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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符号学的传统江南园林空间浅析

A nalysis o f S P ac e D esign of T raditio nal Jian gn an G ar den s B ased on S e而 oti cs

杨 旬I! 张兴国 YA N G C huan , z H A N G X ingguo

摘 要 本文分析了符号学与传统江南

园林空间的关系, 并采用莫里斯的三分

法 , 对传统江南园林空间的符号系统进

行了研究;论文着重分析了传统江南园林

空间组合要素符号系统与所表达对象间

的关系 , 从而探索传统江南园林空间在

符号学意义上的规律 , 以期有效作用于

现代园林空间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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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是研究符号和符号使用行为的人文科学 。从方法论上看 , 符号学提供了

审视人类文明现象的新角度 ,揭示了千差万别现象下的符号通性 。台湾学者杨裕富

认为 “在探讨设计的人文层面时 , 除了美学探讨 , 更为重要的是文学探讨。因为设

计被视为艺术时 , 除了使用功能 、审美功能外还有表达功能 , 而人在接触设计作品

时通过内化辨认与解读后 , 才能更加丰富使用与审美 ”。基于符号学的设计方法是

让设计师 “能敏锐地注意到文化差异 , 并能将这种分析运用到设计中的一种设计方

法 ” 。因此 ,用符号学的思维对传统江南园林空间进行分析 , 既可使我们在新的层面

上认识其含意 , 又在造园者与体验者之间架起了一道沟通的桥梁 。另一方面 ,传统江

南园林文化是我国建筑文化的重要部分 , 把符号学引人其中不仅具有设计方面的现

实意义 ,而且有助于我们把研究的目光转向传统江南园林文化的创造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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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符号学与空间

符号学作为一门研究符号结构 、系统以及表征和意指方式的人文学科 , 其核

心是研究由符号实现传达或意指作用的系统 。在符号学领域 , 符号是可供感知的 ,

能代表它以外的某个事物l'〕。现代符号学源于语言学和逻辑学 , 其代表人物分别是

语言学家索绪尔和哲学家莫里斯。索绪尔认为符号学中的符号必须是由 “能指 ”和

“所指 ”构成的双面体— 即由物质表象构成的 “能指 ”以及表达思想和意义的 “所

指” [2J 。莫里斯则将符号理论系统化 , 把其划分为语法学 、语用学和语义学 , 从不同

层面分析了符号的能值与所指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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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空间是实体相互关联组合的结

果 , 表面上其并不是一种物质实在 ,但

空间可被感知 , 它以一种实际存在表

达思想和概念 ,并包含多种物理信息 。

它甚至可以被度量 , 并且当人处于其中

时 , 往往可以感受到其蕴含的文化气息

与象征含义 , 这是由于在长期的设计实

践中 , 空间已随着流派的衍生变化逐渐

被人的意识所接受 , 成为了包含比空间

本身意义更多的一种符号 。

1.2 传统江南园林空间的符号性

从传统江南园林营造体系的发展

中可知 , 它是文人士大夫情操作用下的

独特产物 , 是一种集技术和艺术为一

体的成果 , 不仅具有实用功能 , 而且具

有精神层面的意义 。在园林中意境的表

达往往不是透过造型元素本身 , 而是

透过隐隐约约的空间符号。我们通常会

认为园林中的建筑 、景观等实体元素对

传统园林造园意境的表达起到了决定

性的暗示作用 ,但是当我们将这些元素

用现代建筑的模型替换后 , 实体元素

完全被改变 , 由于现代园林空间符号负

载了传统园林空间的信息 , 传统园林中

的意境仍然得以很好地传达 (图1) 。由

此可见 , 空间符号在传达传统园林的意

境时 , 是非常重要的媒介[4] 。

为三个层面来分析:语法学研究的是园

林空间符号的系统结构;语用学涉及园

林空间符号的意义;语义学则探讨园林

空间符号如何传达意义。

(l) 语法学研究传统江南园林空

间符号理论中最基础的部分 , 它揭示

了园林空间要素 (点 、线 、面 、体 )的组

合法则 。借用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 “转

换生成语法 ”可知 ,传统江南园林空间

符号分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两个部

分 , 表层结构是园林空间符号的外在

形式 , 传达给体验者直观的信息 ;而深

层结构则是园林空间符号潜在 、抽象

的结构形式 ,它代表着某种秩序的介人

和作用 , 例如传统江南园林受到历史 、

文化与社会环境的影响 , 这些方面会反

过来支配园林空间的外在形式。

原始的园林空间中运用的大多是

图像符号 , 而发展到鼎盛时期的江南明

清园林 , 其空间符号体系则包含了图像

符号 、指示符号和象征符号。图像符号

代表着那些出于对构图法则 、视觉效

果或形式美等方面考虑的装饰图案和

构件 ;指示符号是对象之间具有的实

质性的因果关系 , 例如具有使用功能

的门 、窗等 〔'伙传统江南园林中的 “月

门” , 此符号首先指示出人口, 具有流

通性 , 其次由文化上约定的对 “圆 ”的

理解 , 代表着完美圆满之意;象征符号

则代表着形式与内容间的相互联系 , 但

它们并不具有形象相似的特点 。如传

统江南园林空间中 , 不规则的自然式布

局象征的即是一种 “虽由人作 , 宛若天

成 ”的含意。

(2 )语用学研究的是传统江南园

林空间符号系统与人们行为反应之间

的关系 , 即符号的意义r“〕。在符号语言

层面 , 把园林空间符号意指系统拆分为

主述者 (造园者或园主 ) 、指涉物 (空

间符号) 、接受者 (体验者) 、语境 (共

同的知识文化背景 )这四个要素 。园林

空间符号的意义在于.一方面 , 造园者

的造园思想 、理念和造园风格等通过

园林空间的建造被符号化 , 以各种类

型的空间符号外显并进行传达;另一方

面 , 园林空间的接受者在语境的背景下

体验空间符号 , 解读园林空间的含意。

目前 , 用符号学分析园林空间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最为抽象的语法学层

面上 , 也有部分研究注重语用学 , 但对

语义学的研究却很少。而本文研究的重

点即在语义学层面上 。

2 从符号的语义学角度解析传

统江南园林空间

1.3 传统江南园林空间符号的层次

解析

对园林空间中表达园林意境的符

号系统 , 可按莫里斯的三分法将其划分

图1 传统园林空间和现代园林空间之间的符号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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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传统江南园林空间符号系统的

语义

语义学主要研究 “能指 ” 和 “所

指 ”之间的关系 , 即符号与所指事物的

关系 。传统江南园林空间作为一种符

号 , 通过构筑自然山水的方式 , 向体验

者传达精神语言 , 有其独特的能指和

所指 。在传统江南园林空间中 , 能指代

表一切有意义的物质形式 , 如山石 、水

体 、植物 、构筑物等 。所指则代表园林

空间所表达的内容 , 即园林空间所表达

的表层现实含意 、审美含意和深层的哲

理含意等 。通过对传统江南园林空间

符号意指系统的建构 , 分析意指系统各

层面的语义转换 , 从而探讨园林空间中

表层 、审美和深层含意的产生以及它们

之间的转换关系 。

传统江南园林空间的符号 , 作为含

意信息的载体刺激人们的感官 , 引起空

间体验 ,含意即由获得的这些空间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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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

第三个层面

能指(园林空间特号)}所指(现实含愈)
所指 (审美含意) 能指 (园林空间 〕

所指 (园林空间的哲理含愈 ) 能指 (人的存在本质 )

图2 传统园林空间的符号学意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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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而得 , 这是园林空间含意的第一

个层面— 现实含意层面 , 是最直接表

达的含意;当现实含意层面的能指脱离

现实意义 , 所指被分解和超越 , 就会产

生新的所指 〔换句话说 , “现实符号”

在转喻 、隐喻等艺术手法的作用下产

生象征作用从而转化为 “审美符号 ” ,

使同林空间符号系统发生语义转换 ,

产生审美含意— 对审美符号含意的

理解 , 蕴含着丰富独特的个人感受;而

反思审美含意体验 , 产生对人存在本质

的自觉把握 , 即是园林空间含意的第下

个层面— 哲理含意层面{'}。在园林空

间符号学的意指系统中 , 砚个层面层层

递进 :审美含意层面统领着现实含意层

面 ,哲理含意层面支配着审美含意层面

(图2 ) 。

江南园林空间中点的限定是相对的 , 空

间中某视觉形态相对其周围空间非常

小就可以看作是点 , 例如远山上的某个

构筑物 (图3 ) , 庭院 朴̀一棵孤立的树 、

路径在远方的聚焦等等 , 它们都可以形

成视觉中心 。点和点之间有多种组织

方式

当第一意指系统的能指形式化 , 产

生象征作用时 , 现实含意被分解 , 符号

“点 ”发生语义转换 , 产生审美含意 ,

从而拥有符号 “点 ”在园林空间中的审

美含意层面;理性地对审美含意体验

进行反思 , 产生对园林空间的人存在本

质的自觉性把握 , 即拥有符号 点̀ ”的

哲理含意层面。尽管 “点 ”相对周围环

境很小 , 但它在园林空间中起着画龙点

睛的作用 按照某种规律将点进行排

列 , 可形成 “线 ”或 “面 ”的形式;点还

可以按一定的几何关系排列构成艺术

造型 , 自由形成一个区域 。

2 .2 .2 线

线是点移动所构成的图形 , 其长度

可以度量。根据点的运动轨迹 , 会生成

不同类型的线 , 如直线 、曲线等 。线与

线组合义可产生折线 、波形线等

“线 ” 符号第一意指 系统的所

指— 现实含意层面 , 由空间体验内化

而得 在传统江南园林空间中 “线”起

着很重要的作用 , 有的线以实体存在 ,

如流水 、边界 、路径等 , 有的线是靠想

象感知 , 如面与面的交界线 , 背景衬托

出的轮廓线 , 统筹整合场地的轴线 , 同

一竖向标高的等高线等等

当现实含意被分解 , 语义转换为

审美含意 , 对其进行反思 , 则上升为

“线 ”符号的哲理含意层面 。直线符号

会表现出秩序感和整洁 、稳妥的含意 ,

曲线符号则给人亲和 、充满生命力的感

觉 ,但因其尺度 、材质和色彩的不同也

会使其审美含意和析理含意产生很大

的差异 传统宁「南园林空间中多用曲线

来表现自然山水和花草树木 , 用直线来

表现人 工创造的亭台楼阁 , 曲与白.的对

比使空间变得一l二富有趣 (图4 ) 。

2 .2 .3 面

点的扩大 、线的围合封闭以及密集

的点和线都能形成面。面具有大小 、形

状 、色彩和肌理等造型要素 , !月此l呵即

是形 、

“面 ” 符号的现实含意层而山空户l]

体验内化而得 在传统玄l一南园林空间

中, 谊了最为J一̀泛 , 水面 、草坪 、景墙等

“面 ”符号的现实含意取决于其造型

要素 , 其大小 、形状可作lFl 合空间的媒

介 , 也可以其色彩 、肌理 (如水面的反

射)l 衍被使用 , 还可作为衬托影像的现

实界面 , 如园林中景墙 L 的花窗框景L、

2 .2 传统江南园林空间符号系统中具

体要素的语义

传统江南园林空间符号系统作为

园林的一个体系 , 它是由园林空间中一

切可以看到 、体验到的物质和非物质的

事物组成的。我们从设计和分析的角

度可把园林空间符号具体拆分为:点 、

线 、面 、体等视觉符号要素 , 逐个对其

进行语义研究 。

2 .2 ., 点

点是静止的 , 没有方向 , 没有大

小 。在空间中 , 小的物体或者距离足够

远的物体均可以看做是点 , 其可以有各

种各样的象征性 。

园林空间符号系统中的 “点 ” , 引

起人们的空间体验 , 人们将获得的空间

体验综合起来解读为某种含意 , 即得

到符号 “点 ”在园林空间中的现实含意

层面— 第一意指系统的所指。在传统

图3 远山上的亭子可看作为点
F lg 3 th e P av 皿l一on o n the d istant h 一llsid e ean b e

se en as a Po ln t

图4 传统园林空间中曲线与直线的对比
F 19 .4 eo m Pa r一so n o fe urv es a lld stra 一g h r l一nes 一n the

rrad ltlo na lg arde n sP a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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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传统园林空间中封闭与开敞的对比

F 19 5 eo m Pa rlso n o fthe clo se d and oP en

“面 ”符号第一意指系统的能指形

式化.上升到审美含意层面 , 进而通过

理解再次上升为哲理含意层面 在传

统江南园林空间中 , “面”执行的是一

种功能 , 它指引人们的视线和行为 , 平

的面给人以整洁 、平静的审美 、哲理含

意;斜面 、曲面则会使空间富有流动感

和方向性 , 如斜坡 、阶梯具 有较强的动

势和引导性 成组排列的檐柱 、开有花

窗的景墙可形成虚的面 。由虚的面分割

空间 , 挡而不断 , 既开放透明 , 又具有

限定性和差异性

2 .2 .4 体

体是 由面 围合而成的 , 是面在法

线方 向上的延伸 。它可 以是规则 儿何

形的 , 也可以是不规则形的 , 表现在长

度 、宽度 、高度这三个维度上。体可以

封闭也可开敞 , 可以是实体也可以是

)益体_

通过空间体验内化 , 即产生 “体 ”

符号的现实含意层面二在传统江南园

林空间中 , 构筑物 、花草树木和山水均

是实体 开敞的体是由面或实体界定围

合 , 如室内空间 、廊下空间 、树冠下的

空间等

“体” 符号最为J一̀泛复杂 , 其同样

具有审美含意与析理含意层面 在传

统江南园林空间设计中.通常用围合 、

分隔 、分割等手法来组织体 围合是指

用面来组合体 , 分隔则是将体进行再划

分, 分割则是利工}j物质材料将体化整为

零 囚此 , 根据手法 、所用材料 、造型

的不同.将会产生不同的审美和析理含

意 例如封闭的体具有内向性 , 传达给

人 .种领域感和私密感 , 开敞的体则外

向 , 传达给人一种公开 、开阔的含意信

息 开敞和封闭是相对而言的 , 在传统

江南园林空间的设计中通常以欲扬先

抑的构景手法来设计, 例如留园将人口

空间处理得封闭 、曲折 、狭长 , 是为了

极度压缩游走于其中的人的视野 , 这样

在走到尽头进人园内主体那一刹那 , 便

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图5 ) 实的体

可以通过视觉感官直接产生深层含意.

虚的体则需视觉与联想综合作用从而

产生深层含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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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一2: 作者绘制

图3一5: 作者拍摄

3 结语

传统江一南园林空间作为一种符号

系统 .其必然作为信息载体传达着含

意 通过对传统子「南园林空间符号一系

统的语法 、语用以及语义层面的分析 ,

可以看到传统江南园林空间的设计实

际是对其控 制下的具体 符 号进 行选

择 、规划 、编排与组合的过程 对传统

江南园林空间符号的提炼和发现符号

的深层含意 , 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传统

文化与江南园林之间的关系 。同时 , 用

符号学研究传统江南园林.不但可以丰

富园林设计语言 , 为现代园林设计提供

理论基础 , 还可将传统江南园林内在

的建构手法和含意展示出来 , 从而创造

出真正属于中国文化的新式园林 收稿日期:20 12一()9 一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