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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盛行

17至18世纪， 欧洲大陆普遍流行
着一股崇尚中式风格的时代潮流， 表
现在艺术品、 家具、 室内装饰、 建筑、
园林设计中充满中国元素和异域情调，
此风格以法国、 英国为引导者， 逐渐
席卷其他欧洲国家， 被艺术史家称为
“中国风”。 中国风的盛行， 生动地诠
释了当时欧洲人对东方古国的向往和
憧憬， 它迎合了欧洲人对地理和心理
距离同样遥远的中国的想象和期待。

这种想象投射于欧洲上层社会对
中国外销工艺品如丝绸、瓷器、壁纸、漆
器的热烈追捧中，它们外形精美、工艺
繁复华丽，造型和图案充满浓郁的东方
风情和异国情调，与彼时欧洲盛行的颇
富浪漫气息、崇尚精巧奢华的巴洛克风
格以及后来出现的含蓄优雅的洛可可
风格完美融合，令欧洲人大为倾倒。 法
国的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英国的乔治
四世，波兰国王奥古斯塔大公等人都是
中国风的狂热爱好者。

由于产自中国的工艺品远远不能
满足欧洲王室和贵族的大量需要， 很
快欧洲本土开始了对中国外销商品的
仿制 ， 但这种仿制并不是完全照搬 ，
而是力图在形式和图案上使之更符合
欧洲口味， 使东方元素渗入到欧洲工
艺美术中， 进而对欧洲的艺术品和工
艺制作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此后， 中
国风渐由王室贵族扩展到士绅阶层和

一般社会大众， 也进入普通家庭， 体
现在茶罐、 瓷碗、 台灯、 橱柜等日用
品上， 甚至公共场所还出现了中式咖
啡馆、 中式浴室和中式装饰风格的公
共建筑。 总的来说， 中国风元素深刻
影响了欧陆工艺美术等诸多方面， 如
法国布歇的油画、 皮耶芒的版画， 德
国迈森工厂的瓷器， 英国奇彭代尔的
家具设计以及钱伯斯的造园实践， 都
被打上了浓浓的东方情调， 使得中国
风作为一场广泛而深入的时尚风潮 ，
迅速席卷了欧洲。

不规则的美

英国是掀起此股中国热的主要力
量， 除了中国茶叶进入英国并形成下
午茶的重要传统之外， 奇彭代尔中式
家具， 伦敦制作的中国风银器， 贵族
们钟爱的中式厢房以及18世纪初的几
部以中国为表现主题的热映话剧、 轻
喜剧如 《致命幻景》 《中国节》 等均
是中国风影响下的产物。 尤其在由法
国人命名的英中园林上， 英国兴起并
引领了18世纪欧洲大陆的造园风尚 ，
丘园就是其中的代表。

英中园林以中式亭台、 带回栏的
小桥为标志， 惯用回纹、 吊铃、 游龙
等中国元素和富丽的色彩， 但更重要
的是， 英国人在造园理念上对自然而
非规则的推崇、 对情感而非理性的欣
赏， 就来自中国古典园林的启发。 英
国作家霍拉斯·沃波尔曾言， “（中国

园林） 奇异的不对称设计与欧式园林
的单调和整齐划一截然不同———注重
自然天成，尽量避免欧洲传统园林的正
方形和长方形直线设计，就连小桥也不
是笔直的，而是蜿蜒曲折的。 有些长桥
上还建有亭台供人休息，桥两头有华丽
的拱门。 依我之见，曲折的小桥至少与
笔直的人工河同样设计合理。 ”

建于18世纪的丘园和中式宝塔正
是那个时代英国中国风的缩影。 丘园
本是钱伯斯为肯特公爵而造， 建成后
因区别于以凡尔赛宫为象征的几何规
整式园林， 成为欧洲新式园林的代表。
有评论家说道： “钱伯斯建园， 用曲
线而不以直线， 一弯流水， 小丘耸然，
灌木丛生， 绿草满径， 林树成行， 盎
然悦目， 总而言之， 肯特公爵入此园
中 ， 感到如在自然境界 。” 如评论所
言， 丘园纯以自然风格取胜， 英国人
认为其中深藏着一种不规则的美、 一
种优雅的无序 。 威廉·坦普尔爵士在
《论伊壁鸠鲁园林 》 中称这种风格为
“不规则”， 后经作家艾迪生、 蒲伯等
人的传播， 深刻影响了英国造园艺术
和园林设计风格。 这种自然风格的园
林在18世纪的英国被称为自然风景园
林， 钱伯斯是这种中式风格的大力倡
导者和力行者， 并成为英国 “中国风”
的代表人物， 建造丘园便是他展现中
国风格园林建筑的具体实践。

丘园中最为著名的便是丘园宝塔，
宝塔本为仿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而作。

大报恩寺塔的原型最早出现在17世纪
荷兰人约翰·尼尔霍夫所撰 《荷兰东印
度公司使节出访大清帝国记闻 》 中 ，
文内附有尼尔霍夫的自绘塔图。 钱伯
斯本人并未到过南京亲见大报恩寺塔，
他的仿建很可能受到了尼尔霍夫的影
响。 丘园塔以红色为主色调， 建筑中
心的楼梯间通往塔顶 ， 共有253级台
阶， 塔身从地面向空中逐层缩小， 塔
顶环绕着金色圆环， 每层有中式檐角，
四周原饰以镀有纯金的80条木质飞龙。
关于这些飞龙， 曾有传言说它们因偿
还乔治四世的赌债被卖， 而现代文物
专家则倾向于认为只是随着岁月的流
逝而逐渐磨损消失。 宝塔建造虽为中
式， 但其实仍然遵从了英国人的习惯。
不仅塔的层数为偶， 与佛教中奇数层
的惯例不符， 而且最初在丘园中国塔
两侧， 还分别坐落着摩尔式阿尔罕布
拉宫和土耳其清真寺。 三座异域风格
建筑构成了当时伦敦最著名的东方景
点。 此后， 两侧的建筑被日式园林所
取代。

作为18世纪欧洲所建与中国建筑
形制最为相似的仿建， 丘园塔成为最
佳范本， 欧洲其他地方如荷兰、 德国
以及北欧均有仿建， 一时间广受瞩目。
现存的德国慕尼黑市区英国公园内的
中国宝塔仍是人们喜爱的场所， 木质
塔底层现被用作咖啡厅， 可供一边享
用啤酒一边欣赏周围的景致。

摘自 《光明日报》

在位于伦敦西南的皇家植物园丘园里，有
一座十分著名的标志性建筑———中式宝塔。 始
建于1762年，此塔为十层高的八角塔，塔高约50
米， 其造型庄严古朴， 在绿林的掩映中十分显
眼。 这座象征中英文化交流的宝塔，已有悠久的
历史。

直到现代， 丘园塔的形象还时常出现在快
餐盒和硬币、邮票上。 应该说，丘园中国塔在大
众心中如此受欢迎， 与其产生的时代和社会背
景密不可分。

““中中国国风风””丘丘园园塔塔
为为何何在在欧欧洲洲大大陆陆广广受受追追捧捧？？

美国探险家丹·比特纳日前在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刊文，称自己与《国家
地理》杂志进行了联合调查，研究团队
走访190个城市的近25万人， 通过15项
指标来测量不同地区居民的幸福度。

根据比特纳的定义， “幸福” 主
要有三方面的衡量标准： 自尊、 愉悦
和获得感。 具体而言， 自尊是指对生
活的满意度 ， 你如何评价你的生活 ；
愉悦是指你每时每刻所产生的积极
感受； 获得感是指你是否认为生命有
意义。

比特纳的研究团队在对全球城
市调查后发现， 丹麦、 新加坡和哥斯
达黎加的幸福度最高。 这些国家和地
区有6大共同特征： 强大的经济实力、
较长的平均寿命、 有质量的社会关系、
慷慨 、 信任 、 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 。
这6大要素并非偶然， 而是与一个国家
的政治、 文化、 价值观密切相关。 因
此 ， 居住地成为获得幸福感的重要
指标。

研究还显示， 生活在水边 （比如
湖、 海、 河） 的人， 以及居住地能接
触到自然、 绿植和果蔬的人， 更容易
获得幸福感。 步行和骑行也被认为是
获得高幸福感的要素之一， 因为适当
的工作节奏 ， 以及友好的街区氛围 ，

都有助于提升幸福感。
对普通人而言， 如何创造更幸福

的人生呢？ 比特纳认为， 长久的幸福
并非来自单一因素。 举例而言， 外出
与朋友聚会可以提升短暂的愉悦感 ，
但无法带来长久的幸福。 每天长时间

专注于工作可以带来一定的成就感 ，
但也可能因此错失生活中的一些 “小
确幸”， 或者无法体验一段亲密关系所
带来的愉悦。

此外， 研究还显示， 拥有能保证
日常生活、 教育和医疗的经济收入是
获得幸福感的一大重要前提。 但在年
收入达到7万美元后， 经济因素对幸福
感的影响就越来越小， 更多钱未必带
来更多快乐。 因此， 研究认为， 当基
本需求得到满足后， 要想更幸福， 就
要花更多时间与亲朋好友相处， 而非
拼命工作。

比特纳认为， 过多的积极心理学
可带来短期快乐体验， 但从长期来看，
不应忽视 “自尊” 和 “获得感” 的重
要性。 从事有意义的工作， 拥有一定
的经济保障， 对建立长期幸福感作用
显著 。 他还建议 ， 平时要心存正念 、
笑口常开、 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这有
助于健康、 长寿和获得幸福感。

摘自 《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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