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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

窗内观竹：白居易诗歌的 “窗竹”
意象与文人画中的 “无窗之窗”

王悦笛

【摘　　要】白居易对 “窗竹”意象的表现做出了极为重要的开拓，他将观察窗竹的视

角，由侧重室外转向侧重室内。室内所独有的卧观竹形、卧听竹声、卧感竹风及竹阴等多

种品赏方式，增添了窗外翠竹的韵味，也象征化地体现了窗纳万物的园林审美方式。白居

易对室内视角审美内涵的丰富和开拓，对后世相关题材的诗歌和绘画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文人画中隐去窗框、以 暗 含 的 室 内 视 角 表 现 窗 外 之 竹 的 “无 窗 之 窗”表 现 法，以 及 作 为

“无窗之窗”前提之一的 “窗景如画”观，都与白居易的窗竹书写有密切的联系。
【关 键 词】白居易　窗竹　室内　无窗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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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园林中，临窗栽竹是很常见的造景方式，“窗竹”也成为诗歌题咏的重要内容，寄托

了丰富的美学趣味。唐代诗人白居易以其独特的艺术精神追求，对 “窗竹”的表现做出了极为重要

的开拓。白氏将观察窗竹的视角，由侧重室外转向侧重室内。窗内赏竹的独特视角，强化了竹影如

画的感受，而室内所独有的卧观竹形、卧听竹声、卧感竹风及竹阴等多种品赏方式，更增添了窗外

翠竹的韵味。
白居易窗内观竹所营构的 “窗竹”意象，不仅对诗歌艺术有丰富的开拓，对宋代以后的文人画

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文人画中隐去窗 框，以 暗 含 的 室 内 视 角 表 现 窗 外 之 竹 的 “无 窗 之 窗”表 现 法，
就与此有十分密切的联系。

一、从室外到室内：白居易 “窗竹”书写的新变

据笔者统计，白居易有２４首诗涉及窗竹意象，远高于唐代其他诗人。① 他对窗竹意象的发现和

书写，时间上从二十余岁一直延续到七十余岁，其间几乎不曾间断。白居易善于从生活的各个场景

细致而多面地开掘窗竹的美学趣味，使之烙印上鲜明的个人风格。可以说，窗竹在宋代之前，几乎

是白居易所专擅的诗歌素材，是带有白氏个人特色的诗歌意象。

００１
① 据笔者统计，唐代涉及窗竹元素的诗歌共有一百一十余首。白居易以２４首居冠，排在第二的元稹则仅有８首。



从室内赏窗外之竹，是白居易窗竹书写中特别值得注意的艺术特色，也是他的窗竹书写相较于

前人显著的新变。作于长安新昌里的 《北窗闲坐》云：“虚窗两丛竹，静室一炉香。”① 窗外的两丛竹

是被静室中的视线所笼盖的，室外的翠竹因室内观察者的存在，仿佛被吸纳进室内而为观察者所占

有，成为与室内的香炉并列的物象。有时白居易还将这种室内视角安置在开帘的动作中。拨开窗帘

的动作，自然包含着在室内观察室外的视角。作于洛阳履道里的 《新秋喜凉因寄兵部杨侍郎》就将

开帘与窗外之竹的观赏结合起来——— “褰帘对池竹，幽寂如僧院”，小池与院落的局部及窗中所见的

池竹一道被摄入室内。院中池边的幽境，不必亲往，已被室内的观察者吸纳领略。同作于履道里的

《病中宴坐》，其中 “窗户纳秋景，竹木澄夕阴”二句，着一 “纳”字，更将作者处于室内、收摄吸

纳窗外以竹木为主之秋景的观察视角展露无遗。白居易笔下窗竹的声色意态，与之毗连的小池院落，
往往正是这样从室内坐卧者的角度来把握的。

而白居易之前诗歌中的窗竹书写，其观赏视角则偏重于室外，或者缺乏明确的观物视角。晋宋

以来，窗外之竹或竹畔之窗开始进入诗人的审美视域，或为拟乐府诗中的虚构场景，或为园林景物

的罗列中提及的诸种项目之一。前者如鲍令晖 《拟青青河畔草诗》：“袅袅临窗竹，蔼蔼垂门桐。灼

灼青轩女，泠泠高堂中。”② 后者则为初唐诸家的普遍写法，如李百药 《雨后》之 “后窗临岸竹，前

阶枕浦沙”，③ 王勔 《晦日宴高氏林亭同用华字》之 “竹窗低露叶，梅径起风花”，④ 宋之问 《冬夜寓

直麟阁》之 “月幌花虚馥，风窗竹暗喧”⑤ 与 《宴郑协律山亭》之 “小径藤间入，高窗竹上开。砌花

连菡萏，溪柳覆莓苔”。⑥ 窗竹或竹窗只是室外视角观照下众多园林的景象之一，多出之以对仗句式

同其他景象并列，一点而过，并未包含某种特别的情趣。当然，也有部分窗竹的表现蕴含了诗人的

某种思绪和感情。如谢朓的 《咏竹诗》以 “窗前一丛竹”起笔，层层铺叙，末二句由窗竹联想至被

风吹走的笋壳，感叹 “但恨从风箨，根株长别离”，窗竹枝叶的茂密和根株的稳固，起到了反衬 “从

风箨”的作用，是一首有所寄寓的咏物诗。余如谢朓 《冬日晚郡事隙诗》之 “案牍时闲暇，偶来观

卉木。飒飒满池荷，翛翛荫窗竹”，⑦ 王勃 《羁游饯别》之 “客心悬陇路，游子倦江干。槿丰朝砌静，
筱密夜窗寒”，⑧ 窗竹或用于比兴，或为表现吏情闲散、羁旅愁倦的物象，但都缺乏明晰的观物视角，
窗竹本身的美学意蕴并未得到充分的彰显，诗人尚未对窗竹展开细致而富有情味的体会和书写。

早期涉及窗竹元素的诗歌，之所以显得情味不够充足，表现不够细腻，难以成为有特色的意象，
与多采用室外的观物视角或视角不明有关。在室外观察窗竹时，窗虚而竹实，竹若在窗前，不免对

窗户有所遮蔽；若在窗侧，则与窗关联较弱。无论何种情况，竹与窗均难以形成紧密呼应、混融为

一的整体造型。而且，窗的吐纳内外、沟通远近的审美效果，在室外也无从谈起。只有从室内通过

窗口观察窗外之竹，窗的审美效用才能充分发挥，窗与框景中的竹才能收束为一个有机整体，形成

紧密关联的构图。可以说，在室内视角 观 照 下 的 窗 外 之 竹，才 能 真 正 形 成 富 有 审 美 意 蕴 的 “窗 竹”
意象。

这种自室内赏窗外之竹的观照视角，从形成到凝结为审美意蕴丰富的窗竹意象，是一个逐渐成

熟的过程，而中唐是这一转变的关键期。从文学史上看，随着中唐诗歌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不断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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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室内起居坐卧之间的雅趣和闲居况味的作品也因之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窗竹自然有更多与

室内视角结合的机会，窗外之竹往往作为日常生活中富有美感和情味的一道景致而被诗人注意。从

园林史的角度看，室内观竹的书写较多出现，与这一时期文人造园增多不无关系。这是因为，室内

外的视角差异，通常也意味着居与游、主与客的差异。室外观窗畔之竹，是游者或客人常有的视角，
窗竹看毕，视线立即移往他 处。窗 竹 在 六 朝 及 初 唐 诗 中，之 所 以 常 出 之 以 与 他 景 并 列 的 对 仗 模 式，
与园林游宴中游移的视线、做客的身份亦不无关系。当然，处于室内的也可能是客人，但室内平静

闲适的氛围与主人居家静观万物的境况无疑更为契合，也只有主人才能更深切、细腻、全面地领会

窗竹的意蕴。张岱为祁彪佳 《寓山注》所作的 《跋寓山注二则》，就注意到了在主客两种境况下观物

状态的深刻差异。客人与游者观园中之物是 “人而不我，客而不主，出而不入，予而不受，忙而不

闲”，而主人与居者则往往 “意随景到，笔借目传”，“闲中花鸟，意外烟云，真有一种人不及知，而

己独知之之妙”。① 室内视角正蕴含着这种人不知而己独知的独得之妙，暗含主人能够全面占有窗竹

的一切状态的悠然与得意。
中唐以后，随着室内赏竹视角的较多出现，“窗竹”意象这才在诗歌中真正得以成立。在这种从

室外到室内的视角转变的过程中，白居易是最为关键的人物。上述两个因素，即日常闲居况味的表

现和个人造园情况的反映，都是白诗相对突出的特色。白居易涉及窗竹的２４首诗中，除了５首系写

他人居所中的窗竹外，② 其余均是自己居住的私宅、官舍、别墅内的窗竹，包括了长安常乐里、盩厔

官舍、长安昭国里、庐山草堂、长安新昌里、洛阳履道里等处。选择窗边有竹的住宅或者在窗边栽竹

的习惯，是与白居易一生的住宅变迁相始终的，窗中之竹或竹畔之窗是白居易的宅园构想中一片不可或

缺的审美空间，也是他寄托闲适趣味的重要对象。白氏的窗竹书写中，室内视角之所以特别突出，正与

大部分作品里的主人或临时主人的身份，以及侧重展现日常闲适生活的写作倾向有极大的关系。

二、卧观、卧听、卧感：室内赏竹的独特方式

睡卧是最为宽闲自由的姿势，最能代表室内舒适而私密的氛围。白居易品赏窗外之竹，往往与

睡眠或卧姿相伴随，卧观竹形、卧听竹声以及卧感竹阴之凉爽也是白居易室内赏竹的独特方式。白

居易２４首涉及窗竹元素的诗歌中，专以窗竹为主题者有４首：《题李次云窗竹》《竹窗》《思竹窗》《北
窗竹石》。其中，除了 《题李次云窗竹》是咏他人宅中之窗竹外，其余三首咏自家窗竹的诗中，窗竹均

是作为与睡眠紧密联系的事物来写的，都是从睡眠体感的凉爽、睡眠姿态的闲逸等角度来把握窗竹的。

绕屋声淅之，逼人色苍之。烟通杳蔼气，月透玲珑光。是时三伏天，天气热如汤。独此竹

窗下，朝回解衣裳。轻纱一幅巾，小簟六尺床。无客尽日静，有风终夜凉。乃知前古人，言事

颇谙详。清风北窗卧，可以傲羲皇。（《竹窗》，长安新昌里）
不忆西省松，不忆南宫菊。唯忆新昌堂，萧萧北窗竹。窗间枕簟在，来后何人宿。（《思竹

窗》，京杭途中回忆新昌里）
有妻亦衰老，无子方茕独。莫掩夜窗扉，共渠相伴宿。（《北窗竹石》，洛阳履道里）

其余窗竹作为素材的诗中，如 “风生竹夜窗间卧”（《七言十二句赠驾部吴郎中七兄》），“卷帘睡

初觉，欹枕看未足。影转色入楼，床席生浮绿”（《东楼竹》），“臥爱北窗北。窗竹多好风”（《玩松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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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首·其二》），“睡足一屈伸，……褰帘对池竹”（《新秋喜凉因寄兵部杨侍郎》）等也是如此，“绕屋

声淅淅”的竹声，“逼人色苍苍”“床席生浮绿”的竹色和竹影，“有风终夜凉”的竹风带来的凉爽体

感，无不为室内窗边的主人所领受。

白诗中的睡卧，一般包含两种向度的内涵：一是休闲性。睡卧是放松的姿势，也是通常在私人

空间里才会进行的动作，这与市朝的严肃性和庄重性相对。二是隐逸趣味。这与隐士 “高卧”的传

统相关，在诗中常出之以 “北窗卧”“傲羲皇”等事典，与市朝的喧嚣尘俗相对。睡卧所包含的休闲

性和隐逸趣味，均与市朝的严肃庄重与喧嚣尘俗的性质相反，既有生理上的休闲放松，又在精神上

获得对山林隐逸的模仿和想象，无论精神还是生理，都因之呈现出一种闲逸的状态。这种对山林隐

逸的想象和隐士高卧的模仿，尤其体现在 “卧听”竹声的活动中。在室内这样相对封闭的空间内赏

竹，有时正能利用室内抑制视线的作用，委任听觉等其他感官为导引，以想象更广阔的空间，在室

内获得种种幽趣。他在盩厔官舍所作的 《新栽竹》是 “卧听”竹声的典型：

佐邑意不适，闭门秋草生。何以娱野性，种竹百馀茎。见此溪上色，忆得山中情。有时公

事暇，尽日绕阑行。勿言根未固，勿言阴未成。已觉庭宇内，稍稍有馀清。最爱近窗卧，秋风

枝有声。

最值得关注的是末二句：“最 爱 近 窗 卧，秋 风 枝 有 声。”写 诗 人 退 回 室 内，近 窗 听 风 竹 之 声 的 动 作。

在这个情境中，室内闲卧的姿态意味着窗外之竹的实际视觉状况已不在感知之内，其状态完全交付

于听觉以及由听觉滋生的想象来把握。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这种因竹而起的 “山中情”，由于摒除

了视觉，过滤掉了 “根未固”“阴未成”等缺憾，自然山林的形象和意趣于是在因声而得的想象中得

到更加完美的呈现。
通过卧观、卧听、卧感等多种室内赏竹的方式，白居易将窗竹同具有隐逸和休闲意义的睡卧紧

密联系起来，窗竹也随之蒙上一层闲适的色彩，在若干首窗竹诗中形成较为统一的饱含闲适意趣的

形象。相较于他人窗竹意象中有时流露出的萧瑟冷寂 （如前引王勃诗中羁愁浸染下的窗竹），这种与

睡卧紧密相关的闲适基调，正是白居易的窗竹意象中特别突出的个人特色。卧观、卧听等独特的赏

竹方式，也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室内视角下窗竹意象的审美内涵。沿着这一轨迹，中唐以后，室内

视角观照下的窗竹备受诗人关注。诗人在各种具体的场景下，开发着窗竹意象的美感细节：

疏影纱窗外。① （贾岛 《题郑常侍厅前竹》）

一枕鸟声残晓梦，半 窗 竹 影 弄 新 晴。② （陆 游 《嘉 定 己 巳 立 秋 得 膈 上 疾 近 寒 露 乃 小 愈 十 二

首·其五》）

这是欣赏窗外之竹的疏落之态和光影之美，后者更结合梦醒的瞬间，凸显安闲静好。

梦惊忽有穿窗片，夜静惟闻泻竹声。③ （苏轼 《雪夜独宿柏仙庵》）

困卧北窗风，风微动窗竹。④ （苏轼 《寄周安孺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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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室内卧听窗外竹声。

便有好风来枕簟。① （李中 《竹》）
窗竹影摇书案上。② （杜荀鹤 《题弟侄书堂》）

窗外竹间之风与竹影侵入室内，并与枕簟、书案等室内陈设产生关联。

先君授徒竹窗底，我初识君俱少年。③ （杨万里 《寄题刘成功锦里》）

写 “竹窗”之下室内的活动，回忆作者与对方相识于课堂的温馨场景。
由上举各例可以看到，诗人们或捕捉偶然的情景，或摘取日常生活的片段，并结合窗内展开的

睡眠、授课等日常活动，以视觉、听觉、想象等方式，呈露出室内视角观照下窗竹的各种美感。无

论何种情况，“室内”从容闲静的氛围，都是促成窗竹不同情态之美被细腻察觉的重要条件，是以上

诗境成立不可或缺的关键元素。如此窗内观竹的艺术笔法，正渊源于白居易的窗竹书写。

三、“驯化”：窗纳万物的园林审美

无论卧听竹声、卧观竹形，还是卧感竹之阴凉，白居易窗内观竹的视角，暗藏着经由小的 “窗

口”吸纳外部广阔空间的观物模式。万物仿佛经由此一 “窗口”，奔赴至诗人面前，并为其 “驯服”，
供其欣赏消受。这种以小知大、从局部推求整体、从有限想象无限的审美方式，象征化地体现了白

居易移物就己，向内层层吸纳的园林 空 间 审 美 意 识。白 居 易 在 这 种 窗 纳 万 物 的 园 林 审 美 的 指 引 下，
在物质和文本书写两方面布置和 “驯化”着 种 种 园 林 要 素，构 建 起 他 富 有 层 次 感 的 园 林 审 美 空 间。
窗内或曰居室之内，是这个空间格局中闲适程度最高、最私人化的所在。诗人以此为中心，将外部

自然的山川风月、园中的花草竹树，一层层地向内 “驯化”，使之含蕴诗人自我的精神意趣，最终将

万物收纳于室内的坐卧视听之间。
位于这个空间格局最外围的，是园林之外自然空间中的山川风月，白居易常通过园内要素的布

置、修改，来使园外的自然物与园林和谐共生，甚至成为园林的有机成分。以竹的移植为例，《池畔

二首》写他修整洛阳履道里池畔的竹树。其中第二首说道：

持刀间密竹，竹少风来多。此意人不会，欲令池有波。

经过一番修整，竹的疏密高低更有利于风作用于园林，形成园林的动景。自然界的风，经由竹的中

介，变为组成园景的要素，也因园主对竹的支配和布置而被收摄进园林的内部空间，被 “驯化”为

园主的私有之物。以这样实际的布置和修改为基础，白居易在文本的诠释中，遂以广大无边的风月

为一己的 “家资”——— “莫道两都空有宅，林泉风月是家资”（《吾庐》），“风月”成为与园中的 “林
泉”并列的所有物。在游赏他人园林时，也有 “青山为外屏，绿野是前堂”（《奉和裴令公新成午桥

庄绿野堂即事》，裴度午桥庄）的表述，庄园外的青山置于 “前堂” “外屏”的建筑秩序内，是在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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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和园林的延长线上被理解的。物质世界中实际的移树邀风、裁树露山等布置①配合文本的诠释，园

林空间最外围的山川风月，就这样向内被 “驯化”为园中之物。

在最外层的山川风月向内被 “驯化”为园中之物后，园内诸 物 也 向 内 被 “驯 化”为 室 内 的 一

部分。这里大致有两种表现：一是将园中的花草竹树、池 水 山 石 想 象 为 建 筑 构 件 或 室 内 陈 设，按

照建筑或室内的构架来 诠 释 理 解 各 种 园 林 要 素。这 种 表 现 主 要 集 中 于 白 居 易 晚 年 退 居 洛 下 的 时

期。仍以竹为例，白居易有 时 会 赋 予 室 外 的 竹 类 似 于 某 种 室 内 陈 设 的 新 功 能 和 意 义。 “绿 竹 挂 衣

凉处歇，清风展簟困时眠”（《池上即事》，洛阳履道里）二句 就 是 典 型 的 例 子，白 居 易 在 休 息 和

睡眠活动中，将绿竹想象为可 以 悬 挂 衣 物 的 “家 具”，将 室 内 陈 设 的 某 种 功 用 拓 展 至 园 中，投 射

在竹之上。竹以外也不乏这 样 的 例 子。作 于 履 道 里 宅 的 《偶 吟》中 有 “松 身 为 外 户，池 面 是 中

庭”之句，松被视作外户，池塘的水面也被视为中庭，当 做 建 筑 的 一 部 分 来 看 待。余 如 “新 树 低

如帐”（《小台》），“阶临池面胜看镜，户映花丛当下帘”（《三月三日》），都是用比喻的修辞写出

花树水池与居室或床席的物理距离之近，再由物理距离之 近 表 现 出 室 内 与 室 外 关 系 之 密。新 树 如

帐、池面胜镜、花丛作帘，室外的种种景象仿佛化为室内 陈 设 的 日 常 用 品，被 “驯 化”为 居 室 建

筑的衍生物。

二是强调园中室外的事物对室内的影响和作用，将园中各物、尤其是植物的声色气味等属性作

为室内人感官领略的对象来呈现，使之全面地被视觉、听觉、嗅觉等官能牢牢把握着。窗外之竹就

是个中典型。前引 “卷 帘 睡 初 觉，欹 枕 看 未 足。影 转 色 入 楼，床 席 生 浮 绿” （《东 楼 竹》，忠 州 东

楼），“绕屋声淅淅，逼人色苍苍。烟通杳蔼气，月透玲珑光”（《竹窗》，长安新昌里）等诗例，或

竹影浮床，或竹烟透窗，成为室内的主人感受和欣赏的 对 象。此 外，“叶 展 影 翻 当 砌 月，花 开 香 散

入帘风”（《砌下莲》，江州官舍）所描述的花香入帘的场景也相类似，“通”“透”“入”“逼”一类

的字眼形象而有力地写出了园内植物的光色气味侵入卧内，影响室内空间并为室内居人所感知领受

的状态。
“园外山川风月———园内花木水石———室内起居坐卧”这样一个私人化和闲适程度递增，实际范

围递减的园林审美空间格局，经由白居易的层层 “驯化”，最终得以实现。而层层向内 “驯化”的过

程中，近在窗前、紧邻居室的竹，是除室内可能存在的盆栽、瓶花之外，象征自然的花木所能到达

人的居住中心的 “最前线”。无论是室内的人向外观察，或者室外的声光气味侵入室内，窗畔的位置

都使其成为最易与室内产生关联的园林植物。又由于人在室内往往处于坐或卧这样闲适的状态，因

而窗竹也是白居易所用成本最低、最 不 费 力 就 能 接 触 到 的 自 然 物。在 白 居 易 的 窗 竹 诗 中 可 以 看 到，

窗外之竹作为被 “驯化”后的自然的象征，轻松惬意地呈现在室内或坐或卧、闲散适意的主人之前，

幽姿可赏，清韵可听，被主人以看、听、想象等方式随意地、全面地感知和占有着。从这个意义上

讲，白诗中的窗竹意象，其意义不仅在于本身美感的呈现和闲适情调的赋予，更在于其中所蕴含的

自室内向外延伸的视听感官和想象，代表了一种窗纳万物的园林审美方式和层层 “驯化”的园林空

间格局。

四、绘画中的 “无窗之窗”

如前文所论，以居于室内的视角、在窗的框架中领略窗外之竹，是诗歌中窗竹意象形成的前提

之一。从园林的造景手法来看，室内视角下的竹是窗内的框景，向内吸纳、移远就近的观物方式又

与借景的手法相通。而园林之窗所具有的框景和借景作用，通常是和 “如画”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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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窗竹意象对室内视角的凸显，以及在窗竹意象中寄寓的向内吸纳的空间意识，如果从园林框

景和借景的角度来理解，无形中正是在诗与画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也间接为后世绘画中，窗及窗

前植物题材的表现形式开启了一扇新的法门。后世文人画中出现的一类 “无窗之窗”的表现方法即

与此有关。
所谓 “无窗之窗”，是指画面中隐去窗框，以暗含的室内视角表现窗外之竹或其他窗景的画法。

这种画法继承了白居易窗竹书写的某些元素，室内视角和移远就近的空间感都潜藏在画面中。中国

画中的窗和竹，一般都在室外的环境中呈现，很少采用由室内向室外观察的视角，于是一些画家巧

妙地在画中隐去了窗框和窗棂，只留 下 一 片 窗 外 的 景 象，并 利 用 画 题 或 者 画 中 的 题 跋 告 诉 观 画 者，
画中的景物就是窗外的景物。这类 “无窗之窗”的画可举明代夏昶的 《半窗晴翠图》为典型。该图

为立轴，画面中 只 有 一 竿 墨 竹，墨 竹 略 向 左 倾，意 态 潇 洒 俊 逸。既 无 坡 石 点 缀，也 无 画 题 中 之

“窗”。如果一定要寻找 “窗”的存在，只能将整个画幅的边界视为抽象的虚拟的窗框。画家采用这样

特殊的构思，终于画出了与白居易诗境相通的室内视角观照下的窗竹。近代于非闇的 《新秋晴窗图》也

与之类似，省略了题中的 “晴窗”而直接表现窗外的动植物。这幅立轴绘有秋日暖阳下的草丛杂木，蝴

蝶和蜻蜓在草木间飞舞，蚱蜢和瓢虫爬行于草木之上，用笔细腻精准，但唯独不见窗的影子。
有时消失的 “窗框”则靠画中的 题 跋 点 出。明 代 周 之 冕 的 立 轴 《花 竹 鹌 鹑 轴》，画 面 主 体 为 竹

石，并有喇叭花缠绕竹间，石的左下方有一对鹌鹑优游其畔，并点缀了一丛低矮的花草和一只戏蝶。
值得注意的是画顶端有范允临的题诗：“雨过竹色明，风恬鸟声乐。睡起北窗凉，斜阳在高阁。”我

们也不妨根据诗意，认为画中表现的，正是睡起后透过北窗所见的窗外景致。

这种 “无窗之窗”的构图，并非文人画表现窗和窗竹的主流方式。我们不妨将其与主流的表现

形式略作对比，以更好地理解 “无窗之窗”的特色和情韵。中国画的门类，按照 《宣和画谱》的分

法，有道释、人物、宫室、番族、龙鱼、山 水、鸟 兽、花 木、墨 竹、蔬 果 等 十 门。其 中 与 园 林 和 窗

竹相关的，主要是宫室、山水、花木、墨竹几类，其画境大至天地山川、小至草树土石的一角，基

本都是室外的背景，纯粹表现室内生活的画作并不发达，更不成其为一个类别。画中的园林建筑或

一般房舍的窗，其视角通常是由外而内的，与诗中内外自由的视点不同，更与窗竹意象赖以生成的

自内观外的角度相反。与之相关，窗前的竹和其他植物也少以框景的形式出现，而主要是在室外视

角下，分布于房舍周边，掩映于窗的外围。在园林画中，能找到许多这样的例子①。

园林画之外，一些画题中有 “窗”字和以窗为主题的山水画也值得关注。这些绘画将窗置于山

水、林石、花竹之间，在广阔的背景 下，在 与 自 然 环 境 的 交 感 中，彰 显 作 为 人 居 象 征 之 窗 的 意 义。
此类画可举南宋刘松年的 《秋窗读易图》、清代王翚 《山窗读书图》，以及清代华喦的 《隔水吟窗图》

为代表，画面的重心，均在表现 “读易”“读书”“吟诗”一类发生于室内的文人活动。刘松年 《秋

窗读易图》中，左侧为近景，系书斋内的房舍、院落、篱笆、柴门及周遭的山石树木。右侧则经由

水面的过渡逐渐接向对岸 秋 山 的 远 景。一 位 文 士 坐 于 书 斋 的 窗 畔，小 童 侍 立 于 门 侧，室 内 有 屏 风、

圆凳、书案等陈设。书斋内独坐的文士，案上陈放的香炉、香盒、书籍是画面的重心所在，而这一

切均由窗口 “发散”出来，为室外的 “画师之眼”捕捉并予以呈现。紧邻窗口的是挺拔的青松和萧

疏的丹枫，极尽掩映之趣。独坐的文士若有所思，眼望室外，其视线似乎透过窗前的枫树射向远方

的山水。观画者穿越两株松干而投向室内的眼光，室内文士穿越两株枫树而投向室外的眼光，两者

之间无意中形成了有趣的互动。王翚的 《山窗读书图》所表现的也是类似的情境。这是一幅山水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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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园林画中的 “窗竹”元素，可举元代倪瓒、赵原合作的 《狮子林图》、明代文徵明 《拙政园十二景图》与 《拙政园三十一景图》、

明代沈士充 《郊园十二景图》为例。《狮子林图》为手卷，画面左侧的问梅阁遮荫在竹丛中。文画与沈画均为册页，各有画幅描

绘绿竹包围中的 “倚玉轩”和 “竹屋”。



轴，随着视线从画面下方向上方推移，山水林木的布置也由近及远。画面中重重叠叠的山崖间，点

缀众多林木、几道飞瀑和零星的房舍。在右侧偏下的位置，一个极小的人影出现在一所茅屋的窗中，
茅屋则被环绕在密密匝匝的山崖和树木之间。观画者只有通过山峦包围里、林木掩映中的窗口，才

得以观察到画中人物正在进行的读书活动。
在以山水面积占优的画面中，读书、吟诗、焚香等富有雅趣的室内活动，只能通过一方小小的

窗口揭示出来，因而画面常带有一种窥视感。华喦的 《隔水吟窗图》中，左上方的题诗云：

隔水吟窗若有人，浅蓝衫子墨绫巾。檐前宿雨团新绿，洗却桐阴一斛尘。

点明了画家采取的正是由此岸窥视彼岸、由室外观察室内的视角。这幅山水立轴，中间有大幅的留

白以表现水面，也形成了此岸与彼岸 “隔水”的状况。画面重点表现的是一水之隔的彼岸，有一处

竹篱围成的院落，院中有数间房舍，房内有几案、器物，还有一人凭窗而坐。房外则栽有高大的梧

桐，立有瘦劲的石头，石边栽有翠竹、芭蕉，其上垂有藤蔓，较近处另有一只白鹤向地面俯啄。画

面上方则是更远处的云山、水域和水上的两叶帆船，整个布局，近、中、远景层次分明。而画面布

局的重心———对岸院落中室内之人的 活 动，经 由 窗 的 揭 露 得 以 与 外 界 沟 通，成 为 与 画 面 中 的 山 水、
梧桐、柳树、绿竹、芭蕉、房舍、仙鹤并列的宇宙间的景象。

自然山水中与窗和居室互动最紧密的部分，往往是掩映其外的林木。在 《秋窗读易图》中为松

与枫，在 《山窗读书图》中为松林及杂树，在 《隔水吟窗图》中为绿竹、梧桐和芭蕉，窗与窗前植

物在画中互相萦纡 映 带，密 不 可 分。总 的 来 说，这 些 绘 画 的 整 体 构 图 普 遍 采 用 “窗———植 物———
（园林）———山水”的大全景布局。窗是居室和建筑中接触自然、收纳自然最前沿的构件，绕屋绕窗

的竹树花木是自然中与人最亲切的部分，二者在室外视角下的遇合，虽然失去了诗中看窗外之竹那

样吐纳远近、呼吸万物的意趣，但在竹木掩映中的建筑和窗牖，另有一种清凉洒落的情味。
相对于这样的大全景布局的主流构图，“无窗之窗”的表现形式可谓是别具意趣的例外。其上承

的远源，可以追溯到白居易的窗竹书写，它出现的另一前提，则是窗框与画幅间的相似性而引起的

审美联想，亦即 “窗景如画”的观念。而窗框与画幅之间审美联想的明晰和固定，“窗景如画”观念

的正式确立，是一个逐渐自觉的过程。
唐代及唐之前，诗文中业已存在开窗纳远的视角、风景如画的联想，① 但二者并未合流为 “窗景

如画”的观念，以窗框比画幅的审美趣味尚未明晰。但从相关的记载来看，不难发现唐人的诗文中

蕴藏着以窗为画的因子。以白居易为例，如前所述，他笔下的窗竹多与睡卧相关，常作为卧观、卧

听的对象来把握。在静态中以卧姿观赏和聆听的行为，正与宗炳开创的 “卧游”“神游”那种混同山

水与山水画的审美方式和审美情趣相通②。白居易的诗中，虽无明确用看画的眼光欣赏窗中之竹的表

述，但与卧而观画的情趣和原理上的 相 似，使 他 距 离 混 同 窗 中 之 竹 与 画 中 之 竹 似 乎 只 有 一 步 之 遥。
到了宋初，窗竹与竹画的关系逐渐纳 入 到 了 比 较 和 讨 论 的 范 围 中。据 刘 道 醇 《宋 朝 名 画 评》记 载，
宋初李宗谔曾夸赞黄筌的墨竹图：

曷若此图，虚堂静敞，满目烟翠，行 立 坐 卧，秋 光 拂 人。又 何 必 雨 中 移 来，窗 外 种 得，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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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悦笛：窗内观竹：白居易诗歌的 “窗竹”意象与文人画中的 “无窗之窗”

①

②

关于诗歌中的 “风景如画”观念的形成过程，［日］浅见洋二：《“天开图画”的谱系———中国诗中的风景与绘画》，《距离与想

象———中国诗学的唐宋转型》，金程宇、［日］冈田千穗译：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９～８０页。
《宋书》卷九十三 《列传第五十三·隐逸》载：“（宗炳）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

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宋书》卷九十三，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２２７９页。



庭月槛，萧骚有声，然后称子猷之高兴乎！①

有了墨竹图，就不必窗外种竹，可见在李宗谔看来，窗前之竹与竹画在功能上有雷同的一面，后者

可代替前者。这里已经包含了一种朴素的 “窗景如画”的意识。此后，宋人对窗的框景效果的体认

愈发自觉，越来越多地对其产生画图的联想和类比。比如：

衣巾清润玻瓈上，窗牖疏明图画成。② （苏迟 《建炎己酉冬自婺女携家至临海岁首泛舟憩天

柱精舍谒吴君文叟山林感泉石之胜叹城邑之人沈酣势利不知山中之乐也》）
月影临窗如见画，风轮长笋不无神。③ （李光 《自然使君连赋竹诗辄复次韵》）
更启西窗纳清景，烟光如画拥斜川。④ （周麟之 《西园堂榭落成种植毕工偶成口号十首呈参

政张公·其三》）
阁前眼界如图画，山色侵窗竹打檐。⑤ （赵汝鐩 《宿江阁》）

开窗纳远的视角、风景如画的观念终于在诗歌中汇为一途，“窗景如画”的观念这时才算正式形成。
宋元以后，以看画的眼光看待窗中框景，几乎成了一种定式。观赏窗外之竹，可以十分顺利地

联想到画中之竹。可以补充的一点是，以 竹 为 题 材 的 绘 画 在 唐 宋 早 已 是 洋 洋 大 观。 《宣 和 画 谱》中

“墨竹”单独分立为一类别，南宋孙绍远编纂的唐宋人题画诗汇编 《声画集》中，“竹”也独立为一

门，可见唐宋关于竹的题画诗之夥及画竹风气之盛。竹画的印象早已存入每个文人的脑中。在这样

的前提下看窗中之竹，不仅能唤起窗框如画的联想，窗中的内容———竹，也能激活脑中与之叠合的

画面。窗竹如画的题咏处处可见：

疏竹画窗因借月。⑥ （明·沈周 《秋夜独坐》）
窗画森疏竹。⑦ （清·弘历 《题抱素书屋》）
莳竹当窗，画意凭谁会。⑧ （清·文廷式 《点绛唇》）
竹影妙于画，夜窗看最幽。⑨ （近代·郑孝胥 《九月八日》）

在 “窗景如画”观的影响下，窗框与画幅间的审美联想既已趋于固定，上举 “无窗之窗”的画

家，则利用这种既成的互似关系，反过来用在画中，使人产生看画如看窗景的感觉。这种相对特殊

的构思，隐去了窗的实体，纯以室内视角和窗外之景来代表窗所具有的观察、吸纳天地的美学意义，
与 《秋窗读易图》一类山水画中之窗的表现方法有很大的区别，可算是主流之外的另类。虽然数量

不多，却有特别的意义，它们足成了窗中竹与画中竹之间双向互动的完整性：诗中、园中的窗中之

竹，可以令人想起画中之竹；同样，画中之竹也能令人产生窗中之竹的联想。“无窗之窗”的表现形

式，与白居易诗中室内视角观照下的窗竹，其精神意趣是相通的。白居易诗歌对室内观物纳远视角

８０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刘道醇著：《宋朝名画评》，收录于 《画学集成》（六朝－元），河北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６９页。

孔凡礼著：《三苏年谱》，北京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２００页。

成乃凡编：《历代咏竹诗丛》，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２２～３２３页。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二〇八八，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３５５１页。

赵汝鐩著：《野谷诗稿》卷六，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影印，１１７５册，第１７ｂ页。

沈周著，张修龄、韩星婴点校：《沈周集》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５５页。

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７６页。

文廷式著，何东萍笺注：《云起轩词笺注》，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８６页。

郑孝胥著，黄坤、杨晓波校点：《海藏楼诗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５３页。



的审美内涵，做出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和开拓，其后宋人 “窗景如画”观念的形成、绘画中 “无窗之

窗”形式的出现，都是与之一脉相承的现象。通过白居易的窗竹书写，我们正可以将这些诗歌史和

绘画史中零散的珠玉串连起来。

五、结语

通过以上的 讨 论，关 于 白 居 易 笔 下 的 “窗 竹”及 其 对 后 世 的 影 响，我 们 大 致 得 出 了 如 下 一 些

结论：
白居易是最早大量以室内视角观照窗竹的关键人物。他涉及窗竹元素的诗，数量远多于其他唐

代诗人，对窗竹的描写也有鲜明的个人特色。白诗中的窗竹意象，在其闲适情调的背后，包含着较

为明显的室内观物纳远的视角，并采用卧观、卧听、卧感等多种独特的赏竹方式。自室内向外延伸

的视听感官和想象，代表了 一 种 以 小 知 大、从 局 部 推 求 整 体、从 有 限 想 象 无 限 的 思 维 和 观 物 方 式，
反映了他吸远就近、层层向内 “驯化”园内外各种元素的园林审美空间格局。

白居易的窗竹书写对室内视角下审美内涵的丰富和开拓，对后世相关题材的诗歌和绘画均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诗歌中对室内视角下的窗前植物的书写愈加细腻多面，绘画中也出现了与主流大全

景式的 “窗”元素表现格局不同的新形式——— “无窗之窗”。作为 “无窗之窗”绘画形式前提的 “窗

景如画”观，也是在白居易开辟的具有丰富审美内涵的室内视角的轨道上，逐渐明晰、逐渐自觉而

形成的。白氏室内观竹的窗竹意象———宋人 “窗景如画”观的形成———绘画中 “无窗之窗”的表现

形式，正是一脉相承的艺术现象。

（责任编辑：李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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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ａｒｅ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Ｂａｉ　Ｊｕｙｉ＇ｓ　ｗｉｎｄｏｗ　ｂａｍｂｏｏ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ａｉ　Ｊｕｙｉ；ｗｉｎｄｏｗ　ｂａｍｂｏｏ；ｉｎｄｏｏｒ；ｗｉｎｄｏｗｌｅｓｓ　ｗｉｎｄｏｗ

９０１

王悦笛：窗内观竹：白居易诗歌的 “窗竹”意象与文人画中的 “无窗之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