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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园 

四季风景 品位个园 

纳自然之石、水、竹、树，融艺术造诣与人的审美品位，造春夏秋冬四季之景，寄情于山水之

间，而写意于竹林庭院。简洁的白墙，典型的圆形门洞，并开设方形漏窗于两侧，可谓是该园林的

特色，构景巧妙，户牖造型精美，在个园处处可见。 

 

个园位于江苏省扬州市东关街，原为清朝两淮盐商黄庄泰的私家宅园。园林中植竹万竿，品种

多样，茂密成片，又因竹叶的形状神似“个”字，故起名为个园，其寓意挺直不弯，虚心向上的精

神，也是园主内心品格的体现。 

  



个园内的建筑主要有宜雨轩、壶天自春、透风露月、从书楼、住秋阁、清漪亭和藏书楼，楼宇

有高大宏伟的气势，亭轩阁楼又怡情雅致，门窗均为雕花格扇门窗为主，透光性好，亦能观花赏竹，

别有一番情调。 

其中壶天自春两层十一间，为江南园林体量最宏大建筑，二楼格扇门做工精细，裙板雕工维妙

维俏，多以花草为主，是主人热爱自然植物，追求闲情雅致的情趣表达。房间之间的冰裂纹月亮门，

可谓设计十分巧妙，从房间一头望去，房房相通，月亮门层层构景，门既是画框，也是画本身。 

 

    除了雕刻精美的格扇窗，园中建筑还有大量简洁风

格的方形玻璃窗，这样能保证最大限度的采光，巧妙的

在窗前摆放盆栽、花瓶等，构成一幅小景照片，同时透

过玻璃向外望去，门窗的方形木隔断，将后面的景观分

隔成大小均一的风景画，可见窗户在建筑中的巧妙用处。 

         《於潜僧绿筠轩》 北宋  苏轼 

           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个园最大的特色就是遍地的竹林，园中竹子植无数，品种多样，可以在园林之中慢慢品味。其

中最有特色的莫过于园林中春山部分，由翠竹和石笋石堆砌而成，又分为“早春”和“晚春”两部

分。“早春”又名“雨后春笋图”，由白果峰石和乌峰石与竹子组合形似春笋，具有浓浓的春意清新。

“晚春”又名“百兽闹春图”，与早春一墙之隔，栩栩如生的太湖石，酷似各种动物，如石林动物

园一般，可细细观察，去寻找各种动物。 

 

    走过春山，顺时针游览，便是夏山。“一峰则

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一池一山，可以带

你一种如进山野游玩的情趣。夏山便是如此，大量

的太湖石堆砌成假山，一塘清水莲花几朵，古树相

依，寓意为“大树底下好乘凉”，清凉过一夏。 

 

 

 

 



秋山，用黄石组成假山群，山上植以大量枫树，枫树常年为红黄两色，具有浓浓的秋意。冬山，

则用“宣石”造山，因石面局部发白，营造了雪景的场面，地面铺冰裂纹砖石，整面墙壁的“风音

洞”则制造北风呼啸的声效，景内中腊梅和榆树，处处都能感受到北国风光雪景的气氛。同时又巧

妙的在墙壁设一窗洞，春山的景色若隐若现，名为“望春洞”。四季景观融为一体，又循环可见，

寓意四季轮回，景色无限。 

  

四季假山可谓个园的精华，夏山临水而立，秋山与住秋阁相依，冬山以南墙风洞相邻，春山则

立于翠竹之中，四季假山配景融洽巧妙，立意独特，值得细细游玩。廊道的窗洞和漏窗，则营造无

数精美的小景；阁楼亭轩的门窗雕花，体现了工匠高超的手艺；楼阁里的门窗设置，将景观纳入眼

前，确实造园师巧妙的心思。个园不仅能游玩赏景，更能品味户牖的精工巧做，风韵情调。 

  

 

 



    何园 

琉璃时光，艺术何园 

精工细作，图案精美的户牖，光线透过玻璃散落一地的斑斓，一阵清风吹过，影像万千。走在中国第一复道

回廊，透过青砖构成的十二扇什锦花窗，庭院深深，洋楼大气，体会中西交融的风景画。船厅里小憩，议古文，

朗诗歌，听风雨。1818 年开始建园，历经三四代人才全部修建完毕的何园，让我们一起去欣赏园林和户牖的精

美和艺术。 

 

    享有晚清第一园美誉的何园，原名为“寄啸山庄”，为何氏家族的私家园林，园区最具特色的

是他的复道回廊，是目前国内复道回廊中最长的。回廊贯彻全园，其中最精致的为十二扇形状各异

的花窗，构成了十二幅精美的借景之画，移步便是景，一眼一春秋，可谓妙哉，也是园林户牖设计

中的精美之作。 



  

何园的户牖精巧细致，设计和制作工艺都是用心之作。大量的精力花在户牖的花窗上，从阁楼

的大厅便可看出，一整面的雕花玻璃窗，共计大小四十三个窗花格，简约的方形窗格在最底层，体

现了简约稳重；最中间一块窗格为最大，能将窗外璧山的主景纳入框内，构成一幅绝美的山水画；

两边对称的窗格均有精致的雕花窗边，本身既具有艺术美感，同时又与璧山之景融为一体。 

园中将窗户在建筑中运用到极致的，当属园中的船厅。船厅以厅为船，以厅外四周的铺地鹅卵

石为波浪，寓意水上行舟，其构思绝妙，船厅四面均为落地雕花玻璃窗，可尽收园中景色，身在船

厅之中，看波光粼粼，赏园林风景，不仅仅体现了雕花落地玻璃窗的透光性，更是体现了窗户的艺

术功能。 

 



除了大量运用方形雕花玻璃窗以外，也有很多具有艺术性的雕花窗，其中非常有特色的为冰裂

纹花边圆形窗，圆形玻璃通透好看，冰裂纹花边营造一种清凉的气氛，夏季时节，不仅仅能给人以

心静凉爽，同时也能透过圆形玻璃欣赏片石山房的景致。 

 

何园，之中具有西方特色的建筑为玉秀楼，又名“西式小洋楼”，将中西建筑文化完美融合，

格局用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布局，窗户却全部使用百叶窗，虽然没有雕花玻璃窗的透亮，但这种百叶

窗的设置，又增添了别样的风采。 

  

 



一室之内包含“琴棋书画”四景，如此用心的智慧之作，在园林景观中实属罕见。精心设计的

一口水井，水流而过，与石头的摩擦加上水井的立体构造，如一曲美妙的音乐，故此景为“琴”。

石刻的棋盘放在墙角处，为主人下棋会客之用，此景为“棋”。一间略六平方米的读书室，在东边，

平日里读书学习之用，此景为“书”。墙壁之上开了一个方形的窗花，透过窗花向往望去，便是一

副浑然天成的自然之画，此景为“画”。 

 

“水中月，镜中花”乃是园林的灵魂之作，利用假山在水中的倒影，圆形的石孔如一轮明月倒

影在水中，角度的不同，“月亮”会呈现出阴晴圆缺的变化，故有一段美丽的佳话，在扬州可以白

天赏月，说的便是此地了，打心里无不佩服设计师的智慧。池塘边的白墙之上，安放着一面镜子，

盛开的花儿，倒影在镜子之中，宛如盛开在明镜之中，在这里可谓赏花赏月赏美景啊。 

  



大明寺 

佛学大义传古今，禅修圣地大明寺 

兼具寺庙禅院与园林风景为一体的寺庙。始建于南朝大明年间，故取名为大明寺，从古至今一

直为扬州的佛教兴盛之地，唐朝时期，鉴真和尚在大明寺任主持，在友人邀请之下，六度前往日本

进行佛学交流，让大明寺成为中国历史上中日佛教文化关系的重要古刹。禅修意境深，园林风景秀，

大明寺的后花园也是典型的江南园林，可以一边感受佛学的奥义，一边欣赏灵秀精致的风景。同时

作为寺庙风格的建筑，其户牖也有其特点，从色彩、风格、造型，都具有浓浓的特色。 

 

寺庙山门之后的庙宇，纯净的黄色围墙，是佛教建筑中最庄严的色调。红色的弧形墙门与黄色

的围墙形成强烈的对比，同时门前还设有雕工精美的护栏。墙壁之上开凿整齐成排的方形漏窗，在

围墙之前走过，更能透过漏窗欣赏寺庙的风景。 



   

大明寺为汉地佛教，所以寺庙的建筑具有汉族特色，寺庙之中有大量的墙门，设于白墙灰瓦之

下，多为红色木质门。简约简单，这是江南的建筑风格，同时白墙之上有大量的字帖与国画，供游

人欣赏。 

古刹是具有深厚文化和神韵的地方，大明寺可谓中国佛学领域里，重量级的古刹。历史古迹有

牌坊、殿堂、亭轩、塔，经过岁月的洗礼，佛学的智慧在这里沉淀，斑驳的痕迹，见证了无数的盛

事。 

  

 平山堂位于大明寺大雄宝殿西侧的“仙人旧馆”内，为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在扬州任太守时修建，

如今堂内悬挂“风流宛在”“坐花载月”的匾额，堂北檐挂林肇元题“远山来与此堂平”匾额，游

人至此，思古之情油然而生。平山堂均为隔扇门窗，门的裙板雕工十分精细，门的花格纹密集紧凑，

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大明寺的花园具有江南园林风格特色，简洁干净的白墙开

凿圆形门洞，供人出入，同时也与白墙及后面的竹林组成一副

风景画，门洞两侧对称的开凿两扇窗洞，如两个眼睛，由内而

外相望，妙趣横生。 



沧浪亭 

倒影成景亭轩立，引水入园显神奇 

苏州最古老的园林，一年五百多年的神韵沉淀，从古至今都享誉盛名。未进园林，先赏其景。

清流环绕，柳树青翠，亭轩玉立，波光粼粼，实景与倒影互相辉映，复道回廊千回百转，户牖形状

各异，所有园林的精华在园外便第一时间领略，这样独特的外向型园林，实属罕见之作。 

 

沧浪亭借景手法最震撼的表现，在于围绕整个园林复道回廊的 108个漏窗，各有特色，无不同

样，墙体将走廊分隔为内外两条风景走廊，可两面观景，在外即可临水信步赏园内景色，在内也可

观竹看石阅园外水流秀灵，可谓借景的典范。 

漏窗的图案，有的为规规矩矩的几何形纹路，有些则是万字纹图案，或对称的不规则纹路，变

化万千，都能发现不一样的美，这十分考验造园师的艺术造诣，不仅能将这一构思与整个园林的设

计融为一体，更需要设计 108 个完全不同的漏窗，无不为之惊叹。 

  



  

    沧浪亭自西向东，分别为妙闻香室、明道堂、瑶华境界、看山楼、翠玲珑，五百名贤祠等，其

中建筑规模最大，风格大气的为明道堂，最具审美价值的是它的花窗，整面窗墙由中间八扇落地格

子窗以及两侧各八扇对称的槛窗组合围成，雕花为同一纹路，不同在于中间的落地窗为方形格子窗，

两边为条形格窗，玻璃图案纹路十分精美。 

 

 

 



园林主厅不仅仅为主人接待客人，家庭议事之场所，更要有赏景的作用，阁楼厅堂都为通透雕

花玻璃门，整面 12开的通透雕花玻璃窗，不仅仅可以最大限度的采光，更可推窗见景，全部打开，

整个园区的景观都可以纳入眼中，厅内的屏风隔断也是对称的冰裂纹窗，营造一种清凉的气氛，兰

花一株置于窗下，太阳升起，兰花便在墙壁形成一副水墨植物画。 

 

    只要细心观察，便会不难发现，不仅仅走廊

的漏窗图案不一样，室内墙窗也都不相同，冰裂

纹木质墙窗也与之前见到的有不少创新，首先将

中间做成空心，这样便营造了框中框的巧妙视觉

效果，不仅窗花格本身与边框构成一幅风景，透

过空心洞，便能欣赏外面的竹林景色。而墙上的

格扇花窗，下面的夹堂板，都有非常惊喜的雕刻，

值得细细欣赏。 

 

 



网师园 

漏窗借景山水情，临风赏月湖心亭 

网师园，布局合理，建筑精巧，尺寸比例适当，景观搭配完整，成为苏州园林的代表之作，园

林占地面积约 9亩。一进园林，轿厅、大厅、撷秀楼构成三进的建筑群，庭院之间布局紧密有序，

屋宇宏伟高敞，装修布置典雅，池塘景色优美，将四周亭轩和假山景色倒影于水中，写意的山水风，

藤蔓爬上白色墙壁，构成一幅自然画卷。 

 

竹外一只轩，紧邻荷花池，此为主人赏荷观景纳凉之地，长廊墙壁开一圆形门洞，两侧设有对

称的长方形窗洞，墙后种植着竹子，散步在走廊里，透过窗洞便能欣赏翠绿的竹叶景观，简单的门

洞与窗洞，确是最好的画框，这是门洞和窗洞艺术化的功能。 



  

竹外一枝轩北与集虚斋相接，集虚斋的门窗极其精美，隔扇门，上段为镂空冰裂纹，其中置两

块玻璃，具有装饰的作用，裙板有精美的雕刻。当在屋内闲坐之时，更能透过这门洞，将绿植、池

塘、翠竹、假山、亭轩纳入一框之内的小景，分寸之间，造景无数，可谓妙哉。 

经集虚斋，向院后走，便可来到主人的书房，一整面的雕花窗，简单又不失美观，点睛之笔为

镂空的花窗边，让窗户有了生命力和艺术感。博古架上，摆放着主人喜欢的陶瓷花瓶，每一个都是

珍品，外观多为花卉或纹路。书架上放满了书籍，曾经主人便在这里翻阅书籍，画画写字，挥洒着

自己的才华。累了，困了，便休息一会，透过窗户，看清风吹拂着绿树 

 



    网师园房屋的门，相比其他园林房屋的门，显得更为简洁，但风格和作用都一样，一整面的落

地格扇门，既能在视觉上，有冲击力和美感，同时也能在炎热的夏天，打开所有的门，有最大限度

的通风，冬天寒冷之时，门窗关闭，光也能透过玻璃照亮室内，还不影响欣赏外面的风景。

 

网师园的环池景观，抽象艺术又结合实景的方式，巧妙的通过门窗，借青竹、碧水、秋月、韩

松四景，隐喻大自然的四季景色，创意十分巧妙，在月到风来亭，便可尽收眼底。穿过亭后的门，

便是主人的书斋殿春簃，殿春即为芍药花，簃即为竹子建的房屋，此院落以卵石铺地，芍药开花时

节较晚，是欣赏晚春的绝佳之地。 

  



池塘四周叠砌黄石构成假山景观，复道长廊中央邻水修一亭轩，名为“月到风来亭”，取诗句

“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而命名。亭子三面环水，小憩于亭子中，白天可看山看花、看书赏鱼，

晚上可听歌一曲，临风赏月，可谓雅兴之至。 

 

 

  留园 

曲径通幽景万变，艺术瑰宝是留园 

留园以曲院回廊取胜，一步一景，一眼一色，如走进园林建筑的艺术殿堂，全场七百多米的曲

廊，连接园林各大景点，长廊两壁上有历代文人墨客书法石刻三百多方，人称“留园法帖”。造园

家巧妙运用艺术手法，在空间内有韵律有节奏的营造各种景观，集万千风景于一园之中。 



 

留园位于苏州市阊门外，始建于明万历 21年，占地 33000平方米，园林按照东、西、中、北

的格局设计修建，与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苏州拙政园齐名。厅堂宏伟华丽，亭轩廊道别有

情调，以走廊为脉络，曲径通幽，景色变化无穷，每一处布景都别致而精美，建园师运用多种艺术

表现手法展现园林景观，在苏州众多的园林之中，可谓大而秀美精致的典范之作，闻名中国，享誉

海内外。 

  

 



走廊是园林设计中非常重要的部分，“随形而弯，依势而曲。或蟠山腰，或穷水际，通花渡壑，

蜿蜒无穷。”造园师会运用各种走廊来营造艺术感。走进留园简而朴实的大门，便是曲折百转的走

廊，形状各异的窗洞先欲擒故纵的透露园林的景观，进到主园区，便豁然开朗，营造了柳暗花明又

一村的即视感。 

东部园区以建筑、庭院为主，楼阁廊屋富丽堂皇，其中五峰仙馆为苏州园林中最大的厅堂。馆

的正面是黄石堆砌的假山景观，假山之大，用石之多，构景之美，在园林之中也非常有名。仙馆二

十四扇隔扇门，大气蓬勃，全部打开，便能将假山景观尽收眼前，同时隔扇的雕花也十分的精美，

图案精致，是工匠的精心大气之作。 

  

留园的户牖也都特别的精美，不管是墙壁之上的漏窗，或是楼宇亭轩的格扇门、格扇窗，都十

分的精美，在屋子的结构上，更是多种形式的组合，达到了工匠手艺和艺术审美的完美结合，最精

致有趣的莫过于屋内的墙窗，不仅能采光透气，本身就是一组景光，同时通过借景的形式，随着时

令和天气的变化，这是一幅活的山水之画。 

巧妙的构思还体现在了房间内部的隔断墙窗上，为了营造层次更丰富的景，在室内修一隔墙，

墙上开一圆形格子窗，而中间采用空心的方式，可将窗后的格扇门框入其中，而打开的隔扇门，又

可将门外之景收入其中，这样将景色层层体现，十分巧妙，是建筑师的匠心之作。 

亭轩的门洞设计，也有妙笔生花的功能，圆形门洞，采用灰砖包边，并于门洞底部勾勒出回形

花边，从外观上丰富了门洞的美观，从走廊之中，透过门洞看到的是园林景观，站在亭内，后面的

格扇门便成为背景，内外皆是风景。 

 

 

  



  

格扇门的外形和图案也多种多样，其中一处的格扇门值得一提，裙板上都是精美的雕刻，多为

花草，与园林的韵味及格调十分搭配，上面为蜂窝型镂空门板，将门的美观进行了升华，而且阳光

透过来投影下的影子，也变得有趣。同时这一排格扇门，又巧妙的与园林之中的一个圆形门洞，构

成一幅具有纵深感的画。 

 

    当岁月流逝，时光沉淀，墙角的爬山虎早已将藤蔓伸向了屋顶，以及窗户之上，这样具有跨时

代的新旧融合，一边是具有生命力的翠绿，一边是历史感厚重的雕花窗，融在一块，极其美丽。冰

裂纹的雕花门，每个隔断之间的夹板，都用镂空的方式雕刻了花草，十分美观。 



  

来到园林的深处，便可欣赏江南名石“冠云峰”，高达九米，是江南最大的太湖石。太湖石可

以用“瘦、皱、漏、透”来精辟概括，冠云峰无论从任何一方面来说，都是太湖石中的极品，具有

极高的欣赏和收藏价值。冠云峰三面均为阁楼，从任何一处都能欣赏到它的美，同时阁楼又连接园

林其他景点，是游览园林的绝佳赏景休息之地。 

    耦园 

假山风景为一绝，一东一西便是园 

耦园位于苏州市城东小新巷，以住宅为中轴线，东西两侧修建两个花园，东为池塘园林，西为

旱地花园。藕与偶同音，园林布局又为东西两块，有成双成对的意思，故取名为“耦园”，这在江

南园林布局之中是独有的。 

  

    穿过前厅，左为东园，以黄石和水系构成的山池景观为主，东、南、北三面邻河，复道走廊贯

穿全员，走廊墙壁上的窗各有新意，多为木质雕花窗，信步于时而笔直，时而婉转曲折的走廊之中，

能感受不同框景的美以及外形多样的雕花窗。 



沿着走廊散步到园林之中，穿过一圆形门洞，便走进一片花园区，竹编的波浪形矮篱笆，卵石

铺的林间小路，园林花草茂盛，树木翠绿，初秋时节桂花暗香浮动，白墙之上的漏窗更是点睛之作，

最为特色的圆形漏窗，中间空心，并以草纹与外圈相连，在园林的漏窗之中，十分少见。 

  

窗洞与漏窗的搭配使用，使原本单一的白墙，变得生动有趣，从走廊的这一头，方形的窗洞将

后面的椭圆形漏窗框入其中，再往前走一步，便是一整面框景，一时视野开阔，一时视野狭小，体

验不一样的视觉之美。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欧阳修的一句诗，代表了古代文人墨客的心声。寄情

于山水之间，一直是人们追求的，耦园巧夺天功的将多种景观融于一处，构成一处山水风景，并修

一亭轩名为“山水间”。亭轩两侧的花窗精致美观，一枝绿叶，一抹阳光，一扇窗，一个人，便是

最美的画面。 

  

从内部看山水间，便可明白如何给亭轩取这样一文雅的名字。两边对称的花窗，增添了一份情

趣，正面的雕花门洞与雕花窗构成一道镂空的屏风，透过门洞或是窗洞，都能坐在亭内欣赏外面的

池塘、假山之景，十分惬意，门窗的设计和应用，与自然完美融合。 

 



    西园位于宅院西边，以“织帘老屋”为核心建筑，为主人的书斋。该园林以太湖石假山为主，

廊轩围假山而筑，假山有云墙相隔，下有山洞想通，花木植于假山之上，构成天然风景。气最为独

特的是该园区全为旱地，在江南园林之中，极为罕见，故该园林也叫“旱园”。 

 

来到花旱园的书房，此前主人在

此读书写字，饱览中国文学著作，内

心里是文雅的。推开门窗，即为假山

景观，后面的云墙，更将此景观巧妙

的变成水墨画之风格，也极具意境，

仿佛在山水之中读书。 

 

 

 

 



    拙政园 

白墙为纸景成画，息亭闲听风吹雨 

国画以山水之境为精华，园林便处处是山水之画。拙政园巧取天工之作，融山水为一体，自成

一副山水字画，设计巧妙的四孔亭，一洞一景；听雨轩里小憩，雨打芭蕉，听一首大自然的演奏；

三五知己，亭轩里议古论今，谈笑风生，临廊赏景，可谓人生一大妙事。 

 

拙政园位于江苏省苏州市东北隅，始建于明正德年间，园主为明御史王献臣。《闲居赋》中有

词句“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为政也”就是园林名字的由来。园林占地面积 72 亩，是

苏州最大的古园林，分为西区的补园、中区拙政园、东区归田园居三大园区。 

从东园过到中部园区时，有一处璧山，可谓园中最精华的璧山之作，石头堆砌成精致的假山，

山峰有高低起落，之间植以绿竹，白色的墙壁上有三个雕花窗洞，窗洞本身与璧山融为一体，形成

一副山水之画，透过三个窗洞，可以欣赏园林的景色，同时更能将远处的高塔纳入眼前，可谓景中

有景，画中有画，有无限层次的透视感。 



  

悟竹幽居，四个圆形门洞的亭子，坐在亭轩之中小憩，看竹赏荷，从每一个门洞望去，都是不

一样的景色，是一个天然的全景银幕，环绕的欣赏园林的景色。在走廊上望去，透过门洞都能将另

外两个门洞框入一景之内，洞中洞，景中景，可谓园林设计师的妙手之作。 

 

通透落地雕花隔扇花窗，是远香堂户牖工艺精美之处，不仅能最大限度的采光，更多的是在视

觉上带来艺术的享受。隔扇花窗采用简单的几何形图案工艺作为窗户的框架，简单又显庄重感，在

亭内可以四面观景，每一个小玻璃窗户隔断又构成一个独立的小景，可见水池、荷花、假山等景色。 



  

雨打芭蕉落闲庭，犹如一曲动人心弦的琵琶，牵动你我的心。窗在这个时候于是便有了十分奇

妙的作用，纯净的玻璃窗可以看到后院的芭蕉树，当下起雨时，便可在屋内聆听这美妙的音乐，窗

户便成为屏幕，上演这唯美的一幕，这就是“听雨轩”才有的情调。 

    中部园林核心经典之作当属小飞虹，小飞虹是一座横跨池塘的长廊，在小沧浪水院之中，与松

风水阁互相呼应，在阁楼的门前走廊之上，才能发现小飞虹的精妙之处，水面倒影成画，走廊本身

的三个柱子将空间分割成三块，视觉上形成三处风景，实景与倒影完美的构成一个九宫格风景画，

将借景之手法运用到了极致。 

    荷叶亭亭玉立于水塘之中，荷花粉黛羞涩，锦鲤自由自在，闭上眼睛感受清风拂面，无处不洋

溢着秀雅宁静之美，这是荷风四面亭独有的美。它的户牖也极其精致，一楼面向池塘的墙壁设圆形

门洞，这样便于在亭中小憩时，更好的欣赏荷花池的美景。窗户为格子窗，每个格窗用木段又拆分

成内外三格，中间安装玻璃便于采光，外两圈贴白纸为底，这样更美观。 

  

 

 



    西部园林里最具代表的当属“与谁同坐轩”，一座扇形的亭，选址优越，邻水而建，三面环水，

背倚假山景观。亭正面三开间，庭中设一扇形石桌，墙壁开凿一扇形窗洞，亭子两斜面分别开一长

方形门洞，门窗搭配完整又具有美感，在亭内小坐十分的惬意。“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苏轼的

这句词，便是最写意的形容，也是亭子名字的由来。 

  

同时该园林也以

艺术工艺精巧见长，

亲水的长廊、溪涧是

苏州园林中造园艺术

的上乘之作，主体建

筑三十六鸳鸯馆，是

当时主人宴请宾客和

听曲的场所，南厅为

“十八曼陀罗花馆”，

倚墙而种植十八棵山

茶花而得名，北厅为

三十六鸳鸯馆，可一

边听曲一边赏荷，雅

致之极。该馆也是整个园林中唯一使用彩色玻璃的建筑，彩色玻璃与透明玻璃的搭配使用，体现了

中西方文化的交融，更具艺术审美性，既能让单一的窗户多了一份色彩，同时又不影响窗户看外面

风景的功能，当太阳升起，阳光透过玻璃，洒下一地的斑驳，华丽无比。 

 

 

 



西山雕花楼 

五进七落七天井，三千雕刻各不同 

雕花楼能传世至今的重要原因是它那无与伦比的雕刻。楼宇中的梁柱、门楣、长窗，到处都是

精致的木雕花饰；其门楼和照壁、墙体，则是用沉稳厚重的砖雕而成。楼楼相连，房房相通，整个

楼房共计雕刻三千余件，无一相同。从大的砖雕匾额，到小的木雕花窗，或花鸟鱼虫，或戏文故事，

是一部木头上的艺术诗歌。著名的文物鉴定家史树青先生曾说过：“非一般民宅，具有皇家气派！ 

 

西山雕花楼位于苏州市西山镇的堂里村，原名是“仁本堂”，取自“以仁为本、礼为教本”。西

山雕花楼占地约 3亩，曾有五进七落七天井，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堪称西山最显赫的大户人家。雕花

楼是徐氏后人历经康熙、乾隆、咸丰、道光四个朝代修建而成。 

走进主楼，便被眼前的户牖所迷住。六扇格子门整齐排开，裙板之上是整面方形格子。房屋两

边均为格子窗，与大门统一格调。绿藤爬满门墙，延伸到屋檐之上，垂于窗前，十分静幽。格子门

窗具有很好的采光通风功能，简单的方形格纹，或许你不会觉得雕花楼有多么的精美，其实这是主

人含蓄低调这一为人作风的体现。 



  

简单即是美，主人的第一进主楼均为简约的布局，家具的摆设及样式都非常的简单，屋后的窗

户，却多了几分艺术美感，推窗即是美景，白墙上的爬山虎增添了活力色调，同时窗户也能最大限

度的通风采光，一窗多用。 

 

庭院深深深几许，经过一道简单的墙门，向院里走去。走进雕花楼的东花厅，便被深深的震撼，

有一种走进雕刻艺术世界的感觉。从大门、窗户到室内的梁柱，处处都是精美绝伦的雕刻，集中展

示了香山匠人高超的雕刻技术。雕工精美体现在花窗上，二楼十多扇落地长窗，上中下夹堂板和裙

板满是雕刻，与花窗的纹路上下呼应，是一件艺术品。 



  

户牖之上的雕刻，这些都是雕花楼最美的艺术品，也是工匠们展现鬼斧神工雕刻能力的地方。

在雕花楼除了这一排排精美的雕花门窗之外，有一处的窗户，可谓独树一帜，窗户由四色玻璃拼接

成一个花窗，在清一色的木质楼宇中，别有一番味道。站在格子窗前，便能登高望远，俯视庭院阁

楼及远处风景。 

雕花楼的花园也是十分漂亮，也是典型的江南园林，由亭轩、走廊、假山、池塘、花草树木构

成一处供主人游玩休闲的花园。走廊也有精美的墙窗，有别于其他园林，这里的墙窗，却是木头的，

一块块木头组成冰裂纹花窗，花窗的中间雕刻了一株精美的花卉，栩栩如生。 

  

 

 

 

 



南浔古镇  

江南名镇飘古香，古宅大院升青烟 

南浔古镇位于湖州市南浔区，地处江浙沪两省一市交界处。明清时期为江南蚕丝名镇，是一个

人文资源充足、中西建筑合璧的江南古镇。南浔古镇素有“文化之邦”和“诗书之乡”之称，河流

弯弯曲曲，两岸灰瓦白墙的房屋倒影成景，可谓人杰地灵，书香之地。 

 

这里是江南水乡的代表地，建筑风格代表了南浔人的性情和文化，灰瓦白墙四合院，石桥流水

乌篷船，便是这里最美的风景。古镇的户牖也别有一番风格，多为木质雕花门窗，同时也有西方风

格的百叶窗，以及精美的彩色绘画玻璃窗，还有极具艺术的雕塑墙窗。 

小雨和江南水乡最为搭配，不雨无以抒情怀，有了雨，便让古镇有了情趣，增添了几分忧伤的

感觉，却让它更宁静，更美。院子里的树长高了，一场秋雨一场寒，而在这里没有寒冷，只有静雅。

站在雨中，看对面的门窗，不规则花纹的门板，镂空的窗，具有不一样的美。 

 



  

苏州的园林屋院之门，有雕花以及各种镂空图案，在南浔古镇，却多了一种风格，格扇门的

上段，抛弃了镂空图案，选择了木雕镂空字，一个个的文字镶嵌在门板之间，体现了这里浓浓的书

香之气。不少格扇门镶嵌的是福字，寓意“福临门”和“福到家门”，同时又让格扇门如一幅幅字

帖，具有艺术价值。 

小雨淅沥沥的下，落在院子里的天井。雨的到来，让房屋多了生命力和灵气，站在二楼的雕

花窗前，倚窗听雨，犹如一首首的天籁之音，好不有趣。雕花窗与阁楼的护栏为一体，采用原木，

经过工匠的妙手，雕刻成一块块的断木，拼接成花案，并在夹板之上雕刻花草，十分美观。 

  

窗户不仅仅从外观上有了不少的变化，功能和形式上也有不少的改良。从外观上看，即为雕花

窗，而巧妙的将窗户中间段设计成可以打开的支架窗，支架窗的出现，让窗户从传统的内外开，变

成了从下往上推开的方式，多了一份乐趣，同时也是工匠们的技艺创新。 

张石铭旧宅，又名懿德堂。前临古浔溪，坐西朝东，占地面积 65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7000

平方米，有五落四进和中、西式各式楼房 150间，是一座中西合璧式楼群的经典建筑。来南浔，怎

能不来张家大院，不然将错过这里西式楼房的美。 



 

西式洋楼侧重在建筑上，所以主题都为砖结构，高大宏伟、华丽美观的门头，便是其特点，门

窗较之传统江南名居户牖也变高了些。同时其特点是楼厅正面采用玻璃的门窗，而室内的窗户，均

为百叶窗，并在门头搭配彩色玻璃，更美观和艺术。 

张家大院中式风格的楼房，则极具江南大户人家的风格，砖墙木楼四合院，处处体现了江南文

人雅士的情趣和追求，不仅仅将院落修的高大宽敞，更注重在雕刻的工艺之上，从门窗便可见一斑，

其中最值得一说的是绘画玻璃窗，传统的玻璃只具有采光的功能，而彩色绘画玻璃的出现，花草植

物画在一格格的玻璃上，让整个窗户变成了艺术品。 

  



让人更为惊叹的是园内一处走廊之上的墙窗，江南园林的墙窗，不仅仅从美观和外形上都已经

达到了巅峰造极，在这里便刷新了你的视野。雨打芭蕉落闲庭的美，是文人雅士的挚爱，工匠们便

将这木板雕刻成芭蕉叶置于窗上，变成了一副实景图。 

 

如果说张家大院的户牖代表了达官贵人或是大户人间的门窗，那么邻河的居民楼门窗，则是广

大江南民居的户牖代表。虽然没有那么大气和精美，但是却多了几分秀气，门变得简单，重在实用

性上，均为木质门。窗户却极具特色，一扇扇的支架窗，想要通风时，将窗户支起来便可，同时又

能防止雨水进到室内，真是美观与实用并存。 

江南水乡风情多，多在古镇小巷，多在小桥流水，多在门庭花开花落，多在四季春去秋来，多

在乘一船有于小河之中，多在临河而坐喝茶聊天，更能欣赏豪宅大院的阔气，也能体会古镇小巷的

闲适情调，更能欣赏古建筑中的户牖之美，体会它的精雕细琢，感受它的匠心营造，欣赏它的雕琢

之美。 

 



  

园林拍摄技巧 

以江苏园林为例 

1、园林的四大要素为：建筑、假山、水景、植物。因此拍摄园林是，尽可能多的涵盖这 4大要素。

利用长焦镜头捕捉植物与建筑的关系、假山与建筑的关系；利用广角镜头捕捉建筑与假山、水景、

植物的融合之美。 

 



2、拍摄园林前要对其背景文化做个了解。明白各个园林的建筑特点及特色寓意，将有助于拍摄出

更有内涵和深度的摄影作品。例如：个园中的“春夏秋冬”、何园中的特色二层回廊等等。 

3、园林讲究“借景”。以不同的户牖作为天然“画框”，拍摄递进的层层美景。 

  

4、苏州园林的建筑中，有很多都镶嵌着色彩艳丽的彩窗，可进入室内，透过户外的天光进行拍摄。 

5、网师园的夜景很是漂亮。尤其月到风来亭，在月色、灯光的衬托下，美艳惊人。拍摄夜景时，

一定要使用三脚架配合 f11 左右的光圈、低感光度进行拍摄，这样可以让画面中的光源呈星芒状，

水面呈静雾状。 

  

 

 

 

 

 



摄影实用技巧及注意事项 

1、镜头焦距至少涵盖 28mm－200mm。如果想拍摄室内的大场景，由于距离有限，有时会使用到 16mm

甚至更广的焦段。 

2、在捕捉建筑美感的同时，要尽量保持建筑原貌的比例关系。一般情况下，尽量将镜头平行于建

筑本身，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畸变。当然，特殊的仰拍或俯拍角度也是可以去尝试的。 

3、对于拍摄一般性的建筑全景或户牖来说，鱼眼镜头变形较大，不宜使用。 

4、在拍摄建筑本身时，尽可能使用低感光度、小光圈并配合三脚架进行拍摄，以达到最佳画质。

同时较慢的快门速度还可以将移动中的游客虚化，达到一种特殊的动感效果。 

5、有些场景的确游客越少越好，因此就要事先了解开门时间，开门后马上进入拍摄区。往往一般

景点在开门 1小时后，旅游团陆续抵达。 

6、户牖有通风采光的用途，因此拍摄户牖时，可以尝试从室内向外拍摄，利用明暗交替来展现户

牖艺术之美。 

7、在艳阳高照的日子里，是非常适合拍摄户牖的。往往阳光撒向室内，户牖的光影投射在墙上、

地上。。。线条美感十足！ 

8、遇到禁止进入或禁止拍摄的提示时，一定要遵守规定。如遇到非常需要拍摄的场景，一定要事

先联系景点工作人员，经批准后再拍摄。对于需要移动的物体，一定要小心移动，拍摄完毕后恢复

原样。 

9、所有景点、园区内都禁止吸烟，请自觉维护绿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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