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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风景园林与水》

前言

《绍兴风景园林与水》是作者经过长期考察研究而完成的学术著作，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作学问的成果
。当前的社会潮流是，写书的人很多，做学问的却极少。这中间当然有许多原因，我不必议论，也不
便议论，从总的现象来看，或许是这五十多年来的一种流行病。按出版物的数量计算，这些年来，从
一些出版机构发出去或“卖”出去的书号（ISBN），确实是个很大的数字，但其中有多少是做学问的
成果呢？绍兴自来是个学术之邦，做学问的人称多，仅仅对乡土研究一项，近年来就出过一批成果。
譬如说，市、县的两部志书，在全国都显露了头角。《绍兴丛书》也已开始出版。此外，对乡土的其
他事物，诸如老屋、桥梁、街巷、湖泊、运河、诗词以及对若干名人如徐渭、秋瑾等等的研究，也都
出版和发表过一些称得上做学问的著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人民都有在行业上的分工：总要有一
些人做官（我们称为干部），有一些人办企业，有一些人做生意，有一些人在工厂或农田从事直接的
生产劳动等等。当然也不必排斥有一些人炒股票甚至泡茶馆之类。我们并不鼓吹有更多的人来做学问
，写学术著作，因为这样也会让社会分工失调的。但这中间，做学问的人在全部行业中的比例，或许
可以作为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指标。同样是写书出书，我们也并不提倡都写学术著作。“跟着课
本游绍兴”，这样一类的“课本”也有它们的现实价值。但是总不能让绍兴人的书都写成“跟着游”
的“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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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风景园林与水》

内容概要

《绍兴风景园林与水》介绍了绍兴风景园林的特色。如果对绍兴园林有兴趣，不妨一读。《绍兴风景
园林与水》作者经过实地调查、运用现代科技成果进行研究，较系统全面地记述了绍兴历史上越王勾
践时期至当代的风景园林发展；对历史上像兰亭、谢安东山遗址等著名景区或事件、人物进行了深入
考证，有新突破；较充分地论述了绍兴风景园林的风格和特色，突出了主体、文化和风情；较深入地
论述了绍兴风景园林和水的关系，指出了保护好水环境的重要意义。《绍兴风景园林与水》的出版提
高了绍兴园林在中国园林发展史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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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风景园林与水》

书籍目录

序导言第一章  绍兴风景园林发展综述一、越王句践时期的王家园林（一）句践建城及城内宫台建筑
（二）城外宫台园亭二、汉至六朝时期以庄、宅为主的山水园林（一）汉代庄、宅园林的兴起（二）
鉴湖兴建对六朝园林产生的影响（三）六朝会稽庄宅园林成为时代的高峰三、唐宋时期人文风景园林
（一）官造及私家（二）宗教园林景观（三）残山剩水四、明清时期形式多样的同林景观（一）城内
（二）城外（三）水乡村落五、当代园林的复兴（一）水环境整治巾的景区（二）历史文化保护中的
景区（三）旅游开发中的景区（四）生态建设中的景区第二章  风格与特色一、以山水园林为主体（
一）独特的地形环境（二）山水中的宁静与秀美（三）稽山镜水的文化内涵二、文化是园林的精粹和
神韵（一）明确的文化主题（二）丰富的文献记述（三）优秀的诗词、楹联作品（四）精深的园林理
论和专著三、浓重的地方风情特色（一）石文化有园皆存（二）桥景观精美绝伦（三）酒的风雅和情
趣（四）本地花木秀甲园中（五）朴素之中寓高雅第三章  无水不成园一、绍兴水之大观（一）会稽
山“三十六源”争流（二）山会平原水网密布（三）沿海塘闸形成内河外江（四）水之特性二、河水
清园林兴（一）水变清后的风景园林（二）水质变坏后的风景园林（三）河水再清与园林再兴三、得
水为上（一）水文化与风景园林（二）同中用水和景观（三）独特的水上之游附  录附录一：传承古
越文脉展示水乡风情——浙东古运河绍兴“运河园”附录二：“运河园”建设报刊选录附录三：运河
纪事·序附录四：绍兴龙横江建园思路附录五：绍兴龙横江历史文化挖掘与布展附录六：柯水园记附
录七：主要参考文献资料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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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风景园林与水》

章节摘录

插图：人生短暂，有生有死，均把死和生看作是一件大事，此是人之共性，自然之道，因之点明主题
：“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指出那种所谓把死与生看作是一样，把长寿与短命当作是
相同的观念是虚妄不切实际的。王羲之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自东汉以来，中原连年战乱不息，
三国纷争天下，西晋“八王之乱”，东晋“苏峻之乱”，给社会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一方面是社会动
荡不安，另一方面是上流社会的名士大兴玄学，在虚无缥缈之中，醉生梦死，代表了士族名士空虚绝
望的心情。王羲之在东晋社会中是一个头脑清醒、有思想抱负的政治家。他有政治眼光，并体察民情
。《晋书·王羲之传》记：“时殷浩与桓温不协，羲之以国家之安在于内外和，因以与浩书以戒之。
”“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振贷。然朝廷赋役繁重，吴会忧甚，羲之每上疏争之，事多见从。”他
在给谢安的信中还提出了加强漕运管理和考核，严查并诛翦耗盗官米行为的建议，以及少征役，轻刑
罚，实都邑等主张。谢安在《兰亭修禊》诗中有“万殊混一理，安复觉彭殇？”之句，属玄言，而王
羲之在《兰亭诗序》中是以批评的态度反其意而启之。《世说新语·言语第二》记：“王右军与谢太
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日：‘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
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王羲之经世致用，为国家效
忠，为民担忧的思想对谢安会有积极的作用，谢安东山再起之思想基础与王羲之的劝导和影响及兰亭
之会有关。第三，清新之文。《兰亭诗序》仅325字，记事简明扼要，开门见山；写景大处落笔，情景
交融；言理思维严密，直奔主题。读后如置身崇山峻岭之中，吸纳天地正气，精神为之一振。林无静
树，川无停流，文无虚言，一扫玄学虚无幽冥之风。每读此文，辄觉神超气越。兰亭雅集称得上是谢
灵运在会稽开创山水派诗的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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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风景园林与水》

后记

写此书起因是陈桥驿先生的启导。2006年龙横江工程结束，我想写一本介绍此园林的书，因缺少相关
信息，便去先生处求教。先生认为，现在地方文献中园林著述颇少，而以绍兴之悠久历史和佳山水，
应写一本园林专著。我生长在绍兴，惯看山阴风物，自来酷爱越中山水。上世纪末来因水环境综合整
治，开始建造园林，尤其是运河园和鹿湖园建设使我对园林之理解爱好不断加深，并体会到水于园林
之重要。去年，我参加古运河迎恩门工程建设，又认识到对绍兴园林的研究和探索，会有利于此工程
开展。于是选定本书题目。我学识浅薄，又愚钝，要成此书颇难。随着研究深人，我为绍兴历史园林
的崇高品位、巨大成就和丰富内涵振奋不已。深感其历史文化、山水风光、本地特色可以一领地方园
林风骚。地灵人杰，其中亦体味了绍兴历史文化能列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林的原因所在；领悟到社
会的进步，园林已渐从少数人拥有成为大众所喜爱，建设园林城市、园林人居是发展必然。写书是一
种社会责任，更何况要写一本对绍兴特色文化有影响的书，因此自撰稿来不敢有一日不尽心与努力。
书之正文力求准确全面地记述绍兴历代园林，并重言必有据、实地调查、运用现代科技成果进行学术
研究等，期望能追溯本源，成一家之言。对风景园林与水关系的探索是全新的课题，此研究不但把握
了绍兴风景园林发展之至要，而且对水环境保护、水文化研究也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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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风景园林与水》

编辑推荐

《绍兴风景园林与水》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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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风景园林与水》

精彩短评

1、毕竟是讲自己家乡的，读起来还是很熟悉的，作者按照年代整理得很细致，要用来了解绍兴还是
不错的！
2、以后我要写本书叫（桂林风景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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