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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古典园林中的门窗艺术
陈　玮

（无锡太湖学院，江苏 无锡 214000）

摘要：在江南古典园林当中，汇集着我国无数传统文化精粹，处处彰显着古人的智慧以及极具辨识度的艺术风格，在传统文化这双

巧夺天工的大手之下如同被精心雕琢而出一般。作为江南古典园林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门窗不仅与建筑起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在实用

性与艺术性方面也较为突出，且古典园林当中的门窗具有丰富的样式，给人们带来了视觉上的享受。门窗艺术拥有较为深厚的历史底蕴，

从汉代开始兴起，到隋唐达到鼎盛。本文主要分析了江南古典园林的洞门花窗造型艺术以及它们所体现出的文化内涵，阐述了其如何与

传统文化思想融合后与园林环境形成和谐统一，深入探究其审美意境，从而挖掘出古典园林中门窗艺术的应用价值与现实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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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园林是我国极具文化特色的艺术，在世界园林史上留下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古殿园林当中拥有精湛的造景艺术，其

中所蕴含的额精神文化内涵，体现出了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幽美

而别具一格的情感与精神追求，这种充满智慧的表达方式，具备

着极高的艺术性，同时也拥有着浪漫主义的诗意，是我国时代艺

术与艺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古典园林中门窗的设计，也拥

有着浓厚的人文色彩。随着时代飞速发展，人们开始思考中国古

典园林当中的精神内涵，并积极应用在环境创造当中。当下，随

着传统文化渐渐觉醒，尤其是在门窗艺术方面，应该结合时代的

特性与古典园林门窗中的设计，创造出具备中国特色的门窗设计

体系，同时也促进中国式园林的革新与发展，创造出符合中华文

化又不落俗套的生活环境。

一、江南古典园林中门窗艺术的概述

中国古典园林主要分为皇家与私家两大体系，由于阶级地位

的不同，皇家园林与私家园林各自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审美风格。

皇家园林恢宏大气，尽显皇家威严；私人园林一步一景，曲径通幽，

拥有雅致情趣。江南古典园林的代表有：拙政园、留园、狮子林

等，这些园林大多构思巧妙，内敛含蓄，吸引了大批文人墨客与

风流雅士，留下了许多的故事。江南古典园林当中的洞门花窗具

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造园手法上也有极其精致的设计思路，但

目前针对其造型设计进行文化与艺术探讨的研究非常少。现存对

园林洞门花窗进行研究的书籍有现代苏州民俗建筑协会编著的《苏

州园林营造录》、明代刘敦桢《苏州古典园林》以及明代计成《园

治》，这三本书籍立足于施工实践视角，阐述了窗和门的图案样

式与具体技法，但仅限于浅层表述，并未深入探讨。其他研究文

献或以欣赏为主，或以历史回顾为主，或者对施工技法介绍为主，

并未对门窗艺术做出深入探讨。笔者认为，应当从文化内涵与美

学意境方面对洞门花窗艺术进行分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洞

门花窗的艺术研究。首先要对洞门花窗的文化内涵进行挖掘，从

元代以后，明清时期有丰富造园经验的匠人，也有文学底蕴身后

的文人，更有技艺精湛的画家，在融合了各种优质元素以后，让

洞门花窗借景、透景、遮景已经图案的使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呈现出了“实中见虚，虚中见实”的巧妙意境；其次，对洞门花

窗的形式和材料、尺寸和位置、造型和图案进行重新整合；最后，

对其独特的空间功能和审美特性给予总结，强调其对现代艺术的

影响。

二、门窗在江南古典园林中的作用

《道德经》所言：“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

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句话的意思是，想要建造房屋的话，

在墙壁上必须要留出门窗的位置，才能让空气进出无碍，如此房

屋才有了居住的作用，由此可见从古至今门窗的重要性。贝聿铭

说过“在西方，窗户就是窗户，它放进光线和新鲜的空气；但对

中国人来说，它是一个画框，花园永远在它外头”。古典园林中

的门窗不仅拥有较强的实用性，还具备一定的观赏价值。在园林

的房屋、围墙上，有着各式各样的门窗，只建筑工艺异常精美，

除了基本的门窗功能性以外，这些门窗的存在还让园林空间得到

了一定的延伸，促进了内外部的联系与交流。此外，其本身具备

的优美线条和精美纹样，与园林其他元素一起，构成了独特的造

园手法。

三、门窗的演变历史

门窗最早出现在西周，但是能够看到具体形象是在汉代殉葬

品上，对当时的门窗样式有所展现，其拥有着不同的形式，如单

扇门、落地窗，窗棂式样有网纹、锁纹、横棂等。在唐代时期，

其建筑气势恢宏，但大多在漫长岁月中损毁，仅存的一些寺庙以

及画卷上，对党史门窗的记录大多是板门与直棂，还出现了类似

于隔扇窗的形式。宋代在沿用了板门与直棂窗这两种形式外，已

经开始广泛应用隔扇窗了，并且还记录了格子门、软门、乌头门、

阑槛钩窗等多种类型并记录了尺寸大小及详细图样。门窗在明清

时期进入鼎盛期，尤其是在园林建设当中，被演化成了各式各样

的形式，门窗图案的雕刻也海纳百川。不到园林，不知园林春色

几许，只有真正感受园林，才能从根本上分析出园林门窗的艺术

特色。

四、洞门花窗的定义及造型

在江南古典园林当中，常常设置有洞门，而洞门又被称之为

月亮门。若是从空间位置上来进行区分的话，大致可分为园中园

的门、园区阻断门、围墙上的们等。洞门的形状也具有多变性，

会随着环境、位置以及作用的不同而随之变化。而在古典园林当中，

洞门的形状较为简单，一般采用的是方形、圆形还有多边形，这

种为了搭配景观而设置的洞门被称之为“什锦门”。而根据门洞

边框线的特征，可将其分为混合式、曲线式和直线式。洞门的位

置一般开设在云墙或者其他墙面上，也有开设在亭、榭、长廊等

必经之路，一方面是为了配额景观，二是为了方便人们进出。在

园林的主要位置，洞门的长宽通常都在两米左右，而次要位置的

洞门高度在两米左右，而宽度则在一米。在结构和材料上，有的

洞门不设砖细边框，尤其是对于古汉瓶、葫芦形、秋叶形这种曲

线形门洞；而有的则设有砖细边框，设砖细边框的月洞门，其边

框以弧形青灰色清水磨细转贴砌。洞门的侧壁和顶板，使用灰青

色水墨方砖细构件镶砌，在上面刨除挺秀的线脚，在安装完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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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使用油灰嵌缝，并将砖屑与猪血混合，补在转面和线脚的空隙中，

等待晾干之后打磨平滑。

五、漏窗的定义及造型装饰

在园林的各种墙垣上，有着各式各样的漏窗，它们是由望转、

瓦片等材料制作成漏空图案，古人将这种形式称之为“漏砖墙”

或者是“瓦花墙”。在园林的建造当中，一般会加之以花木、山石、

亭台等景观作为点缀，以便让游历此处的人能够通过漏窗的窗格

观赏景物，实现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景色美。顾名思义，漏窗

的重点在于这个漏字，其宗旨便是实中有虚。以整个墙面作为例

子来说，是以实墙为主，镂空部分为次。所谓漏字的秘诀，便是

在相对封闭的园林风景当中，设置几个漏窗可以更好地实现空间

互通，让内外景色产生一定的联系性，从而达到引人入胜的目的。

使用漏窗的形式，可以有效改善墙面呆板的问题，能够令其产生

丰富的变化，赋予景观较强的层次感，也能够从一定程度上拓展

空间，增强艺术感，在藏于露之间，令人产生探幽寻胜的心思，

更能体现出庭院深深深几许的诗意境界。在形式上，漏窗形式多变，

有扇形、海棠形、石榴形、葫芦形、莲花形等，尽管漏窗的形式

多变，但是其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的规律。由于漏窗的形式较为优美，

故而其出现频率高的地方一般都在视线集中处，能够更好强化视

觉效果，增加园林整体的意境。在镂窗窗芯方面，在结构上通常

使用的是同一种要素以及形状，骨骼上分为特异、发射、近似等；

格律上有米字格与九宫格；种类上有填充纹样、四方纹样以及自

由纹样等。镂窗窗芯形式多变，取材范围异常广泛，以苏州拙政

园为例，其漏窗使用的材质便多达二百余种。

六、江南古典园林洞门花窗造型装饰的文化内涵

古典园林门窗造型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内涵，能最大程度渲

染园林意境，能够体现出园林主人的文化素养以及审美能力。在

江南古典园林的门窗当中，其中的图案设计都美轮美奂，是工艺

美术的巅峰。叶圣陶曾经在《拙政诸园寄深眷》当中说过：“苏

州园林里的门和窗，图案设计和雕镂琢磨工夫都是工艺美术的上

品。大致来说，那些门和窗尽量工细而决不庸俗，即使简朴而别

具匠心。”故人在园林的建造方面，尤其是文人参与造园，会详

细推敲每一处细节，在景观搭配与设计上利用其文化特质细心规

划，将自身的苦乐悲欢全部杂糅在园林的设计当中，将自身意趣

与园林景观完全融为一体，在创作时充分发挥出自我的价值。在

江南古典园林的洞门花窗造型当中，融合了释、儒、道三种理念，

形成了极具特色的美学思想基础。其一是主张入世，引用儒家文

化，这种体现在一些对称图形上；其二是道法自然，避世修身的

道家文化，旨在追求自由与长生，故而园林设计中拥有五福捧寿

图、蟠桃图以及盘长图等；其三是佛教文化，在洞门花窗之中有

不少莲花与万字，且出现的频率较高。综合来看，园林艺术的产

生受到了诸多方面的元素影响，包括地域、历史、人文、民俗等

等，乃是社会文化生活的展现与传统历史文化的积淀。在园林当

中，漏窗的图案便与社会文化生活联系密切，我国历史上的人民

向往和平宁静的生活方式，崇尚大国盛世。从江南古典园林当中

的洞门花窗造型装饰的分析便能够看出，其图案都有着吉祥的寓

意，漏窗更是传统民俗意义和人文精神的集合物。在表达志向与

情操方面，造型装装饰主要有梅花纹、岁寒三友、冰裂纹、荷花、

四君子；在体现个人修养和爱好方面，造型装饰主要有四艺（琴

棋书画）、海棠。此外，在江南古典园林的漏窗艺术当中，还运

用了多种图案，通过借喻、谐音、比拟、双关、谐音等方式，来

达到寓意吉祥和传情达意的效果，其中还有期盼升官、寻求富贵、

驱邪避凶、子嗣兴旺等愿景；通过洞门花窗的造型、寓意以及整

个古典园林，大多数园林拥有着还想要通过在这种环境当中达到

参禅、悟道及修身的目的，追求精神上的升华。

七、江南古典园林洞门花窗艺术的功能性

门窗有着采光、通风和出入的功能，可以说是房屋和院落必

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初，门窗的出现只是追求实用性，观

念较为朴素。而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们审美能力的提升，

门窗的样式开始变得多了起来，具备了一定的空间形象，能够体

现出文化属性。而江南古典园林当中墙上开窗或是开门，除了其

本身功能意外，还能让建筑内部空间产生分割感与延续感，丰富

了整体建筑的层次。

（一）遮挡隐蔽，探幽寻胜

门窗能够实现内外空间的互通，漏窗开设在墙面上有助于空

间的延伸，以及具备一定的引导作用。景窗起到趋外避内的作用，

人们通过景窗能够看到外面的风景，而景窗下面通常种植竹子或

堆砌假山，由于景窗无法打开，所以外人无法通过景窗窥探墙内

的具体构造，既满足了采光需求，又让室内保持了一定的私密性，

达到了遮蔽的目的。唐志契《绘事微言·丘壑藏露》中还说：“主

于露而不藏，便浅露；即藏而不善，藏亦易尽矣。然只要晓得景愈藏，

景界愈大；景愈路，景界愈小。”由此便可得知，在江南古典园

林洞门花窗的设计当中，具备着遮与引的艺术特性，两者还拥有

一定的辩证关系。如苏州园林内部的遮隔艺术，具备着善隔善藏

的特色，这对于增添其深幽意境、以小见大的美学特征有积极作用。

（二）洞门花窗的造景功能

 刘义庆《世说新语》中有言：“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由此可知，从古时起门窗便已超过原有的采光和通风的基本功能，

而是加入了审美、精神与情感方面的追求，谢眺的“辟牖栖清旷，

卷帘候风景”进一步指出了窗的框景、借景的景观功能。江南古

典园林大多数建在城市当中，要想在这样一方天地模拟自然山水，

需要采取各种造园手法，采用框景、漏景、分景、对景等手法，

追求诗情画意般的艺术境界，使园林不落窠臼。在造景功能中，

体现出了以下两点，分别是框得四时画，借来远近景以及漏中透

冬夏，互对渡春秋，以此方式，将园林内的景色尽数展现而出。

除此之外，在洞门花窗的审美功能中，有静中观景和移步换景，

分别产生空间层次丰富，动静结合更迭的观赏效果。

综上所述，通过对江南古典园林门窗艺术的研究目的、装饰

作用、文化内涵及艺术功能几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引出了江

南古典园林中虚实交替、古朴雅致以及气韵深厚的特点。我们应

积极总结出园林造园元素的精华，将之运用在现代环境设计以及

更多的领域当中，让古典园林门窗艺术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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