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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存的古代帝王宫苑中，北海的假山是历史悠久、规模宏

大而又具有很高水平的代表作品，值得我们进行考证、分析和研

究。我国传统的园林艺术实践是独特的、优秀的，但如何从理性

方面加以认识，如何把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继承下来并发扬光

大，还需要下一番功夫。

清宜兴窑石楳款紫砂胎镶玉槟榔木壶，清道光年间作品，高9厘米，口
径6.5厘米，底径12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清宜兴窑石楳款紫砂胎镶玉槟
榔木壶为紫砂内胎，盖面、外腹、柄
镶槟榔木，上刻几何纹饰。盖沿、口
沿及底包一层银灰色锡皮。流、钮镶
玉。在同一件壶上，使用玉、槟榔木、
锡皮等三种材料装饰，工艺精巧繁
复，展现了高超的技术水平。

木壶口沿锡皮上有铭文：“诗

瓢酒瓢，不负不挂，花前月前，亦梦
亦话。”外底中心钤篆书“石某摹
古”四字印章款。“某”字通“楳”。

石楳即朱坚，字石楳，是清中后
期的制壶名家。擅长金石书画，精于
鉴赏，所作“砂胎色壶”将紫砂与
锡、玉、木等材质相结合制壶，为紫
砂工艺另辟蹊径。

清宜兴窑石楳款紫砂胎镶玉槟榔木壶

近日，“神奇黄山——河南南
阳黄山遗址考古发掘成果展”在河
南南阳博物院开展。这是黄山遗址
发掘后第一次举办专题展览，让黄
山这个史前玉文化中心走进人们的
视野。

黄山遗址位于河南南阳近郊卧
龙区蒲山镇黄山村北部，总面积达
30万平方米，是目前南阳地区发
现的最大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
址由山上和山下两部分组成，周边
被 3 条古河道和白河合围。1959
年，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首次
在此发掘。出土了一批玉器和陶
器，其中有一件玉钺，石质细腻，
造型完美，该器物现藏于河南博物
院。这次发掘虽出土器物不多，但
学术意义重大。后来郭沫若主编
《中国史稿》时还专门介绍了黄山
遗址的发掘成果：“在河南南阳黄
山，一千平方米范围内，有同时期
的十间房屋，其中有一处屋群略呈
长方形，每边通长九十米，六间民
房交错相连在一起，有的独成一
室，自开门户和设置烧灶，有的两
间互通而以隔墙分开，共设一个灶
址。这里还有单独的长方形套间房
屋，如一座房子南北长六米多，东
西宽四米多，大门在西南角，房屋
中部有隔墙，辟为一大一小两间，
隔墙一端设置门房，两间中部都有
灶坑。”从此，黄山遗址开始引起
学术界的重视。

2018年至2022年，河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等机构对黄山遗址进
行了大规模发掘。共发掘面积
2400 余平方米。经过发掘发现了
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
化等多种文化遗存。包含有各个时
期的房址、作坊、大型粮仓、墓葬
等，沿用三个时期的“码头＋环
壕”水路交通系统，还有个别汉代
墓葬等遗存。出土各类玉器4.5万
件，骨器73件，陶器近700件，猪
下颌骨1600件。遗址还发现有具
有编织功能的成束骨针等等。主持
黄山遗址发掘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马俊才研究员认为：“黄山遗

址是跨越仰韶、屈家岭、石家河等时
期的大型玉器制作的中心大遗址。也
是探讨江汉平原文明起源、中华文
明研究的关键性遗址。遗址是以新
石器时代玉器制作为主的遗址。反
映了仰韶晚期家庭作坊群向屈家岭
时期工厂式集约化生产模式转变的
规律，填补了中原和长江中游新石
器手工业体系的空白。现在基本可
以确定黄山遗址是仰韶文化晚期的
一处玉器作坊。该遗址为研究中国
早期玉文化、动物考古、植物考古、
纺织考古等多个学科提供了极为重要
的学术价值。”

30 年前，马俊才在北大考古专
业读书时，曾与同学们一起在汉水流
域湖北天门肖家屋脊遗址实习过。这
是一座新石器时代重要遗址，当时他
们在该遗址发掘整理的主要就是屈
家岭、石家河文化遗存。参加工作
几十年来他主持和参与发掘了上蔡
郭庄楚墓、新郑韩王陵、新郑郑国
祭祀遗址等大量两周墓葬，出土不
少珍贵器物。没想到他发掘最重要
一座遗址还是在汉水流域。黄山遗
址在 2020年被列为“考古中国——
长江中游文明化进程课题”重点项
目，遗址现已从大规模的发掘阶段
逐步转入室内整理阶段。2022年第
10期的《考古》杂志刊登了黄山遗
址发掘简报，初步介绍了黄山遗址
几年来的发掘成果。

在黄山遗址西南约3公里有一座
小山名叫独山，从古至今一直都是我
国独山玉的产地。在黄山遗址发现
的数以万计的玉器制品中，经鉴定
主要材质为独山玉，毫无疑问当时
的先民就地取材制作玉制品。可以
说黄山遗址是黄河流域和江汉平原
间最大的一处玉器加工场，表明在
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着繁华的玉器
加工业，这填补了中国玉文化研究
的一个空白。

2013年，黄山遗址被国务院公
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2
年，黄山遗址的发掘又被评选为
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作者单位：南阳市博物院）

走近黄山遗址
唐新 周励

“江天万里——长江文化展”
日前在宜宾市博物院对公众开放。
这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划的以馆藏
为基础的历史文化展，曾于 2021
年12月首次在国博展出。此次亮
相宜宾市博物院，是该展览的巡展
第一站。

此次巡展汇集了 130 余件/套
各类材质的长江文化代表性品物，
内容丰富，展品多样，较为全面地
反映了长江文化的内容。新石器时
代良渚文化青玉璧、青玉琮，来自
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商代青铜人
头像，《万里长江图》《长江万里图》
等长卷名画……展览以“横穿万古
岁月流”“文明传承绵延长”“千年
文脉润古今”“黄金水道通九州”

“长江首城醉宜宾”五个单元全面

展示长江的历史之久、人文之盛、
生态之美，赓续中华民族历史文脉，
坚定全民族文化自信。

此次展览融入了“长江”元素，
提取江水的色彩和形态，选取蓝绿作
为主色调，加之古画纸色，进行艺术
化诠释，以意赋象，以江水流淌的曲
线，构建出灵动、延伸的空间场景。
辅以部分多媒体展项，通过“文物+
科技”的手段带给观众一场长江文化
盛宴。

此次巡展是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动
走向社会服务观众的创新性举措。为
加强同各地博物馆的交流合作，实现
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共同创新，中
国国家博物馆积极策划推动展览和馆
藏文物流动，将使更多文物走出库
房、走上展线。

“江天万里——长江文化展”亮相宜宾
本报记者 付裕

“园中园”

静心斋在清乾隆御定的《日下旧闻
考》中被称为镜清斋，是皇太子读书的
书 斋 。 初 步 建 成 于 乾 隆 二 十 三 年
（1758年），后来添置居于园西北角的
叠翠楼时仍保持原有的格局。由于园之
主要功能是书斋，要求创造宁静、幽静
的环境。《园冶》 掇山篇书房山一节
谓：“书房中最宜者，更以山石为池，
俯于窗下，似得濠濮间想。”成为本园
所宗的要领。园中建筑也应琴、棋、
书、画之情而设，诸如韵琴斋、抱素
书屋、罨画轩之类，以创造俯流水、
韵文琴、发文思和修身养性的恬静环
境条件，也正基于这个原因，把这个园
子作为北海的园中园处理，而且是山水
结合的假山园。

可是，从这块用地的内外环境和条
件看，本不是十分理想。例如，北面紧
贴喧闹的街市不利于宁静，用地南北进
深很短。东西长约 110米，而南北进
深仅约45米。这对南北这个主要进深
的方向是很不利的，还有就是借景的条
件也差一些。因此，如何在闹中取静，
如何扬长避短地克服南北进深之弊和争
取借景，便成为本园布局成败的关键。
创作静心斋的假山哲匠正是在这些方面
显示了非凡的才华。首先是确立山水的
骨架和结体。“镜清”的寓意要大面积
的水面，水面又必须和假山相映成趣。
按照“山脉之通按其水径，水道之达理
其山形”的画理，此园总的地形趋势取
西北高而向东南递降。这主要出于屏障
北面的闹市和创造避风向阳的小气候条
件，也鉴于水源北进南出的自然流向。
近西北端假山做成汇水的溪沟，降水自
沟下落形成一湾低沉壑底的深潭。实际
上水源自东入园，似有泉出。潭在园之
中部收缩为水口，并沿暗设之滚水坝跌
落下来，由潭而扩展为池。山池最大限
度地利用了用地东西纵长的条件，东西
水面几乎延伸到园之东西尽头。一湾向
东和山石陡岸组成“坞”的地貌作为

“焙茶坞”的基址，另一湾向南伸入西
跨院，整个水体形成三叉形伸展而富
于水口的变化。斋之南院和东跨院亦
以水池为中心，池间暗通，这样便形
成以水环斋之势。而且溪、泉、池、
沼的铺展都符合自然山水的规律。四
个庭院的水体主次分明，性格各异。
东跨院以散置山石绕池布置。在韵琴
斋西门所对的墙隅和抱素书屋东面廊
口进入东跨院视线的尽头做了对景处
理，山石驳岸也有层次变化。

斋南院为长方形荷沼，沼中有石景
立于水中。这方荷沼相当于四合院天井
的一种变体，为从南大门的整齐对称布
局过渡到北面自然山水布局做了一些铺
垫。西跨院与北部主园仅一水廊之隔，
院内以山石桥跨池，画峰室附近山石

“踏跺”和“蹲配”处理得很别致。两

个跨院的山石池的简练处理有利于突出
北部山池的主景。

在选择假山组合单元的问题上作
者是煞费苦心的。北面需要有高山屏
障，但又不容许过多占据南北进深方
向的空间。试想如果当初在北面堆一
座密密实实的假山，必然因中部空间
过于臃肿、闭塞而导致全局的失败。
为了解决这个疑难，其北部选用了

“环璧”和“幽谷”的组合。石壁取其
高可为屏，在东西狭长的方向可以尽
情伸展而又省于南北的进深。特别是
壁上架廊又加高了屏障的高度，可是
并不直接和外界接壤，在壁、廊外侧
相距很近的地方又围以厚而高的宫
墙。于是来自北面的噪声大部分由宫
墙反射出去，小部分越墙而过的噪声
又遇环璧廊高阻而在墙与廊之间回
荡，噪声量因受阻摩擦而大大削弱。
加之园内浓荫蔽日，这就综合地克服
了北面的喧哗。即使现在置身其中，
外面马路上汽车的机械声都很少能听
见，何况以往。但是，北面的环境白
天虽有喧哗，晚上却有万家灯火的夜
景可借。所以廊之外侧皆有活动的窗
户，开闭随意。对于书斋而言，此举
成功地解决了闹中取静的功能要求。
这种因狭长而用山石造环璧的手法和
《园冶》中所阐述的造山理法是完全一
致的。计成在“相地篇”中提出：“如
方如圆，似偏似曲。如长弯而环璧，
似偏阔以铺云。”此所谓“铺云”即指
垒石掇山。可见这种因地制宜地选择
假山组合单元何等重要。

外围既得屏障，园之内部就要在
“幽”字上做文章。在假山组合单元
中，一般常用的峰、峦都难合“幽”的
要求。幽含有虚空和恬静的气氛，而山
体中之沟、谷、壑、洞最有利于抒发这
种空间的性格。所谓“空山鸟语”“幽
谷”“阴洞”，都是基于同一种自然依
据。因此，本园大量采用沟、谷、壑、
洞的组合绝不是偶然的。北缘既以壁环
障，其南再加一层曲折起伏与之相应的
峭壁便可夹峙于南北，蜿蜒于东西。开
放使之稍广即成“壑”，收缩使之狭长
则成“谷”。如自汉白玉罗锅桥北进
山，穿过掩映的山口即如同进入深山大
壑一般，由壑转谷，谷升而又起洞。穿
洞又进谷，加以山径上下，乔木森森，
别有一番山林幽趣。尽西端居高下俯，
石沟深坳无穷。更西则有潜伏的山洞。
似这样以虚为主，以实为辅，以虚胜实
的掇山法对书斋所要求的幽雅环境是很
贴切而得体的。

南北的进深是宝贵的，但又不是绝
对不能占据，这取决于得失的比较。如
此山北面偏东有两个山洞。自南岸北
望，两个山洞口都向南，洞中暗不可
测，似乎往北面延伸下去了，从而增
加了南北的纵深感。实际上这两个洞
口是一个洞，而且洞的平面几乎呈

“一”字形，只是两个洞口稍向南弯转

了一点。以其占南北向一点空间进深的
代价换取了扩大进深感的造景效果，何
乐而不为？

这里的建筑也紧密配合了山水造
型。建筑采用周边式布置，体形稍大者
都偏于边角，为的是突出中部主要的空
间布置山林。但这也不是绝对的。沁泉
廊位置的经营就很成功。《园冶》“相地
篇”中还谈道：“卜筑贵从水面，立基
先究源头。疏源之去由，察水之来历。
临溪越地，虚阁堪支。”沁泉廊正是把

“廊”和“泉”联系在一起的风景建
筑。坐落在由潭至池收缩的水口上。东
西两端越地而支，中部大部分架空。藏
水坝于廊底，跌水潺潺有声。由于取

“廊”之形体，建筑透空。不但没有堵
塞之弊，反倒增加了南北向和其他几个
方向的层次。这样的处理基本上是成功
的，至于建筑尺度是否就一定很合适还
可以研究，但在与山水结合方面其位置
经营是相宜的。

枕峦亭是虚中有实的处理。它于低
平的空间中突起，轮廓就特别突出。它
的位置偏坐在西南隅，山的体量又很适
中，既不与中心位置的景物争地位，又
循“高方欲就亭台，低凹可开池沼”之
理，有力地控制了西南隅的景物。枕峦
亭下伏山洞，上辟亭台，凭高可远借北
海南部的景色以弥补缺少借景的缺陷。
此处下洞上亭的结构不同于一般。一般
下洞上亭的做法是洞在亭下，亭、洞柱
体相贯上下。这个亭子实际上坐落在砖
垛的基础上，外面镶以山石，洞在亭下
面西侧绕过，洞门西口，石扉半开，别
有意趣。

园之西部则为体量较大的洞与台的
组合，外形大而内尤空。其洞在分支和
洞口组合方面颇具变化，在分隔和组织
西部空间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形成边
廊、山石磴道和山洞三条路线几乎平
行通达叠翠楼的罕有做法。自然式园
路一般是忌平行的，但在此由于游览
路线的空间性格不同，磴道是露天
的，边廊是半露天的，山洞则是不见
天的，使游者并无单调、重复之感，
反倒延展了游览面积，扩大了游览空
间。同理，沁泉廊以北的狭长地带，
在仅20余米的进深中，利用东西向纵
长的优越条件，平行地布置了三条路
线。但高廊凌空，谷道潜藏，穿岛渡
水，各有意趣。

叠翠楼是全园制高点。其东有山石
室外楼梯盘旋而上，梯口山石又兼作西
北边门的对景。梯下山洞上下三通，主
体交叉，富于变化。

山水之美

如此山水布局，确有很好的游览效
果。自主体建筑静心斋北望，近处一池
泓波，在沁泉廊后石壁环拱峭立，壁间
前后层次丰富。平阔环视，壑谷隐现，
峰峦起伏。自焙茶坞东廊西望，罗锅
桥、沁泉廊、平木桥、枕峦亭、叠翠楼
甚至园外以西的琉璃阁，在树木掩映
中，参差高低，错落前后，深感景物之
丰厚。这就是说此园假山兼备平远、高
远、深远“三远”之美。特别是最难处
理的深远关系，却能做到使不够深远的
南北向景深化为深远，使纵长方向本来
就深远的景物更加深远，足见我国古代
假山匠师运心之艰。开山匠师究竟何人，
尚难考证。我原以为是张南垣之大作，或
根据某些资料推测，由张南垣之子张然
继父业所为。后来看到曹汛同志发表的
《张南垣生卒年考》，方知张南垣大约卒
于康熙八年（1669 年）至十三年（1674
年），而且张是否来过北京都无据可查。
就是其子张然重葺瀛台也在康熙十九年
（1680 年），与静心斋成山之日相差 78
年，亦不可能为张然之作。但这位无名
哲匠的掇山技艺无疑是精湛的。

静心斋的假山均用房山石，叠翠楼
后加的青石与原风格不协调，但用材基
本统一。这个假山园布局合理，而且细部
处理也很成功。门厅左右和韵琴斋墙外
碧鲜亭附近的房山石散点把“踏跺”、“蹲
配”和花台、壁山、建筑融为一体。分布高
下，彼此顾盼，有逗引入游的效果。北院
陡壁深壑循房山石自然之理加以掇合，
既有气势的变化，又精于细部的质感处
理，手段多而运用活。北面水池东西作

“龟蛇相望”，为了保持大幅度挑伸山石
的稳定，石下嵌以两米多长的铁梁为托
垫却又不为一般视线所及。挑石后侧压
以顽夯巨石以求后坚。外观上犹如整体山
石，以结构适应造景，这些都说明此园假
山远可观势，近可观质，掇山造诣至深。

纵观北海假山，历史悠久，规模宏
大，结构合理，细部耐人寻味，更运用
了“片山有致，寸石生情”，“有真为
假，做假成真”的传统掇山手法，取得
了多样统一的造景效果，是研究我国假
山技艺，特别是清代掇山不可多得的实
物。既是风景，更是文物，理当统一管
理，妥善维修，把中国园林艺术的民族
传统继承下来并且发扬光大。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林业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节选自北京
出版社《中国园林精粹》；原文有删节。)

北海静心斋假山的故事
孟兆祯

清代张若澄绘《燕山八景图》之《琼岛春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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