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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園池自然景觀

                          I） 園林元素概說    

南蓮園池設計以唐絳守居園池為藍本。公園設計，因應附近環境，如西面的高架公路，周邊的高樓大廈，堆

山叠疊石，引水築池，廣植樹木，建成城中古園，鬧市綠洲，阻隔噪音廢氣，自成一角清幽：又因地借景，把北

面山脈最佳景觀攝入園中。園池面積雖不大，但仍然可做到景貌寬宏，成為園林精品。南蓮園池採用傳統古園林

單向迴遊的布局，自然的園路環繞全園。沿路漫步，景隨步轉。園路猶如導遊者，帶領遊人循最佳路線、最佳角

度遊覽，觀賞園池。

                          II） 園池山石概論

在中國古典園林中，石是園之「骨」，也是山之「骨」。文震亨在《長物志 . 水石》中云：「石令人古，水令

人遠，園林水石，最不可無。」

建造園林，或因地利勢，或築土置石成山，而後誘水成河、導水為池、植樹成林，然後依山就水，借景建設

樓亭小品，串以蹊徑，經美學規畫而成園林。

1） 堆山置石

園池設計依絳守居園池，西北高，東南低，山丘由西北向東南伸展，負有阻隔園外高架公路與區內街道

喧囂之功能，沿線飛瀑濺玉，碧潭生涼，氣韻生動，直至園池東面的最高峰—龍門樓。園池內堆土疊纍石成

山，佈設，以山為導向，有東山、南山、西山，有青龍山，有湧泉山，有以形態取名的鼇 原〔相傳龍生九

子，鼇為其一。鼇實為大海龜，指土坡狀似鼇背； 為豬掘地之狀，亦以形容地形〕，有以綠化種植命稱名

的紫薇山、香山、茶山、榆山、槐山和青松山。各有風姿，各自勝長。置石方面，主要石材取自珠江流域西

江水系紅水河，包括：天峨石、岩灘彩玉石、都安石、來賓石、合山石(彩陶玉)等，尚有取材自三江的龍勝紅

碧玉、摩爾石、斷層角礫岩、東江石、太湖石、玄武石(六方石)、硅化木木化石、三江石、彩陶石、粵北青花

石，並有原地石材，共重約八千噸。不同石材在園中適當配置，構成大型池中島、置石、叠石等，其中的木

化石與石館內展覽的岩灘彩玉奇石特具觀賞價值。景點包括九山

八海、湧泉山、海雲石、須彌山、南蓮照壁，以及起於園池

本址的原地主石之須彌臨景。

2） 廣西石材

南蓮園池的主要石材來源於廣西紅水河。

紅水河是珠江流域西江水系的幹流。因流經紅

色岩系地區，河水呈褐色，故得名紅水

河，園池中所用石材多產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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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水河高峰夾岸，河床深邃，該地域的地層屬二疊紀，三疊紀地層，形成於三億年前，屬沉積岩，以硅質

粉砂岩或硅質凝灰岩構成。湍急的水流，水位落差達數百米，蘊藏了豐富的水力資源，獨特的沿河地質，礦

藏豐富，地貌孕育了獨具神韻的廣西水石。

紅水河全流域都是寶，上游有天峨石，中游有大化石、都安石、彩陶石，下游有合山石、來賓水沖石、大

灣石等石材。而園池內主要的石材有：

· 大化石

大化石，學名岩灘彩玉石，產于廣西大化縣岩灘的紅水河段。深藏奇石

的紅水河段長約六公里，據潛水人員介紹，岩灘採石區水深約30-60米，河

床下水沙激流，地形多變，打撈難度大。

海雲石：	源自廣西紅水河，石紋如海浪滔滔，如雲霞飄渺，令遊人有「海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之感。特別在黃昏時分，海雲石沐著瑰

麗的霞暉夕嵐，宛若天邊彩雲，尤覺人生如海潮、如浮雲，瞬間

流逝無垠。

石館：南蓮園池石館以展示廣西大化縣巖岩灘紅水河段的大化

石為主，讓遊人可以觀賞園林中奇石之美。石館特色是品種單

一，但耐看，更可以坐在清涼的石塊上，細意撫摸欣賞。大化石

甚具觀賞價值，符合現代的審美觀念「形、質、色、紋、韻」，

大化石形態宏大多變、石質堅硬圓潤細膩、色彩豐富、紋理層出

不窮、韻味無窮。

石館前有一株羅漢松，體態優美，龍姿飛揚。這裡展示廣西大化

縣巖岩灘紅水河段的大化石。彩玉石生成於古生界二疊系，距今

約2億6千萬年前，屬海相沉積硅質巖岩，色彩艷麗、古樸，有

褐、黃、紅、翠綠、橘紅、陶白等色。

南蓮照壁：南蓮照壁立於蓮台之上，五石主次分明，顧盼呼

應。石膚溫潤如脂，富有光澤，層理變化有序，

色韻自然，紋理清晰。不僅有山石的峻高巉峭之

狀，且有泥土，有樹木，似有流水，使人有明

快、恬適、流動之感，對大自然有「千巖競秀，

萬壑爭流」的遷想妙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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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陶石

彩陶石，因表面有一層罕見的天然彩軸而得名，尤以產於柳州地區合山

市馬鞍村的紅水河河段，故又名馬鞍石。形色質紋俱佳，尤以綠彩陶最為珍

貴；而綠質黃釉具有唐三彩之神韻；一石二色的鴛鴦石亦獨具特色；黑彩陶

石質細滑，潤澤感佳，此外，尚有淺藍色、青灰色、古銅色等等。均為珍稀

石材之一。

· 三江石

三江石，主要產於柳州地區三江縣境內融江河段，其上游龍勝縣境內大

地和侗烈也有出產。外形多呈卵狀，石質堅硬細密，表面潤澤光滑。常見

有：彩卵、黃蠟蜡和黑卵三大類。彩卵色彩豐富，多以黃、紅、紫三色為主

要色調，或游光溢彩，或古色古香，以石之氣韻獨特見長：黃蠟石，橙黃油

潤，表面常見有奇特的皺紋，顯得滄桑老氣，古感甚濃，十分罕見，被視為

三江石之上品。

· 來賓水沖石

來賓水沖石，又稱來賓石，產於廣西柳州地區來賓縣境內的紅水河中。該地石質地堅實、細膩，石膚光

滑，常有金屬光澤；色澤古樸沉穩，以黑、黃、青灰為主色調；紋理清晰，構圖巧妙；整體石形顯得穩重大

方，具有特殊美感。

來賓水沖石以灰質岩石為主，內含有燧石、核灰石和灰岩，硬度約6度；有純黑、灰黑、土黃、黃褐、墨

綠等色，以黑、褐、墨綠色居多，其中黑色最為常見；由於湍流亙古沖蝕、砂石磨礪，表面細潤光潔，有獨

特的水洗度及光滑濕潤的手感；形態富於變化，有象形、景觀、抽象、奇巧等不同類型；有些水沖石一面光

滑，另一面則呈道道劃痕，顯得凹凸有致；石中紋路細密舒展合度，或飄逸靈動，或深沉古樸，恰似寓意悠

遠的畫卷。

· 木化石

木化石，地質學上稱硅化木	(petrified	 wood)	。木化石是古代樹木的化

石，在億萬年前被火山灰包埋，因隔絕空氣，未及燃燒而整株、整段地被保

留下來深埋於地下，後又由含有硅質、鈣質的地下水淋濾、滲透，樹木體內

的有機物被礦物取代，木頭變成了石頭。面對古樸朴、奇異、珍稀的木化

石，清．乾隆曾寫：「異質傳何代，天然挺一峰，誰知三徑石，本是六朝

松。苔點猶疑葉，雲生欲代龍。當年吟賞處，借爾撫遐縱。」這豈是「六朝

松」，一般至少也是一億數千萬年前的樹木變成的化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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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方石

六方石為六面柱狀構造的火成巖岩，產生于中生代，侏羅紀中期，距今約一億六千萬年至一億九千萬

年。由火山噴發活動，噴出熔融的巖岩流或白熱的火山灰流，可能在接近地表的條件下，相對快速冷卻，內

部發生收縮，形成柱狀節理，既為特徵明顯的六方形石柱，俗稱六方

石。

園池中榕林內的之石桌石櫈，皆以六方石橫切而成的。根據化學

成分分類，屬玄武岩，是一種細粒致密的黑色火成岩。

2） 其他石材

園內次要的石材為廣東粵北的青花石：

· 青花石

青花石，主要產於廣東樂昌市境內主要河流武江河，其次有九峰溪流。帽子峰是粵北的最高峰，山高林

茂，溝壑縱橫，河流落差大，有著極其豐富的奇石資源。

九山八海：踏入前庭，空間豁然開朗。庭前向遊人展現的置石是「九山八海」。相傳大禹把中國大地分為

九州，自古以來人們就稱華夏大地為九州。九塊巨大的青色巨石，組合有致，在藍天、綠松的

映襯之下，具突顯華夏大地的壯觀美麗。而四周配以古拙的羅漢松，還有各式的植物如黑檀、

木棉、銀杏、佛肚竹等，高低錯落，十分大氣。遊人由煩囂的都市轉入寧靜而悠閒的唐式園

林，感受到園中的清靜

幽雅。沿左踏上曲徑，

左首西山上的羅漢松和

枸骨蒼潤挺拔，令人精

神為之一振。

· 原地 / 地主石

池內還有在園池原址，因建設園池而掘起的原地地主石，也依古園林佈置

法度，佈設在松茶榭中庭與須彌石相互增勝，以及在東山和風堤以作園池景綴及屏護。

須彌臨境：「須彌臨境」是松茶榭中庭置石。佛教宇宙觀認為，宇宙是由三千大千世界組成，而須彌山是

矗立於其中一個小世界中央的最高山，以它為中心，周圍有八山，八海環繞，形成一個小世

界。這個世界中心的須彌山，也就成為世人心中褔智無量的聖地了。須彌山為梵文Sumeru音

譯，意譯作妙高山，原是印度古神話山名，後來被佛教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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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峨石

天峨石產自紅水河上游的柳州近郊的天峨河段，是廣西名石之一。天峨石原岩為2.62億年前三二疊紀的

沉積岩，以粉砂岩為主。原岩接觸到火山噴發帶來的火成岩，在熱力下變質，矽化程度很高，使岩石變硬。

湍急的紅水河，常帶有大量泥砂，沖刷雕琢，使天峨石變得千姿百態。

· 摩爾石

“摩爾石”是廣西紅水河近年被受重視的一種水沖石，當地人稱它為“廣西水沖石”，或俗稱為“磨

刀石”。在一次全國性的藏石珍品展中，有人以此石種送展，命名為“摩爾少女”，因其獨特的形狀，

極具抽象意味，又富雕塑張力感和藝術感染力而被評為金獎。自此，人們便以英國現代雕塑大師亨利	.	摩爾

（1898—1986）來為這一石種命名。摩爾石的原岩是緻密塊狀的砂岩，因成岩後受火山噴發作用影響，經

接觸變質，塊體較大，不存留層理面。而岩石中的成分、結構存在局部差異，因而形成一些不穿透石體的節

理，這些部位受河流水蝕及沖刷而被蝕去，留下沒有裂隙的堅硬塊體。又因為河床的特殊環境，令難保存下

來的弧形彎曲部位得以保存完好，從而形成十分奇特的外形。

                              III） 理水

文震亨在《長物志	.	水石》中云：「石令人古，水令人遠，園林水石，最不可無。」在中國古典園林中，如果
石是園之「骨」，那麼水可以說是園林的肌理。

建造園林，或因地利勢，或築土置石成山，而後誘水成河、導水蓄池、以為肌理，再依山就水，植樹成林，

借景佈設樓台榭軒亭橋等建築小品，串以蹊徑，經美學規畫而成園林。

水在南蓮園池佔有很重要的地位。蓮池和蒼塘是整個園池設計的中心，其間繫以松溪，注以湧泉。此外，又

綴以銀帶瀑布和浣月池，創造出園池姿采異常豐富的水景；飛瀑、湧泉、清潭、流水，各具性格，並有改善生態

環境、營造空間的作用，予遊人恬靜、安然幽雅的感覺。

1） 湧泉跌水

絳守居園池西北高，東南低，而從城北引入泉

水，引水入池，落差三丈多，形成懸瀑。南蓮園池

以此為藍本，於園池西北堆土置石成湧泉山，導水

自山石湧出，跌落而下，形成瀑布，稱湧泉跌水。

泉水瀲灧，水波激湧，水珠回落仿如細雨瀝瀝，令

人神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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