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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东忠太在《中国建筑史》的《总论》中提到，“研究中国

建筑方法之一，为研究文字 而文字成立之动机，在实物之写

生，即像形也。研究象形文字，即能知实物之形体性质等。”这番

话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字的特点，即“像形”，其构成来源于对具体

实物的描摹和记述。所以，研究汉字的初始状态及发展过程便能从

一定程度上了解其所对应事物所经历的演化历史，研究的价值和必

要性不言而喻。

本文选择中国传统建筑要素中的“廊”字作为入手点，对其

产生的由来、从古到今的演变过程及其在近代园林中的应用进行分

析，并希望以此分析为契机，对中国传统建筑博大精深的知识宝藏

一窥端倪。

1  “廊”字的演变

1. 1 “廊”字的传统解释

陈鹤岁老先生在《汉字中的古代建筑》一书《“廊”腰缦

回》的章节中提到，“廊”由“良”、“郎”字逐渐演变而来。

甲骨文的“良”字写作“ ”，是个象形字。中间是“窗洞”的白

描，上部和下部曲折的线条则是古代穴居两侧有进出廊道的象征。

所以，“良”字的本意就是廊道，当其由“善良”的引申义专用

后，廊道之义便另加符号“阝”成为“郎”，篆文写作“ ”。其

中，“阝”即为“阜”字，《说文解字》中解释：“阜，大陆也。

山无石者，象形。”由此可见，在这个阶段，“廊”的概念已经从

古代穴居中地下或半地下的通道，转变成为陆地上的一种有窗的路

径。《史记·司马相如传》中曾描述到：“今殿下累郎台，恐其不

高”，可以为证。其后，“郎”字又由其引申义“男子之称”和

“官名”所专用，表示廊道之义的汉字便又加“广”，成为如今的

“廊”字，篆文写作“ ”［1］。《说文新附》中解释到：“廊，

东西序也。”对于所加的“广”字部首，伊东忠太有过论述：“从

广者，表示一方面有屋顶者。 此在古代，一方为壁，一方立

柱，乃一方面有屋顶之通路也。”［2］分析篆文中的“广”字字形

本身，确实表现出一侧封闭、一侧开敞的特质，结合伊东先生的结

论，不难看出，此时的“廊”字已经有了更为明确的指代含义，指

代依附于主体建筑的有屋顶的通道空间，即所谓的“外廊”空间。

至此，通过对表达廊道意义的汉字经过“良”—“郎”—“廊”发

展的分析，已经能得到如下判断：“廊”之意最初指代地下或半地

下的有窗通道，后移至地上，表达建筑周边有屋顶的室外空间。

1. 2 “廊”字的现代解释

《辞海》中对“廊”的意义解释为“屋檐下的过道或独立有

顶的通道”。对照上文的分析，不难看出，其意义又有了新的发

展，其中“屋檐下的过道”与《说文新附》中“东西序”的概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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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而“独立有顶的过道”则为新的衍生义，实例为中国园林中的

游廊或广场的“千步廊”等。为避免因涉及范围广而无法深入，本

文选择中国园林中的“廊”为对象进行进一步剖析。

2  园林中廊的时空性与通透性

通过对“廊”字最初的甲骨文写法“ ”的分析可知，其主

要包含了两个建筑要素，即“通道”和“窗洞”，这也是“廊”

字最为本质和原初的意义。而研究中国传统园林中廊的“通道”

和“窗洞”，可以从二者所象征的空间属性入手，“通道”可以

指代园林中廊的时空性，而“窗洞”则可以指代其通透性。

2.1 园林中廊的时空性

2.1.1园林中廊的空间特性

园林中廊的空间意义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从整个园林的构

成角度来说，廊起到作为“线”将“点”串联成“面”的“加法”

作用和将完整空间分隔的“减法”作用，这也使得园林既能形成空

间连续的整体又不乏特点鲜明的局部；从廊自身的角度来说，它曲

折盘桓的姿态、与景物的对应关系及对流线的引导则给游人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本文主要对廊自身的特点进行阐述。

首先，园林中的廊“宜曲宜长则胜”，计成在《园冶》中描

绘廊道应该“或蟠山腰，或穷水际，通花渡壑，蜿蜒无尽”。唐代

诗人张泌的诗句“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阑斜”更是描绘出

“曲”带给廊的无穷无尽的韵味。曲折的廊不仅本身作为造型丰富

多变的造园要素增添了空间的动感与层次，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参观

者体验的变化。中国园林乃文人雅士的园林，与中国传统的诗书

画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以造园尤忌“平铺直叙”而推崇在其中

加入“起—承—转—合”的空间序列。游人在廊中行走，随着其或

平或折或直或曲，产生或急或缓或张或弛的空间体验，使方寸之地

内的园林妙处横生，趣味无尽。拙政园西侧的曲廊便是一个极佳案

例，它不但在平面上以自由的角度蜿蜒曲折，同时在垂直向度上也

忽高忽低，与遍布荷叶的水面若即若离，极大地丰富了参观者的游

园体验（图1）。

其次，园林中的廊与景物有着对应关系。如果把参观者在中

国园林中的游览过程比作一幅长卷，那廊便是画卷的展开路径，它

是造园师把园中景致选择性呈献给游人的重要工具。这种选择性既

包括不同景观、不同空间的呈现，也包括游人在不同位置时同一景

观所显现出的不同角度和不同距离。从彭一刚先生《中国古典园林

分析》一书《看与被看》章节中不难发现，廊的布置需要考虑主

要景观和观赏点之间的距离、主要观赏点与次要观赏点之间的距离

及次要观赏点之间的距离，并通过经营其比例关系，让游人能够欣

赏到最完美的画面，从而流连忘返。所以廊又像是园林这部电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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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游人看似在园林中漫步徜徉，时而观远山，时而揽近水，时

而在转折处发现别有洞天，时而在白墙边看到精巧一隅，实则这些

都是电影总导演——造园师精心安排的章节。在留院东北侧的院落

中，游廊结合冠云楼所形成的游览路径便为游人从不同角度、不同

距离欣赏冠云峰提供了视点（图2）。

再次，园林中的廊具有引导流线的作用。刘敦桢先生描述

过：“廊在园林中是联系建筑物的脉络，又常是风景的导游线”。

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天人合一”及道家“道法自然”的影

响，中国园林崇尚因地制宜，崇尚按照自然景观的“势”来布置建

筑，于是园林中的建筑便有了或高或低、或正或偏的变化，如果没

有一个恰当的“线”将这些“点”相连，园林恐失之凌乱，廊恰恰

在其中起到了这样“线”的作用。园林正是利用廊这样的特点，在

经过造园师设计的一系列铺垫后，在游人对未知的期待中，将其不

知不觉引导到某个特定的目标。留园入口处就经过了这样的精心处

理，从主入口进入，狭窄蜿蜒的廊道和偶尔从廊与围墙的缝隙中透

出的天光让人感觉封闭幽暗，但沿着廊道向前，视线在清风池馆处

豁然开朗，大片水面及远近建筑尽收眼底。在这种通过先抑后扬带

给游人心理剧烈变化的空间序列中，游廊起了重要的连接和铺垫作

用（图3）。这样以廊作为园林中引导人们活动主线的方式，也是

中国园林区别于日本、英国园林的一大特征［3］。

2.1.2园林中廊的时间特性

与西方崇尚单体建筑的高耸威严不同，中国传统建筑追求在

建筑群的组合中投射出封建礼教和等级关系，所以对中国建筑的游

览时常无法在某一点窥其全貌，而需要行走其中细细品味。中国园

林也是一样，它塑造的不是某一点的辉煌壮美，而是通过“步移景

异”塑造在游览过程中游人心境随景致的不同而产生变化的过程。

此外，由于江南园林一般用地规模较小，所以引入“时间性”将其

转化为四维空间有助于将园林的相对空间放大。张永和在《非常建

筑》一书中描述过其在网师园曲廊中的测量数据：“小山丛桂轩两

侧有曲廊，折四次，大约需走28步。如在两点之间画直线，约用

24步。走28步需要的时间比24步多2秒左右，两点之间便增加了2

秒的距离”［4］。由此可见，在园林空间尺寸固定的三维空间里，

廊所带来的“时间性”的加入，使其得以在四维空间丈量中得到放

大，从而丰富参观者的游览经历（图4）。

2.2 园林中廊的通透性

2.2.1廊通透性的作用

从“廊”字的甲骨文写法可知，廊区别于一般走道的特质是

其具有“窗洞”，亦即具有“通透性”，这在景物需要互相因借的

园林中用途广泛。廊通透性的作用可以从园林构成层面和其自身层

面进行分析。

从园林构成的层面来说，廊的通透性是为了形成相对于

“实”的建筑的“虚”的界面。因为中国园林强调小空间的经营，

所以空间界面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性质和风格。如果空间完全

由建筑和围墙围合，则难免失之“封闭”；而如果完全由道路、植

被划分，则难免失之“涣散”。所以似隔非隔、似断还连的“虚”

的廊便是营造界面的重要手段，它同建筑及景观一起构成了园林虚

实相间、错落有致的生动画面。

从廊自身的层面来说，通透性一方面可以使游人在其中通过

视觉、听觉、触觉等体会到空间的贯通，进而实现“借景”；另

一方面又可以作为建筑和景观的过渡空间，使参观者在室内外及

建筑间穿行时的心理体验得到平稳转折。本文侧重于探讨“廊”

字本身，所以下文主要对“借景”及“过渡”这两个廊的内在属

性进行探讨。

关于借景，《园冶·借景》一章中提到：“夫借景，林园

之最重要者也。如远借，邻借，俯借，应时而借。然物情所逗，

目寄心期，似意在笔先，庶几描写之尽哉。”从中可以看出借景

对于园林的重要性，而借景除了需要有景可借之外，也需要观景

的视线通道，廊便是其中一种。与实墙相比，通透的廊所划分的

空间虽然在行进路线上有所隔绝，但却给了参观者空间贯通的感

受。拙政园的桥廊小飞虹便既分隔了水面，使得空间产生了主

图1  拙政园西侧的曲廊 图2  从留园游廊中观赏冠云峰 图3  留院入口处游廊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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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拙政园小飞虹 图6  沧浪亭明道堂周边廊道  

图7 沧浪亭游廊中的漏窗 图8  拙政园层次丰富的游廊 

从层次，又保持视线畅通，并进而实现不同空间景致的相互因借

（图5）。

关于过渡，《华夏意匠》中提到“廊使屋身立面由多个层面

来组成，由此带来一种‘流通的空间’的感觉，使室内室外之间产

生了柔顺的过渡。”最早的廊是出现在主要用房周围的附属空间，

充当了室内和室外之间的“过渡空间”。园林中的游廊也一样，它

在不同功能、规格的建筑之间穿行，成为了既非室内又非室外的一

种过渡媒介。这种“二者之间”的姿态使廊成为室内外联系的纽

带，有了它的介入，游客在建筑和景观间穿行的时候便减少了空间

急剧转折的突兀，从而实现游客参观过程中心理活动的平稳转换。

依附于沧浪亭明道堂两侧的廊便作用明显，为游客从大体量建筑到

其外的茂林修竹之间创造了心理缓冲（图6）。

2.2.2廊通透性的实现方式及效果

廊在园林中实现通透性的界面有两种，其一是透过空廊使两

侧的景色相连，进而成为彼此空间的背景，其中以双面廊居多。这

种以廊作为空间划分方式的造园手法，可以通过营造廊的通透性来

增加空间层次，使空间隔而不断，曲折回环。其二是透过廊一侧墙

面上的漏窗、门洞等来使空间得到有节制的渗透，其中以单面廊居

多。这种手法不但可以实现空间的暗示，还能形成墙面有节奏的明

暗变化和犹如风景镶嵌在由门窗形成的画框中的“框景”（图7）。

复廊可视作两个单廊的复合，一般安排在廊的两边都有景物

可赏而景物的特征又彼此不同的园林空间中。复廊不仅在中间的

隔墙上设置花窗和洞口，形成两侧空间的相互因借，还能通过引

导游人的流线在平面上做180。转折，从而实现特定空间内参观者

游览路径、游园时间和所观赏景致的倍增，可谓是中国园林的一

大创造。

廊的通透性所产生的效果可以结合拙政园中的“海棠春坞”

进行说明。其东西两侧界面由不同通透程度的廊围合而成：西侧由

双面游廊围合，使游人虽然置身较小的空间，却能透过空廊观望近

处“绣绮亭”和远处“远香堂”、“倚玉轩”层层叠叠的景致；而

其东侧则由复廊围合，可以通过墙上的花窗和门洞对拙政园东部空

间有所感知，这种“露而不透”的方式在实现了空间放大、引入了

标志性景观的同时，又避免了大面积风格相异景观的干扰，保证了

自身特点的鲜明与完整（图8）。这两种手法的结合运用既把游人

限定在一个较小的尺度内，营造了空间特色，突出了主体建筑的地

位，又实现了空间和视线的畅通，使借景、对景成为可能，达到一

举两得的目的。

3  结语

随着从甲骨文中的“ ”到现今“廊”字的演变，廊的指代意

义也在几千年间发生着变化，最终发展为今天“屋檐下的过道或独

立有顶的通道”的解释。廊本质上的“时空性”和“通透性”使其

成为中国传统园林中的重要空间要素，并成为实现“步移景异”、

“以小见大”等意境的主要造园手法之一。以“廊”字去探讨中国

传统建筑虽为管中窥豹，但也能说明当代中国建筑师正积极探究传

统典籍中的精髓，这将有助于其从中寻找创作基础和灵感源泉。

图片来源：图1~7为作者自摄。

图4  网师园丛桂轩附近游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