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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Chen Congzhou's thinking on garden restoration

and his work on the eastern part of Yuyuan in Shanghai. This paper summarizes

core issues in Chen Congzhou's garden restoration concepts, and points out two

principles of garden restoration, namely constraints at the technical level and cul-

tural authenticity at the target level. It also discusses the value of these principles

in maintaining the authenticity of culturalheritage of the cognitive city and its the-

ore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protection of urban historic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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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陈从周著名的《说园》五篇（陈从周，1984）结尾，总结他对园林修复

重建的思考（图1），陈从周写道：

“旧园修复，首究园史，详勘现状，情况彻底清楚，对山石建筑等作出年代鉴

定，特征所在，然后考虑修缮方案。如裱古画接笔须反复揣摩，其难有大于创作，

必再三推敲，审慎下笔。其施工程序，当以建筑居首，木作领先，水作为辅，大木

完工，方可整池、修山、立峰，而补树添花，有时须穿插行之，最后铺路修墙。油

漆悬额，一园乃成，唯待家具之布置矣①。”

分析这段话，似乎包括以下两个要点：首先，历史园林的修复需要面对“旧

园”形成的历史情境和变迁过程，只有如此才能确定园林建造的意旨、价值、取

向，形成对当下工作的整体约束，避免恣意的修复行为。作为修复约束的进一步补

充，在我们看来，正是这一修复次序，显示了陈先生对约束的重视。因为建成环境

不可避免地是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变异的，尤其是山水树池，人们很难抓住它的原

样。正是因为园林的这种不确定性，会使修园者无所适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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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其提供更加可靠的思考框架。由于传统木构建筑存在一个

工匠技术传统，现今的做法与历史上差别有限，利用这个传统

当然可以为修复工作提供恣意修复的另一层约束。如果说，对

园林建造逻辑的了解，寻找的是修复园林的“历史性的约束”

的话，了解建筑现状则是寻求园林修复的“场景性约束”，那

么，合理的建造顺序则为园林的修复提供了过程性约束。在某

种意义上，合理的修复，是以寻求约束为基础的。

在具体的园林修复实践中，上述思考显然起了作用，甚至

在某种角度，修复是一个不断地寻求约束的过程。陈从周先生

主持的豫园东部修复工程，自1986年始，至1989年竣工开放，

历时两年余。可实际上陈先生的“首究园史”的工作则至少要

追溯到很久以前，1957年先生就在《文物参考资料》第6期上

发表《上海的豫园与内园》②（陈从周，1957），同一时期，他

带领同济与相关单位就豫园所做的调查，形成了《豫园图录参

考资料》（陈从周，1964）。到他1986年负责豫园东部工程时，

他对这座历史名园的思考，实际上已经历了近30年，而在这30
年间，他又目睹了历史园林的当代变迁。这些研究、调查、思

考和经历，构成了陈从周豫园东部修复的基本前提。

从工程于设计两个方面着眼，豫园东部修复的实践，实际

上包括了修整、接续、再造这三方面内容。

所谓修整，就是原状明确、原物有之，但破了、残了，经

过补缀，基本可以认为“原貌”。在豫园“东部”修复中，首先

做的工作，便是针对历史遗迹的“修整”。“修整”内容包括东

至点春堂——老君殿——安仁里一线的边界、西至三穗堂——

大假山区东墙——得月楼东墙、南至得月楼一区北边界-内园入

口及豫园路、北至万花楼一区南侧围墙的范围。这个区域被成

为“豫园东部”，是相对于即存的豫园“西部”——三穗堂与大

假山一区和万花楼而言。实际上相对于全部豫园的面积而论，

该区域几乎占当时即存豫园的近一半面积，可说是连接原有豫

园各景区空间之核心。这个层面的修复，当然为整个修复工程

提供了一个约束性的成长基础。

接续一词，来自陈先生的园林“续笔”的说法。接续，是

指园林是大体没有了，但仍可通过一定的研究工作，探求其既

往脉络，并在既有脉络中形成与原状连续的环境。陈从周的工

作，面临的是1950年代修复之后又屡经改造的场景。其具体做

法是，在保留全部建成建筑的同时，针对已被改为防空洞的水

系的恢复和整治，系统地梳理山水池岸、游赏线路、立峰栽植

等园林要素，使之能够与其他部分构成一个整体。并在此基础

上，完成部分建筑的重建，比如“寰中大快”照壁的建设，便

是基于潘允端《豫园记》的空间方位和历史逻辑的重建。“接

续”是在既有约束下完成的，但又形成进一步工作的约束。

所谓再造，是原样无从探究，只能根据一定的要求，重新

制作的部分，如石脉、水望等等，也包括了不可能据历史恢复

的部分。比如在豫园东部修复工程中的九狮轩前区水池、浣云

假山一区、流觞亭以及积玉水廊、谷音涧等部分，都是陈从周

“再造”的内容，另外的扩展部分——如内园戏台的迁建也属于

“再造”的范畴。戏台今位于内园西北侧，此处原为城隍庙月清

宫遗址，久废不存，在1950年代略微修整之后，空地内作为豫

园的苗圃。这个区域之内的状况相对复杂、涉及城市居民动

迁、历史文物迁建、以及部分建筑改造和修造。再造，当然是

图1 说园（五）手稿（第5、10页）
Fig.1 Manuscript of On Chinese Gardens (page 5 and 10)

资料来源: 陈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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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容易引起争论的部分，再造自然地较之修整、接续有着更多

的面对未来的内容，如何处理好历史和未来的关系，是再造工

作的关键（图2）。
在强调历史环境主导的条件下，处理好历史与未来的关系

并不容易，对于再造陈先生有着相当深入的思考，在《说园》

中，他说：

“整修前人园林，每多不明立意。余谓对旧园有‘复园’与

‘改园’二议。设若名园，必细征文献图集，使之复原，否则以

己意为之，等于改园。正如装裱古画，其缺笔处，必以原画之

笔法与设色续之，以成全璧。如用戈裕良之叠山法弥明人之假

山，与以四王之笔法接石涛之山水，顿异旧观，真愧对古人，

有损文物矣③。”

此处，他强调的“复园”与“改园”，就是在技术层面对可

能的“约束”加以区别，而对于修复目标层面难以尽述的部

分，即如何避免“愧对古人，有损文物”的情况发生，陈先生

没有说，但从平时的教诲看，要整体理解这一问题，最终只能

寄希望于“主事者”的“学养”了。“学养”看起来很飘渺，但

离开了这一点，那些技术性的东西恐怕都没有了依托。

同样是在《说园》中，陈从周写到：

“凡观名园，先论神气，再辨时代，此与鉴定古物，其法一

也。然园林未有不经修者，故首观全局，次审局部，不论神

气，单求枝节，谓之舍本求末，难得定论④。”

“神气”一词，对于现在来说，最难落实。在我们看来，

“神气”一词或者可以用现在的话表达为“文化的总体意涵”，

抓住了“神气”就是抓住了“文化的真实性”，而对文化真实性

的有效把握，则是以具体的有着足够“学养”的人来实现的。

计成说造园首先要“得人”⑤，确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计成，

1631）。
今天看来，请陈先生修豫园东部，除了他的文化修养可谓

“得人”，生活阅历，理论积淀外，他又有充分的投入。在这种

条件下，来谈论文化的“真实性”，才是有保证的。在某种意义

上，“文化的真实性”或者说“神气”的建构是具有极大统括能

力的东西。在《说园（五）》中，陈先生谈到“质感存真、色

感呈伪”的问题，大致与“文化真实性”的位置有关：

“质感存真，色感呈伪，园林得真趣，质感居首，建筑之佳

者，亦有斯理，真则存神，假则失之。园林失真，有如布景。

书画失真，则同印刷。故画栋雕梁，徒炫眼目。竹篱茅舍，引

人遐思⑥。”

什么是“质”？陈从周在《说园》中引证明末钱澄之记黄檗

山居中，论及“吴中人好堆假山以相夸诩，而笑吾乡园亭之

陋。予应之曰：吾乡有真山水，何以为假？惟任真，故失诸

陋。洵不若无人之工于作伪耳”。又论此园：“彼此位置，各不

相师，而各臻其妙，则有真山水为之质耳”。陈先生评价道：

“此论妙在拈出一个‘质’字”。于是，可见在陈先生那里，

“质”是某种具有本体性的东西。

如何理解陈从周先生提出的“质感存真、色感呈伪”？在我

们看来，“质感存真”，就是文化逻辑的必然性；“色感呈伪”，

则是具体处理的偶然性。这种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碰撞，提供了

面向未来的可能。

认识到陈先生关于园林修复的这样一种理念逻辑，再回到

陈先生在豫园东部的实践，我们便能够理解陈先生对豫园东部

工程一些具体观点和做法的深意。虽然陈先生在豫园东部工程

中坚持认为应恢复“明代”风貌（陈从周，1957），但具体修复

实践则不单纯仅仅是对“明代”豫园的一种“复原”。更为重要

的，是基于对历史、文化、现实的深刻认知的前提下，就寻求

到的相关“约束”（目标层面、技术层面）加以统合并通过多种

方式（修整、接续、再造）来完成当代文化传承的使命。因

此，“复造”不仅是通过研究园史、明晰策略、再造真意导出的

实践结果，更是通过对物质约束、历史约束和文化约束的统合

完成对当代约束的创制。

这在“浣云”假山和“谷音涧”等景点的塑造上表现的尤

为突出，也体现在他集文征明书法题额“玉华堂”、请顾廷龙撰

写篆书“寰中大快”等追膜“晚明”意趣和回应潘允端《豫园

记》之记载等诸多方面。这些努力不仅使原本层叠了明、清、

民国直至当代等诸多层系的传统园林现场得以在风格上统合，

图2 陈从周先生在豫园东部
Fig.2 Mr. Chen Congzhou in the eastern part of Yuyuan Garden

资料来源: 陈胜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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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突显了作为风貌本原的“质感之真”，从而使不同历史

时期的各个建成部分，甚至湖心亭、城隍庙与小世界等相邻外

扩区域，也因为豫园东部之修复得以文化上的向心，从而在当

代意义上重新定义了城市空间体系及其文化逻辑。这从体系上

解决了“真”的问题，能够在豫园东部工程中得以实践与成立。

有了文化真实性的基础，当然可以导致在具体的修复过程

中的技术使用空间极大拓展，这也在相当水平上开启了“变”

的可能性。陈从周先生在《说园》中曾论述道：

“造园可以遵古为法，亦可以洋为师，两者皆不排斥。古今

结合，古为今用，亦势所必然，若境界不究，风格未求，妄加

抄袭拼凑，则非所取。故古今中外，造园之史，构园之术，来

龙去脉，以及所形成之美学思想，历史文化条件，在在须进行

探讨，然后文有据，典有征，古今中外运我笔底，则为尚矣⑦。”

这就是“变”的逻辑性，所谓“通则变”。“通”是“文化

真实性”的有效把握。“变”是在此把握基础上，针对现实、面

向未来的技术支撑。后者说，以“质”统“色”，以“真”辖

“伪”，虽有人作，宛自天开。

在陈先生那里，追求“历史真实性”和“文化真实性”是

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整个豫园东部，不仅仅是以修复来恢复

一种明代园林的格局风貌，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历史园林在

历史演进生成中的逻辑——无论城市、景观、空间、功用还是

生活——最终是对历史文化逻辑，通过修复结果加以系统展

现。其理论的核心，在于对“质感存真”的思考。在《说园》，

他在引证《红楼梦》“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回相关“真伪”的

论辩之后，总结道：

“所谓‘人力造作’，所谓‘穿凿’者，伪也。所谓‘有自

然之理，得自然之趣’者，真也。借小说以说园，可抵一篇造

园论也⑧。”

在某一层面，以文化真实为基础，历史、将来的具体表达

方式都带有了“伪”的性质，理论上，文化真实是真正的沟通

历史和未来的桥梁。只有具有文化核心价值的“质”才能使技

术层面所实现的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色”有其连接历史与未

来的可能。

从总体上看，陈先生的传统园林修复工作与现今城市建成

遗产的保护工作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我们在梳理陈从周园林

修复的理论思考和工程实践中看到了重视约束寻求、强调文化

真实性的做法，当然具有应有的启发意义。也许，在面对越来

越高的保护要求时，特别需要指出，对于“文化真实性”的把

握的有效性，有赖于足够的学养这一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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