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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故宫嘉荫堂园林化空间形态研究

王　 鹤ꎬ渠　 垚

(沈阳建筑大学设计艺术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

摘　 要:嘉荫堂建筑组群是沈阳故宫中唯一一组帝后赏戏的娱乐场所ꎬ具有鲜明独

特的园林化特征ꎮ 以嘉荫堂建筑组群为研究对象ꎬ分析了嘉荫堂建筑组群形成的

社会因素及其空间特征ꎮ 通过实地测绘的方法ꎬ依次从空间尺度、建筑形象、视线

关系等不同层面进一步探究建筑组群空间布局、建筑风貌以及视线在空间中的运

用方法ꎬ总结其园林化空间形态特征ꎬ为嘉荫堂建筑组群的保护和利用提供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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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ꎬ是现今仅

存的中国古代皇家宫殿建筑群之一ꎮ 嘉荫堂

建筑组群是沈阳故宫西路重要的开放空间ꎬ
现为一组原状陈列的独立院落组群ꎬ其中ꎬ扮
戏房、耳房现为清代宫廷钟表专题展室ꎮ

一、嘉荫堂建筑组群基本概况

１.建造背景

嘉荫堂建筑组群位于沈阳故宫西路建筑

群ꎮ 清入关后历经了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政

权的巩固ꎬ到乾隆时期达到了社会稳定、经济

繁荣的兴盛阶段ꎮ 在乾隆十年(１７４５ 年)ꎬ修
建了飞龙与翔凤二阁[１]ꎻ乾隆十一年(１７４６
年)新建了东所、西所等建筑ꎻ在乾隆四十三

年(１７７８ 年) 第三次东巡至乾隆四十八年

(１７８３ 年)第四次东巡之间新建了大规模工

程[２]ꎬ包括嘉荫堂、戏台、文溯阁和仰熙斋等

西路宫殿及其附属建筑ꎬ沈阳故宫成为了清

帝东巡谒陵的重要驻跸之所ꎮ 因乾隆年间宫

廷赏戏之风颇盛ꎬ嘉荫堂建筑组群即为满足

帝后东巡期间的文化生活需求而建ꎮ
２.空间位置

沈阳故宫西路建筑群是一组以宫廷赏戏

和藏阅书籍为主的功能性院落ꎬ以宫门为界

线分为南部的戏台、嘉荫堂、扮戏房、耳房、东
西回廊一组建筑及北部的文溯阁、仰熙斋、九
间殿一组建筑ꎬ这组文娱建筑沿南北纵向轴

线形成了两座院落式组合空间(见图 １)ꎮ
嘉荫堂建筑组群是清帝驻跸盛京宫殿的

观戏场所ꎬ与清帝办公的迪光殿组群功能关

系密切ꎮ 嘉荫堂组群是针对帝后在驻跸期间

的居住方位、活动路线特点设计的ꎬ形成了

“前戏后读” “左居右娱”的独特布局形式ꎮ
在功能上按照观演秩序进行布置ꎬ形成了以

戏台和嘉荫堂为组群中心ꎬ再辅以耳房、东西

回廊等的一个完整院落ꎮ 廊的宽度一般是盛

京宫殿回廊的 ４ 倍左右(廊的进深为４. ５ ｍ)ꎬ
不仅可为随行人员提供观戏场所ꎬ也是院落

音响效果的保证条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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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沈阳故宫嘉荫堂建筑群空间示意图

二、嘉荫堂空间关系分析

１.建筑组成及功能

１８０１ 年至 ２１ 世纪初ꎬ经历了 ２２０ 年的

变迁ꎬ分别在 １８０１ 年、１９２６ 年、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２１ 世纪初这 ４ 个不同时期ꎬ对嘉荫堂建

筑群的建筑、宫墙、院落有相应的改建ꎬ使得

院落格局发生了相应的变化ꎮ 其中ꎬ嘉荫堂、
戏台建筑及院落一直延续下来ꎬ保存完整ꎬ成

为该院落重要的核心建筑群ꎮ
嘉荫堂建筑群包括 ５ 座主要构筑物(见

图 ２)ꎬ其占地面积约 １ ３７０ ｍ２ꎮ 其中ꎬ嘉荫

堂为院落核心建筑ꎬ是帝后的“赏戏殿”ꎮ 戏

台面北与嘉荫堂相对ꎬ为演员“表演区”ꎮ 扮

戏房在戏台之后以勾连搭式屋顶与其连接ꎮ
两侧回廊与耳房等呈“抄手”状ꎬ是随行人员

入宴赏戏之所(见表 １)ꎮ

图 ２　 沈阳故宫嘉荫堂建筑群主要构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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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沈阳故宫嘉荫堂建筑组成及功能

编号 名称 建筑样式 建筑高度 / ｍ 面积 / ｍ２ 使用功能

１ 嘉荫堂 卷棚硬山 ７. ５８０ １７０. ４ 帝后观戏场所

２ 戏台 卷棚歇山 ８. ２６０ ６９. ９ 表演区

３ 扮戏房 卷棚硬山 ８. ４４５ １７３. ５ 演出后台

４ 耳房 卷棚硬山 ５. ５８５ ５７. ５ 附属用房

５ 东西回廊 卷棚硬山 ５. ５８５ １２８. ５ 随行人员观戏场所

２.空间尺度

(１) 院落平面尺度比较

沈阳故宫共有 ２３ 个封闭的合院ꎮ 西所、

西路的院落均为同期所建ꎬ在现场实测的基

础上进行了平面尺度对比(见表 ２)ꎮ

表 ２　 嘉荫堂院落与文溯阁、保极宫院落平面尺度对比

名称 建成年份 进深 ａ / ｍ 面阔 ｂ / ｍ 占地面积 / ｍ２ ａ∶ ｂ

嘉荫堂院落 １７８３ ３７. ０００ ３９. ９５０ １ ３６９. ６ ０. ９２
文溯阁院落 １７８１ ４０. ７９０ ３５. １５０ １ ２６４. ９ １. １６
保极宫院落 １７４８ ３０. ８７０ ２１. ７４５ ６３２. ７ １. ４１

　 　 在西所狭长的建筑群空间中ꎬ保极宫为

清帝驻跸时的寝宫ꎬ体量小巧精致ꎬ空间宜

人ꎬ可以满足清帝日常生活的功能性需求ꎮ
西路文溯阁为清帝藏阅书籍的院落ꎬ与西所

都是多进合院式布局ꎮ 而嘉荫堂是专门服务

于帝后观戏的独立性功能院落ꎬ在空间尺度

上与保极宫、文溯阁布局形式表现迥异(见
图 ３):第一ꎬ嘉荫堂院落建造时期较文溯阁

与保极宫院落晚ꎬ呈“凹”字形布局形式ꎬ两
侧回廊进深(４. ５ ｍ)约是文溯阁回廊进深

(１. １２ ｍ)和保极宫回廊进深(１. １７ ｍ)的 ４
倍ꎬ且其使用面积(１ ３６９. ６ ｍ２)在 ３ 个院落

中面积最大ꎻ第二ꎬ嘉荫堂院落作为不同等级

人员同时使用的场所[３]ꎬ根据不同的建筑功

能严格规定和设置了帝后与随行人员所行走

的不同交通组织流线ꎻ第三ꎬ嘉荫堂院落的进

深面阔比小于 １ꎬ与文溯阁、保极宫院落相

比ꎬ其平面呈扁平化ꎬ更能拉近帝后观戏的距

离ꎬ形成一个集中紧凑的小空间ꎬ尺度亲切ꎬ
体量宜人ꎮ

图 ３　 嘉荫堂与文溯阁、保极宫建筑组群的平面布局形式

　 　 (２) 院落竖向尺度比较

在嘉荫堂院落空间中ꎬ最低点为院落地

面(± ０. ００ ｍ)ꎬ其次是嘉荫堂地面(０. ６ ｍ)ꎬ
最高点为戏台地面(０. ８６ ｍ)ꎬ可以看出嘉荫

堂与戏台的高差较小ꎬ仅 ０. ２６ ｍꎬ有利于帝

后赏戏时视线得以平视ꎬ不易产生疲劳感ꎮ
而两侧回廊是连接高低建筑的媒介ꎬ把各个

单体建筑连接成建筑群ꎬ使其更加具有韵律

感[４]ꎮ 其中ꎬ嘉荫堂与戏台、两廊与戏台这

两组建筑之间的院落空间为外部空间[５]ꎮ
由图 ４ 可以看出:嘉荫堂与戏台的高宽比

Ｄ１ / Ｈ１ ＝ １. ４１ꎬＤ１ / Ｈ２ ＝ １. ３０ꎻ两廊与戏台之

间的高宽比 Ｄ２ / Ｈ３ ＝ １. ７６ꎬ都在外部空间常

用的尺度 １ ~ ２ 范围内ꎬ满足了帝后赏戏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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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嘉荫堂建筑组群竖向与高宽尺度分析

求ꎬ是相对紧凑的空间ꎬ达到了空间平衡ꎬ具
有园林化内聚的特点ꎮ

三、嘉荫堂建筑形象分析

１.园林化的建筑风貌

(１) 建筑式样

嘉荫堂建筑组群屋顶形式呈现出显著的

园林化特征ꎮ 屋面均覆布瓦ꎬ屋顶采用了园

林建筑中最常用的卷棚硬山顶ꎮ 其中ꎬ嘉荫

堂为小式建筑ꎬ风貌朴素ꎮ 戏台檐下采用重

昂五踩斗拱(见图 ５(ａ))ꎬ构件小巧精致ꎬ有
较强的装饰性ꎮ 彩画以园林化特征明显的苏

式彩画为主ꎬ枋心和包袱内题材灵活多样ꎮ
整体建筑组群的特点给人以淡雅娴静之感ꎮ

(２) 建筑布局

童寯[６]先生在«东南园墅»中提到“无建

筑不成园林”ꎬ建筑在园林中是不可或缺的

元素之一ꎬ也是一种具体的实体处理手法ꎮ

嘉荫堂建筑组群围合空间中ꎬ南、北立面的实

墙在院落中占据很大比重ꎬ而两侧回廊和东、
西、北三面开敞的戏台向内是完全透空的部

分ꎬ作为虚的要素与实的墙面构成了强烈的

对比关系ꎬ形成了互相渗透、互为穿插的流动

性空间(见图 ５(ｂ))ꎮ 介于虚实关系之间的

漏窗、隔扇作为半虚半实的要素ꎬ起到了调

和、过渡的作用ꎬ更加体现出嘉荫堂建筑组群

的立面处理应用了园林建筑中常借虚实以及

半虚半实要素来构成巧妙的组合ꎮ
(３) 建筑色彩

嘉荫堂建筑组群的整体色调采用园林化

的无彩色调ꎬ与沈阳故宫大量的黄琉璃绿剪

边屋面、清式彩画和红色宫墙的有彩色系形

成了强烈对比ꎬ更似承德避暑山庄的前宫区

色彩ꎮ 布瓦瓦面呈现大片的灰色背景ꎬ建筑

组群檐下均为蓝绿色的苏式彩画ꎬ两廊和戏

台的檐柱均施绿色油饰ꎬ廊墙为白粉墙ꎬ形成

图 ５　 嘉荫堂建筑组群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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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淡雅的、园林化的界面色彩ꎮ
戏台前两侧楹联(见图 ５( ｃ)) “动静谐

清音智水仁山随所会ꎬ春秋富佳日凤歌鸾舞

适其机”ꎬ蓝底金字与组群空间的红、绿、蓝
色调构成呼应ꎬ并通过文字内容ꎬ深化组群空

间的艺术内涵ꎬ点染文娱空间的意境ꎬ更增添

了空间的园林意趣ꎮ 而两廊采用园林中常用

的回纹雀替和坐凳栏杆作为装饰ꎬ构件简洁

轻盈ꎬ色调清新雅致ꎬ风格朴素ꎬ体现出嘉荫

堂建筑组群轻松、愉悦的氛围ꎬ与沈阳故宫其

他空间形成了比较强烈的对比ꎮ
２.园林题材的建筑彩画

嘉荫堂建筑群以苏式彩画为主ꎬ装饰图

案十分丰富ꎬ表现戏剧人物故事、山水风景和

花鸟树木ꎬ色调清新高雅ꎬ题材灵活多样ꎮ 通

过描绘人物故事和吉祥寓意来展现嘉荫堂院

落空间的园林化特征ꎮ
(１) 彩画装饰题材

①戏剧人物题材ꎮ 人物彩画取材于戏曲

故事和历史故事(见图 ６)ꎮ 其中ꎬ拜求问道

(见图 ６( ｂ))是根据«庄子在宥»记载的

“黄帝虚心恳切拜求问道”的故事绘制ꎬ代表

清帝追求的“内圣外王”之志ꎻ齐聚一堂(见
图 ６(ｃ))象征了对清朝盛世的美好愿景ꎻ骑
驴过小桥(见 ６(ｄ))是根据历史小说«三国

演义»中刘备三顾茅庐的典故绘制ꎬ由此可

联想到«梁父吟»中“骑驴过小桥ꎬ独叹梅花

瘦”的思想境界[７]ꎻ松下对弈(见图 ６(ｅ))象
征了“忘忧清乐在枰棋”的风雅境界ꎮ 其建

筑群彩画人物神态、动作非常讲究ꎬ面部表情

丰富ꎬ能传达出人物的内心世界ꎮ

图 ６　 嘉荫堂枋心彩画题材

　 　 ②自然景物题材ꎮ 枋心彩画分别取材于

山水风景和花鸟树木(见图 ７)ꎮ 第一ꎬ是山

水风景类题材ꎮ 湖光秋色(见图 ７(ａ))画面

中仿佛描述了“湖光秋月两相和ꎬ潭面无风

镜未磨”的景象ꎻ而蓬莱仙境(见图 ７(ｂ))则
描绘了精致华丽的玉宇琼楼和宏伟而富有动

感的山水ꎬ流水、山石的动感与建筑物的静

置ꎬ在这幅严整又活泼的画面中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ꎬ整体巧妙融合、浑然一体ꎬ色调清新

雅致、灵动活泼ꎻ万里河山(见图 ７(ｃ))画面

中江河璀璨ꎬ云波缭绕ꎬ色彩素净ꎬ格调高雅ꎬ

增强了嘉荫堂园林化空间的艺术性和欣赏

性ꎮ 第二ꎬ是对大自然中的花鸟树木进行艺

术创作ꎮ 春禽花木(见图 ７(ｄ))描绘了群鸟

嬉戏的场景ꎬ有清新可爱、欣欣向荣之感ꎻ苍
鹰观瀑(见图 ７(ｅ))寓示人生的意义在于不

断的追求ꎻ墨竹(见图 ７( ｆ))蓬勃向上ꎬ代表

着气节ꎻ随风海棠(见图 ７(ｇ))点染出浓浓

春意ꎻ金鲤戏荷(见图 ７(ｈ))荷叶舒展ꎬ露珠

滚动ꎬ寓意吉祥美好、连年有余ꎻ松下双鹤

(见图 ７( ｉ))振翅屹立ꎬ寓意着品德高尚ꎮ 包

袱心的彩画都带有富丽吉祥的寓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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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嘉荫堂建筑组群枋心与包袱式彩画题材

　 　 (２) 彩画构图方式

嘉荫堂彩画主要以枋心式和包袱式为

主ꎮ 枋心式彩画采用“满图平铺式”构图ꎬ多
绘制人物故事ꎬ以叙事的表现手法来展现故

事的生动性ꎬ人物背景取横向的山水形态ꎬ疏
密有致ꎬ整体人物散发出文人雅士温文尔雅

的书卷之气ꎬ寓示着清雅高洁ꎮ
而包袱式彩画常以“之”字形构图ꎬ绘制

自然万象ꎮ 无论是河水的流淌感还是湖泊的

宁静感ꎬ在回环曲折的变化中ꎬ展现了山河的

走向和韵味ꎮ 绘制花鸟则运用“平铺均衡式”
构图ꎬ布局匀称ꎬ并采用毫无规律可寻的曲线ꎬ
在视觉审美上给人一种节奏与韵律之态ꎮ 嘉

荫堂彩画的构图形式不仅表现出彩画的和谐与

均衡之美ꎬ还展现出彩画故事背后的高洁之意ꎮ
(３) 彩画表现技法

嘉荫堂建筑组群彩画表现技法为留白处

理ꎮ 借用山石、云水来创造出更加立体而生

动的画面意境ꎬ展现山石的真实形态和飘浮

于山间的云雾ꎮ 此外ꎬ在技法上运用落墨搭

色和硬实抹开来绘制烟云浩瀚的中国山水和

秀丽的动植物图案ꎮ 彩画均以墨线绘制ꎬ再
进行罩色ꎬ分出浓淡ꎬ加强立体效果和虚实主

次ꎮ 而画花鸟时“接天地”ꎬ追求逼真写实ꎬ
在兼用以上画法的同时也运用工笔兼写意等

技法ꎬ展现出既有绘画的灵活性ꎬ又有图案工

整的效果ꎬ更增添了园林意趣ꎮ

四、嘉荫堂建筑组群空间视线分析

嘉荫堂建筑组群的空间安排符合其功能

要求ꎬ其外部形体是内部空间的反映[８]ꎮ 从

视距、水平视角与垂直视角来分析其内向型

空间的视线ꎬ展现出微观尺度下其观看角度

合理的空间ꎮ
１.嘉荫堂建筑组群空间的视距分析

嘉荫堂建筑组群空间的主要功能是满足

帝后的赏戏需求ꎬ故主要以帝后的视距来进

行分析:
满足帝后的观看需求ꎬ最首要的一点是

要看清演员的表演ꎮ 因此ꎬ将设计点放在戏

台对面的嘉荫堂明间ꎬ距离明间栏杆 １. ５ ｍ
处ꎬ称作 Ａ 点ꎻ一般演员表演要距离台口边

缘 ３ ~ ５ ｍ 处ꎬ所以视点定在 Ａ′点ꎮ 若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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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看清演员的一般表情ꎬ则距离要控制在

２２ ｍ以内[９]ꎮ 从嘉荫堂(Ａ 点)到戏台(Ａ′
点)的视距为 １７. ５ ｍ(见图 ８)ꎬ在规定视线

范围之内ꎬ帝后能够看清演员的表情和动作ꎬ
故观看效果良好ꎮ

图 ８　 帝后最佳视距示意图

２.嘉荫堂建筑组群空间的视角分析

(１) 从水平视角来分析

水平视角是指人的眼球不转动时ꎬ沿正

前方向能够看清物体的范围[１０]ꎮ 人不需要

转动眼球的水平清晰视野可达到 ３０°ꎬ转动

眼球时可达到 ６０°[１１]ꎬ因此ꎬ帝后及其随行人

员的赏戏位置需要在水平视角 ３０° ~ ６０°ꎬ才
能使其观看表演不易疲劳ꎮ

在嘉荫堂建筑组群中取若干视点与戏台

台口边缘连接ꎬ来计算帝后与随行人员的水

平视角是否合理ꎮ 由图 ９ 可知ꎬ在嘉荫堂建

筑组群中ꎬ帝后及其随行人员的观看角度都

在 ２９° ~ ６０°ꎬ且水平视角基本都达到了眼球

无需转动的 ３０°左右ꎮ 首先ꎬ在两廊中随行

人员的观看角度为 ２９°ꎬ赏戏虽然不困难ꎬ但
戏台夹角出现在视野中会遮挡部分表演ꎬ观
看质量会大大降低ꎻ其次ꎬ两廊中处于正常观

看角度(３４°)的随行人员ꎬ虽然在最佳视野

中ꎬ但观看座位在戏台两侧只能看到演员的

侧面ꎬ观戏效果不佳ꎻ而帝后的观看视线在戏

台正对面的嘉荫堂中ꎬ观看角度(３４°)与视

线基本在同一水平线上ꎬ所以帝后的观看效

果要好于两廊的随行人员ꎮ

图 ９　 帝后及随行人员水平视角分析

　 　 (２) 从垂直视角来分析

垂直视角是在垂直方向上能看清物体所

形成的最大角度ꎮ 人在垂直角度观看时ꎬ正
常视野为 １５°ꎬ眼球转动时可达 ３０°[１２]ꎮ 若

超过 ３０°时ꎬ识别物体轮廓的能力会迅速降

低ꎬ所以仰角与俯角最大不能超过 ３０°ꎮ 在

嘉荫堂中ꎬ帝后是坐着观看戏曲表演的ꎬ观看

演出时ꎬ由于戏台与嘉荫堂的地面高差较小ꎬ
帝后与戏曲演员的面部能够接近在同一水平

线上ꎮ 按照人体工程学原理ꎬ帝后坐在嘉荫

堂中ꎬ其眼睛距离地面的高度按我国规定的

人坐着的平均高度 １. １ ｍ 来计算[１３]ꎮ 由图

１０ 可知ꎬ帝后坐着赏戏的视线与戏台形成

的仰角为 １０°ꎬ俯角为 ３°ꎬ仰角、俯角都在最

佳视角范围 ０° ~ １５°内ꎬ帝后观赏角度是合

理的ꎮ

图 １０　 帝后垂直视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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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荫堂建筑组群整体呈现出一种独特的

园林化特征ꎬ在沈阳故宫中可谓是独树一帜ꎮ
以非等级化的建筑形式、亲切的尺度关系、虚
实相生的空间关系、内向型的空间特征构成

了和谐统一的园林化娱乐空间形态ꎮ 其园林

化空间不仅满足了建筑的实用功能ꎬ亦为其

氛围添加了鲜活情调ꎬ不仅实现了与沈阳故

宫其他建筑空间的互融共生ꎬ更体现出园林

化建筑群空间形态的文化内涵ꎬ使其具有很

高的艺术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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