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江苏省导游词(模板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江苏省导游词篇一

游客们：

今天我们游览的是全国十大名园之一的个园。个园位于扬州
市内东关街318号宅后，清嘉庆二十三年（18），两淮盐总黄
玉鹤在明代寿艺园的旧址上重建。黄玉筠认为竹本固、心虚、
体直、节贞，有君子之风；又因三片竹叶的形状似“个”字，
取清袁枚“月映竹成千个字”的句意命名“个园”。苏东坡
曾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使人
俗。”道出了园主人以竹命名的本意。

【造园概况—园林春景】

“扬州以名园胜，名园以叠石胜”。个园就是以竹石为主体，
以分峰用石为特色的城市山林。个园的假山采取分峰叠石的
手法，运用不同的石头，表现春夏秋冬四季景色，号称四季
假山，为国内国林惟一孤例。个园的植物以竹为主，与竹最
相配的造景材料是各种奇峰异石，像玲政透巧的太湖石峰，
瘦削嶙嶙的石笋等。竹与石组合在一起，形成园林中很有特
色的竹石小景。游客们，现在我们可看到在个园的人口处，
造园者就别具匠心地设置了一组竹石小景，开宗明义地点出
了这座园林以竹、石为中心的主题。

个园就在黄家邸宅的后面，从住宅中间的小夹弄进入，往左
一转，可以看到一左一右两个花台。台上翠竹亭亭，竹间叠



放了参差的松布石笋，远远看去，就像刚破土的春笋，缕缕
阳光把稀疏竹影映射在园门的墙上，形成“个”字形的花纹
图案，烘托着国门正中的“个园”匾额。那在微风中摇曳的
新算又象征着春日山林，这一真一假的竹景，被前面住宅部
分的白墙一衬，立于园门两边，很有“春山是开篇”的意味。
不知游客们是否领略到了春回大地，气象万千的感觉。这就
是个国著名的四季假山景中的春景。

【园林夏景：宜雨轩—夏山】

欣赏完春景之后，我们再去观赏一下夏景的风采。那么夏季
假山在哪儿呢？从两座花台春景中步入园门，迎面便是一座
四面厅。厅前有两个用湖石平叠的花台。两台植竹，东台种
桂，因而此厅原先称为桂花厅，现在匾额上已改名为“宜雨
轩”。从厅中朝南而望，到处是绿意盎然，近处是青竹、丛
桂。透过围墙上四个水磨石砌的漏窗及月洞门，还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路过的竹石小景。近景远景既内外有别，又隔而不
闭。这种以内外互对互借来增加入园第一景的深度的造园手
法，还是个国的独特之处，可谓别出心裁。从桂花厅沿着轩
廊往西走，经过一片密密的竹林，便来到水池边上，隔水往
北望去，只见蓝色的天幕下，巍峨屹立着一座苍古浓郁、玲
政剔透的太湖石假山，山下有石洞，山上有石台，形姿多变，
形状宛如天上的云朵，这就是夏山。山前有一泓清澈的水潭，
水上有曲桥一座，通向洞口，巧妙地藏起了水尾，给人
以“庭院深深深几许”的观感。池中遍植荷花，一眼望
去，“映日荷花别样红”，突出了“夏”的主题意境。

走在曲桥上，我们可以饱览夏山的秀色，只见两旁奇石有的
如王鹤独立，形态自若；有的似犀牛望月，憨态可掬。抬头
看，谷口上飞石外挑，恰如喜鹊登梅，笑迎宾客；跳远处，
山顶上群猴戏闹，乐不可支。真是佳景俏石，使人目不暇接。
进入洞室，刚开始觉得有点阴森，继而习惯了斜上方石隙中
落下的丝丝光线，便觉得洞室宽敞。而小池里的水又分出一
支流入洞中，加上湖石色呈青灰，夏日在洞中赏景，更觉凉



爽。洞室可以穿行，拾级登上，转上数转使到山顶。上有一
小亭子孤立于假山之上。亭前留有一株古松，伸出崖际，增
添了夏山的葱郁的气氛。站在亭中，回首再看假山，在山洞
石缝中，广玉兰盘根错节，石阶两旁，雨打芭蕉亭亭玉立。
走在其间，只见浓荫披洒，绿影丛丛，真让人感到心已旷神
怡。

【园林秋景：黄山石—秋山】

各位游客：如果夏景是以有清新柔美的曲线的太湖石表现秀
雅恬静的意境，那么秋景则以黄山石粗扩豪放的直线表现雄
伟阔大的壮观。因为黄山石既具有北方山岭之雄，又兼南方
山水之秀，因此秋山是个园最富画意的假山。整座假山，都
用悬岩峭壁的安徽黄石滩就，其石有的颜色呈储黄，有的赤
红如染。假山主面向西，每当夕阳西下，红霞映照，色彩极
为醒目。在悬崖石隙中，又有松柏傲立，其苍绿的枝叶与褐
黄色的山石恰成对比，宛如一幅秋山图景。山巅建有四方亭，
人在其中，俯瞰四周景观，往北远眺绿杨城郭，瘦西湖，平
山堂及观音山诸景又—一招入园内，这也是中国传统的造园
手法之———借景。在我国古代，向有秋日登高远望的传统。
个园黄山石是全国的制高点，又以重阳登高来渲染秋的主题。

秋山的外形高峻突兀，内部结构复杂。石洞、石台、石磴、
石梁与山中小筑交错融合在一起，形成一条扑朔迷离的山中
立体游览通道，它不仅有平面的迂回，更有立体的盘曲。游
客们，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因山而楼，再由楼两山，慢
慢去领略这座设计巧妙、堆叠技法高超的扬州名山——秋山
的风采。

【园林冬景：透风漏月轩—漏商】

从黄石假山往南看去，在三盈小楼的西面，有一个幽静的景
区，这区域的主体建筑是一座南北敞达，东西用墙围闭的小
厅，这些建筑给人的感觉好像带了某些“京味”。请看这些



房子，屋角起翘较小，屋面较平缓，造型显得比较厚重，为
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在清朝盛世，帝王南巡，都要在扬州游
玩。扬州盐商经济实力雄厚，为了所谓的“迎銮”，费尽心
机来揣摩皇帝的喜好，因而有不少园林建筑就仿照了北京建
筑的款式，渐渐地，扬州园林中有些建筑也带有了某些“京
味”。这幢叫作“透风漏月”的小厅也不例外。在厅的南面
有一座用宣石平叠的花台，台上倚着花园的南界墙，又有宣
石堆起的小型倚壁假山，这就是冬山。宣石产于安徽的宣城，
其色洁白如雪，人们又称它为雪石。这一景区，原是冬日围
着火炉，边赏雪边品茶的地方。为了使假山在不下雪之时仍
有雪意，便将宣石山置于南界墙北面的墙下，从厅中望去，
台上小山一色皆白，犹如积雪未消。因为宣石中含有石英，
其色虽白，但在阳光下会闪闪发光，如将其置于向阳处，就
与赏雪的主题有些相违，冬山背阴，也可见叠山家观察的仔
细了。

宣石山的东侧界墙外，便是个园的人口处。为了使冬天的意
味更足，造园家在墙上有规律地排列了24个圆洞，组成一幅
别具一格的漏窗图景。每当阵风吹过，这些洞口犹如笛萧上
的音孔，会发出不同的声响，像是冬天西北风呼叫，以声来
辅助主题意境。更为奥妙的是，通过那几排透风漏月的圆润，
看到的是春景的翠竹、石笋。不知朋友们有没有产生“冬去
春来”的联想。

【个园造园艺术总体概括】

游客们：在个园景区规划时，园主人按照主要游览路线顺时
针方向布置了春、夏、秋、冬四处假山石景，立意新颖，用
材精细，配景融洽，结构严密。在这些以假山为主题的风景
序列中，时令特征是创作的命题，春山是启示部，夏山是展
开部，秋山是高潮，冬山是尾声，就像音乐的创作或写文章
那样，有着严密的章法。

各位游客：个园的假山概括了所谓“春山谈冶而如笑，夏山



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与“春山
宜游，夏山宜看，秋山宜登，冬山宜居”的画理。园内还
有“宜雨轩”、“抱山楼”、“拂云亭”、“住秋
阁”、“漏风透月轩”等古建筑。四季假山在这些楼台亭阁
的映衬下，加之古树名木点缀其间，更显古朴典雅、幽深雄
奇。有人说景石四标准：“皱、瘦、透、漏”，似乎已成定
论，这不过是一般的叠石技巧，像个园这样分峰造石，构成
四季假山，游园一周，似游一年，足见构园者的不同殊俗；
更可贵者，这春夏秋冬都不是孤立的个体截然分开，而是浑
然天成。冬景虽给人以积雪未消的凛冽之感。但靠春景的西
墙却开了两个圆形的漏窗，只见枝枝翠竹过墙来，又给人
们“严冬过尽绽春蕾”的深远意境，整个园景犹如一幅构制
巨大的画卷，构成美的和谐。

江苏省导游词篇二

扬州的个园，是一座独具风格的名园。它是清嘉庆、道光年
间兴建起来的。当时园中遍植翠竹，又因竹叶形状很像一
个“个”字，故名“个园”。园中有春夏秋冬四季假山，以
堆叠精巧而著名。

步入个园大门，便见湖石傍门，修竹繁茂，石笋参差，好
像“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这是个园春景。再往前，一座人
工的假山出现了，它便是形态奇特的“春山”，和竹林相映
成趣。

绕过“宜雨轩”，眼前豁然开朗，在浓荫环抱的荷花池畔，
一座六七米高的太湖石假山出现在面前，这就是“夏山”。
过石桥，进石洞，只觉得藕荷香飘，苍翠生凉。

转过“鹤亭”，是座“一”字形长廊。长廊尽头便是“秋
山”。秋山全用黄山石建成，造型不同一般，给人一种大胆
泼辣的感觉。在晴天黄昏时分看此山，秋山迎着夕照，山势
巍峨，有红枫、石桥，“秋高气爽”的诗情画意顿时就在眼



前。

步下秋山，过“透风漏月厅”，迎面是一组由白色石英石堆
叠而成的“冬山”。一只只“雪狮”似顽皮的孩子，好像用
残雪堆成的山脉，山顶“终年积雪”，墙上开了四排风洞，
使人不寒而觉寒。

江苏省导游词篇三

各位游客：

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扬州旅游，我是你们的导游xx。

扬州个园位于江苏省扬州市东关街的北段，是中国园林中以
叠石见长的著名园林景观，亦是全国的四大名园之一。个园
是以竹石取胜，连园名中的“个”字，也是取了竹字的半边，
应合了庭园里各色竹子。个园的叠石艺术，采用分峰用石的
手法，运用不同石料堆叠而成“春、夏、秋、冬”四景。四
季假山各具特色，表达出“春景艳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
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景惨淡而如睡”和“春山宜游，夏
山宜看，秋山宜登，冬山宜居”的诗情画意。个园旨趣新颖，
结构严密，是中国园林的孤例，也是扬州最富盛名的园景之
一。

江苏扬州个园，是一座独具风格的名园。它是清嘉庆、道光
年间两淮盐总黄至筠在明代寿芝园旧址上兴建起来的。当时
园中遍植翠竹，盖取东坡诗句：“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以示主人不俗。又因竹叶形状
像一个“个”字，故名“个”园。

个园以四季假山的堆叠精巧而著名。步入个园大门，便见湖
石傍门，修竹繁茂，石笋参差，恰似“雨后春笋”破土而出，
此即个园春景，稍前又有生肖之假山石，皆在似与不似之间，
与整个“春山”和竹林相映成趣。“春”去“夏”来，绕



过“宜雨轩”，眼前豁然开朗。在浓阴环抱的荷花池畔，一
座六七米高的太湖石假山出现在面前，这就是“夏山”。过
石桥，进石洞，只觉得藕荷飘香，苍翠生凉。转过“鹤亭”，
是座“一”字形长楼，循楼而去，“秋从夏雨声中入”，长
廊尽绷便是“秋山”。秋山全用黄山石堆叠而成，构思大胆，
用石泼辣，相传为大画家石涛杰作。看此山，山势巍峨，峰
峦起伏，又见古柏斜伸，红枫遍植，钟乳石挂，石桥俨然，
气象果然不同一般。设若晴天薄暮时分，秋山面迎夕照，一
红如染，“秋高气爽”的诗情画意顿时溢出。步下秋山，
过“透风漏月厅”迎面是一组由白色石英石堆叠而成的“冬
景”。一只只“雪狮似顽皮的孩子残雪堆就”。山脉、山
顶“终年积雪”。南面有一堵白围墙，墙上开了四排风洞，
使人不寒而觉寒。

江苏省导游词篇四

个园是扬州现存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好的盐商园林，南临
扬州著名古巷东关街，北对着扬州内河风光带盐阜东路，是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两淮盐总黄至筠的家宅。为扬州明清
私家园林的经典代表。199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与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和苏州拙政园
并称为中国四大名园。

园主黄至筠为两淮商总五十余年，家资累积巨万。全园占
地2.3公顷，整体布局采用古典园林前宅后园的传统形式，在
造园上以竹石为主。植竹以品种丰富为旨归，万竿千姿，蔚
为大观。叠石以分峰用石为特色，叠出独一无二的四季山，
南北称奇，名闻遐迩。此外更有三路豪宅，宏达微著，余光
遗响，彰显尽一代盐商家居生活的奢华气象。由于置景独特，
构撰巧妙，于疏朗开阔之中，别有一种曲折幽深引人入胜的
境界。

个园名称中这个“个”字，最为耐人寻味，大家都知道，不
管是字典里，还是语言习惯中，“个”都是用来作量词的，



如：一个人，一个苹果。其实呢，“个”最早的意思是“竹
一竿”，古书《史记正义》便有“竹曰个，木曰枚”的说法。
这一点不奇怪，因为汉字原本就是象形文字，而“个”看上
去不正是竹叶的形状吗?清代大才子、大诗人袁枚有“月映竹
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的诗句，物象鲜明，意境空灵，
可谓深得竹的神韵。另外黄至筠自己也以“个园”作为自己
的别号，人与园合一，意味深长，园中竹居三一，石居三一，
人居三一。分而独立成章，各奏华彩、合而大化天成，高潮
迭起。人与竹与石浑然一体，宾主难分。是最具扬州地方特
色的江南私家住宅园林。现在让我们一起来领略它经久不衰
的艺术魅力。

进入北大门，迎面而来的就是万竿修竹，竹是个园的精魄，
个园的灵魂，游个园，第一要观竹。黄至筠爱竹，并在园内
种竹万竿，就连个园的名称也是由竹而来。其实竹在扬州的
栽培历史悠久，早在唐代姚合的《扬州春词》里就写到扬州人
“有地唯载竹，无家不养鹅”。“竹”历来也为中国文人所
爱，不仅是因为竹子姿态清雅，色如碧玉，更主要的因为
它“正直，虚心，有气节”的品格。比如张九龄的“高节人
相重，虚心世所知”;苏东坡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板桥的“一枝一叶总关
情”。1997年，个园在四季假山北建“品种竹观赏区”，逐
渐恢复当初有竹“百种万竿”的历史原貌。目前是扬州城内
最佳赏竹处。总占地面积12000平方米，现有竹60余种，
近20000竿。设土山竹林，品种观赏，映碧水榭，竹西佳处等
区域。

在个园观竹，既是一次赏心悦目的审美享受，也是一门深奥
有趣的学问。竹，既非草本.也非木本，它在植物界中自成特
殊的一族。在植物分类学上，竹子是属于禾本科竹亚科，据
记载全世界竹类植物约有50余属，1300余种。我国自然分布
的竹种就约有30余属，500余种。分丛生和散生两大类，扬州
地处江淮，适宜散生竹种和少数比较耐寒的丛生品种。园内
现有60余种，从观赏角度可分为观秆和观叶两大类型。观秆



类中，又有形与色的分别。像龟甲竹、方竹、螺节竹;佛肚竹、
罗汉竹、辣韭矢竹、高节竹等是欣赏其秆形的不同寻常;而紫
竹、黄皮刚竹、黄槽刚竹、小琴丝竹、黄金间碧玉竹、金镶
玉竹、花毛竹、金明竹、黄皮乌哺鸡竹、花秆哺鸡竹、斑竹、
茶秆竹、紫蒲头石竹等则是欣赏秆色。观叶类中，有宽叶形
的箬竹、狭长叶形的大明竹、和叶面有各种色彩条纹的菲白
竹、铺地竹、黄条金刚竹等。此外，晏竹、芽竹、苦竹、红
竹、唐竹、鹅毛竹、平竹、斑苦竹等散生品种，也可在园内
找到身影。

龟甲竹是园中最奇特的竹子，它是楠竹的变异品种，属自然
生长的变异竹子，因此极为稀少，上千亩竹林中也难见其踪。
是珍稀观赏竹种。龟甲竹的节片像龟甲又似龙鳞，凹凸，有
致，坚硬粗糙，与其他灵秀、俊逸的竹相比，少了份柔弱飘
逸，多了些刚强与坚毅。秆基部节间连续呈不规则的短缩肿
胀，并交斜连续如龟甲状。象征着健康长寿，福如东海。

这一品种称孝顺竹，也叫慈孝竹，丛生竹种，笋期在夏季，
新笋紧靠老竹，像是遵从古训“父母在，不远游”。而老竹，
则殷殷呵护、扶持着新竹免遭风雨侵袭，平安成长。正如板
桥所言“新竹高于旧竹枝，全靠老杆来扶持。”因为气候的
关系，个园内丛生竹较少，只有孝顺竹、凤尾竹和小琴丝竹
几种。

在所有的竹子里，最具传奇色彩、也最令人伤感的就是斑竹
了。因为它和我们民族传说中一个优美动人的悲剧故事紧密
联系在一起。绿色的竹秆上呈现着紫色的斑点，宛如泪痕。
根据晋代博物学家张华《博物志》记载：中国历史上的第一
个皇帝尧有两个女儿，一个叫娥皇、一个叫女英，姐妹俩同
时嫁给继承皇位的舜帝为妃。舜帝驾崩后，失去了丈夫的姐
妹俩昼夜啼哭，泣泪成血，洒到竹子上，长出来的竹子从此
部满了斑点。人们把它叫做斑竹。后来，娥皇、女英的泪哭
干了，就投入湘江自尽了，传说做了湘水女神，所以斑竹又
叫湘妃竹。斑竹是著名观赏竹。其实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



斑竹的花纹应该是真菌腐蚀幼竹而成的。不过人们还是更愿
意相信它是泪珠染成的，“斑竹一枝千滴泪”所代表的忠贞
的爱情，总是令人无限向往的。

是园内最多的竹子。此竹色彩美丽,叶片披针形，为优良的观
赏竹种。竹秆金黄色，节间带有绿色条纹是黄金间碧玉;竹秆
碧绿色，节间是黄色条纹者即碧玉间黄金。具有极高的观赏
性。

曲径通幽，是江南园林的审美要素之一。而悠长纤瘦的竹林
小径，在体现园林意境美方面更胜一筹。进入竹生态区，即
有一条数十米长的小路穿越其间，竹影横斜，竹香清幽，筛
光漏月。行至竹径尽头，可见一匾额上题着“竹西佳处”。
竹西”的来历，出自晚唐诗人杜牧吟咏扬州的诗句，“谁知
竹西路，歌吹是扬州”。到了宋代词人姜夔这里，又有“淮
左名都，竹西佳处”的词句，后来人们便用“竹西佳处”来
指称扬州。“竹西佳处”在这里回归了字面的本来意义，显
然是在提示人们：此处竹景最佳。仔细琢磨回味，你会恍然
大悟，其实，真正的竹西佳处，都在这条竹林小径上呢。走
过竹径是一条由桂花树枝叶交错形成的林荫小径。桂花的花
期大多在中秋前后，前后可持续20天左右，不过盛花期也就
一个星期的样子，此时天清露冷，所以亦有“冷露无声湿桂
花”的说法。每到花开的时候，满园都浮动着清清悠悠的芬
芳，令人沉醉。这时，你若是来游园就可以尽情地享受这甜
蜜的幽香。微风拂过的时候，细碎的桂花便如雨一般纷纷扬
扬，落满你的发稍和衣襟。

你现在看到的小楼是“丛书楼”。从名字可以知道这是主人
藏书、读书之所。桂花向来和旧时人们仕途得意、飞黄腾达
密切相连。黄至筠在园中植桂花、置书楼当然是希望子孙后
辈才华出众，仕途通达。楼下有楹联：清气若兰，虚怀当竹：
乐情在水，静趣同山。

过丛书楼向南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园主黄至筠的日常起居之所。



依照坐北面南、前宅后园的传统，个园南部是主人的起居区，
正门开在东关街上。大门对面是座豪华大八字磨砖砖雕照壁。
陈从周先生在《园林丛话》中说;“华丽的照壁，贴水磨面砖，
雕刻花纹，正中嵌‘福’字，像个园大门上的，制作精
美。”清人金雪舫曾说个园是：“门庭旋马集名流”江苏个
园的导游词范文5篇(五)

清代扬州的盐商开始营造园林，至今还保留着许多优秀的古
典园林，其中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最具艺术价值的，
要算坐落在古城北隅的“个园”了。个园由两淮盐业商总黄
至筠建于清嘉庆23年(公元1818年)。1988年个园被国务院授
予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个园是以竹石取胜，
连园名中的“个”字，也是取了竹字的半边，应合了庭园里
各色竹子，主人的情趣和心智都在里面了。此外，它的取名
也因为竹子顶部的每三片竹叶都可以形成“个”字，在白墙
上的影子也是“个”字。

个字园门，门外两边修竹劲挺，竹丛中，插植着石绿班驳的
石笋，以“寸石生情”之态，状出“雨后春笋”之意。同时
还巧妙地传达了传统文化中的“惜春”理念，提醒游园的人
们，春景虽好，短暂易逝，需要用心品赏加倍珍惜，才能获
得大自然的妙理真趣。春山宜游，原不在流程长短，而在游
有所得，游有所乐。

夏景位于园之西北，东与抱山楼相接。夏景叠石以青灰色太
湖石为主，叠石似云翻雾卷之态，造园者利用太湖石的凹凸
不平和瘦、透、漏、皱的特性，叠石多而不乱。山上古柏，
山下有池塘，北阴处有一涓细流直落池塘，池中游鱼嬉戏穿
梭于睡莲之间。池塘右侧有一曲桥直达夏山的洞穴，洞之幽
深，颇具寒意，即使炎热的夏天，人们步入洞中，顿觉清爽。
夏山宜看，远近高低都是景，让人左顾右盼，目不暇接。

经过抱山楼的“一”字长廊，园之东部便是气势雄伟的秋景，
相传出自清代大画家石涛之手笔。秋景用黄山石堆叠而成，



山势较高，面积也较大。整个山体分中、西、南三座，
有“江南园林之最”的美誉。整座山体峻峭凌云，显得壮丽
雄伟。沿腹道攀援而上，至山顶拂云亭，满园佳境尽收眼底。
秋山宜登，游走腾挪于尺幅之间，如历千山万壑，尽得攀登
险趣。

造园者将冬景安排在南墙之下，背靠高墙几乎终年不见阳光，
远远望去似积雪未消，地面用白石铺成。冬山用宣石(石英
石)堆叠，石质晶莹雪白，每块石头几乎看不到棱角，给人浑
然而有起伏之感。冬山宜居，不过，最好的当然是仨俩知己，
聚在这座面山而筑的透风漏月厅里，围炉赏雪、夜话。

江苏省导游词篇五

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扬州旅游，我是你们的导游。

扬州个园位于江苏省扬州市东关街的北段，是中国园林中以
叠石见长的著名园林景观，亦是全国的.四大名园之一。个园
是以竹石取胜，连园名中的“个”字，也是取了竹字的半边，
应合了庭园里各色竹子。个园的叠石艺术，采用分峰用石的
手法，运用不同石料堆叠而成“春、夏、秋、冬”四景。四
季假山各具特色，表达出“春景艳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
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景惨淡而如睡”和“春山宜游，夏
山宜看，秋山宜登，冬山宜居”的诗情画意。个园旨趣新颖，
结构严密，是中国园林的孤例，也是扬州最富盛名的园景之
一。

江苏扬州个园，是一座独具风格的名园。它是清嘉庆、道光
年间两淮盐总黄至筠在明代寿芝园旧址上兴建起来的。当时
园中遍植翠竹，盖取东坡诗句：“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以示主人不俗。又因竹叶形状
像一个“个”字，故名“个”园。

个园以四季假山的堆叠精巧而著名。步入个园大门，便见湖



石傍门，修竹繁茂，石笋参差，恰似“雨后春笋”破土而出，
此即个园春景，稍前又有生肖之假山石，皆在似与不似之间，
与整个“春山”和竹林相映成趣。“春”去“夏”来，绕
过“宜雨轩”，眼前豁然开朗。在浓阴环抱的荷花池畔，一
座六七米高的太湖石假山出现在面前，这就是“夏山”。过
石桥，进石洞，只觉得藕荷飘香，苍翠生凉。转过“鹤亭”，
是座“一”字形长楼，循楼而去，“秋从夏雨声中入”，长
廊尽绷便是“秋山”。秋山全用黄山石堆叠而成，构思大胆，
用石泼辣，相传为大画家石涛杰作。看此山，山势巍峨，峰
峦起伏，又见古柏斜伸，红枫遍植，钟乳石挂，石桥俨然，
气象果然不同一般。设若晴天薄暮时分，秋山面迎夕照，一
红如染，“秋高气爽”的诗情画意顿时溢出。步下秋山，
过“透风漏月厅”迎面是一组由白色石英石堆叠而成的“冬
景”。一只只“雪狮似顽皮的孩子残雪堆就”。山脉、山
顶“终年积雪”。南面有一堵白围墙，墙上开了四排风洞，
使人不寒而觉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