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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盛京地区流人园林探析

张　 健１ꎬ郭　 颖１ꎬ徐诚皓２

(１. 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ꎻ
２. 诺丁汉大学建筑与建筑环境学院ꎬ英国 诺丁汉 ＮＧ７ ２ＲＤ)

摘　 要:通过相关文献资料的查阅及实地测绘调研等方法ꎬ对清初盛京地区流人的

生活和文化进行解析ꎬ以陈梦雷的云思草堂和郝浴的银园为代表ꎬ对其建置沿革、
基本布局和造园特色进行分析ꎬ从而提取了清初盛京地区流人园林的一般特征ꎬ指
出了清代的流人园林不仅推动了盛京地区地域文化的发展ꎬ更对东北地区的园林

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关键词:盛京地区ꎻ流人ꎻ私家园林ꎻ云思草堂

中图分类号:ＴＵ － ０９２　 　 　 文献标志码:Ａ

一、盛京地区的流人与流人文化

１.盛京地区的流人

流人ꎬ在«释文»中的解释为因获罪而被

流徙者[１]ꎬ«隋书邢法志»中也曾提到ꎬ对
本该处以死刑的犯人因其情可悯而被流放到

偏远地区ꎬ先遭受鞭打然后作为兵卒服役ꎬ这
种处罚在本质上和死刑是无差别的ꎬ所以因

获罪而被流放的犯人都被称为流人ꎮ 清初流

放到盛京地区的犯人数量很多ꎬ顺治、康熙、
乾隆时期有明确记载的被流放到东北苦寒地

区的文人出身的流人就不下数百位[２]ꎮ 在

«柳边纪略»的描述中ꎬ也提到过数十年间被

流放到这片土地上的文人学士不计其数ꎮ 尤

其以宁古塔、齐齐哈尔数量最多[３]ꎮ 被流放

到这里的人也曾有“塞外流人ꎬ不啻数千”这
样的感慨ꎮ 清代被发放到盛京地区的流人ꎬ
根据不同的流放地域ꎬ大致可划分为 ３ 类:盛
京流人群、铁岭流人群和尚阳堡流人群ꎬ这些

地区的流人代表有陈梦雷、函可、郝浴、左懋

泰、季开生、丁澎等ꎮ 他们之间交往频繁、联
系密切ꎬ经常聚在一起谈论诗文ꎬ这种长时间

的聚会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ꎬ即盛京

地区的流人文化ꎮ 还有很多流人把流放期间

在东北地区的所见所闻写入诗中ꎬ大部分被

编辑成书流传于世ꎮ
２.流人文化

盛京地区的流人文化中ꎬ诗歌是文人学

士创作的亮点ꎮ 盛京地区的流人在困厄中奋

发求学ꎬ他们的文学作品风格大都深沉悲怆、
意蕴深厚ꎮ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ꎬ盛京地区

的流人创作了大量的诗歌ꎬ这些作品的思想

性和艺术性都很强烈ꎬ在当时盛京文化圈的

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４]ꎮ 更为难能可贵的

是ꎬ他们达观地面对生活中的困境ꎬ以诗抒

怀ꎬ以文学为精神寄托ꎬ这样独特的流人文学

的风貌[５]ꎬ不仅完善了他们自己的人生ꎬ更
推动了东北地区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ꎬ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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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化史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ꎮ

二、清初盛京地区流人的私家园林

古典园林中的私家园林ꎬ园主人多为贵

族、文人学士或富商等ꎬ在古籍中又被称为

园、园墅、别墅、别业等ꎮ 这类园林的规模相

比于皇家园林都比较小ꎬ其中面积大的园林

也只有十几亩ꎬ而小的仅有一亩(约 ６６７ ｍ２)
或者半亩ꎮ 历代匠人对于私家园林的营造ꎬ
都力求以人工设计建造天然优美的景物ꎬ崇
尚“虽由人作ꎬ宛自天开”的境界ꎮ 园林的布

局多以水池为中心ꎬ建筑、植物等其他造园要

素于四周布置ꎬ形成形态各异的景点ꎮ 私家

园林主要是满足园主人的日常起居、闲适娱

乐等功能需求[６]ꎬ文人出身的园主人更注重

吟诗作画、游玩赏景等清高风雅的活动ꎬ园林

整体风格淡素脱俗ꎮ
１.云思草堂

(１)建置沿革

云思草堂的园主人是陈梦雷ꎬ字则震ꎬ陈
梦雷是当时的翰林院编修ꎬ由于“蜡丸案”被
李光第出卖而获罪ꎮ 康熙二十一年 (１６８２
年)ꎬ陈梦雷被流放到盛京ꎬ由于学问深厚ꎬ
虽然被囚车押到盛京ꎬ却一路受到格外关照ꎬ
当时的奉天府尹更在不久后便为陈梦雷脱离

奴籍ꎬ不仅以礼相待留于府中ꎬ还聘请陈梦雷

主修«盛京通志»ꎬ陈梦雷的才华在盛京得以

施展ꎬ在他的组织与领导下ꎬ盛京周边各地志

书的编修也都顺利完成ꎮ 陈梦雷在修志任务

圆满竣工之后受到更高的礼遇ꎬ生活条件也

逐渐得到改善ꎬ陈梦雷凭着学识和人品ꎬ团结

联系了一大批的文人学士ꎬ盛京地区的流人

文化也因此形成ꎮ
据文献记载ꎬ陈梦雷在盛京城的住址是

城西的素园ꎮ “郊西”的云思草堂建于陈梦

雷被流放到盛京的第五年ꎬ即康熙二十六年

(１６８７ 年)ꎮ «辽左见闻录»中曾提到陈梦雷

的云思草堂“花石娟秀ꎬ日以著述为乐ꎬ从游

者甚众”ꎮ 关于云思草堂的具体位置ꎬ据记

载ꎬ康熙十九年(１６８０ 年)ꎬ康熙皇帝对盛京

重加修缮和扩建[７]ꎬ除了在原有的基础上对

城墙城门等设施进行维修外ꎬ还增修了被称

为“关墙”的平面形状近于圆形的缭墙[８]ꎬ按
照中国历史上素有的“筑城以卫君ꎬ造郭以

守民”的说法ꎬ内城是皇宫之居所ꎬ而郭城即

城墙与缭墙之间ꎬ则是百姓之家ꎮ 据推测ꎬ陈
梦雷的云思草堂位于当时盛京城“郊西”的

位置ꎬ应是现在沈阳市的三经街到西塔一带ꎮ
(２)相关文学记载

园林历来是文人墨客琴瑟雅集、题诗作

赋的主要场所ꎬ因此ꎬ留下了大量描绘园景风

光的诗文ꎬ成为重要的艺术信息载体ꎬ也为今

人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文献资料ꎮ 园林中四季

宜人的景色对于居者而言ꎬ具有无限的趣味ꎮ
陈梦雷的好友黄鷟来ꎬ在云思草堂建成之日

前来祝贺时所作诗赋«陈省斋草堂新成过集

漫赋»中有一段描述:云思草堂是陈梦雷在

郊西新筑的宅园ꎬ院落宽敞明亮ꎬ中庭便有十

亩宽ꎬ屋内的四壁都是图书ꎮ 从诗中可见云

思草堂是一处中庭十亩的宽敞院落ꎮ 黄鷟来

还把陈梦雷比作陶渊明和曾隐居于辽东的学

者管宁ꎬ用以形容陈梦雷在云思草堂的闲静

生活ꎮ 陈梦雷在和诗中曾写道园内的风景ꎬ
从诗文中可以推测出云思草堂大概的位置、
基本的院落布局、园林内的造园要素以及园

主人在园林中的日常活动ꎮ
(３)基本布局和造园特色

古典园林中的私家园林一直是园主人重

要的活动场所ꎬ除了满足园主人的日常生活

起居、游赏等基本需求外ꎬ也会偶有兴建之

举ꎮ 盛京地区虽是蛮荒之地ꎬ景致单调ꎬ造园

手法也相对简单ꎬ但也能因地制宜地兴建景

观ꎬ略有一些江南私家园林的气韵ꎮ 很多时

候园林的意境是通过人的活动来展现的ꎬ园
主人经常在此举办宴乐、游赏、赋诗等活动ꎬ
既体现了私家园林的多功能性ꎬ也影响了园

林设计和造园思想ꎮ
对于陈梦雷的云思草堂ꎬ因年代久远且

实例早已无存ꎬ只能通过查阅有限的史籍和

诗文的简单描述对云思草堂做出一些推想ꎮ
根据云思草堂相关的文学记载ꎬ云思草堂格

调不拘一格ꎬ追求雅淡自然的田园风光ꎬ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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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盛京地区最具特色的私家园林景观[９]ꎬ
充分体现了盛京地区私家园林的景观形象ꎮ
受地理条件以及气候的影响ꎬ虽然北方地区

的私家园林较之江南园林偏荒凉ꎬ景致相对

简单ꎬ但也充满了诗情画意ꎬ而且韵味浓厚ꎮ
诗文中提到中庭十亩宽ꎬ茅屋数间ꎬ云思草堂

的院落十分宽敞ꎬ园内绿树成荫、花光草径ꎬ
细沙怪石ꎬ园主人坐在书房内ꎬ轻风吹着竹

帘ꎬ屋外飘来阵阵花香ꎬ而屋内悬挂着园主人

的诗赋墨迹和画作ꎬ这些浓郁的书香和树木

花草的朴实自然正寄托了园主人的审美情趣

与精神追求ꎮ 园内的植物受地理条件制约ꎬ
多是槐、榆、柳、松、柏等形态爽直的高大乔

木ꎬ园内的一些楹联和匾额很可能出自于主

人的诗赋ꎮ 据文献记载ꎬ当时盛京地区的流

人经常聚在云思草堂诗会雅集ꎬ而且常以园

内的景观为描摹对象ꎬ这不仅增加了人们欣

赏园内景观的情趣ꎬ也体现了云思草堂独具

特色且典雅的一面ꎮ
２.银　 园

(１)建置沿革

铁岭市中心有个因地而得名的银园ꎬ距
今已有近 ３５０ 年的历史ꎬ园林创始人郝浴ꎬ字
雪海ꎬ又字冰涤ꎬ号复阳ꎬ清代进士ꎮ 因与吴

三桂结怨ꎬ１６５４ 年郝浴被流放至盛京ꎬ１６５８
年迁居到铁岭ꎬ当时对郝浴住宅的记载为茅

屋三章ꎬ坐落于银园之中ꎮ 中间是三间书屋ꎬ
书屋的前面种满了各种蔬菜ꎬ书屋的后面作

为花园ꎬ种满了绚丽多彩的奇花异草ꎬ在书屋

的后面有一冈ꎬ像卧龙一般ꎮ 因铁岭在古代

被称为 “银州”ꎬ故屋后的冈被命名为 “银

冈”ꎬ银冈书院也由此而来ꎮ 郝浴的住宅银园

便是银冈书院早期的雏形ꎬ银冈书院在康熙年

间进行了修缮与扩建ꎬ使得教学活动得到进一

步发展ꎬ名人学者逐渐增多ꎬ并且越来越受到

当时政府官员的重视ꎬ至此银冈书院远近闻

名ꎬ成为了东北地区著名的三大书院之一ꎮ
东北地区的流人ꎬ经常在银冈书院集会ꎬ

流人中有很多著名的学者、诗人ꎬ如吴兆骞、
陈之璘、左懋泰、戴遵先等均和郝浴往来密

切ꎮ 银冈书院也是东北地区流人文化发展的

中心ꎬ史载“流人通文墨ꎬ类以教书自给”ꎬ这
些流人以教授生徒维持生计ꎬ为清代东北地

区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ꎮ
(２)相关文学记载

据«铁岭县志»中的记载ꎬ郝浴的银园在

建造之初虽略显简陋ꎬ但是在他的布置下ꎬ虽
处严寒之地ꎬ却多了份意趣ꎬ不失雅致古朴ꎮ
在庭院之中ꎬ前院种菜ꎬ后院养花ꎬ还种植了

十几株果树ꎬ三间草亭与后山果树共同勾勒

出一幅极具隐逸情调的山居图景ꎬ体现出典

雅清幽的园林气质[１０]ꎮ 与细致精美的江南

园林相比ꎬ东北地区的园林景观风格虽然粗

犷、质朴ꎬ却也富含了古典园林的文化内涵和

景观意趣ꎮ
(３)基本布局和造园特色

现今的银冈书院占地面积相较于初期建

设时的“十许亩”ꎬ规模变化不大ꎮ 东西排列

３ 个院落(见图 １)ꎮ 中间的屋宅是郝浴建园

之初建造的ꎬ东侧即银园ꎬ是根据现有资料复

原的建筑ꎬ西侧庭院是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

纪念馆ꎮ 从远处望去ꎬ苍翠摇曳的枝叶下是

瓦青色的围墙ꎬ园内古建筑的屋脊隐约可见ꎬ
不失古朴幽静ꎮ 中间院落郝浴的住所是典型

的北方四合院ꎬ上屋正房三间的文昌宫现为

陈列馆ꎬ里面展出了很多历史文献资料和文

物ꎬ门前的石碑修筑于清光绪时期ꎬ东侧的碑

阴是我国罕有的古代石刻图书目录ꎬ西侧为

«银冈书院资产碑记»ꎮ

图 １　 银冈书院平面测绘图

　 　 四合院内的东、西厢房各有三间ꎮ 东侧

是各斋长办公的场所ꎬ早期叫作东斋房(见
图 ２)ꎬ后来被当作学堂[１１]ꎮ 学堂内现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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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设仍按周恩来在此读书时的原貌布置ꎮ
东、西厢房两侧ꎬ各有东、西月门可以进入东、
西二院ꎬ还可以进入二进套院ꎬ郝浴自题的草

书匾额“致知格物之堂”便悬挂于二进套院

内的郝公祠ꎬ这里是郝浴昔日讲学的场所ꎮ
康熙年间ꎬ郝浴病逝后ꎬ银冈书院的学者们为

了纪念他ꎬ将郝浴早年讲学的学堂“致知格

物之堂”改为“郝公祠”ꎮ

图 ２　 东斋房

　 　 银冈书院的东院ꎬ是根据银园的旧时风

貌修建的一座仿古园林建筑ꎮ 这里的垂花

门ꎬ是纪念馆的出口处ꎮ 垂花门为木质结构ꎬ
因门檐下倒垂的木柱上雕饰着莲花而得名ꎮ
进入东院ꎬ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刻有“银园”的
青砖雕檐影壁(见图 ３)ꎮ

图 ３　 银园影壁

　 　 园的北面是莲池ꎬ池中鲤鱼绕莲是一处

景致ꎬ周总理生前最喜欢的马蹄莲花和赤橙

色、墨青色的鲤鱼总是让人忍不住驻足观赏ꎬ
单拱花栏小桥跨于莲池之上ꎬ在莲池北侧ꎬ便
是在一些诗文中被称为“隐然卧龙”的银冈ꎬ
现经改造ꎬ顺势而曲的假山、亭台通过曲廊交

相呼应ꎬ廊枋上有园林景观和历史典章ꎮ
从园林的基本布局中可以看到ꎬ书院布

局严谨ꎬ强调轴线ꎬ院内的建筑大都按照轴线

序列排布ꎬ配殿分立两侧ꎬ整体性强ꎬ书院内

东西排列 ３ 个院落ꎬ３ 个院落自成一体又和

谐统一ꎬ尺度相近ꎬ虽略显单调ꎬ但花木、水
池、假山等要素相对灵活(见图 ４)ꎬ打破了园

林的拘谨与单调ꎮ 银园内的景观十分丰富ꎬ
亭台水榭、假山、莲池、花草树木、建筑等要素

有机融合ꎬ这不仅是自然与人工的结合ꎬ也是

地域精神的传达ꎬ体现了东北地区淳朴自然

的地域文化和气候特点ꎬ简单直白ꎬ不求形制

样式的尊贵与层次序列的复杂ꎬ而旨在追求

园林与环境“天人合一”ꎮ

图 ４　 银　 园

３.盛京地区流人园林的造园特色

(１)布　 局

从云思草堂的文献考证和银园的平面布

局来看ꎬ盛京地区的流人园林布局相对严谨ꎬ
轮廓偏方正ꎬ这与其选址和规模有着密切的联

系ꎮ 盛京地区的城市形态大多都规整ꎬ因此宅

府花园布局也比较严谨ꎮ 院落布局强调中轴

线ꎬ正房和厢房的布置十分明确ꎬ空间层次分

明ꎬ再点缀以花木、水池、假山等ꎬ在一定程度

上打破拘谨的格局ꎮ 院落间的尺度变化不大ꎬ
虽略显单调ꎬ整体风格却十分质朴、端庄、大气ꎮ

(２)建　 筑

流人园林中最重要的建筑是厅堂ꎬ采用

歇山顶或硬山顶ꎬ空间比较宽敞ꎮ 流人园林

中较常见的建筑是斋ꎬ一般用作书房ꎬ也有些

用作收藏室ꎬ位置相对僻静ꎬ是园林中的宁静

清幽之所ꎮ 在建筑外形上ꎬ受东北地区寒冷

萧瑟且多风沙的气候影响ꎬ建筑封闭感较强ꎬ
略显沉稳端庄ꎮ 银园内的整个建筑群ꎬ布局

分明ꎬ古韵浓郁ꎬ现存建筑装饰上的雕梁画

栋ꎬ也无浮华之感ꎬ园中气氛幽雅而宁静ꎬ书
香浓郁ꎮ

(３)植　 物

流人园林内的植物景观地域性特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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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ꎬ主要有乔木、灌木、花草、蔬果等类型ꎬ
多采用松、柏、杉科等高寒地域的常绿植

物[１２]ꎬ以松柏为主体ꎬ其间穿插着槐树、杨树

以及柳树等枝干苍劲挺拔的树种ꎬ形成庭院

植物景观[１３]ꎮ 银园内早年有一株古榆树ꎬ乾
隆时期的诗人商其果曾以此树为题赋诗“老
树婆娑满院荫ꎬ每当风雨作龙吟”ꎮ 柳树一

般种在水边或者土坡上ꎬ还有些与榆树杂植

在一起ꎬ十分茂密ꎮ 与其他私家园林相比ꎬ流
人园林内常有田圃草庐之景ꎬ陈梦雷的云思

草堂和郝浴的银园ꎬ宅园内都辟有菜园、果
园ꎬ这种具有乡土气息的田园野趣与草堂、草
亭这类建筑十分相配ꎮ

(４)置　 石

我国传统园林中ꎬ有园则必有山石ꎬ山石

是园林中常见的景致ꎮ «辽左见闻录»中曾

提及云思草堂“花石娟秀”ꎬ细沙、怪石、草木

与建筑巧妙地融合在空间内ꎮ 银园垒石成

山ꎬ营造出诗情画意的写意园林ꎮ 园林内多

以青石为主[１４]ꎬ大都蓝灰色ꎬ呈片状或块状ꎬ
叠石的整体气韵自然流畅ꎮ

(５)水　 体

盛京地区土层丰厚ꎬ水资源并不丰富ꎬ在
流人园林这类中小型园林中的理水通常是以

开辟水池为主ꎬ在较小的庭院内ꎬ水池位于庭

院的一侧ꎬ与假山结合ꎬ面积虽不大但水的灵

动却给整个园林空间带来了生机ꎬ景致疏朗

而清新ꎮ

三、结　 语

清初盛京地区流人的私家园林ꎬ在精神

境界和艺术境界上远远超过“园”本来的客

观定义ꎮ 私家园林作为一种有私人性质的园

林形式ꎬ其园林特点与寺庙园林和公共园林

相比ꎬ与园主的关系更为密切ꎬ园主的人生经

历、社会阅历等都会对其园林形式产生或多

或少的影响ꎮ 虽然受到地理条件和社会基础

的制约ꎬ但清初盛京地区的流人们经常以诗

文酬唱ꎬ也关注着园林意趣的营造ꎬ他们对自

然风景有着深刻的理解ꎬ对自然的美也有着

高度鉴赏能力ꎬ并以此经营园林ꎬ这样的私家

园林能够深刻体现盛京地区的地域文化ꎬ突
出了盛京园林的地方特色ꎬ园林格调雅致、大
方ꎬ匾额上的题字也值得考究ꎮ 流人通过自

身的学问修养与诗画功力来造园ꎬ寄情山水、
花木之余ꎬ还赋予了园林文化内涵ꎬ在一定意

义上ꎬ对盛京地区私家园林的造园风格与特

点都有着积极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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