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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太湖石作为视觉艺术审美对象之一，在中国园林中运用和供文人赏玩的历史已有

1000 多年，大量优秀的中国画家对其进行深入刻画。这些绘画作品对太湖石艺

术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对中国画各时期代表作品中太湖石的艺术形

态、审美标准、精神境界、象征意义等进行分类研究，梳理出中国画对太湖石

艺术的历史发展、艺术形态塑造和人文审美等方面的影响作用，对研究园林景

观艺术中的太湖石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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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画与中国园林中的太湖石

太湖石，又称湖石，因产于江浙交界的太湖地区而得名。据研究，太湖石

形成于 3 亿年前。是海洋环境沉积生成的石灰岩类岩石，经过千百万年的“浪

激波涤，年久孔穴自生”，成了“百洞千壑”的太湖石。

太湖石艺术形成于隋唐时期。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繁荣昌盛，众多文人墨客积

极参与搜求、赏玩天然奇石。形体较大而奇特者常直接用于造园点缀，“小而奇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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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案头清供，以诗记之，以文颂之，使天然奇石的欣赏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

著名诗人白居易将太湖石列为赏石之首：“石有聚族，太湖为甲，罗浮、天竺之

徒次焉”。宋徽宗是著名的中国画家，也是全国最大的藏石家。他在开封授造大

型假山“艮岳”，奇石材料主要是太湖石。现存上海豫园的“玉玲珑”、苏州留

园的“冠云峰”、南京瞻园的“仙人峰”等，都是当时援山的遗物。这个时期也

形成了对太湖石艺术影响最大的审美评定标准，即著名画家米带总结的“瘦、漏、

透、皱”的鉴赏法则。这对太湖石提升至艺术品水平产生了指导性作用。

元朝用太湖石造园的杰作是苏州狮子林，著名画家朱德润、徐责参与设计，共

商叠成。元代绘画四大家之一的倪瓒为其绘制《狮子林图卷》，使狮子林名声大振。

清康熙、乾隆帝曾屡次游览，并分别在圆明园和避暑山庄仿造湖石假山。明代造园事

业发展很快，太湖石使用亦盛。定都北京后，为修建故宫和御花园，大量使用太湖石。

清代造园对太湖石的使用日臻完善。清初江南苏州、扬州园林盛极一时。

后来备受称颂的古典园林内的太湖石作品大都出自清代画家之手，如苏州环秀

山庄的太湖石假山。北方故宫御花园有太湖石援山，太湖石置石亦有五座，下

配汉白玉盘石底座，雕刻古朴典雅。

研究发现，由于中国画艺术的成熟早于太湖石艺术，因此中国画艺术在太湖

石艺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起着指导作用。这些画家或统筹组织、技术

指导造园掇石，或总结太湖石艺术的审美理论。他们熟练运用成熟的中国画艺术

审美形象和创作经验，使太湖石艺术的审美水准有保障。大大缩短了太湖石艺术

发展成熟的时间，最终将太湖石艺术推向了中国视觉艺术代表之一的地位。

2  中国画中的太湖石景观美学艺术

中国画中的太湖石艺术几乎表征了太湖石艺术发展的完整历史过程。由于

太湖石具有特别的艺术形象特征和人文精神，几乎所有著名画家都表现过它。

经过研究总结，梳理出三种常见的形式：一是用绘画来记载、记录一些收藏家

的太湖石藏品，如蓝瑛的《拳石折枝花卉》等；二是作为画面主要配景，起到

强调环境、增加气氛的作用，如赵佶的《听琴图》、南宋供名《折槛图》、杜

琼的《蕉园图》、孙枝的《梅石水仙图》、杜堇的《古贤诗意图》等；三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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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石的精神寓意来托物言志，如孙位的《高士图》、倪瓒的《梧竹秀石图》等，

而因中国画中“比兴”美学手法广泛应用，使得第三种形式最为常见。

2.1  中国画中的太湖石“档案”价值

明代优秀画家蓝瑛创作的《拳石折枝花卉》册，其中 10 开页表现的都是太湖石，

据画跋“丁西花朝画得米家藏石并写意折枝计廿页”，可以知道画家表现的这批太

湖石都是宋代大收藏家米万钟所藏。蓝瑛运用写实手法和精细而丰富的笔墨技巧，

准确生动地描绘出了这些湖石的形貌与神态。画家利用了中国画勾皴点染相结合的

特点，以粗健苍劲的用笔特色，不仅表现了画面丰富的层次，同时又将石头的不同

质地和形态清晰逼真地呈现出来。由于这本册页的创作目的是为了如实地记录收藏

家的藏石，以提升藏石的价值。所以，画家在描绘时一方面要尊重藏石的审美价值，

另一方面又需要刻画出藏石的艺术特点。这本画册最终将米家优良的藏石艺术品与

画家蓝瑛精湛的绘画技艺融为一体，是中国画与太湖石艺术结合的佳作。通过画家

的精心表现，赏石的设计便有了直观的图象指导，为传播赏石瘦、皱、透、漏的艺

术审美标准提供了精准的标本资料，有极高的“档案”价值。

宋徽宗对绘画的极深情感和深厚功力为世人称道。他也深谙赏石艺术，“故

凭彩笔亲模写”，创作了著名的《祥龙石图》。

《祥龙石图》中叫“祥龙”的太湖石应是“艮岳”中的一块置石，在艮岳

苑中的置石大多为太湖石，其中 65 块由赵估绘成石谱，编成《宣和石谱》一书，

流传至今，是太湖石艺术中的代表典籍。《祥龙石图》冲的“祥龙石”因姿态

如虬龙腾涌而得名。作者为了突出石头的奇异姿态而舍去了辅景，使画面的黑

白对比十分鲜明。奇石又立于整幅画面之右端，构图亦取奇，为了平衡画面在

左侧补了精美的书法颂。在描绘石头时为避免失之单调、缺乏生气，画家在顶

端石池中布置了一些花草，表现自然情趣。在技法上运用勾、染表现画面，勾

是勾勒太湖石的结构轮廓，染是设色。这幅画以黑为主，着力表现了“墨即是色”

的原理。作者用染的方法凸显了石头的结构和明暗关系，增强了它的立体感、

质感和写真的程度，表现了石头的特有纹理和凝重的质感。

《祥龙石图》具有记录藏石的档案资料意义，同时更是推进了太湖石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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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独立审美意义的进程。绘画历史上这种以横卷的形式来表现一块石头的非

常独特少见。《祥龙石图》的描绘时间，正是赏石艺术发展的成熟期，赏石的

审美理论开始出现并逐渐确立。当时，国家最高统治者以一块赏石作为艺术表

现的主体，对太湖石成为独立的审美主体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通过此幅绘画

作品可知：太湖石已经摆脱了对其他物品的依附，可以作为独立的审美个体受

世人赏玩。毫无疑问，在赵估特殊身份和高超绘画技法的推动下，太湖石独立

构景艺术受到广泛认同，最终在奇石品种中“挺然为瑞独称雄”。

2.2  通过太湖石来强调环境和气氛

中国画中通过太湖石来强调环境和气氛的作品非常多，因为太湖石独特的雕塑

感造型和兼具自然人文美的特点深受画家的喜爱，这种做法在人物画中尤为常见。

《听琴图》为赵佶所作，画中共有四人，主人公轻抚琴弦。听者三人或陶醉，

或神思，或细听。这幅画的配景十分简练，画面下半部分除了一块小巧玲珑太

湖石外，别无他物。太湖石上设一小古鼎，插花一束。这块小巧的太湖石使人

联想到这里是一个高级的庭园，暗示了人物身份，同时，也烘托了整个画面肃静、

高雅的气氛，使人仿佛听到这静谧的环境中传来阵阵的琴声。

《折槛图》表现西汉朱云为反对奸相张禹，与汉成帝发生冲突的情景。图

中成帝目露凶光，与朱云目光相对。朱云在两名武士的拖扯下，拼命扯拽栏杆

不去，正是该事件矛盾冲突最高潮、最戏剧性的瞬间，而与此配合的有两块高

大奇特的太湖石，表面机理变化丰富、造型张扬、高耸扭曲，与画面的紧张气

氛一致，极好地辅助表现了绘画的主题。

《听琴图》和《折槛图》作为优秀的中国画作品，对画面精神境界的表现都达

到了极高的水平。它们都使用太湖石来烘托画面的气氛，这两幅作品的主题一动一

静，对比显著，而作为衬景的太湖石以自身的艺术形态，完美地配合了主题精神，

这也说明太湖石在景观个性审美的塑造上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由于这类绘画作

品层出不穷，对园林景观中如何使用太湖石营造气氛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当太湖石

可以实现自身审美价值时，它作为园林景观代表元素的地位就被确立了下来。

中国画家运用太湖石强调环境的作品比较多，如赵岩的《八达春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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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英的《红佛图》、文徵明的《真赏斋图》、黄慎的《西园雅集图》等。这类

作品中，太湖石只作为环境中的衬景，用来丰富和强调特定环境，提升环境档次。

文征明的《真赏斋图》画面前景为高大雄奇的太湖石，中景是含藏在树石之

中的真赏斋建筑，文人墨客正在其间品玩。整个画面高雅而壮美。其中，前景丰

富细腻的太湖石对环境层次的提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黄慎的《西园雅集图》

前景也是一块横斜的巨大的太湖石，它不但在画面中起到了平衡右部的作用，同

时也提升了环境的品位。运用太湖石强调环境的这类作品，往往将太湖石置于文

人墨客、达官贵族的活动地点，反映出太湖石高雅、亲切的艺术特点。在太湖石

成为园林的代表元素后，大量的文人绘画作品又将其推上了高雅文化象征的地位，

这些湖石与文人、文人环境相结合的绘画作品，使太湖石的景观审美价值得到了

快速的提升，最终将太湖石与文人高雅的生活环境密切结合在一起。

2.3  画家使用太湖石托物言志

中国目前可以见到的最早表现太湖石的艺术作品应是孙位的《高士图》。

孙位，晚唐著名的宫廷画家。这幅《高士图》（又名《七贤图》）是他的代表作。

据研究，现存的《高士图》为《竹林七贤图》的残留部分。

在这幅画面上，四个高士分别坐于华丽精美的小毡毯上，每人身边各有一

名小童侍候，彼此之间以蕉石树木相隔，画面构图平稳匀称，气氛高贵肃穆。

其中两个被高士依靠的“湖石”是用类似小斧劈皴的皴法表现的。

这幅画中以湖石作背景烘托四位高士，说明此时湖石的品鉴已到了一个精

神的高度。入唐以来，名贵稀有的太湖石被视为艺术品欣赏，在这幅画中，正

是用几块太湖石来映衬竹林七贤的人格和人生态度。

利用太湖石的艺术形象来托物言志，这在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时候被推向

高峰。因受压制，元朝汉族文人的情思含有复杂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情结，这使

他们在进行书画创作时会选择富有深意的题材。文人画的创作绝大部分不是为

了真实再现事物，而是借书画来抒写情志。

画家常选定的言志物体以竹石搭配最为典型。因为竹子比喻君子的谦虚、

正直气节，而石可比喻坚定不移之品格。在元朝，几乎所有的画家都画过竹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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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的作品，如李士行《古木丛篮图》、高克恭《墨竹坡石图》、顾案《竹石图》、

柯九思《墨竹》、倪瓒《梧竹秀石图》、王渊《竹石集禽图》和《桃竹锦鸡图》。

在石头品种的选择上，太湖石自然成为佼佼者，因为它不但能起到比兴的作用，

还有奇异秀润的造型。

倪瓒（1301—1374）作的水墨《梧竹秀石图》表现了一家宅院里的太湖石

与梧桐树和竹林映带，潺潺的小溪迂回于其间。湖石用泼墨技法，苍润淋漓，

画的右边有张雨题诗“青桐阴下一株石，回棹来看雪未消；展图仿佛云林影，

肖向灯前玩楚腰”。这里的楚腰即指园中太湖石，取自“楚王好细腰”的典故。

后明代王世贞的太仓掩山就有湖石名“楚腰峰”。倪瓒的画几乎没有成片的墨，

这幅画秀石等用侧笔写出，显得墨气湿润，非其主要之风格。倪云林的画能使

人“见之忘俗”，因为他幽淡荒古。画中散发着作者的天真情绪和古淡心态，

表现了作者“聊写胸中逸气”的思想境界。

太湖石在绘画作品中的象征美学意义将它的审美推向了最高的境界，它具

有了人的善与高尚，成为了中国君子的物化代表之一。至此，在中国画家不遗

余力地表现和传播之下，太湖石逐渐在中国审美文化的领域中具有不可动摇的

地位。

3  小结

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画中的太湖石是画家对匠人的掇石艺术和自然界中太

湖石的再创造，它比园林中的太湖石或者现实中的赏石的审美效果更典型、更

直观。所以研究绘画中的太湖石对我们研究园林景观艺术中的太湖石的如审美

姿态、观赏价值、塑造园林风格、太湖石的文化内涵、象征意义等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园林作为一门文化艺术，在太湖石的应用方面，可以也应该达到诗

情画意的境界。这样的成功案列也有很多，同中国画一样，值得相互因借、传

承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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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visual art aesthetic object, Taihu stone has used in the 

Chinese literati gardens over 1000 years.A large number of outstanding China 

painters portraied Taihu stone. These paintings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tone art. Based on research of representive 

paintings of Taihu stone in different periods, it discusses the art forms, aesthetic 

standards, spiritual realm and symbolic meaning of Taihu stone. This paper 

analysises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paintings on art history, art form and 

aesthetic of Taihu stone, which has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gardens 

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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