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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晚明蕭士瑋春浮園書寫之 

景觀敘述與情志寄寓 

游勝輝 

摘 要 

中晚明以降，文人園林及相關書寫達至巔峰，成為前人研究的關注焦

點。不過，當中多半集中於園林文化及書寫最為興盛的江南地域，至於其

他地域與江南風氣的交流對話，尚有考索空間。本文以晚明江西名士蕭士

瑋及其春浮園書寫為研究中心，特別聚焦於當時流傳甚廣的〈春浮園記〉，

析論其景觀敘述與情志寄寓，以見他如何充分再現不落俗套的奇巧園景，

如何曲折寄寓其園居生活的閒趣與嗟嘆，從中反映閒隱追求、居士修持、

黨爭危機等晚明社會文化的特殊面向。據此，本文不僅呈現一名深受江南

文化影響又獨具個性的江西個案，也透過詮解〈春浮園記〉等詩文書寫之

深刻意蘊與藝術成就，提供其人其園之所以得到廣泛流傳的理解基礎。*** 

關鍵詞：蕭士瑋、〈春浮園記〉、園林書寫、晚明社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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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andscape Description  
and Emotion-Intention Connotation  

in Xiao Shiwei’s Writings of Spring Floating Garde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You Sheng-hui* 

Abstract 

During the middle to late Ming Dynasty and subsequent periods, literati 
gardens and related writings reached their pinnacle, becoming a focal point of 
academic attention. However, most of the previous researches focused on 
Jiangnan region, where the literati garden culture and writings were the most 
flourishing. The exploration of interactions and dialogues between the prevailing 
culture of Jiangnan and the other regions still presents an area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This study centers on the writings on the Spring Floating Garden 
of Xiao Shiwei, a notable figure in Jiangxi in late Ming Dynasty. It particularly 
focuses on the widely circulated “the Records of Spring Floating Garden” of 
that time, analyzing its landscape description and emotion-intention connotations. 
The discussion aims to illustrate how Xiao creatively portrayed unconventional 
and exquisite garden scenes and how he intricately expressed the leisurely 
pleasures and contemplations of his garden life. Through this exploration, the 
study reflects the distinctive aspects of late Ming social and cultural phenomena, 
including the pursuit of leisure and seclusion, the religious practice of lay 
Buddhists, and the combat between political factions. Consequently, this paper 
not only presents a case study deeply influenced by Jiangnan culture but also 
provide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widespread appreciation for Xiao Shiwei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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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garden by interpreting the profound meanings and artistic achievements in 
his poetic and prose writings, such as “the Record of Spring Floating Garden.” 

Keywords: Xiao Shi-wei, “the Records of Spring Floating Garden”, garden 

writings, the social cultur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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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晚明以降，由於商業經濟發展、雅俗文化交流、造園技術提升、心

性修持深化等因素，往往被視為中國古典文人園林的發展巔峰。1相應於此

一時期城市生活的開展，園林既可以成為有別於世俗生活的美學世界，又

常作為文士詩酒往來的社會空間。2此一時期也產生豐富的園林書寫，特別

是園記，誠如陳從周指出：「深嘆園與記不可分也。園所以興游，文所以記

事，兩者相得益彰。……園記者，有史、有法、有述、有論，其重要可知

矣。」3園記既有助於「究造園之學」，就其自身亦具有多面向的價值。當

中營造的「文本空間」，既可呈列、提示景觀看點，作為讀者臥遊想像之導

引，亦可透過園名、景題、景觀安排等刻畫與論述，表達自我理念與價值

訴求，從而建構獨屬園主的「隱喻空間」。4 
透過晚明的園林書寫，研究此一時期的園林營造所反映的社會文化與

藝術成就，也已累積頗為深厚的研究成果。然而，此類成果多半聚焦文人

園林特別興盛的江南地域，特別是長江下游之江蘇、安徽、浙江等地，從

而相應於晚明社會文化新變最為顯著、影響最為深遠的地域。5至於其他地

域的文人園林與江南風氣將如何交流、對話，尚有考察空間。6以江西為例，

 
1 參見王毅：《中國園林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155-197；曹林娣：

《中國園林文化》（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5 年），頁 112-124；周維權：《中國

古典園林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351-454。 
2 王鴻泰：〈美感空間的經營―明、清間的城市園林與文人文化〉，收於李永熾教授六秩

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東亞近代思想與社會：李永熾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

（臺北：月旦出版社，1999 年），頁 127-186。 
3 陳從周：〈序〉，陳植、張公弛選注，陳從周校閱：《中國歷代名園記選注》（合肥：安徽

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 年），未載頁數。 
4 參見曹淑娟：〈導論〉，《在勞績中安居：晚明園林文學與文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

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東亞儒學研究中心，2019 年），頁 16-40。 
5 如［日］大木康著，周保雄譯：《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巫仁恕：《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閒消費與空間變遷》（北京：中華書局，2017
年）；［加］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張華譯：《為權力祈禱：佛教與晚明中國士紳社

會的形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年）。諸著皆或隱或顯以江南為晚明風氣新變

的代表地域。 
6 偏重晚明江南園林文化的研究專著，參見楊鴻勛：《江南園林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1994 年）；顧凱：《明代江南園林研究》（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10 年）；曹林娣：

《江南園林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上引諸中國園林史著，亦大體以

江南園林為明清園林之代表典型，其次即模仿江南園林的北京園林與宮苑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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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明之世，此地科第、社集也頗為興盛，7亦具備文人園林發展的部分條件。

Dardess 已指出，15 世紀以來，與晚明江南造園風氣相應，江西泰和士人對

於土地的關注也開始由自然資源之實用性轉向人工景觀之審美性。8然而，

誠如清初江西泰和士人王愈擴（?-?）指出：「明興二百年，休養之餘，吳

越間園林號為最多，獨吾鄉樸陋，園不一二數。」9以數量而言，晚明江西

園林應未能比肩江南，不過也正是因此，當中之「不一二數」若能成為天

下名園，便更值得另眼看待其成名的條件。 
由此，筆者注意到晚明江西名園春浮園，及其園主蕭士瑋（1585-1651）。

蕭士瑋，字伯玉，號三莪，江西泰和人，萬曆 44 年（1616）進士，天啟 2
年（1622）應殿試，任行人司行人。因東林黨爭趨於劇烈，歸家里居。崇

禎元年（1628）復官，又因使琉球爭議被貶。其後，歷任河南布政使司知

事、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等，終崇禎朝，里居多於仕宦。弘光朝，拜太常

寺卿，不久即移疾還里。後因哀感亡國，鬱鬱以終，有《春浮園集》數種

行世。10好友錢謙益（1582-1664）為撰墓誌銘，稱其無俗務、無俗交、無

俗詩、無俗文，而能醫俗病，評價頗高。11 

 
7 何炳棣統計明代科舉之地域差異指出，明初江西科甲最盛，經學家與書院數目領先全國，

其學術中心的地位至 16 世紀始為浙江取代，然於 1605-1644 之間，江西進士數量在全國

各省排行第五，仍不為少。參見何炳棣著，徐泓譯註：《明清社會史論》（臺北：聯經出

版事業公司，2017 年），頁 282-290。 
8 參見 John W. Dardess, A Ming Society: T'ai-ho County, Kiangsi, Fourteenth to Seventeenth 

Centu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p. 9-47。 
9 ［清］王愈擴：《瑞竹亭合藁‧王印周老師園居記》，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編

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 30 冊（濟南：齊魯書社，2001 年），卷上，

頁 625。 
10 《春浮園集》之清初刻本，今日較易得見的版本有：（一）《明別集叢刊》第 5 輯第 47 冊

影印之《春浮園文集》、《春浮園詩集》、《春浮園偶錄》及附錄傳狀；（二）《北京圖書館

古籍珍本叢刊‧史部》第 21 冊影印之《春浮園別集五種》（包含《南歸日錄》、《汴游錄》、

《春浮園偶錄》、《深牧菴日涉錄》、《蕭齋日紀》等日記）；（三）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春浮園文集》、《春浮園別集》及附錄傳狀。經比對三者屬同一版刻，應為蕭士瑋嗣子

伯升於清初刊刻。三者各有缺漏，合之可得完璧。另有《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08
冊影印光緒刻本，內容與清初刻本大體相同。本文引證《春浮園文集》、《春浮園詩集》

據《明別集叢刊》本，引證《春浮園別集五種》據《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 
11 參見［清］錢謙益：〈明太常寺卿伯玉蕭公墓誌銘〉、［清］陳家禎：〈明太常寺卿蕭伯玉

先生行狀〉，收於［明］蕭士瑋：《春浮園文集》，收於沈乃文主編：《明別集叢刊》第 5
輯第 47 冊（合肥：黃山書社，2015 年），頁 164-166；頁 167-171。前者又見於［清］錢

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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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士瑋固然有其才情，然其成名之關鍵，一如其集名來源，仍在春浮

園及書寫該園之〈春浮園記〉。春浮園營建之機緣，據陳家禎（?-?）〈行狀〉

所載： 

越壬戌，始補廷試，授行人司行人。先生自以無事，思報君恩，

獨惟文章，而不得讀書中秘，待詔金馬。猶幸無四方之命，得自

放於山水，廼就先世所家柳溪，闢地為園，封山穿渠，種樹疊石，

為此地刱有。峰似飛來，役疑使鬼，結廬其中，湖水環之，若浮

家泛宅。先生自為記，而春浮之名遂沸四遠。（陳家禎〈行狀〉，

頁 167） 

壬戌為天啟 2 年，該年蕭士瑋應殿試，中進士第三甲，12授行人司行人。大

抵由於此時並無使命，可返家就泰和城郊柳溪之家族舊地造園。13至於春浮

園大體完成的時間點，今日可見最早觸及春浮園之書寫，即蕭士瑋〈春浮

園記〉，此文後載聞啟祥之跋曰：「方圓菴主聞啟祥跋于無譽齋丁卯滿節後

三日。」14丁卯滿節為天啟 7 年（1627）4 月中左右，故可知春浮園大抵建

於天啟 2 年至 7 年之間。〈行狀〉還特別指出，該園「為此地刱有」，可見

其作為江西泰和第一座名園的重要意義。 
除了在本地知名外，〈行狀〉更謂「先生自為記，而春浮之名遂沸四遠」，

此語並非虛美。以影園聞名的鄭元勳（1604-1645）15，便於《媚幽閣文娛

二集》選錄蕭士瑋〈春浮園記〉，並藉評文之際盛讚春浮園： 

 
年），卷 31，頁 1127-1130，題作〈蕭伯玉墓誌銘〉。下文皆據《明別集叢刊》本，省作

〈行狀〉、〈墓誌銘〉，此後引用二文僅標示題名與頁碼，不另出註。 
12 ［清］李周望輯，［清］蔣元益、王際華等續輯：《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第 2 冊（臺北：

華文書局，1969 年），頁 1227。 
13 其具體位置，據同治年間編纂的《泰和縣志》載：「春浮園故址在縣西門外，今所建千秋

書院後。」應距縣城西門不遠。參見［清］宋瑛等修，［清］彭啟瑞等纂：《泰和縣志》，

收於《中國方志叢書》編纂委員會編：《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 841 號（臺北：成

文出版社，1989 年），卷 8，頁 703。 
14 ［明］鄭元勳：《媚幽閣文娛二集》，收於四庫禁燬書叢刊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 172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卷 20，頁 332。《春浮園集》收錄之〈春

浮園記〉亦有此跋，然無此自記。 
15 鄭元勳，字超宗，先歙人，家江都，崇禎 16 年（1643）進士。所建影園為晚明揚州名園。

易代之際，說高傑不攻揚州，然因謠傳其賣城而遭民眾殺害。傳見［清］高士鑰修，

［清］五格等纂：《江都縣志》，收於《中國方志叢書》編纂委員會編：《中國方志叢書‧

華中地方》第 393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年），卷 20，頁 1062-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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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山水為園則可游，不則但可息耳。今海內所稱三大園，則錫山

鄒、閩中曹及泰和蕭，皆以山水據勝之故。獨笑載石掘泉，至費

貲累萬，而終無曠奧之致，殊可惜也。然無靈運之奇懷而鑿山，

無柳州之逸興而搜石，吾終不敢以能園許之，伯玉先生乃可不

愧。16 

山水據勝僅是「能園」之基本條件，曠奧之致―曠者，能登高望遠；奧

者，有深曲周折―更有賴於園主之營構才情。以此為準，海內三大園中，

僅有春浮園方能不愧「能園」之稱，鄒迪光（1550-1626）之愚公谷、曹學

佺（1575-1646）之石倉園，尚且有所不及，對蕭士瑋其人其園可謂極致推

崇。由此亦可知，使其人其園聲名廣播的關鍵，除了園林實體之藝術成就

外，更在於〈春浮園記〉能夠再現園主的奇懷逸興。就筆者考察，晚明時

期，〈春浮園記〉即有韓敬（1584-?）、聞啟祥（?-?）、張世偉（1569-1641）、

顧大韶（1576-?）等人題跋，17有錢謙益、王思任（1575-1646）、蒼雪讀徹

（1588-1656）等人以組詩題詠〈春浮園記〉之十四分景，18當中多屬活躍

江南文壇之士人。有清一代，即便春浮園已部分蕪廢，由於嗣子蕭伯升

（1619-1679）之勉力經營，依然有不少文士造訪遺跡，詩文抒感，並以〈春

浮園記〉作為主要參照文本。19道光與同治年間編纂的《泰和縣志》，皆不

忘將春浮園載入「古蹟」，並節錄〈春浮園記〉。20人以園傳，園以記傳，由

 
16 ［明］鄭元勳：《媚幽閣文娛二集》，卷 20，頁 332。 
17 ［明］蕭士瑋：〈春浮園記〉，《春浮園文集》，卷上，頁 38-39；［明］張世偉：〈題蕭伯玉

春浮園記後〉，《自廣齋集》，收於四庫禁燬書叢刊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62 冊，卷 10，頁 336；［明］顧大韶：〈春浮園記跋〉，《炳燭齋稿》，收於四庫禁燬書

叢刊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04 冊，不分卷，頁 565。 
18 ［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寄題泰和蕭伯玉春浮園十四咏〉，《牧

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卷 7，頁 228-231；［明］王思任：〈春浮

園十四景〉，［明］王思任著，任遠點校：《王季重十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年），頁 389-391；［清］釋讀徹：〈春浮園十三詠為蕭大行伯玉〉，［清］釋讀徹著，王培

孫輯注：《蒼雪大師南來堂詩集》，收於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

第 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卷 4，頁 70-71。對於晚明以降文士如何撰

作詩文與〈春浮園記〉及此園之興衰展開對話，筆者擬以另文專論之。 
19 關於蕭伯升在易代之後如何延續家族，並且營建遯圃、研鄰，被時人視為春浮園之後身，

參見游勝輝：〈遺民‧逸民‧鄉紳：明遺民二代蕭伯升之家聲延續與志意詮釋〉，《臺大文

史哲學報》第 99 期（2023 年 5 月），頁 103-145。 
20 ［清］楊訒、徐迪惠等纂修：《泰和縣志》，收於《中國方志叢書》編纂委員會編：《中國

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 839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年），卷 3，頁 280；［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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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見。可惜的是，目前學界關於蕭士瑋的研究尚極為稀少，未能相應其

人其園在明清時期的名氣。21如今相關文獻較為齊備而易得，個案研究正其

時矣。 
除了〈春浮園記〉等相關詩文深刻的文學意涵，蕭士瑋之園林營建與

書寫亦可作為受到晚明江南社會文化影響的典型個案。特別標出蕭士瑋的

江西籍貫，似乎容易讓人期待其人其園有何殊異的地方特色。南宋以降至

明清時期，士人地方認同有上升趨勢，22故文學風格、論述之地域差異往往

被凸顯。23以江西而言，近年張藝曦的系列研究便指出，明代江西曾興盛文

學復古與陽明心學，至萬曆後期以降開始退潮，制藝結社則後來居上。24然

而，綜觀蕭士瑋之春浮園相關書寫，並未體現上述江西認同或特色，反倒

多處更趨近於晚明江南社會文化。誠如 Dardess 指出，明代中期以降，隨

著泰和士人在中央朝廷的優勢不再，曾經顯著的地方認同漸漸為全國性潮

流所取代。他也注意到，晚明江南園林營造與佛理研求之風進入泰和，並

以蕭士瑋與春浮園為代表，可惜析論不多，本文正可補其說之未備，從而

不同於突出地域文化殊異的研究取向。25 

 
謝旻等修，［清］陶成等纂：《江西通志》，收於《中國方志叢書》編纂委員會編：《中國

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 782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年），卷 40，頁 796；［清］

宋瑛等修，［清］彭啟瑞等纂：《泰和縣志》，卷 2，頁 212。 
21 嚴志雄細讀錢謙益〈病榻消寒雜咏四十六首〉其十，對錢謙益與蕭士瑋之交誼有較多論

述，參見嚴志雄：《錢謙益〈病榻消寒雜咏〉論釋》（臺北：中央研究院，2012 年），頁

160-167。至於以蕭士瑋或春浮園為研究主題，有鄒本芬：《蕭士瑋及其小品研究》（長沙：

湖南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2019 年）；費粵越：《泰和栗園蕭氏及春浮園研

究》（南昌：江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碩士論文，2020 年），然皆論述不深。 
22 參見 Peter K. Bol, “The Rise of Local History: History, Geography, and Culture in Southern 

Song and Yuan Wuzho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1.1(2001): 37-76；［美］包弼

德（Peter Kees Bol）：〈地方傳統的重建―以明代的金華府為例（1480-1758）〉，收於李

伯重、周生春主編：《江南的城市工業與地方文化（960-1850）》（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4 年），頁 247-286；李弘祺：〈什麼是近世中國的「地方」？―論宋元之際「地方」

觀念的興起〉，收於杜正勝、劉翠溶等著，劉翠溶主編：《中國歷史的再思考》（臺北：聯

經出版事業公司，2015 年），頁 259-278。 
23 參見蔣寅：〈清代詩學與地域文學傳統的建構〉，《中國社會科學》2003 年第 5 期，頁 166- 

176。 
24 張藝曦：《歧路徬徨：明代小讀書人的選擇與困境》（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2022 年）。 
25 John W. Dardess, A Ming Society: T'ai-ho County, Kiangsi, Fourteenth to Seventeenth Centuries, 

pp. 215-246, 25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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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下文將以蕭士瑋〈春浮園記〉及晚明時期之相關書寫為研

究中心，26析論此文對於春浮園的景觀敘述，以及園主棲居的情志寄寓，27

藉此展開其豐富意蘊與藝術成就，呈現其中體現的社會文化與政治局勢，

以作為進一步理解其人其園在當時聲名廣傳的基礎。至於時人對其人、其

園、其園林書寫的回應，以及明清易代之後園林實體及意義的遷變，由於

篇幅有限，筆者擬另文析論。 

二、景觀敘述 

正如蕭士瑋在〈春浮園記〉的夫子自道：「余園居多暇，涉筆識此，大

約如郭忠恕寫天外遠山，淡淡數峰，聊自怡耳。安得吳道子一日之功、李

師訓數年之力，以盡余園之致也。」此文之景觀敘述多半以簡筆傳神，頗

富餘韻，即便最終沒有圖畫留存，28依然足以作為時人，以至於後人臥遊春

浮景致的最佳憑藉。雖然〈春浮園記〉作於天啟 2 年至天啟 7 年之間，未

及於崇禎年間之小規模增建，29不過春浮園之規模大體已定於此文撰成之

時，仍可作為認識晚明時期春浮園園景的代表文本。以下以〈春浮園記〉

 
26 ［明］蕭士瑋：《春浮園文集》，卷上，頁 36-38。此後所引〈春浮園記〉皆據此本，因本

文引證夾敘夾議，不易隨文標明篇名、頁碼，故正文中不另標註。 
27 本文「情志寄寓」之「情志」指涉，參酌顏崑陽對「情志批評」之揭示。「情志批評」所

欲索解者，乃作者在文本中寄托的個殊存在經驗，從而反照詮釋者自身之「歷史性存在」。

詮釋得以成立的依據之一，在於士共享之階層意識形態，指向政教之存在情境，與仕隱

之兩難抉擇。由此，本文詮解園居情志，更側重於晚明政治情勢下園主的進退思索。參

見顏崑陽：〈生命存在的通感與政教意識形態的寄托―中國古代文學「情志批評」的「反

身性詮釋效用」〉，《反思批判與轉向―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路》（臺北：允晨文化，2016
年），頁 273-306，特別是 287-291。 

28 據李元鼎〈題春浮園圖冊〉，他於順治 14 年從蕭士瑋嗣子蕭伯升獲睹《春浮園圖冊》：「見

其竹樹水石，亭臺館榭，恍然如逢故人，新豐雞犬皆知其家。」想來蕭士瑋確實曾請畫

家盡其園之致。可惜的是，此圖目前僅見李元鼎一人提及，亦未知其流傳狀況。參見

［清］李元鼎：《石園全集》，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

叢書》集部第 196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 年），卷 27，頁 184-185。 
29 據其日記，尚可見少數亭樓路徑的修建，如崇禎 3 年（1630）5 月 17 日：「湖上竹亭初成。」

6 月 18 日：「山樓初成，老竹排檐落眼，青青可喜。」崇禎 4 年（1631）3 月初八：「治

浮山道，擇勝寘亭，令可憩息。」崇禎 6 年（1633）12 月 26 日：「春浮園入路經營數年，

今乃得愜意。」9 月 23 日：「為學道計，水邊林下，擇一置團瓢之所。」參見［明］蕭

士瑋：《春浮園偶錄》，收於《春浮園別集五種》，收於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編：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第 21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 年），頁 110、
115、152；［明］蕭士瑋：《深牧菴日涉錄》，收於《春浮園別集五種》，頁 18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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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心，梳理此文對於園景的整體敘述、分景設計與命名思維，再析論個

別分景之景致描繪，以見此文作為園林書寫的藝術成就，以及與晚明江南

園林風氣的對話。 

（一）景象導引 

〈春浮園記〉之敘景段落，大體採取「親遊法」（touring），不是出於

園外的全局視野，而是彷彿隨著園中遊者的腳步，對應景隨步移的實際觀

覽路線，依序鋪排並聯繫此園重要的觀賞分景，30將園記書寫作為景象導引

的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31讀者即非園中遊者，閱讀過程也能代入其中。開

篇開門見山，道出園址所在，亦點出分景之首―「柳溪」： 

余世家柳溪，楊文貞貽先宗伯，有「溪影入簾春雨足」之句。余

園去柳溪可二百武，背市負郭，便耕釣之樂，而無鳴吠之警。結

屋數椽，以畜妻子。左帶平原，水木幽茂，蟬鳴鳥呼，頗類山

谷。（〈春浮園記〉，頁 36） 

楊文貞，即「三楊」之一的楊士奇（1365-1444），亦為江西泰和人。先宗

伯，指蕭士瑋先祖蕭晅（?-1461）。32可惜詩句原作已佚，只能藉此句想像

春雨浮光、溪影入簾之景。園記雖未明言，此詩句應是園名「春浮」的由

來。此段點出園林距柳溪不遠，「背市負郭」，又據光緒《泰和縣志》載「春

浮園故址在縣西門外」，33可見園林位置屬於郊野地。晚明造園專家計成

（1582-1642）指出，郊野地既有去城不遠之便，「往來可以任意，若為快

也」，更能引進溪流或融入溪畔的草木樹石：「開荒欲引長流，摘景全留雜

 
30 參見［英］柯律格（Craig Clunas）著，孔濤譯：《蘊秀之域：中國明代園林文化》（鄭州：

河南大學出版社，2019 年），頁 116-117。對比的是持有中立客觀立場與整體性視野的地

圖法（mapping）。〈春浮園記〉不時會設想遊人感知，如「每婆娑其下，令人有遺世之想

焉」、「人行鏡中，樹影俱從中流而見」、「其被於地，人以為霜也」、「叢篁夾路，時避時

就，輒與人易」、「遊者縱饒勝情，亦難穩坐」……等等，是「親遊法」的典型書寫模式。 
31 景象導引原指園林之景象要素的組織化呈現，決定諸景象空間的關係、景面的更替變化、

展示程序、顯現方位、隱顯久暫與觀賞距離等，是遊園活動之視點運行的憑藉與嚮導。

本文借此指涉園記書寫發揮的類似功能。參見楊鴻勛：〈中國古典園林藝術結構原理〉，《文

物》1982 年第 11 期，頁 49-56。 
32 傳見［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年），卷 137，頁 3951。 
33 ［清］宋瑛等修，［清］彭啟瑞等纂：《泰和縣志》，卷 2，頁 212。據序知其纂成於同治

9 年（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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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又謂：「風生寒峭，溪灣柳間栽桃……似多幽趣，更入深情。」34由

此可見，春浮園之選址先天即宜於耕釣逸樂、比擬山谷的氣氛營造，而「柳

溪」也從自然溪流、家族舊地轉化為春浮園的第一處分景。 
從此開始，〈春浮園記〉開始以遊人遊觀的角度展開景象導引的路線，

呈現，或者更精確來說，是創造了十四景之分景系統：35由上述「結屋數椽」

之家屋折而向北，為「公安亭」，原在古檀林中，如今檀林已磨蝕殆盡，亭

則嶷然獨存。亭稍前為「金粟堂」，老桂叢生其中。堂東有廊，面向「芙蓉

池」。由此濱湖而行，有逕，種修竹數畝，為「嬋娟逕」。行至逕窮，有洲

如月，洲上為「杯山」，半峙淘湖中。復走山麓，入「聽鶯弄」。弄北有「宜

月橋」，橋可百武，目力所及，是無邊湖水。宜月橋南，有宋元即存之古柏

林立。 
自宜月橋步數百武，有叢篁夾路，曲折路徑中藏有一丘，植有古藤壽

樟，具屯雲宿霧之妙，為「宿雲墩」。去墩數十武，植有緋桃百株。稍前則

走入「愚山」之山道，通向在旁連孿之二山，山上種有寒梅，為「浮山」。

沿山而上，為「秋聲閣」。閣旁種有玉蘭、西府海棠。下浮山，橫舟度湖，36

林水翳然者，為「蕭齋」。齋旁結一閣，由此可眺望瑤山、娬姥等泰和名山。

閣名未載，或許此時尚未命名。據時人錢謙益、蒼雪讀徹、王思任等人之

分景題詠，可推知此閣為「鳧閣」。由此以南，步數百武，可見木樨列植。

拾級而上，有一臺，前可觀平湖，後可枕古樹，遊人至此正可稍作休憩。

臺南有古樹百株，過此即還公安亭道。 
由上述觀之，春浮園之十四分景依序為：柳溪、公安亭、金粟堂、芙

蓉池、嬋娟逕、杯山、聽鶯弄、宜月橋、宿雲墩、愚山、浮山、秋聲閣、

蕭齋、鳧閣。37以景象安排及書寫再現而論，誠如〈行狀〉所言：「湖水環

 
34 參見［明］計成著，陳植注釋：《園冶注釋》（臺北：明文書局，1983 年），卷 1，頁 57。 
35 本段部分參考費粵越之整理與復原圖，參見費粵越：《泰和栗園蕭氏及春浮園研究》，頁

30-33。 
36 從後文敘從鳧閣可眺望瑤山、娬姥諸山，其後又謂「山南數百武」云云，橫舟所渡之處

亦為一山。然而此山究屬何指？〈春浮園記〉未清晰指明。費粵越以「愚山道」為獨立

一景，故將愚山置於橫舟渡湖後，蕭齋、鳧閣皆在此山中，不過如此一來，「愚山道」便

與愚山分屬二景，且兩者相隔一座浮山，似不合文理。筆者推測，浮山既屬連攣兩山，

秋聲閣與蕭齋、鳧閣可能各屬浮山之一，兩峰為湖水所隔，舟渡始至。 
37 按：春浮園之十四景乃就〈春浮園記〉與下文所論時人分景題詠所得。綜觀其園居期間

日記，尚有遠遊堂、焉文館為藏書之地，深牧菴為修佛之所，楚頌園可種橘治生，另有

清娛閣、無伴塢、悅生閣等建築，由於蕭士瑋詩文、日記皆無意刻畫此類地點之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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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若浮家泛宅。」春浮園以江南宅園最常用的湖泊為全園景象構圖的中

心，又充分發揮山與水作為彼此相依之景象要素的主導作用。38就園中分景

而言，以水為景象主體者，有柳溪、芙蓉池、宜月橋等；以山林為景象主

體者，有聽鶯弄、宿雲墩、秋聲閣等；更為特別的是愚山、浮山、蕭齋等

景，山、水交融無間、相得益彰。此外，園中種植各色花木，有虔穆幽深

之古藤、古柏、壽樟，也有色香繽紛之玉蘭、西府海棠、木樨，穿插在各

分景之間。鄭元勳遺憾愚公谷、石倉園所無的曠奧之致，曠者，能登高望

遠；奧者，有深曲周折，春浮園確實兼而有之。在園記的景象導引中，不

同景象主體的分景交錯出現，更可使訪客／讀者飽覽春浮園的多元面貌。 
蕭士瑋亦頗用心於春浮園之分景命名，雖然除嬋娟逕外，〈春浮園記〉

多未明示命名之因，從記文之描述仍可大致推知。其中，多以「分景景象

＋構景要素（如山石、建築）」組成命名，如金粟堂之「金粟」，即桂花別

名，又可指金粟如來，暗切自己的佛教修持；記芙蓉池曰：「清露晨流，荷

香細細，倚笑臨風，致足樂也。」記聽鶯弄曰：「弱肌欲眠，嬌㗋宛轉，雜

以絲竹，便欲臥耳。」景名分別得自芙蓉色味與鶯啼清音；下文將析論的

宜月橋、宿雲墩、杯山、浮山、秋聲閣等，也皆即名可見各分景之主要景

觀元素。39以園主之精神境界或哲理思索命名者較少，如愚山、蕭齋，推想

應欲呈現大智若愚與蕭散閒逸的意趣，園記並未多作發揮；公安亭之命名

或亦屬之，用意較難確解，待考。至於引用古典者，唯有嬋娟逕：「逕濱湖，

修竹數畝，便娟可愛，因取孟東野『竹嬋娟』以名之。」40不過，即便是借

用孟郊〈嬋娟篇〉「竹嬋娟，籠曉煙」為名，41仍意在凸出湖濱修竹的清秀

意態。42綜觀其命名邏輯，若以嚴格標準而言，由於更多追求外在景象之切

 
故不納入春浮園之分景系統。 

38 參見楊鴻勛：《江南園林論》，頁 24-25、65。 
39 撰寫〈春浮園記〉時尚未命名之鳧閣，此名之意可參照蕭士瑋〈鳧閣閣峙山之趾，半浮

於水，浮浮若鳧〉此一詩題。此閣立於山腳，湖水時掩時退，便若鳧立於水中，形容可

謂巧妙。收錄《春浮園文集》中的〈春浮園記〉並未補入，似為可惜，不過無意中也保

留其命名分景的思考遞進。 
40 秋聲閣之命名，或亦暗用歐陽脩〈秋聲賦〉篇名，詳下文析論。由於並未明言，故仍將

之歸於以分景景象命名一類。 
41 ［唐］孟郊著，韓泉欣校注：《孟郊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年），卷 1，

頁 45。 
42 對於園景命名方式的歸納，參考蕭馳：〈設景與借景―從祁彪佳寓山園的題名說起〉，《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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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加以一篇園記篇幅有限，便未留下更多以命名召喚意義詮釋的空間，43

不過，若單以彰顯園景之精采紛陳而言，〈春浮園記〉完全勝任。 
誠如 Dardess 的判斷，春浮園的誕生與藝術成就，可以視為當時江南園

林風氣影響的典型。然而，蕭士瑋絕非隨人腳跟之流。天啟 7 年，他遊歷

江、浙，不時批評當地園林徒誇巧麗，有損天然，如 4 月初一記瓜步余園，

「結搆甚巧麗」，然「假山雖匠意經營，殊寡天然之趣」；4 月 17 日記：

「此中貴人作園，動費萬計，踵華加麗，幽韻盡矣。乃知丘壑之美，天留

以惠逸人，固非公卿所得享也。」5 月初三日記：「但苦俗人胸無丘壑，每

以工巧損其自然。」44刻意工巧或踵事增華，在他看來僅是貴人公卿徒耗錢

財之舉，無與於逸人獨享之自然幽韻。45論者指出，此時江南商業經濟繁榮，

大賈亦加入造園行列，下者不免於炫富之譏，有識之士因此更加追求園林

布局和結構，建構與俗區隔的品味，以抵制附庸風雅的習氣。46蕭士瑋並非

江南中人，卻也共享園林鼎盛區域的菁英話語。由此可以進一步追問：在

〈春浮園記〉的書寫再現中，蕭士瑋如何既吸收江南園林的藝術特點，又

能區隔於跟風熱潮帶來的弊病？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春浮園記〉結束各分景之敘述後，歸結曰：「故

一丘雖小，備極登臨之巧者，蓋欲終老於其中也。」強調終老之地眾美咸

集之外，似可呼應明代以降江南文人園林「芥子納須彌」的主流意趣，意

即在有限的空間內，透過增添景觀密度、曲折等方式，成就彷若無窮的天

 
與它的山河：中古山水美感的生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 年），頁

297。 
43 張岱〈與祁世培〉是僅見批評蕭士瑋春浮十四景命名的說法：「造園亭之難，難於結構，

更難於命名。蓋命名，俗則不佳，文又不妙。……即蕭伯玉春浮之十四景，亦未見超異。」

此文指出命名巧妙之難，春浮園之十四景便沒通過他的法眼。不過，也須考量此信乃寄

予祁彪佳，以春浮園十四景作為其寓山四十九景的墊腳石，並不奇怪。此外，《寓山志》

乃一分景一小記，篇幅充足，書寫內涵之深刻難尋其匹，即使與之相比「未見超異」，仍

非庸劣之流。參見［清］張岱著，夏咸淳輯校：《張岱詩文集（增訂本）》（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14 年），文集卷 3，頁 311。 
44 ［明］蕭士瑋：《南歸日錄》，收於《春浮園別集五種》，頁 82、84、87。 
45 除了江南園林之外，他對汴京園林也曾有批評：「汴京園亭假山堆疊，穠麗愈巧，愈可厭。」

亦表達對於過度雕飾工巧的反感，即此亦可見當時江南造園習尚之風靡各地，不免流弊

叢生。參見［明］蕭士瑋：《汴游錄》，收於《春浮園別集五種》，頁 101。 
46 參見［英］柯律格：《蘊秀之域：中國明代園林文化》，頁 50-84；巫仁恕：〈明清江南市

鎮志的園第書寫與文化建構〉，《九州學林》第 5 卷第 4 期（2007 年 12 月），頁 7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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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47不過，此一描述是否符合事實？由於〈春浮園記〉意在介紹景觀殊勝，

未提供整座園林的確切面積，不易從園記本身得到答案。若單就該文分景

之描寫份量，以及各分景間距離往往僅數十武至數百武而言，似亦可謂小

而巧的園林。然而，春浮園位置既屬郊野地，比起江南盛行的「城市山林」，

應有更加充足的景觀安排空間。該文也間或提及分景之間的豐富植栽。即

便上述之木樨列植與古樹百章不在分景之中，嬋娟逕濱湖有「修竹數畝」，

宜月橋至宿雲墩之間有「叢篁夾路」，宿雲墩至愚山道間有「緋桃百株」，

可以推知占地不小。再考察時人記述，錢謙益曾稱之為「春浮百畝園」，48

雖僅為概數，仍可想見不宜以小園稱之。時人熊明遇（1579-1649）〈蕭園

記〉49轉述「有客自吉中來者」之見聞，更稱：「伯玉之園殊不似園，曠朗

疏野，頗似豐廡村莊。」50若離開〈春浮園記〉的有限導引視角，應可見春

浮園在分景之外尚有不少空曠的空間。因此，雖然〈春浮園記〉重點在於

十四分景之巧妙安排，仍不至因刻意在極小空間追求曲折而失去幽深餘

韻。51 
其次，〈春浮園記〉書寫景觀安排不太談論人為修建、設計的過程，以

至於讀者不甚了然造園至落成的時間。特別是記中的杯山、愚山、浮山，

以及環繞其間的湖泊，似乎皆屬自然形勢，而非出於人工的疊山理水。較

能顯出人為施作的筆墨，多半落在植栽，如在宿雲墩數十武處「植緋桃百

株」，秋聲閣旁「種玉蘭、西府海棠之類」，然而花木之色相才是此類筆墨

的描繪重點。相對的，園林景致若相關年歲悠久之花木，便會被特別強調，

 
47 參見王毅：《中國園林文化史》，頁 155-197；曹林娣：《江南園林史論》，頁 402-408。此

一園林美學追求之所以成立，雖有江南城市中造園空間受限的現實因素，然誠如王毅指

出，此一風尚乃貫通明清時期不同地域的園林，以至於至乾隆盛世的圓明園，也以「芥

子納須彌」為基本空間原則。參見王毅：《中國園林文化史》，頁 158-162。 
48 ［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太和蕭伯玉自白下過訪假舘稼軒西園

過從促數且有判年之約忽焉告別驪駒在門扳留不皇分張多感賦詩十章以當折贈云爾〉十

首其七，《牧齋初學集》，卷 15，頁 536。 
49 熊明遇，字良孺，進賢人，萬曆 29 年進士。曾接觸耶穌會士，對西學有深入了解。傳見

［清］張廷玉等：《明史》，卷 257，頁 6629-6631。唯《明史》載其「國變後卒」而略其

弘光仕履（如《蕭園記》所示），顯誤。 
50 ［明］熊明遇：〈蕭園記〉，《文直行書文》，收於四庫禁燬書叢刊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

叢刊》集部第 106 冊，卷 2，頁 237。 
51 對於明清園林追求「芥子納須彌」之意趣，以至過度依賴人力造作，趨向纖小、程式化，

王毅有很深切的批判。參見王毅：《中國園林文化史》，頁 165-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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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公安亭位於「古檀地」，金粟堂有「老桂叢生其中」，宜月橋南「古柏林

立，皆宋元物也」等等，似皆遠遠早於春浮園之誕生，為此園漆上難以速

成的歷史色彩。 
此一書寫傾向，雖亦確實反映春浮園位於郊野地的特點，卻也多少出

於園主的有意強調。事實上，在崇禎年間的日記中，他不時發表修建園林

的心得與喜悅。52特別是選石疊山，他「終日弄石不休，人咸以為怪」，53

日記中有不少記載，54以至於有自信批評：「吳中園亭假山大半出山師之

手，如印板水耳，那能得佳？」55與園記筆墨側重顯然頗有差異。由此可

見，〈春浮園記〉似乎有意呈現園林形勢自然、悠長如一的一面，不顯露巧

妙園景背後的營構行動，與部分江南園林之因追求巧麗導致折損逸趣形成

強烈對比。 

（二）分景描繪 

要突出自己園林之特別，除了透過實體園景的設計與安置，園記書寫

的呈現畫面、切入視角亦十分關鍵。即使園景本身未必獨特，透過書寫的

轉化，也能創造出有別於園林實際樣貌的「溢餘價值」；56若園景確有過人

之處，以奇巧之筆出之，自然更能相得益彰。〈春浮園記〉雖以遊人腳步為

推進文脈的主線，也不忘駐足於個別分景，描摹遊人身在其中的鮮明感知，

以突出其人其園之非同凡俗，如書寫走過宜月橋及橋南之古柏林後： 

自此數百武，叢篁夾路，時避時就，輒與人易，其藏一丘於曲折

之中者，宿雲墩也。古藤壽樟，屯雲宿霧，薰風徐來，輒為所

留，久之乃得去，故雖暑月，益懷霜氣。去墩數十武，植緋桃百

株，紅糚臨水，嫣然可愛。（〈春浮園記〉，頁 37） 

 
52 參見註 29。 
53 ［明］蕭士瑋：《深牧菴日涉錄》，頁 183。 
54 如：「得佳石一片，高八尺餘，橫披徑丈，嶔崎磊砢，臥沙、水道悉具，真尤物也。訪石

得此，可謂食魚得魴矣。」「山頂點石數片，大有士氣，雨過風月甚佳。」「舊湖石一片，

高能盈丈，磊砢而英多，移之齋閣前，令朝夕可親耳。」［明］蕭士瑋：《春浮園偶錄》，

頁 142、169；《深牧菴日涉錄》，頁 177。 
55 ［明］蕭士瑋：《春浮園偶錄》，頁 159。 
56 參見文韜：〈從「以文存園」到「紙上造園」―明清園林的特殊文學形態〉，《文學遺產》

2019 年第 4 期，頁 12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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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篁夾道，彷彿竹林與遊人也忽遠忽近，以此出乎意料的感受寫出宿雲墩

所在的幽曲深邃。宿雲墩，景如其名，雲、霧曰「屯」曰「宿」，薰風為其

所「留」，以擬人動詞寫出清涼，又由樹木之老壽增添肅穆古意。由此走數

十武後，出現的卻是緋桃百株的嫣然可愛，又與前述雲霧繚繞的古木恰成

對比。 
當〈春浮園記〉走筆至登上秋聲閣，一反其前皆以空間行進、景點發

掘為推進描敘的主要動力，記述閣上所見時則一口氣展現時間流變下的景

觀轉換： 

至於四時之變，亦略可言：門掩黃昏，數陣香雪，淚溼胭脂，幾

番紅雨，一往深情，含意無賴。若夫木葉微脫，寒鴉數點，山氣

夕佳，歸飛千翼，蕭條高寄，斯固幽人之微致矣。兼以夏之日，

冬之夜，闔扉晝酣，棋聲松間，月明林下，美人忽來，57雖暄淒

頗異，而為歡略同。又況氣候變於昏旦，丘壑殊其晴陰，自非身

習，鮮不河漢。（〈春浮園記〉，頁 37） 

蕭馳曾舉多篇明人園記，指出作者往往強調園景可收納四時之景象，向時

間開放，此篇亦為一證，不過未及詮釋該景命名與園記之歧異體現的不同

意涵。58閣名秋聲，乃以「時象」規定場所，作為景象的中心與氛圍的重

點。59蕭士瑋另有〈秋聲閣〉一詩：「驚葉綴還墜，蕭蕭風雨至。月明人

未眠，鳥掠波煙醉。」60或即櫽括歐陽修〈秋聲賦〉描繪秋聲「如波濤夜

驚，風雨驟至」（在蕭士瑋詩指的是秋風葉落），實則「星月皎潔，明河在

天」，61「鳥掠波煙醉」則指不眠人在閣上望見的鳥入湖煙。然而，〈春浮園

 
57 「月明林下，美人忽來」用高啟〈詠梅九首〉其一之名句：「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

美人來。」暗指梅也。［明］高啟：《高太史大全集》，收於楊家駱主編：《中國文學名著》

第 6 集第 13 冊（臺北：世界書局，1964 年），卷 15，頁 26a。 
58 蕭馳：〈設景與借景―從祁彪佳寓山園的題名說起〉，頁 303-304。蕭馳已觀察到「曰秋

聲閣。然所賞者豈止秋聲一事」，然限於篇幅，未加展開。 
59 「時象」由蕭馳提出，指涉一種與四季或晨昏日月相關的意象，作為畫意空間的中心或

元象，與其規定場所構成一種身、物交融的氛圍或情調。其說參見蕭馳：〈南朝詩的空間

內化〉，《詩與它的山河：中古山水美感的生長》，頁 209-210。 
60 ［明］蕭士瑋：《春浮園詩集》，收於沈乃文主編：《明別集叢刊》第 5 輯第 47 冊，不分

卷，頁 82。 
61 ［北宋］歐陽修：《居士集》，收於［北宋］歐陽修著，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卷 15，頁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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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引導讀者／遊客登閣之所見，非惟秋景，更不只聲響。以季節而言，

有秋之落葉寒鴉，尚有初春與夏、冬；以一日而言，有月夜林下，有黃昏

歸鳥；以情調而言，有淵明「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的幽人情致，62也

有夏之暄暖與冬之淒冷的為歡如一。此外，更有僅以典故帶過的昏旦氣候

之變、丘壑晴陰之殊，63提示除了時間之外，亦有園林中地理形勢之差異形

成的光線變化。對於空間中的時間流變有如此全面的觀察與描繪，自然流

露園主與園林建立關係的歷程。64 
此段書寫秋聲閣之收納四時朝夕風光，卻又不按季節、朝晚的大小次

序，初讀似乎有些散亂，細繹方可辨其用心所在。以同樣敘一地四時之景

的歐陽脩〈醉翁亭記〉為對照，便可看得更加清楚： 

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岩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

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

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

也。65 

歐文由小到大，先寫一日之朝暮，方及四時之佳景，且每種景致之筆墨分

配大致相當，更有掌握全局的秩序感。相較之下，蕭士瑋則有意側重描寫

春、秋之黃昏情致，卻又彷彿隨意點出夏之日、冬之夜，與無涉季節的昏

旦晴陰。捨棄鋪陳順序，換來的是信手拈來的情致，體現此乃從當下感知、

心緒出發，不必亦不能盡書，「略可言」耳，正可呼應段末的「自非身習，

鮮不河漢」。由此可見，這樣一處時間與空間匯流而成的所在，即便嘗試透

過字句領會，也無法取代棲居其間的深度體驗。有趣的是，這番從錯落點

筆到文不盡意的表述，也留下更多臥遊讀者的想像空間，更可加強走訪身

習的動機。 

 
62 ［東晉］陶淵明著，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臺北：里仁書局，2007 年），卷 3，頁

253。 
63 分用謝靈運〈石壁精舍還湖中作〉：「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與王維〈終南山〉：「分

野中峰變，陰晴眾壑殊。」參見［劉宋］謝靈運著，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臺

北：里仁書局，2004 年），不分卷，頁 165；［唐］王維著，陳鐵民校注：《王維集校注》

（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2，頁 193。 
64 此一詮釋啟發自曹淑娟對上引蕭馳園景論述的補充，參見曹淑娟：〈重構一場文學活動：

閱讀手抄本《寓山十六景詩餘》〉，《臺大中文學報》第 79 期（2022 年 12 月），頁 119-120。 
65 ［北宋］歐陽修：《居士集》，卷 39，頁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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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春浮園記〉更善於呈現視點變換、切割所導致的錯幻景象，

凸顯分景之奇巧。李惠儀曾簡要析論晚明園林如何創造美學幻象，不過其

重點仍放在納須彌於芥子的美學手法，66春浮園―或說〈春浮園記〉―

中的錯幻景象應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佳例，如杯山： 

山半峙湖中，從湖視山如杯，從山視湖，還如螺泛泛於盆中也。

陟其巔，魚遊樹杪，人行鏡中，樹影俱從中流而見。（〈春浮園

記〉，頁 36） 

短短數行中，蕭士瑋便呈現出兩種顛倒：首先，是大小的顛倒。中國古典

園林的寫意原則，乃以有限的園林景觀象徵自然山水的無限深廣。67此處卻

反其道而行、而寫，杯山不用來象徵真實的大山，反而以湖為參照座標，

從湖視山，杯山如杯；從山視湖，杯山則如螺泛盆中，體現了視角變換帶

來的大小辯證。其次，是上下的顛倒。實際上，是人在杯山上，杯山在湖

中，所以可見湖光映入山林，而山色亦映入湖中，在其筆下，卻彷彿湖與

杯山融為一體，所以魚能游於樹杪，人能行於鏡中。類似的顛倒寫法也可

見於愚山與浮山： 

稍前則走愚山道也，疊嶂夾天，角立競出，長江一線，時見樹

杪，颿影千章，半落酒杯。碧知湖外，草色如煙。白在山腰，雲

容似帶。谷出其足，與水爭地。水嚙其趾，撥爾而怒。挾以罡

風，勢恒欲墮。遊者縱饒勝情，亦難穩坐。旁孿一山，往來水

上，朝似東行，暮欲西徙。衝寒梅放，香聞十里者，浮山也。 
（〈春浮園記〉，頁 37） 

愚山道之疊嶂夾天成就了借景手法當中的「遠借」：遠方江水映入疊嶂中的

一線天，彷彿於樹杪間流動，已頗奇；江上帆影千章之廣，卻能微縮於山

道遊人的酒杯之中，更是無理而妙。至於亦坐落湖中的浮山，據其詩〈浮

山兩山宿水中意似欲浮衝寒梅放香聞十里〉，68應是連綿二山。白雲如帶，

圍繞山腰，狀寫其高與清淨；谷與水爭，水嚙其趾，生動形容山湖交錯之

 
66 Wai-yee Li, “Gardens and Illusions from Late Ming to Early Q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2.2 (2012): 295-336. 
67 王毅：《中國園林文化史》，頁 343-351。 
68 此詩寫景之句可與〈春浮園記〉參照：「升眺不必遠，勢已盡川陸。白雲帶其腰，流水入

其腹。風雨時合離，昏曉自往復。」［明］蕭士瑋：《春浮園詩集》，不分卷，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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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言怒波強風搖撼，難以穩坐，極寫驚險，亦切「浮」名，可謂另類「勝

情」。所謂東行、西徙，應是指人泛舟往來水上造成的錯覺，然在文字上「將

錯就錯」，又從另一角度刻畫浮山之「浮」。 
對於宜月橋的描繪，則是顛倒了「宜月」的期待： 

橋可百武，目力所際，波遙似岸，岸外固湖也。每風發水橫，鳥

難徑度，輒擇邊而飛。橋最宜月，秋澄輪滿，迫以驚湍，勢不能

員，泠泠有聲耳。69其被於地，人以為霜也。從林而落，風斯瀾

矣，竟無月焉者。久之得山焉，曳如練光，漸移過樹，乃知是月

也，月竟小矣。（〈春浮園記〉，頁 36-37） 

首先，寫從宜月橋望湖，從錯覺遙波是岸，以及鳥難逕直飛渡，極摹湖面

之廣闊。接著，寫從宜月橋觀月，月本圓滿，卻因時間與映射之處的不同

而有殊異景致：當強風激湖成湍，月影難圓；當月光披灑於地，人以為霜；

當風起而月光入林，林葉亦似湖面漾起波瀾，彷彿無月；直到月光轉至山

間，遊人方知是月，然此時月已變小。一般而言，「宜月」應指最宜賞月之

地，然宜月橋上卻難見全月，所見必然有所遮蔽，由此似可啟悟：月之全

相也就在於這些歷時變貌之間。奇景、巧筆與妙悟，在此相得益彰。 
綜上所述，〈春浮園記〉透過依序導引遊覽路線、契合景觀要素的分景

命名，以及細緻或奇巧的分景刻畫與感知渲染，充分再現春浮園如何以「一

丘雖小，備極登臨之巧」，以至於書寫本身亦可謂「一文雖短，備極臥遊之

巧」了。就園記集中表現的審美趣味而言，頗為接近晚明江南園林最擅勝

場的「芥子納須彌」，然而其位於郊野地之疏朗空間，以及更多突出自然山

水形勢而非人工營造，皆使之避開追求巧麗以至有失天趣的弊病。對於分

景的細部描繪，更是筆致清新而富巧思妙想，足以作為中國古典園林文學

之精品，想來能夠引發當時讀者親探究竟或神遊紙上的興味。 

三、情志寄寓 

面對上述商賈之園林競逐，晚明文人往往予以嘲諷、批判，背後其實

流露雅俗混淆的焦慮。欲有效區隔雅俗，園主之文化認同頗為關鍵，常見

的表述模式，如標舉園主之世家淵源仕宦身分，或來往多文人雅士、園中

 
69 原作「冷冷」，據《媚幽閣文娛》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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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舉辦文會雅宴……等。70不過，既謂常見，亦難免陳陳相因，落入俗套。

若能具備有別於泛詠閒情的情志寄託，成就富有意蘊的「隱喻空間」，便能

更加賦予園林與園主難以取代的連結與生命力。 
誠如上述錢謙益之讚賞蕭士瑋之非凡士而能醫俗病，春浮園的誕生雖

在風氣之中，春浮園主的志意仍有其個殊深義。上引〈春浮園記〉謂其園

林「便耕釣之樂，而無鳴吠之警」，已預伏其園居志意的兩種方向。此文中

所津津樂道的「便耕釣之樂」，呼應〈行狀〉載其甫授行人即歸家為園，「得

自放於山水」的隱逸情懷，卻又有較為深刻的思索理趣；至於「無鳴吠之

警」，則似乎暗示撰作該文之際有難以言明的紛擾縈慮，與前者形成強烈張

力。以下便以〈春浮園記〉為中心，分析其中之隱士情懷與志士抱負，以

及當中反映的社會文化與政治局勢，間或引據崇禎年間的情思延續，以見

其人其園相即不離的複雜意蘊。 

（一）澄懷觀道 

中國古代園林文化及書寫，本就常與隱逸情思密切相關。71學者指出，

明清士人形成有別於政治進取與世俗生活的「閒隱」理念。「閒」指不用奔

忙於基本生計，「隱」則指能在世俗的社會價值―財富與功名―之外另

闢活動場域。「閒隱」理念往往落實於生活情境的營造，園林棲居亦屬其

中。72 
上述〈春浮園記〉之景觀敘述，已為閒隱意趣提供理想的舞臺。記文

開端提到「結屋數椽，以畜妻子」，也可見春浮園並非與家居區隔、偶爾過

訪的別業，實際上就是蕭士瑋的棲居所在。至於他在世俗追求之外的抉擇

方向為何？正是在敘述十四分景之最後一景―鳧閣―的眺望視野，蕭

士瑋有所申述： 

東望瑤山，王子年上昇之所也；北眺娬姥，陶、皮二仙丹竈在

焉。余少有輕舉之志，長而知天上至尊，簡較最勤，酬接甚勞，

縱獲難老，性亦不耐。又情幽斯鈍，想明斯聰，仰箭射空，勢盡

 
70 康格溫：《《園冶》與時尚：明代文人的園林消費與文化活動》（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

社，2018 年），頁 182-192。 
71 參見王毅：《中國園林文化史》，頁 210-264。 
72 參見王鴻泰：〈明清間士人的閒隱理念與生活情境的經營〉，《故宮學術季刊》第 24 卷第

3 期（2007 年 3 月），頁 1-43，特別是頁 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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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墜，熠熠清擾，徒自苦耳。何如水邊林下，得以澄懷觀道？故

一丘雖小，備極登臨之巧者，蓋欲終老於其中也。（〈春浮園記〉，

頁 37） 

瑤山，即王山，在泰和縣東八十里。晉永嘉中，王子瑤隱此，故名。相傳

王子瑤建壇禮斗，修煉四十八年，後白日上昇。73娬姥，應即武山中之武婆

岡，在泰和縣西三十里，世傳武姥於此煉丹、飛昇。武山北則有陶、皮仙

室，昔有陶、皮二仙於此禮斗。74此段引入當地的仙道傳說，引出年少的求

仙志向，卻又隨即推翻其神聖性：即便位列仙班，長生不老，依然有種種

考課、酬接，與世俗生活亦復何異？ 
因此，他由求仙轉向研佛。「情幽斯鈍，想明斯聰」出自《楞嚴經》，75

指自己屬於智慧、情染深淺不等的凡人。「仰箭射空，勢盡還墜」出自《永

嘉證道歌》，原指布施著相，終非究竟，在此形容求仙乃徒勞無功。76「熠

熠清擾」亦出自《楞嚴經》，在此指心識無根的擾動。77總體而言，與其追

求無異於人間投影的仙境，既無法獲致閒趣，更談不上徹悟性命，不如即

春浮園為澄靜胸懷、體悟佛理的場域。「澄懷觀道」出自《宋書‧宗炳傳》：

「（宗炳）好山水，愛遠遊……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

徧覩，唯當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

琴動操，欲令眾山俱響。』」78春浮園雖非真實山水，較之鳴琴於室內圖畫，

想像眾山俱響，至少可以身親足履其「登臨之巧」，自然可棲止人間，不必

別求仙境了。 

 
73 參見［清］冉棠修，［清］沈瀾纂：《江西省泰和縣志》，收於《中國方志叢書》編纂委員會

編：《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 838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年），卷 2，頁 96。 
74 娬姥，應即武山中之武婆岡，在泰和縣西三十里，世傳武姥煉丹於此。同上註，頁 95。 
75 ［唐］般刺密諦譯，彌伽釋迦譯語：《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

收於大正新脩大藏經刊行會編：《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19 冊（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

1988 年），卷 8，CBETA 2023, T19, no. 945, p. 143, b23-24。引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簡稱 CBETA）：《CBETA 線上閱讀（CBETA Online 
Reader）》，參見：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瀏覽日期：2023 年 6 月 20 日；以下引文

出自此資料庫，將標明編號，不再贅述。 
76 ［唐］玄覺：《永嘉證道歌》，收於大正新脩大藏經刊行會編輯：《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12 冊，不分卷，CBETA 2023, Q1, T48, no. 2014, p. 396, a17-18。 
77 ［唐］般刺密諦譯，彌伽釋迦譯語：《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

卷 10，CBETA 2023, Q1, T19, no. 945, p. 151, c6。 
78 ［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卷 93，頁 2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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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春浮園記〉的閒隱表白與體道宣示，可謂崇禎年間園居時光與

相關書寫的預告。在《春浮園偶錄》、《深牧菴日涉錄》、《蕭齋日紀》等日

記書寫中，便充滿園居生活的喜樂描繪。79值得一提的是，他往往以懶廢

自居，突出園林／園主對於外界的疏離。中唐以降，白居易等開創園林書

寫的懶廢情調，80他亦承此精神，以排斥宦途與聲名挺立園主之精神風標，

如其日記曰：「偶以俗累見繫，苦不能耐。人云：『學閒必先學嬾。』余閒

不知如何，若嬾竟可市，不須學矣。」「瑋居家一無所為，然後世或以嬾廢

誤入高逸，未可知也。」81其園居詩作也頗常以懶自況，82清新閒逸者，如

書寫分景〈金粟堂〉一詩： 

花邊日杲杲，池水清悠悠。 
中有自在人，習懶不能休。83 

金粟堂東有廊，臨芙蓉池，故可於此觀賞日光下閃爍的荷花與悠悠的池水，

觀賞的主體，則是慵懶自在的園主。如此之自在人，自非世俗的考課標準

可以束縛。閒適中逗露一絲冷峻者，如〈後園居十首〉其七曰： 

漸老方知世路難，一丘一壑置身安。 
笋生避客因憐竹，逕怕當門為護蘭。 
衰至便驕惟好道，情隨年少懶燒丹。 
白公詩句宜閒適，冷笑塵中作熱官。84 

對他而言，園外是艱難的世路，園內的一丘一壑方為安身之地，頷聯之愛

護新筍幽蘭，減少來客，調整門徑，皆是為此方丘壑付出的經營努力。頸

 
79 寫賞景遊觀如：「月凉如水，纖翳都盡，古木蒼寒，宿鷺千百為羣，明如積雪。」「雨，

新漲浩渺，以山為際，島嶼浮青，時出沒於水中耳。放船縱游，北風甚勁，酒力殊不能

敵。」寫生活品味如：「午飡煨笋，以雞㙡油蘸之，風味甚佳。蓴羹稍下鹽豉，或亦不惡。」

又如上引修建園林、安置山石之書寫，此類小品筆墨甚多，茲不備舉，參見［明］蕭士

瑋：《春浮園偶錄》，頁 115、155；《蕭齋日紀》，收於《春浮園別集五種》，頁 198。 
80 參見王毅：《中國園林文化史》，頁 477-481。 
81 ［明］蕭士瑋：《春浮園偶錄》，頁 144、174。 
82 個別以「懶」自稱的詩句甚多，如「怪得稱高逸，其因懶誤之」、「得計學閒先學懶」、「中

散經旬頭懶梳」、「避世東牆牛懶儈」……等等。分見〈園居十首〉其九、〈後園居十首〉

其二、〈漫興十首〉其二、其七，［明］蕭士瑋：《春浮園詩集》，不分卷，頁 75、82、89、
89-90。 

83 同上註，頁 76。 
84 ［明］蕭士瑋：《春浮園詩集》，不分卷，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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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言隨年歲漸長，如王維之「中歲頗好道」，85而不再沉溺於煉丹，呼應〈春

浮園記〉對仙境的保持距離，也正是珍愛當下風光的展現。86末聯中，他首

肯白居易棲居履道園之「中隱」實踐，87不過，同樣以閒適之姿反思社會政

治之紅塵滾滾，他還更添尖銳的冰冷。 
此外，蕭士瑋的「澄懷觀道」之思，以及對於佛典的熟練運使，頗能

呼應晚明佛教復興、江南士紳居士數量大增的趨勢。88本身亦深諳佛理的錢

謙益，稱其《起信論解》「剖性相之藩籬，攝宗教之精髓」，89於〈墓誌銘〉

指出蕭士瑋「通曉佛法，精研性相，《起信》則截流賢首，《唯識》則穿穴

奎基」（錢謙益〈墓誌銘〉，頁 165），序其《春浮園集》亦曰：「西江儒者

以道學為藪，而伯玉則歸心佛學，芟薙枝葉，即姚江諸公改頭換面者，亦

不欲過而問焉。」90在在可見其虔信佛教，論理精深。91此外，錢謙益敏銳

指出，蕭士瑋與江西當地風尚頗有不同。近來學者指出，晚明江南流風，

如奢靡逸樂、浸染禪風與泰州學風等，當時已吹進江西，並引發當地理學

 
85 ［唐］王維著，陳鐵民校注：〈終南別業〉，《王維集校注》，卷 2，頁 191。 
86 〈園居十首〉其十曰：「死作風流鬼，猶勝苦行仙。癡同慧各半，懶與慢爭先。谷僦雲香

石，林通花入泉。虛名厭苛禮，偶爾一逃禪。」亦可見他厭惡世俗虛禮，又無意於苦行

修仙，醉心園林景觀，偶爾參禪，方是其理想的生活方式。［明］蕭士瑋：《春浮園詩集》，

不分卷，頁 76。 
87 參見曹淑娟：〈江南境物與壺中天地―白居易履道園的收藏美學〉，《臺大中文學報》第

35 期（2011 年 12 月），頁 85-124。 
88 參見釋聖嚴：〈明末的居士佛教〉，《明末佛教研究》（臺北：東初出版社，1992 年），頁

252-294；于君方著，方怡蓉譯：《漢傳佛教復興：雲棲袾宏及明末融合》（臺北：法鼓文

化，2021 年），頁 105-152；［加］卜正民著，張華譯：《為權力祈禱：佛教與晚明中國士

紳社會的形成》，頁 92-136。 
89 參見［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蕭伯玉起信論解序〉，《牧齋初學

集》，卷 28，頁 865。 
90 ［清］錢謙益，〈春浮園集序〉，《春浮園文集》，頁 3。又見［清］錢謙益：〈蕭伯玉春

浮園集序〉，《牧齋有學集》，卷 18，頁 786-787。「以道學為藪」《有學集》作「以道學

為教」。 
91 學界指出，晚明賢首宗南方系發展甚盛、唯識學亦獲復興，蕭士瑋集多有相關訊息，晚

明佛教研究者當可據此續加發揮。關於晚明賢首宗南方系的發展，參見廖肇亨：〈慧業

通來不礙塵―從蒼雪讀徹《南來堂詩集》看晚明清初賢首宗南方系的發展歷程〉，《倒

吹無孔笛：明清佛教文化研究論集》（臺北：法鼓文化，2018 年），頁 337-386。關於晚

明唯識宗之復興，參見釋聖嚴：〈明末的唯識學者及其思想〉，《明末佛教研究》，頁

187-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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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戒懼與抵抗。92由此反觀蕭士瑋之歸心佛理，與陽明心學較有距離，93

更多體現的反倒是江南流風的波靡深遠。 
可能由於限於篇幅，〈春浮園記〉只是表達研求佛理的傾向，尚未描述

其如何實踐。崇禎年間的園居日記，留下頗多閱讀佛典的記載，94當中更可

反映他如何於園中「澄懷觀道」，如：「午睡初足，起閱《宗鏡》數葉。時

盆蘭盛放，幽香撩人。」「讀《圓悟禪師語錄》，山靜日長，惟聞松風鳥語

耳。」95在幽靜園林中閱讀佛書，似乎更能悠遊契入。又如其〈蕭齋讀楞伽〉

一詩曰： 

翳然水木湛清華，高寄蕭條處士家。 
課罷《楞伽》無個事，閒窻小立嗅梅花。96 

看來園林之水木清華，既有宜於研讀佛經的寂靜，亦可提供課罷的休閒賞

玩。由此，他對園林的規畫，也包含開闢研求佛理的處所，如崇禎 4 年 9
月初七日記所載： 

探桂於浮山之麓，中有隙地，可結靜室，冲深窈窕，迥與人隔。

隔麓之下，有田一畝。次公謂宜種竹千竿，以益其深；季公謂宜

 
92 參見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3 年），頁 369-416。 
93 考其與心學來往之線索，一為與江右王門鄒元標之來往，〈重修龍華寺疏〉曰「且余師鄒

先生亦嘗講德於是焉」，錢謙益〈墓誌銘〉也載其嫁女予鄒之子。二為替葛寅亮（1570-1646）
《四書湖南講》撰〈湖南講序〉，言此書可藥宋儒之陋與陽明學之蕩，亦在〈上葛屺老〉

一信中稱之「老師」。然而，綜觀蕭士瑋之詩文、日記，未見心學之具體影響。兩位或僅

為科場座師或前輩之師，非傳授心學之師，待考。參見［明］蕭士瑋：《春浮園文集》，

卷下，頁 46；卷上，頁 23-24；［明］蕭士瑋：《春浮園文集》，卷下，收於四庫禁燬書叢

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08冊，頁509（按：《明別集叢刊》本缺此

頁，據光緒本補）。 
94 當中多半是紀錄閱讀佛典進度、抄錄內容，如崇禎 3 年 5 月 28 到 6 月 1 日之日記課《楞

嚴經》，7 月 26 至 29 日、8 月初一至初四、11 日讀《大乘起信論》，皆大段抄錄經文。

參見［明］蕭士瑋，《春浮園偶錄》，頁 111-112、120-123、125。間或有所評騭，如《蕭

齋日紀》崇禎 8 年（1635）10 月 25 日：「楚僧顓愚（案：顓愚觀衡）駐錫西峰，往晤之，

殆本色住山人也。至論《觀所緣緣》義，遂大可笑。……顓愚為臺山月公（案：空印鎮

澄）之子，月公《緣緣論解》立義，竟扶和集一計，其父殺人，其子行劫，宜矣。」可

見其對佛學造詣的自信。參見［明］蕭士瑋：《蕭齋日紀》，頁 193。 
95 ［明］蕭士瑋：《春浮園偶錄》，頁 109、152。 
96 ［明］蕭士瑋：《春浮園詩集》，不分卷，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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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蒔花，以資其曠。然道人所宜，入山惟恐不深，花木秀麗固

非所急耳。97 

園中空地可結靜室，成就與人相隔之靜境。因此，衡量二弟之建議種竹，

與三弟之建議蒔花，出於深山修道的考量，他選擇種竹以益深闃。至崇禎

6 年 9 月 23 日，他也設想：「為學道計，水邊林下，擇一置團瓢之所。」98

由此可見學道人與「水邊林下」的契合，以及園居觀道的實踐。99 

（二）寄慨丘壑 

上述之閒隱追求與園居觀道，偏重園林空間遠離世俗、仕途的一面。

不過，誠如曹淑娟指出：「在長期文化積累的背景中，園林在仕隱之間遂具

有權衡時變的功能。」由此可叩問：有出仕經歷的蕭士瑋，春浮園如何化

為其「出入市朝與山林間的一道旋轉門」？100他有什麼樣的生命事件與政

治局勢需要面對？閒隱姿態的背後，是否亦有無法輕易化消的自我抱負？ 
〈春浮園記〉之末，不同於其前景象導引、分景描繪之津津於奇巧景

致與閒適趣味，春浮主人登場自道感慨，讀來欲語還休，難以情測，便值

得訪尋其中的隱寄深衷： 

春浮主人曰：昔魏公子無忌，奪符臥內，椎晉鄙軍，西郤［卻］

彊秦，北存弱趙，志意亦大豪矣。及功成身疑，進退失據，日飲

醇酒，弄婦人，以消耗其雄心，烈士暮年，大致然也。若夫情之

所至，一往而深，遵途而騁，窮轍而歎。蘭亭、金谷，達人之勝

概也，而痛性命之不永，感凋落之無期。逸少云：「欣於所遇，

快然自足，及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桑葉落而長

年悲，其亦有大不得已者以奪其任生之情者乎？余年來壯心已

盡，深情猶存，一丘一壑，聊以極余情之所至耳。嗟乎！情非我

能忘之也。送君者皆自厓而返，水窮山盡，行興自銷耳。亦有戰

 
97 ［明］蕭士瑋：《春浮園偶錄》，頁 171。 
98 ［明］蕭士瑋：《深牧菴日涉錄》，頁 177。 
99 可以注意的是，蕭士瑋之自豪園居逸樂，是否有違佛理研求？特別在其日記中，兩者或

穿插或並置，頗富張力。又，上引〈園居十首〉其十曰：「死作風流鬼，猶勝苦行仙。」

是否暗示習見於晚明文士的醇酒美人之嗜？限於篇幅，筆者擬另文處理。此點觀察感謝

匿名審查人提供。 
100 參見曹淑娟：〈小有、吾有與烏有―明人園記中的有無論述〉，《在勞績中安居：晚明園

林文學與文化》，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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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而肥，為余不知者乎？東風至而酒湛溢，其中氣已薄矣夫！固

不及情者矣！（〈春浮園記〉，頁 38） 

此段先引信陵君事，言雄心壯志因遭疑忌而沉淪自毀，復謂人有深情，如

阮籍窮途而嘆，以及王羲之〈蘭亭集序〉、石崇〈金谷詩序〉由雅集之樂感

遷變之悲，以至於桑葉落而痛年衰、傷生情。101對照之下，春浮主人已銷

壯志而猶存深情，故以園林丘壑為遣情之地。然而，既然情仍須遣，即使

不至於傷身損性，深情畢竟難忘。由此，他展開一連串對於傳統典故價值

傾向的翻轉。首先，「送君者」出自《莊子‧山木》之「送君者」：「君」應

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見其崖」，從而能「虛己以遊世」，既未存

心執有，便不會為人所役使。相對的，「送君者皆自崖而反」，自是指那些

不能忘情、難免憂累的受縶之人了。102然而，他用以自比者，非見道之「君」，

而是無法超越人間限界，僅能以水盡山窮消磨意興的「送君者」。其次，他

謙稱自己不知「戰勝而肥」，似乎懷疑是否如典故出處所言，先王之義真能

戰勝富貴之樂。103復次，他引述東風與酒之物類相感、玄妙無言，104卻以

「其中氣已薄矣夫」一語顛覆原意，以之為「不及情者」，105似乎表達「情

之所鍾，正在我輩」，而感到自己無能達致超然泊然的境地。106如此一來，

春浮園在閒隱趣味與體道修持之外，尚寄託了園主在執著與超越、現實與

理想之間的徬徨。 
以上述解讀為基礎，復加細繹，在典故的繁密叢林中，似乎尚有園主

個體的生命事件藏閃其間：感痛凋落之深情尚屬人之常情，然文中稱任生

之情遭奪乃出於「大不得已者」，當中的悲情無奈是否別有所指？「進退失

 
101 典出［西漢］劉安：〈說山訓〉，收於［西漢］劉安編，何寧集釋：《淮南子集釋》（北京：

中華書局，1998 年），卷 16，頁 1159。 
102 ［戰國］莊子：〈山木〉，收於［清］郭慶藩輯著，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

華書局，1961 年），卷 7 上，頁 674-675。 
103 典出《韓非子‧喻老》，參見［戰國］韓非著，陳奇猷校注：《韓非子新校注》（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卷 7，頁 460。 
104 典出《淮南子‧覽冥訓》，參見［西漢］劉安編，何寧集釋：《淮南子集釋》，卷 6，頁 450。 
105 可以參照其〈吳節孝詩序〉：「故忠臣孝子貞婦之什，往往憂傷憔悴，悲痛而不能自已，

乃守理之家每謂詩宜性多而情少，此不及情者之論也。」其論以理學家之性其情為不及

情，更肯認真情流露之作，正如春浮主人之不能忘情。參見《春浮園文集》，卷上，

頁 20。 
106 典出［劉宋］劉義慶著，［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等整理：〈傷逝〉，《世說

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下卷上，頁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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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之烈士壯心又是否關涉具體人事？若以後見之明、知人論世為鑰，可

推知與園記撰作大抵同時的閹黨亂政脫不了關係。天啟初年（1621），趙南

星（1550-1628）、葉向高（1559-1627）等親近東林書院的人士掌權，引用

同志入朝，齊、楚、浙三黨因此失勢，便選擇趨附魏忠賢（1568-1627），
後被稱作閹黨；與魏忠賢對立者，後亦被閹黨指為東林黨人。天啟 4 年

（1624），楊漣（1572-1625）上疏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由此開啟閹黨之

強烈反撲。自此奸佞滿朝，朝政敗壞，直至崇禎繼位，魏忠賢死，局面才

幡然改觀。107 
蕭士瑋於黨爭將啟的天啟 2 年進入仕途，立場接近東林正人，對閹人

專橫頗為反感。據陳家禎〈行狀〉記載： 

會璫 方熾，先生寓吉之內館，璫欲徙先生而有其宅，先生艴然

曰：「籍可削，而此坐不可得也。」羣閹屏氣，皆咋指遁去，同郡

盡為先生危。詰朝，先生一羸騎，蹀躞長安道上，諸常侍引匿如

避驄馬，御史無有睥睨道左者。然先生亦自是有戒心，尋引疾還

里，杜門却客。聞懷刺至者，輒戒閽豎勿為通客。或闌入，先生

惟高詠「我醉欲眠」之句，散髮箕踞，直視無言。即客拂衣起，

先生亦聽其自去，岸然弗顧也。（陳家禎〈行狀〉，頁 168） 

此段特別詳述蕭士瑋不讓京城寓居、羸騎道上等無畏宦官的事跡，反閹黨

之立場昭然若揭。不過，他畢竟選擇引疾還里，佯狂卻客，與正面對抗閹

黨之東林人士異行而同心。天啟 4 年，趙南星遭閹黨陷罪削職，蕭士瑋作

〈甲子冬書長安近事寄鄒南皋先生二首〉，向其時已因魏忠賢亂政而去職

歸里的鄒元標（1551-1624）告知此事，108其一首句即云「東門走狗太縱

橫」，109頗為激切。隔年，魏忠賢對東林黨人的迫害愈發嚴峻，當中，繆昌

期（1562-1626）、李應昇（1593-1626）皆為閹黨藉故削職。110蕭士瑋作

 
107 參見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年），頁 38-47； 

［日］小野和子著，李慶、張榮湄譯：《明季黨社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頁 197-232。 
108 鄒元標，字爾瞻，吉水人，萬曆 5 年進士。因親近東林，為魏忠賢所忌，天啟 2 年辭官

返里，兩年後卒於家。傳見［清］張廷玉等：《明史》，卷 242，頁 6301。 
109 ［明］蕭士瑋：《春浮園詩集》，不分卷，頁 71。 
110 繆昌期，字當時，江陰人，萬曆 41 年進士。李應昇，字仲達，江陰人，萬曆 44 年進士。

兩人皆為東林抗擊閹黨之名士。傳分見［清］張廷玉等：《明史》，卷 245，頁 6351-6353、
6364-6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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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送繆當時被謫南歸〉以致慨嘆：「芳草迷歸棹，啼鶯傍逐臣。」111至

於李應昇，蕭士瑋有〈送李仲達。始仲達同楊、左諸公合力攻權璫與南樂，

南樂佯病不視事，嗾權璫盡逐諸人去，至是始出，復縱走狗噬仲達矣〉二

首，即題可知其義憤填膺。112李應昇〈與蕭伯玉〉一書，應即作於削籍歸

里途中： 

初蒙放時……向者孤行一意，信口而談，而今一網牽合，羅織如

意，此後未了之案，知復何似？年兄如有所聞，幸附一行於敝同

年龔淵孟處，真友朋相愛之意也。113 

一方面，李應昇期盼仍留在京師的蕭士瑋能於此嚴峻時刻傳遞朝廷情勢，

對其人格之信任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對於閹黨羅織之危峻形勢，蕭士瑋

必然也知之甚詳。權衡其時局勢，託病還里，棲居園林，假稱無意於世，

應是保全身心的最佳選擇。或許由於職非核心，或許由於對閹黨恐怖手段

的「戒心」，蕭士瑋並未直面衝撞魏忠賢，即便曾慨然謂「籍可削」，閹黨

編纂之東林黨人錄皆未錄其名。 
天啟 6 年（1626），諸東林黨人遭陷下獄，如繆昌期、李應昇皆遭酷刑，

斃於獄中。天啟 7 年 3 月初二，蕭士瑋奉差南還，114或許即是〈行狀〉所

載「引疾還里，杜門却客」之時。由此反觀〈春浮園記〉之感痛性命凋落，

除了泛指歲月流逝，更是傷懷正人之亡；115而引述信陵君以醇酒美人消耗

雄心，便如〈行狀〉載其高詠「我醉欲眠」的佯狂姿態，既意在以此度過

小人道長的傾陷羅網，也曲折流露正人道消的無奈悲慨。園林空間之開闢

與書寫，正為此一矛盾提供適度紓洩的管道。 

 
111 ［明］蕭士瑋：《春浮園詩集》，不分卷，頁 72。 
112 同上註。南樂指魏廣微（1570-1627），字顯伯，北直隸南樂人，萬曆 32 年進士。因頒朔

遲至為魏大中、李應昇彈劾，決意傾善類、逐正人，點《縉紳便覽》，目東林百餘人為邪

黨，與魏忠賢為黜陟之資，時稱為「外魏公」。傳見［清］張廷玉等：《明史》，卷 306，
頁 7843-7845。 

113 ［明］李應昇：〈與蕭伯玉〉，《落落齋遺集》，收於四庫禁燬書叢刊委員會編：《四庫禁燬

書叢刊》集部第 50 冊，卷 7，頁 251。 
114 ［明］蕭士瑋：《南歸日錄》，頁 77。 
115 崇禎 8 年 12 月 17 日，其日記載曰：「錢牧齋寄來〈楊忠烈誌〉，隨取讀之，沉痛綸至，

覺李獻吉〈于肅愍廟碑〉猶多矜顧之意。」〈楊忠烈誌〉指錢謙益撰楊漣生平事蹟之〈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贈右都御史加贈太子太保謚忠烈楊公墓誌銘〉。此時猶然沉痛，當時之痛

不可宣可想而知。參見［明］蕭士瑋：《蕭齋日紀》，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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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雖然春浮主人之自白有回應當下時勢的用意，到了閹黨敗落的

崇禎年間，蕭士瑋的仕途依舊坎坷，依舊有「壯心已盡，深情猶存」的感

慨，而春浮園的一丘一壑，也繼續作為遣散情執的理想空間。崇禎改元

（1628），蕭士瑋復職行人，冊封秦藩，隔年因推辭使琉球事，左遷光祿

寺典簿。116此後，據陳家禎〈行狀〉及其他相關詩文、日記，其行跡大略

如下： 
崇禎 3 至 4 年 11 月居鄉。其後，赴任河南布政使司知事，據〈之汴〉

曰：「官微易速謗，不敢憚驅馳。」〈謫居逢雪小酌〉曰：「一行羞作吏，風

雪便愁人。……才傭［案：疑為「庸」］助性懶，官小與無鄰。」117該年

12 月初十到任之日記曰：「老年出山，人尤詆其晚節。若余正如文姬入胡、

李易安再醮，千載人猶恨之，而況僕乎？」118以改嫁失身自喻，屈辱之深

可想而知。或即因此，隔年 2 月，他即返里。後改南大理評事，又於該年

冬丁母憂。至崇禎 10 年（1637），服除復官，然似有意不就職。崇禎 11 年

（1638）底至隔年初，遊吳門、虞山等地，隨即返家。119至崇禎 15 年（1642），
轉南禮部祠祭司主事，後改南吏部，自文選歷考功郎中。隔年，奉差歸里，

以至明亡。由此可見，在崇禎 2 年（1629）遭貶之後，蕭士瑋居家多於任

官，即使任官也非中央要職。誠如錢謙益〈墓誌銘〉所載：「（案：蕭士瑋）

將之官，輒低迴不肯出，曰：『勿令春浮逋我。』」（錢謙益〈墓誌銘〉，頁

165）而當終究赴任後，園林也總是在向他招手，如其〈與劉晉卿〉曰：「春

浮最樂而安，一官至卑而勞，辭其安樂而就其卑勞……弟之近況似此，書

 
116 據陳家禎〈行狀〉，行人司以孔文籍（?-1634）應詔，孔推予蕭士瑋，蕭以甫完冊封秦藩，

以及母親尚在不應冒險為辭，「卒以是忤旨，謫光祿典簿」。《烈皇小識》則載：「行人應

屬江西蕭士瑋，次則山東孔聞籍，兩人交相推諉，至詬詈於司正揚掄之門。掄不勝其憤，

遂自請行。」由是「降三級，調外任」。由是觀之，蕭士瑋不免有推諉職務之嫌。參見 
［清］文秉：《烈皇小識》，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史部‧雜

史類》第 43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卷 1，頁 21。 
117 ［明］蕭士瑋：《春浮園詩集》，不分卷，頁 78、79。 
118 ［明］蕭士瑋：《汴游錄》，頁 98。 
119 此據錢謙益〈戊寅除夕偕孟陽守歲。時蕭伯玉僑居春暉園〉與〈太和蕭伯玉自白下過訪，

假舘稼軒西園，過從促數，且有判年之約。忽焉告別，驪駒在門，扳留不皇，分張多感。

賦詩十章，以當折贈云爾〉，［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初學

集》，卷 14，頁 523；卷 14，頁 534-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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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發千里一笑。」120想來黨爭甫完，又經受貶謫打擊，他的宦情已所剩

無幾。對比之下，春浮之樂就更加值得追求了。 
不過，雖然大體以園林為歸宿，他亦關切園外之社會動盪，如崇禎 3

年 7 月初四日記載：「告旱魃者紛紛，民生日蹙，即有年尚難存活，況重之

以災乎？」121同年 10（11）月 13 日記又載： 

雨雪著樹，皆凝為冰，名為樹介，此兵兆也，兩年皆見之。流寇

發難以來，秦、晉、楚、豫無非劒戟之林，獨我此土尚得安穩，

此雖一隅，同業所感，然果熟之蚤晚，非通宿命，安能預知？122 

即便在安穩的春浮園內，樹介之異象仍體現了兵兆。即便流寇當時多在陝

西、河南、湖廣一帶，他已預感江西一隅也難逃業果。123 
此外，他偶爾也不免流露無從施展用世抱負的寥落。如前引〈園居後

十首〉其七之「冷笑塵中作熱官」，已可見其情思不盡平淡。其一曰：「壯

心無賴隨年減，幽事相關到老頑。」124雖仍欣喜清閒，也流露與〈春浮園

記〉「壯心已盡」類似的心緒。最為顯著者為其四、其十： 

從憂得老大無端，活到千年也不歡。 
自笑馮唐雙白鬢，其如賀監一黃冠。 
棄之可惜憐雞助，食矣胡為須馬肝。 
世黨凡庸疵俊異，天公微亦示波瀾。 

紙窻夜雨解傷神，孤負年光四十春。 
故壘淒涼憐戊己，革囊危脆守庚申。 
閒溫冷語聊供笑，日討奇書當餽貧。 
漸喜癡頑稱老子，無才無德可如人。125 

其四感嘆自己因憂而老，何必長生？與其如馮唐（232-?）之老而不遇，不

如像賀知章（659-744）之皇冠歸鄉。畢竟，頸聯雖以「食肉毋食馬肝，未

 
120 ［明］蕭士瑋：《春浮園文集》，卷下，頁 56。 
121 ［明］蕭士瑋：《春浮園偶錄》，頁 117。 
122 ［明］蕭士瑋：《蕭齋日紀》，頁 191、194、197。此處「十月」為「十一月」之誤。 
123 同時，他亦多投入救荒、賑濟活動，此一面向多可見於其日記書寫，筆者擬另文專論。 
124 ［明］蕭士瑋：《春浮園詩集》，不分卷，頁 82。 
125 同上註，頁 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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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知味」喻不必仕宦，126又喻以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可見並未將

仕宦成就全然置之度外，故末聯將遭受嫉忌的人生波瀾解讀為天公有意造

就自己的考驗。其十之作年，據《春浮園偶錄》，可定於崇禎 4 年春，其時

年四十七，他仍謫居在家。127夜雨勾動他感傷年已四十，時光流逝。第三句

不易確解。考顏師古註《漢書》使西域之「戊己校尉」一職，謂此職無常居，

戊己不在八方之正位，故以此名；蕭士瑋或以此表達仕宦無成的感傷。128第

四句意則較顯，表達他要行道教守庚申之術，靜養危脆之身軀。129由此，無

論是頸聯之閒語、搜書，以至於末聯如馮道之自稱「無才無德癡頑老子」，130

恐怕皆非單純追求低調而無憂，尚帶有些許無從用事有為的黯然。 
崇禎 8 年 12 月 18 日，其時閒住居鄉的李邦華（1574-1644）勸其出

山，131兩人有以下這番對話： 

余云：「當事非公等，亦復誰能用余者？」公謂：「海內誰不知有

蕭伯玉？」余云：「此卻不然，伯玉殊未易知也。」132 

海內無人不知者，也許是春浮園的美好，或蕭士瑋的才情，然閒居之中並

不總是閒適的殊異心志，豈易為人所知？若正人不在其位，出仕亦不過微

職，又何須多此一出？或許，棲居於一手打造的園林，至少有自己決定意

義、價值的自由。 
綜上所述，〈春浮園記〉以富有審美情趣的景觀為基礎，既體現了晚明

文士的閒隱文化與佛理修持，以春浮園為澄懷觀道的脫俗空間，又隱微反

 
126 典出［東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卷 88，

頁 3612。 
127 辛未（崇禎 4 年）2 月初八：「雨竟日夜不休。作得一詩：……。」即此詩。當中「語」

作「話」，參見［明］蕭士瑋：《春浮園偶錄》，頁 149。 
128 參見［東漢］班固：《漢書》，卷 19 上，頁 738。即使此解不誤，詩中「故壘」仍未能於

蕭士瑋仕宦經歷找到著落，待考。 
129 從上述蕭士瑋之有意棄修仙而參佛禪來看，此處用守庚申典，或許只是指涉性命之學之

共法―靜坐而已。 
130 典出［北宋］歐陽修著，［宋］徐無黨注：《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卷

54，頁 614。 
131 李邦華，字孟闇，江西吉水人。萬曆 32 年進士，屢上疏論政，被視為東林黨人。天啟 5

年（1625），閹黨劾削其官。崇禎元年 4 月復出，2 年為兵部尚書，數發情弊，失利者銜

之，尋遭罷官閒住，至崇禎 12 年（1639）起復。甲申年，京師陷，投繯而死。傳見［清］

張廷玉等：《明史》，卷 265，頁 6841-6846。 
132 ［明］蕭士瑋：《蕭齋日紀》，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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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天啟年間黨爭情勢之嚴峻，以春浮園為抒洩悲慨的政治庇護所。〈春浮園

記〉之情志寄寓，或點染理趣，或繁引典故，復有超然與執著的矛盾，在

在加深了此文的幽微曲折。雖然〈春浮園記〉天啟年間即已撰成，即使到

了崇禎年間，蕭士瑋的心靈狀態仍然呼應該文對於性命不永、仕宦得失的

嗟嘆。無論出處，對於春浮園之一丘一壑始終戀戀不捨，可見該園依然持

續發揮緩解政治失落、另闢生命境域的功能。由此，蕭士瑋以「春浮」名

集，除了反映其詩文、日記多在園居誕生，更是肯定春浮園乃一處深深滲

透園主志意的「隱喻空間」。 

四、結語 

本文以晚明流傳甚廣的〈春浮園記〉為中心，析論江西名士蕭士瑋及

其春浮園書寫的文學與文化意涵。首先，此文之景觀敘述，大體以遊人視

角引領敘述推進，介紹、穿梭於山水交融的十四分景。在此文之書寫再現

中，既可見春浮園如何「一丘雖小，備極登臨之巧」，具現江南造園的風氣

影響，亦因園林空間之地理形勢與分景描繪之別具視角，巧妙而不失自然

幽深之趣，避開許多江南園林的弊病，為其崇禎年間的長期家居提供極佳

的所在。其次，此文之情志寄寓，既有許多晚明文士津津樂道的閒隱情趣

與佛教修持，亦相應其天啟年間之黨爭立場，與崇禎年間之仕途蹭蹬，或

隱或顯抒發對於政局與宦途或隱或顯的嘆惋，為此園注入獨屬園主的氣息。 
錢謙益對於蕭士瑋文字的評論，正可為上述總結作一形象化的印證： 

文尚簡奧，標新領異，取材于劉義慶、酈道元，離奇輪囷，孤行

側出，則陸魯望、司空表聖之流也。以審音之法喻之，廣場法

曲，五音紛會，孤桐么絃，逈絶煙杪，誠難與絲肉競奮，娛心順

耳。若夫魚山空宵，衡岳靜夜，煙蓋停氛，燈帷靜燿，峻壁之龍

吟潛戞，半峰之猿梵遙呼，人世之繁音促節，夫安得而與焉？133 

《世說新語》之敘事簡練，《水經注》描繪山水之筆致新異，正可概括〈春

浮園記〉淡筆中時見巧妙的景觀敘述。至於晚唐以隱逸遠離惡濁世路，以

奇文流露孤傲之性的陸龜蒙、司空圖，也正可呼應〈春浮園記〉等詩文中

閒適與狷介相即不離的情志寄寓。在附庸風雅、競求華麗的晚明營園風氣

 
133 ［清］錢謙益：〈春浮園集序〉，《春浮園文集》，頁 3。《有學集》本「文尚簡奧」漏一「文」

字，應據此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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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春浮園及其書寫，不啻如縹緲雲煙中的清絕孤絃，山谷靜夜中的龍吟

猿呼，餘音嫋嫋不絕，遠勝只求娛順當下的繁音促節。由此，本文不僅呈

現一名深受江南文化影響又獨具個性的江西個案，更詮解〈春浮園記〉等

園林書寫之深刻意蘊與藝術成就，以見其人其園之流傳廣遠絕非無實虛

聲。134 
【責任編校：朱怡璇、黃競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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