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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 15 世纪文艺复兴期间，理论家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撰写了《论建筑》(De Re Aedificatoria)，其中对乡间别墅和花园的建
筑规范，进行了巨细无遗的描述。明代造园家计成于 1631 年撰写的《园冶》则为中式园林总结了理论框架，并为后世提供了可模仿的
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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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西方语境下，艺术的定义在文艺复兴期间被重新梳理，如法语的 Beaux Art、英语的 Fine Art 和德语的 Schöne Kunst 概念均在这一
期间成型，这些定义被看做是现代性的启蒙成果，尝试与古代对于“小写的艺术”或泛艺术“ars”进行区隔。那么从技术上来看，区
隔的方法就格外重要了——即在文本理论层面，也在实施的空间层面。在东方，如明文震亨所著《长物志》，展示了皇家以外的人工
制品收藏（也有奇石等非人工制品）的趣味和位置经营。从艺术社会学角度看，明代的“长物”体现了艺术作品与世俗社会之间的相
互影响，较之前朝有了更为深刻的程度。综看东西方，带来这些转向的一方面是现代学科的发展带来的必然性结果，另一方面也体现
了社会商业化发展，将“艺术”转为“被展示的商品”的趋势——就像今天的美术馆或画廊所做的一样。 
3 文中提及的三种行为对应了现代艺术博物馆或美术馆三个基础的社会生产维度：文化、意识形态与经济。 
4 中式园林发展到当下，在很多大城市中，明清以来的园林更多承载的是“公园”式的文化休闲功能。一些讲究空间结构的大型城市综
合体，反而承接了近现代园林所具备的符合功能，如格物、商业、社交、品鉴、学习、感受异域文化等。 
5 西方园林从古埃及、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以来，总体上强调几何形式，但也有 17-18 世纪英国贵族园林受东方园林影响
所营造的非几何形园林的案例。 
6 出自唐白居易《病假中南亭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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