高定子赐第 高定子 蒲江  仰家橋  

23 郑虎臣宅 郑虎臣 长洲  鹤舞桥东 另有小狮林在白塔子巷，多美石 

24 西园 赵思 常熟  阊门西 有宅和致堂在九胜巷 

25 臞菴 王份 吴江  松江之宾 蒙与义、吕本中、苏庠等作诗 

26 乐庵 李衡 扬州  昆山 王葆 

27 范公亭    昆山 范成大少时读书寺中游息其上 

28 双清亭 钱豫  建炎间 洞庭东山 避地所居 

29 何仔园亭    尹山 周必大曾游，見《南归录》 

30 北园 陈氏   漳潭 范成大书匾，东浦黄简为记 

31 玩芳亭 吴仁杰 昆山  昆山  

32 定轩 杨绍云 吴江  震泽镇  

33 郑氏园 郑竦   马鞍山前  

34 藏春园 孟忠厚 长洲  闾邱坊 孝宗题匾 

35 万华堂 蓝师稷   钮家巷 种植洛阳名品牡丹 

36 万巻堂 史正志 润州 淳熙间 带城桥南  

37 闲贵堂 周虎 泗州  醋坊桥东  

38 毕园 毕叔滋    范成大<简毕叔滋赏牡丹>  

39 如是斋 黄缨 吴县  光福聚坞 黄策之子，陈长方为记 

40 静庵 上官漁酉   仁美坊  

41 逍遥阁 徐深  绍兴间  范成大书匾额 

42 阮登炳宅 阮登炳   南星桥西 状元坊 

43 范村 范成大   范参政府南 多植花卉 

44 成斋 黃云   醋库巷 宁宗御书赐其子 

45 杨园 杨存中 山西 绍兴初 和令坊  

46 存复斋 吕师孟 安徽  虎丘  

47 郑思肖宅 郑思肖 福建 宝祐间 条坊巷  

48 昼锦园 赵师[睪廾]   府学西南 宁宗御题匾额 

49 茂苑堂 石珵  绍兴间 长洲县治东  

50 桃园（桃花源） 陆大猷  绍定间 吴江 名人往来，宴赏无虚日 

51 墨庄 范良遂 吴县  昆山  

52 依绿园 盛德辉  建炎初 昆山  

53 西园 卫泾 嘉兴  昆山 别墅，园中多太湖奇石 

54 止足堂 郑竦   昆山 可容数十客 

55 石涧书隐 俞琰  宝祐间 府学西 陈谦《石涧书隐记》 

56 韩园 韩世忠  绍兴间  沧浪亭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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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相关著作有：童寯 1963《江南园林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刘敦桢 1979《苏州古典园林》，中国建

　筑工业出版社；陈植 1988《陈植造园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冈大路 1988《中国宫苑园林史考》，　

　农业出版社；王毅 1990《园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周维权 1990《中国古典园林史》，清华大学

　出版社；张家冀 1991《中国造园论》，山西人民出版社；陈从周 1984《说园》，同济大学出版社；潘谷西

　2001《江南理景艺术》，东南大学；彭一刚 2005《中国古典园林分析》，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汪菊渊

　2006《中国古代园林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魏嘉瓒 2005《苏州古典园林史》，上海三联书店。

 3）郭明友 2011《明代苏州园林史》，苏州大博士学位论文。

 4）巫仁恕 2013《优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5）邓小南 1998< 龚明之与宋代苏州的龚氏家族ー兼谈南宋昆山士人家族的交游与沉浮 >，《中国近世家族与

　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pp.81-109。

 6）高柯立 2017< 宋代地方官与士人的唱和往来—以苏州为中心 >，《国学学刊》第四期，pp.54-67。

 7）许梅 2013《明清苏州文人园林的建构与转型—以士大夫交游活动为视角》，复旦大学硕士论文。

 8）关于士人交游的先行研究可参照梁建国先生 2016《朝堂之外：北宋东京士人交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关于交游空间的问题，参照平田茂树先生 2018< 平田茂树谈日本宋史研究的最新动态 >《澎湃新闻・
　上海书评》：交游的空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视角，梁建国先生在《朝堂之外：北宋东京士人交游》中指出，

　士大夫的交游，在朝堂以外，还有衙署、寺观、酒肆、茶坊等公共空间，以及住宅、庭院等私人空间。例

　如北宋首都开封的宅园，作为士大夫鉴赏文学作品、古董、美术品的场所，是其中一种交游空间。城门、

　园林、寺观、朝廷甚至衙门等处，则经常出现“ 送别 ”的情景。而在这种情景之中，士大夫通常都会赠送

　对方送别诗，或者成为“ 赠序 ”的文学作品。也就是说，关于交游空间，我们不但需要注意其具体场所，

　还要留意在这些场所中演绎交游这一行为所需的种种物件。

 9）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

10）伊原弘 1993《蘇州－水生都市の過去と現在》，講談社。

11）梁庚尧 1997< 宋元時代的苏州 >《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允晨文化，pp.334-480。

12）王蹇 1999《宋平江城坊考》，江苏古籍出版社。

13）代表作有：张勇坚 1999<< 平行图 > 与古代苏州 >，《档案与建设》第 12 期，pp.33-35。王蹇 1999《宋

　平江城坊考》，江苏古籍出版社。张维明 1987< 宋 < 平江图 > 碑年代考 >，《东南文化》第３期，pp.109-

　112。

14）汪前进 1989<< 平江图 >的地图学研究 >，《自然科学史研究》第４期，pp.378-386。

15）杜瑜 1989< 従 < 平江图 > 看平江府城的规模和布局 >，《自然科学史研究》第１期，pp.91-96。王军

　2000<融于山水间的中国古代城市>，《新建筑》第４期，pp.1-4。陈泳2006<古代苏州城市形态演化研究>

  《城市规划学刊》第 3 期，pp.55-60。乌再荣 2009< 从 < 平江図 > 看平江府城之市坊制度 >《建筑师》第６ 

　期，pp.35-40。

16）伊原弘 1993《中国人の都市と空間》，原書房。

17）同注 11。

18）据《吴郡图经续记》卷上，仓务；（绍定）《吴郡志》卷六，仓库场务。

19）图一与图二是以 (伊原弘 1993《中国人の都市と空間》原書房。)所作的平江简图为基础绘制而成。

20）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一，建炎四年二月丁酉条“ 是日，午漏未尽四刻，完颜宗弼自盘门

　入平江，驻兵府治，掳掠金帛、子女。既尽，乃纵火燔城，烟焰见百馀里。火五日乃灭。”

2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二，建炎四年三月丁未条“ 平江士民死者近五十万人，得脱者十之

　一二而已。”

22）（绍定）《吴郡志》卷第一，户口租税。

23）同注 11。

24）据《淳祐玉峰志》卷上，户口。（李勇先、王会豪、周斌等点校 2009《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乙编，四

　川大学出版社。）

25）同注 5。

26）参见脱脱《宋史》卷四百四十二，列传第二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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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绍定）《吴郡志》卷第十四，园亭，<沧浪亭记 >。

28) 同上。

29)（绍定）《吴郡志》卷第十四，园亭。

30) 脱脱《宋史》卷四百四十四，列传第二百三。

31) 朱长文《乐圃余稿》，<乐圃记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2) 同上。

33) 邓小南 1997< 朱长文家世、事历考 >《北大史学》第四期，pp.72-87。

34)（正德）《姑苏志》卷三十一，第宅。（上海书店出版社编 1990《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

　店。）

35)（洪武）《苏州府志》卷第七，园第。(成文出版社编辑 1983《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36) 参见《宋史》卷三百八十六，列传第一百四十五。

37)（清）李铭皖、谭钧培修；（清）冯桂芬纂 2008（同治）《苏州府志》卷四十五，第宅园林一，凤凰出版

　社。

38)（正德）《姑苏志》卷三十一，第宅。

39)（绍定）《吴郡志》卷第二十九，土物上。

40) 同上。

41) 参考外村中 1995< 明末清初以前の中国庭園における太湖石について >《ランドスケープ研究》59⑴。

　外村中先生在罗列了太湖石的相关代表文献的同时，分析了太湖石的性状、产地等问题，同时对太湖石流

　行的过程进行了探讨。

42) 福本雅一（2009《太湖石》藝文書院）利用诗、赋等相关史料，并结合现存园林中太湖石的特点分析了

　太湖石在唐宋及以后的时代的流行发展状况，详述了从太湖石在唐至北宋中期逐渐兴起，到徽宗艮岳以后

　真正风靡全国的过程。

43) 梅尧臣《宛陵集》卷第二十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4)（宋）周密撰；吴企明点校 1988《癸辛杂识》前集，假山，中华书局。

45) 周密《癸辛杂识》< 吴兴园圃 > “ 池南竖太湖三大石，各高数丈，秀润奇峭，有名于时。其后贾师宪欲

　得之，募力夫数百人，以大木构大架，悬巨絙，缒城而出，载以连舫，涉溪绝江，致之越第，凡损数夫。”

　有关太湖石风气在湖州的发展详见拙著 2019< 宋代的园林与交游 —以湖州园林为线索 >《都市文化研

　究》第 21 期，pp.26-39。

46)（明）计成原著 1957《园冶》卷三，选石，太湖石，城市建设出版社。

47)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朱易安等主编 2003《全宋笔记》第二编 10，大象出版社。） 

48)（绍定）《吴郡志》卷二十五，人物，“ 元绛字厚之，居带城桥。天圣五年进士，屡典大藩，以文章政誉名

　……自外召入翰林，未几参知政事，事详在国史，后以太子少保致仕，还吴中，与程公辟诸公为九老会。”。

49)（绍定）《吴郡志》卷二十六，“ 富严，大中祥符四年进士，以刑部郎中守乡郡……富氏本出处之青田，

　文忠公弼於严为叔父，严之祖始居吴，葬焉，遂为吴人。”。

50)（绍定）《吴郡志》卷二十五，“ 蒋堂，字希鲁，本宜兴人，徙于苏。祥符五年进士，任侍御史……累迁

　枢密直学士，历知应天河中府洪杭益苏州，后二十年再守苏，遂谢事。以礼部侍郎致仕，家于灵芝坊。”。

51)（绍定）《吴郡志》卷二十六，“范师道（仲淹侄）字贯之，天圣九年进士。”。

52) 同注 30。

53)（元）陆友仁《吴中旧事》。（严一萍选辑 1968《百部丛书集成》，艺文印书馆。）

54)《宋史》卷四百三十二，列传第一百九十一。

55) 龔明之《中吴纪闻》卷一，<陈君子 >。（朱易安等主编 2003《全宋笔记》第三编 7，大象出版社。）

56)胡昭曦 2004《宋代蜀学论集》< 宋代蜀学的转移与衰落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pp.263-

　284。

57)邓小南 1996< 北宋苏州的士人家族交游圏—以朱长文之交游为核心的考察 >《国学研究》第三卷，pp.

　451-486。

58) 龔明之《中吴纪闻》卷二，<中隐堂三老 >。

59)龔明之《中吴纪闻》卷一，<徐都官九老会 >。

60)参照周扬波 2005《宋代士绅结社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另外，木田知生 1979< 北宋時代の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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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と開封 >（《東洋史研究》38-1、pp.51-85。）中论述了洛阳文人士大夫交游，涉及到退休官僚的退休生

　活、在园林等地召开洛阳耆英会等内容，北宋洛阳园林盛行并聚集了许多退休的官僚形成文学团体，与苏

　州有许多共同之处。

61) 参照邓小南 <北宋苏州的士人家族交游圏—以朱长文之交游为核心的考察 >；<朱长文家世、事历考 >。

62) 龔明之《中吴纪闻》卷二，<朱乐圃先生 >。

63) 朱长文《乐圃余稿》卷一，卷五。

64) 龔明之《中吴纪闻》卷三，<方子通 >。

65) 同注 30。

66) 朱长文《乐圃余稿》卷三。

67)（绍定）《吴郡志》卷第十四，园亭。

68) 同上。

69) 参照夏汉宁、黎清、刘双琴等著 2011《宋代江西文学家考录》，中山大学出版社。

70) 范成大《石湖诗集》卷二十五，卷二十九，卷三十三。（王云五主编 1985《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

71) 范成大《石湖诗集》卷二十。

72) 同上。

73)（同治）《苏州府志》卷四十五，第宅园林一，“ 乾道八年壬辰三月上已，周益公以春官去国，与其兄必

　达过之，成大置酒园中，夜分留题壁间，云：吴台越垒距盘门才十里，而陆泬于荒烟野草者千七百年，紫

　微舍人始创别墅，登临之胜，甲于东南……成大愧谢曰：公言重，何乃轻许与如此！益公曰：吾行四方，

　见园池多矣，如芗林、盘圃，尚乏此趣，非甲而何”。

74) 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七一，<乾道壬辰南归录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5) 范成大《骖鸾录》。（王云五主编 1985《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

76) 周必大《文忠集》卷六十一，<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7) 详见拙著 <宋代的园林与交游 —以湖州园林为线索—>。

78) 范成大《石湖诗集》卷二十，<次韵同年杨使君回自毘陵同泛石湖舟中见赠 >。

79) 苏舜钦 <沧浪亭记 >。

80) 苏舜钦《苏学士文集》卷第八。（张元济辑 1929，四部丛刊初编复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

81) 苏舜钦《苏学士文集》卷第三。

82) 脱脱《宋史》卷四百四十五，列传第二百四，文苑七。

83) 李欣、王兆鵬 2006< 程俱年谱 >（上）《中国韵文学刊》第 20 卷第２期，pp.97-106。

84)（绍定）《吴郡志》卷第十四，园亭。

85) 程倶《北山小集》卷三 <迁居城北蝸庐 >。（王云五主编 1966《四部丛刊续编》台湾商务印书馆。）

86) 程倶《北山小集》卷五。

87) 根据李欣、王兆鵬 <程俱年谱 >（上）。

88) 程倶《北山小集》卷十一，卷三。

89) 程倶《北山小集》卷十五，卷五。

90)（绍定）《吴郡志》卷第五十。

91) 龔明之《中吴纪闻》卷一，<蒋密学 >。

92) 同注 29。

93)（正德）《姑苏志》卷三十二，园池。

94) 参考彭东焕 2003《魏了翁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

95)（正德）《姑苏志》卷三十二，园池。

96)（清）陆心源撰，徐旭、李建国点校 1997《宋诗纪事补遗》，山西古籍出版社。

97) 关于苏州鹤山书院，参见金甲鉉 2017< 蒲江・靖州・蘇州における宋元鶴山書院の比較研究 >《大阪市

　立大学東洋史論叢》，pp.39-52。

98)（元）虞集《道园学古录》。（陆费逵总勘 1936《四部备要》，中华书局）。

99) < 宋代苏州私家园林表 > 中收录了可确认年代的私家园林，除了摘自地方志，还参照了邵忠编 1992《苏

　州园墅胜迹录》（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以及魏嘉瓒 1994《苏州历代园林录》（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52



宋代苏州园林与士人的交游

53

　苏州园林作为中国古典园林的代表、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展变化。从春秋时代起皇家园林、寺观园林、

官署园林、私家园林等园林类型陆续登场、宋代以后私家园林成为主流、特别是南宋以后、私家园林基本集

中在江南、江南作为政治经济中心、成为了士人与权贵的聚集地、交游活动盛行。为了全面了解宋代士人的

交游情况、有必要对苏州这种士人广为聚集并且园林文化发达的地域进行探讨。两宋园林的发展变化首先体

现在园林分布、与北宋园林基本分布在城内有所不同、南宋私家园林多分布在城外的昆山以及太湖一带、园

林主中也不乏像朱长文、苏舜钦、范成大等著名的士人。而且、在南宋、私家园林逐渐一改北宋中期质朴的

风格、开始追求奢华。士人的交游活动与园林空间密切相关、苏州园林是士人官途挫败时的避风港、脱离官

场时的养老地、也是彰显士人社会地位与品位不可或缺的工具。通过诗、笔记等史料可以了解到在苏州园林

这样一个空间里由士人展开的宴会、雅集、互赠诗文等交游活动。本文在分析两宋私家园林发展变化的同时

尝试探讨士人的交游活动对园林空间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苏州；私家园林；士人；交游；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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