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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四　　復建唐式園林、開拓心靈境界

遊園，自古都是帝皇權貴的專利。在喧囂的鑽石山，南蓮園池將復建唐式庭園重現眼前，供大眾欣賞。

西方園庭的建築概念，是供遊玩、嬉戲，或聚會之所；東方庭園卻強調「可遊可息」。可遊，是生命中的

一種動力開展；可息，是讓生命休養生息，是為君子的德行。

是故，遊園不單是一種感觀享受，更是一種個人修養。

說南蓮園池是復建唐式庭園，因它齊備古典庭園的元素，設計構思是以山西絳守居園池作藍本。只是，它

更像一個露天博物館，因它在展現一個唐代木建築群的同時，還帶出了中國深厚的文化，和歷代的人文風

景。	

中國的造園藝術，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從周、漢的萌芽期，主要建造皇家庭園，造園概念依然淡薄。

到魏、晉、南北朝，園庭逐步從狩獵的功能性，轉化為觀賞藝術的層次，園林設計呈現了再現自然山水的

原則。到了隋、唐這成熟期，更有文人直接參與造園活動，從而把園林藝術與詩、畫相融合，讓園林增添

了詩情畫意。	

而這些文人，作為士大夫階層，總不免被傳統哲學思想所薰陶，而中國古代哲學思想離不了儒、道、佛三

家。儒家思想講求重人倫而輕功利；老莊代表的道家崇尚自然，追求虛靜；而佛教追求清靜自在境界，與

老莊思想同出一轍。凡此種種，匯合起來，在庭園內塑造出一種文人所特有的恬靜和情趣，當中不單有

詩、有畫，更有遠凡塵、脫世俗的情懷，和著人凡事也別偏執的含義。	

是故，遊園的趣味，得從個人出發，你是否見山是山，見水是水，當中不失為一種修煉。修，也是一種過

程，得先學習如何欣賞。	

南蓮園池是一個單向回遊設計的庭園，隨著園徑漫行，步移景轉，兩旁所展現的山水景色，集合了中國古

典園林的四大元素：山石、水泉、古樹、木建築。觀賞時，除了眼睛的視覺享受，還有耳聽、鼻息，和身

移的觀感接收。	

山		石

園林藝術借各種自然元素去表達理想中的美妙境界，其中以石為整個園林的骨幹。山丘要以疊石去凸顯峰

巒相連的氣勢，水池花木亦要借嶙峋的蒼岩奇石去映襯出秀麗的景色。是故明代文震亨的《長物志	 .	 水

石》提到：「石令人古，水令人遠，園林水石，最不可無。」造園講究因地取材，江南的園林多置太湖

石，南蓮園池的石材則取自廣西紅水河。其中有紋理變化多端的彩玉石、色澤與唐三彩相近的彩陶石、花

色似古瓷的青花石。細心觀賞的話，每塊山石其實都各具雅趣。像園池的入口，是一個九山八海的石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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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著古人的世界觀，神州大地代表世界，園林代表小宇宙，喻意人也是小宇宙，置身園中，領會如何跟

大宇宙溝通。	

古		樹

樹林是園林生命力的象徵。南蓮園池種植了五十五種樹木，其中包括如紫薇、杜鵑等花季各有不同的觀賞

花，桂花、十里香等香花和為遊人提供庇蔭的榕樹，而不同季節的花香，為遊園增添情趣。因應各樹種不

同的特性而安排位置，挑選樹齡不同的樹組合在一起，加強景觀的層次感。植樹不單為了重現自然，更要

借樹木與園中其他元素配合去營造出畫意的味道。最能體現畫意的是園內的千多株羅漢松，亦是全園特色

所在。羅漢松屬本地樹種，葉翠綠而明亮富光澤，生長緩慢但壽命極長。松樹自古即是中國理想人格的象

徵，荊浩《筆法記》形容松樹「枉而不曲、倒掛未墜於地下，分層似疊於林間，如君子之德風也」正是最

佳寫照。	

水		泉

亭橋──橋頂飾以銅製鳳凰，屬遠觀景點之一。「水隨山轉，山因水活」，營造園林的優劣取決於理水。

水的佈置牽動著整個園林的節奏。水貴有源，南蓮園池於西北角堆土設湧泉山，導水自山石湧出，跌落而

成瀑布，是整園的動力來源。水經亭橋注入蒼塘，頓時變得開闊而平靜。塘面映照出水榭花木的景色移步

換影，晝夜四時各有不同。塘中有肖形的鶴島、龜島，一起與塘中眾多錦鯉向蓬萊、蘇鐵二島游去，動靜

得宜，是池石配搭的佳例。除了用眼去欣賞，遊人亦可洗耳恭聽那流水的淙淙清音，這才「足以極視聽之

娛」。而六百多條錦鯉，卻帶出了一個道家智慧，即「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喻意人要無執，

生命才得自在。

木建築

邊走邊看只能領會到園林動態那一面，其中各景致的微細變化要靠靜觀去慢慢感受。園中的木建築即是造

園者精心安排的落腳點，讓遊人停下來靜心欣賞園景。園林建築主要有亭、台、樓、閣、榭和軒等不同類

別。這些建築大小高低各有不同，本身亦構成景色的一部分，為園林空間增添了層次感。如蒼塘畔的水月

台和槐亭，座落於園池最佳的觀景位置，坐在其中可飽覽園中美景。蓮池上以子、午二橋連接的圓滿閣是

全園最高的點題建築，八角屋簷與八葉蓮瓣造型的蓮池相映，為志蓮淨苑的中軸線畫上圓滿的句號。	

西方園林以法國古典主義為代表，講求幾何對稱，有明顯軸線引導，就連花草樹木也修剪得方方整整，強

調人工美。東方園林則本於自然，高於自然，把人工美與自然美巧妙結合，從而做到「雖由人作，宛自天

開」。

是故，踏進這個庭園，別忘敞開心眼，不要停留在「功能式公園」的層次；要不然，就白白浪費了這個復

建唐代建築的一番景致，也錯過了一個修身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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