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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藏〈願豐堂會仙山圖〉為張鈇（字子威，

號碧溪，活動於十五世紀後半葉至十六世紀前

半葉）摹寫陸深（1477-1544，字子淵，號儼

山）所打造的庭園。與一般私人造園以休憩亭

宇配合各種植栽、湖石、水景與人文典故形塑

而成的景觀不同，陸深此園僅用疊石建置，並

以道教修真成仙的人物起名，置隸書榜題於旁，

如呂公、蓑衣真人、邋遢仙等等，正因匯集歷

代傳聞中的神仙，故將這個空間命名為「會仙

山」。受邀圖繪的張鈇不僅為陸深繪製此圖、

作一篇〈會仙山記〉，二人更相互唱和、合作

長篇聯句題寫於畫作之後，由此可見〈願豐堂

會仙山圖〉不僅是陸深一手打造仙境庭園的圖

繪，也是文士雅集的產物。歷來士人園林與隱

逸文化的關係密切，這件作品亦然。張鈇筆下

的願豐堂會仙山又是如何呈現的？本文透過造

園、圖繪與圖記的梳理，說明二人如何結合道

教仙山文化在實體與圖繪中打造出理想中的隱

逸之地。

製造「會仙山」
　　張鈇〈會仙山記〉落款時間為「正德乙亥

（1515）秋八月朔旦」，根據題記內容，張鈇

受邀到願豐堂的時間在陸深經營布置之「會仙

山」落成不久，故「會仙山」應也完成於同年。

從畫面標註的榜題可知陸深為之命名的有七座

（圖 1）：呂公、蔴衣道者、蓑衣真人、邋遢仙、

紫芝、紫雲、劍石；〈會仙山記〉記錄了陸深

經營會仙山諸峰的得意之處：

　　 其中峰矻立，倍尋而高，中心二大竅若

兩口相沓，曰：「呂公」。西一峰曰：「蔴

衣道者。」其紋皴斮，蔴衣似之。又一

峰曰：「蓑衣真人。」其紋襳襹，蓑衣

似之。東一峰曰：「三夆居士。」形骨

昌侈，不受拘束，似邋遢也。合而名之曰：

「會僊」。（圖 2）

每一塊石頭的命名，皆引發自造型的聯想，例

如「呂公」為石頭中空，恰似「呂」字雙口，

比擬為呂洞賓；「蔴衣道者」則是來自石面的

皴理劈斫質感，而聯想為宋代善相術的麻衣道

者；「蓑衣真人」則以紋路細密豐厚，屢屢下

垂如蓑衣而比附為宋代蓑衣真人何中立；「三

夆居士」（即畫面上之邋遢仙）則是造型昌隆、

不受拘束的樣貌，比擬為明代道士張三豐。陸

深疊石為山，並以道教修真仙人命名之，由於

集合這四座山石，故將此空間取名為「會仙」。

願豐堂會仙山為陸深仕途受挫時打造的庭園，邀張鈇繪製成圖、合作題詠。本文透過梳理圖繪、

題跋、圖記等相關資料，認為這件作品蘊含三個層面的意義，一為陸深設計建置的庭園；二為張

鈇如何使用仙山文化的視覺語彙描繪願豐堂會仙山，以塑造理想的仙境；三願豐堂會仙山的建置

起因於陸深仕途的受挫，藉由疊石成山構築為他的隱逸之地。

以仙山伴隱
陸深與張鈇〈願豐堂會仙山圖〉
■ 林宛儒

圖1　明　張鈇　願豐堂會仙山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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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明　張鈇　願豐堂會仙山圖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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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氣，〈會仙山記〉：

　　 蓑衣為武康，其三皆湖石。餘錦川武康

諸小峰，不在是數。主峰虛中若受，而

群峰離立環拱，諸小峰斷而復續，或趨

而從，或去而顧，咸若有情，且風致蕭

散，又出於靈秀之餘。

「呂公」為會仙山的中心，其餘六石環繞著主

峰散落在周邊，透過這些無名山石的經營安排，

使空間感凝聚而不分散，對於整體氣氛的營造

起著重要的作用。此處也指出以仙人命名的四

座山石的材質，分別是「蓑衣真人」為武康石，

「呂公」、「蔴衣道者」、「邋遢仙」則用太湖石。

這兩種用石常見於修築園林、堆疊假山之用，

陸深雅好泉石，「會仙山」的用石不少為親友

相贈，而他在《儼山外集》卷五談到武康石：

　　 武康石，色黑而潤，文如波浪，人家園

池疊假山以此為奇，大至尋丈者絕少。

武康縣今屬湖州，山溪間多產此石，予

行江南山中亦見。⋯⋯其品格頗多，惟

疊雪者為甲，橫文疊起如摺有黑白層疊

相間者。有白石作腰帶圍者曰玉帶流水，

其文皆豎麻衣，如人衣麻之狀。⋯⋯嘗

欲聚而作譜，恐未能悉其品也。粗記如

此。

在平時的見聞裡，陸深已注意到武康石的紋路

種類與色澤多樣，並且對於被稱為「玉帶流水」

類型者，有人著麻衣的想像。

　　陸深固然因為愛好石頭獲得親友饋贈，造

型如何是一種偶然，但是從劍石與呂公位置關

係的安排可看出他在構築庭園時刻意為之的傾

向。將仙山微縮在庭園中，就造園的角度可上

追上林苑太液池，湖石打造成的「會仙山」集

合道教裡修真得道的著名人物，也與漢武帝求

仙的意象重合。

圖3　 遼　深山會棋　遼寧省博物館藏　取自《世界美術大全集．東
洋編．5》，頁106。

圖繪會仙山
　　陸深透過疊石將仙山微縮在庭院裡，並邀

張鈇做圖記，在圖繪、題記與詩文同存的前提，

我們有條件檢視張鈇如何繪製陸深的「會仙

山」，布置取捨上又是如何安排。張鈇的資料

十分稀少，但知與沈周詩文酬唱往來頻繁，並

為沈周（1427-1509）文集題寫後跋，應可視為

吳地活動的文人群體一員。沈周稱他「道士」，

或許張鈇有道教修煉的經驗，應熟悉相關的圖

繪語彙。1

　　畫中的會仙山位於院落外一塊相對獨立的

空間，四周環水，地面由數個板塊組成，彼此

間以橋樑連結；諸峰配有隸書榜題，排列上以

「呂公」為基準，其餘圍繞在呂公石周邊，圈

圍出環狀空間，與圖記的內容相應。這些具有

榜題的疊石有造型可以直觀聯想的，如劍石、

紫雲、紫芝之於寶劍、雲朵、靈芝；而呂公、

邋遢仙、蓑衣真人、麻衣道者，則取造型與石

頭表面肌理質感。在這個空間裡還有許多無名

但是別緻的疊石，造型皆與有榜題的七石不同，

張鈇在描繪上也盡可能交代每一石的特徵與以

乾筆直皴呈現質感。這種描繪態度顯然刻意與

小橋之前被以格套方式處理的土坡區別。從這

個角度來說，庭園疊石的描繪並非使用繪畫的

格套，可以視為帶有素描意味的產物。

　　學者已指出十六世紀上半葉道教聖山在版

畫、圖繪中以三角柱狀山體、書寫榜題與環狀

群峰配置形成新的表現特色，2〈願豐堂會仙山

圖〉繪製的時間略早，但已可看到表現手法的

共通之處。此圖主要的疊石敷染淡青色，地面

以淺綠色搭配赭色，相當淡雅，令人聯想到與

吳派的關聯。

　　在這個環狀的區塊裡，張鈇以蒼松林立與

仙峰為伴，增強仙境氣氛的營造。如此藉松樹

暗示神仙之境的傳統相當古老，葉茂台遼墓出

土十世紀中葉的〈深山會棋〉（圖 3，遼寧省博

物館藏）描繪的是墓主即將前往的仙境，在這

個想像的神仙世界裡，樹木清一色繪製為落葉

松。3有趣的是，倘若對照陸深畫後的詩作〈名

山會仙作一首〉，「會仙山」庭園裡除了松樹，

至少還栽種了竹子、菊花、桂花等植物。然而

畫中走過小橋進入仙山所在的區塊之後，僅繪

松樹與仙山相左右，這部分應為畫家刻意的處

理，藉由植披的調整來塑造此地的仙境氣息。

此外，石面以直皴描繪營造的質樸效果，也予

人古老的聯想。

　　穿越群峰，在庭園最後、近水面處矗立一

至於紫芝、紫雲、劍石三石，造型聯想為靈芝、

祥雲、寶劍，也與道教文化的指涉頗有關聯。

陸深另有〈詠石七首〉（見《儼山集．續集》卷六），

援引對應人物形象、事蹟的相關典故題詠，例

如「呂公本俠士，詭稱回道人。黃金亦可變，

誰云非法身。」之於呂洞賓點石成金、「當年

錢若水，寒夜撥爐灰。若是公侯骨，定應期不

來。」則是與麻衣道者擅長相術有關。對照〈詠

石七首〉與〈會仙山記〉，兩者在關於這四座「仙

山」命名由來的敘述是一致的。

　　中國園林中將仙山微縮於庭園造景一部分

的著名例子為漢武帝（前 141-87在位）上林苑

建章宮裡的太液池，據《漢書．郊祀志》：「（建

章宮未央殿）其北治大池，漸台高二十餘丈，

名曰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

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將蓬萊、方丈、

瀛洲等三座仙山納入園林之中，並以周圍廣闊

的池水承接其海上仙山意象，組成景觀的一部

分。後世皇家園林雖然不乏取仙山意象疊石為

山，但是規模與布置已然轉變。明清時期，私

家園林興盛，但鮮見以仙山為景的設置。對照

之下，陸深願豐堂以疊石作仙山，頗有上追太

液池海上仙山之意，在這個時代顯得特殊。

　　陸深不僅以造型與題詩經營庭園裡的「會

仙山」，石山之間相對位置的設置，也成為設

計的一環，加強仙山與對應人物意象的連結。

例如陸深在〈詠石七首〉「劍石」一則註記「背

呂公而聳透石劍」，即「劍石」的位置不僅刻

意安排在「呂公」後方，且高度須超過該石，

以塑造呂洞賓背著一把寶劍的聯想，與傳說故

事中的形象一致。

　　在七座被賦予特定形象連結、相對位置也

有所安排的山石之外，陸深於這個空間安置不

少大小不一的疊石，增添「會仙山」靈秀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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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種用石常見於修築園林、堆疊假山之用，

陸深雅好泉石，「會仙山」的用石不少為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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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康石，色黑而潤，文如波浪，人家園

池疊假山以此為奇，大至尋丈者絕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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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遼　深山會棋　遼寧省博物館藏　取自《世界美術大全集．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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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明　文伯仁　圓嶠書屋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5　傳元人　上林羽獵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　明　文徵明　金焦落照圖　卷　上海博物館藏　取自《上海博物館藏明四家精品選集》，圖版35。

高臺（圖 4）學者已指出這種高臺可以理解為升

仙臺。4在庭園裡設置高臺的傳統與微縮仙山可

回溯至相同來源，漢武帝建章宮太液池仙山旁

即高二十餘丈的漸臺，這古老的特色也在形成

圖繪時保留下來，如傳元人〈上林羽獵圖〉（圖

5）末段。這樣的元素，也被轉用到神仙赴會的

題材裡，作為想像神仙居所的仙境意象之一環，

例如傳宋代方椿年〈諸仙彙祝圖〉（國立故宮

博物院藏），而於十六、十七世紀的蘇州片裡

一再的繪製使用。漢武帝追求長生不老之術，

是最具有求仙色彩的帝王，甚至有〈漢武內傳〉

這樣具有道教神話色彩的雜傳流傳，其庭園與

神仙之境重合的發展也不難理解。會仙山的資

料並未提及這個高臺的設置，無法讓我們完全

排除這非真實的存在，但是不論為何者，皆可

以回溯到帶有神仙色彩的漢代皇家庭園。

　　明代盛行的園林圖繪，不論形式為何，大

抵有著對可觀單景的強調或者遊覽觀看順序的

暗示，畫中以人物的活動、豐富的植物來強化

園林作為燕居閒適空間的特質。而針對單一空

間繪製的作品，如齋室圖類型，表現上也多著

重在主人賞鑒品玩的風雅活動，文徵明（1470-

1559）〈真賞齋圖〉為無錫收藏家華夏繪製在

太湖修建的住所，畫中掩映在蒼松與湖石之間

的即真賞齋，主人與客人賞鑒書畫，周邊陳設

書函、卷軸與器物。文伯仁（1502-1575）〈圓

嶠書屋圖〉（圖 6，1550年）為立軸，在畫幅

上方圓形平頂的仙山即圓嶠，紅色的道觀包圍

在群山之中，隔著寬闊海面的畫幅下緣有屋舍

與主人、訪客與奔走其間的僮僕。畫上並以篆

書題寫「圓嶠書屋」。雖然以仙山為名，但是

這個俗世的空間與活動，才是畫面的重點。

　　〈願豐堂會仙山圖〉在形式與名稱有意識

的與一般的園林區別。願豐堂「會仙山」雖為

陸深建置的庭園，但是不以「園林」稱之；畫

面上，有別於上述類型的作品將重點放在室內

空間與人物活動的經營，〈願豐堂會仙山圖〉

畫卷起始便是走出屋舍院落之外，進入無人的

戶外空間。「會仙山」諸峰所在之地，四面環水，

必須走過小橋才能到達。在道教文學裡，過橋

的意象經常與空間質性的轉換有關。這種浮於

水面或海面上的孤島式山體，經常作為仙山所

處的場景，以文徵明 1495年所繪〈金焦落照圖〉

（圖 7，上海博物館藏）為吳派表現的先驅，而

文伯仁〈方壺圖〉（圖 8，1563年）為相關圖

繪的經典代表。相較於〈方壺圖〉裡仙山處在

萬頃波濤、一望無垠的海域裡，〈願豐堂會仙

山圖〉以遠山與對岸的屋簷暗示此地「有限的」

隔絕。

隱逸脈絡下的「會仙山」
　　陸深在完成願豐堂「會仙山」後，邀請張

鈇一遊。此次聚會中，陸深為自己的「會仙山」

題詩一首，張鈇不僅摹寫一幅〈會仙山圖〉、

作一篇〈會仙山記〉書於後，更與陸深合作聯

句，二人唱和的書跡完整的保留在這件〈願豐

圖4　明　張鈇　願豐堂會仙山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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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會仙山圖〉上：

　　〈願豐堂後隙地疊石作小山與碧溪聯句〉

　　旋分泉石作谿山（深）。圓嶠方壺在此間（鈇）。

　　境遇奇時峰忽斷（鈇）。沙當急處水成灣。

　　雲屏欲送秋容淡（深）。風匣初開夜月彎。

　　一柱擎天高卓立（鈇）。四時含雨細潺湲。

　　常疑虎豹穿群去（深）。更覺猿猱費力扳。

　　人事化工相勝負（鈇）。酒尊詩卷日躋攀。

　　料栽花竹多留地（深）。為速賓朋不設關。

　　斜軃卻如垂舞袖（鈇）。娉婷復似綰雲鬟。

　　幽懷乍對簾頻捲（深）。佳興堪乘屐未還。

　　堂額詎宜標綠野（鈇）。主人正及詫紅顏。

　　敢言夙有山林骨（深）。何事久違鵷鷺班。

　　連絡九峰排小朵（鈇）。廉纖一雨長層斑。

　　摩挲甲乙尋題品（深）。追逐風騷媿老孱。

　　拄笏時臨窗裡岫（鈇）。掛冠期遠市中闤。

　　孤高合有神僊伴（深）。蒼翠始知圖畫慳。

　　安石東山非久計（鈇）。子期南郭偶偷閒（深）。

　　翰林咳唾皆珠玉。野老蕪詞合見刪（鈇）。

這篇聯句裡，題詠願豐堂會仙山之外，末段則有勸進出仕與隱逸

之志間過招的意味。實際上，對照陸深〈詠石七首〉題詩中，隱

隱有不得志的抒發，如對應張三豐的「邋遢仙」：「古來神仙侶，

均為柱石材。得志有廊廟，有時居草萊。」；「紫芝峯」：「采

芝堪療饑，煮石亦可餐。悵望商山老，浩歌蜀道難。」

　　陸深為弘治十八年（1505）進士，於翰林院任編修，宦官劉

瑾為排除異己，將翰林院任官者悉數解職外放，陸深被貶至南京。

劉瑾處決後，陸深在正德十年（1515）翰林院復職。《明史・文

苑傳》：「深少與徐禎卿相切磨，為文章有名。工書，倣李邕、

趙孟頫。賞鑒博雅，為詞臣冠。」可知陸深善書，並以學李邕

（678-747）、趙孟頫（1254-1322）見長，賞鑒與詩文的能力也

十分出色。張鈇〈會仙山記〉云：「雲間陸先生以翰林編修在告」，

故可知 1515年願豐堂會仙山完成時，陸深尚未復職。

　　張鈇的生平未詳，除了前述為沈周詩友、據道士身份之外，

根據陸深〈碧溪詩集序〉（《儼山集》卷一一○），張鈇在年少時參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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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科舉未果之後，不再汲汲於仕進，但是專攻

古詩文，文章詩詞與閱歷豐富，論起天下事更

是情緒高昂、神采奕奕。

　　在〈會仙山記〉中，張鈇極力讚賞陸深對

於「會仙山」的布置合宜、巧奪造化之工：

　　 余越之鄙人⋯⋯而江左名家，凡有山者

無所不到。廣地巨石，十百於此者有之。

求其布置合宜如茲山者，吾目未之嘗經

焉。蓋以先生胸中壑（點去）丘壑，得

之天賦，近以使事，馳驅南北，凡有形勝

靡不收覽。故其巧思有奪造化而為工者。

但是文末話鋒一轉，又導向鼓勵陸深任官仕事、

以安定社稷為優先：

　　 郗超知謝玄於履屐之材，各得其任，因

料淮淝之功必勝。余以是知先生奠安社

稷之具矣。安石不出，如蒼生何？先生

允宜蚤出，而大展設施，置社稷於磐石

之固，然後乞身高蹈，以赴會仙之樂。

為子房從赤松補舊案，未晚也。

陸深在仕途受挫時打造了這座「會仙山」，張

鈇雖為此次聚會唱和、圖繪與書記文一篇，但

是希望陸深應效仿漢代張良（字子房），在天

下安定之後，再追求長生修煉。

結語
　　雖然始自受挫的仕途，張鈇在〈會仙山記〉

充滿對陸深經世濟民的鼓勵跟期許。而張鈇臨

摹的願豐堂「會仙山」，以及二人在聚會相互

唱和的內容完整的保留在此畫卷中，只有二人

的雅集更顯相知相惜。陸深造園借用了漢代太

液池的傳統，將仙山微縮在庭園之中，而透過

圖繪語彙的使用，張鈇將「會仙山」調整成更

臻至理想的仙境：將庭園置於四面環水的環境

形成孤島，再以有轉化意境的小橋連接，不僅

以松樹純化「會仙山」出現的植物，暗示神仙

之境，個別化描繪疊石的造型、特徵，使之與

進入此空間之前的處理不同。

　　中國古典園林的發展與士人隱逸文化有密

切的關係，仕途上的挫折，藉由建置心中的桃

花源得到平衡與彌補。願豐堂會仙山完成於陸

深貶謫之時，庭園的佈置取徑異於一般的經營，

以仙山為念想構築此隱逸寄情的天地，陸深以

耳熟能詳的修真仙人作為羨仙情懷之依附，打

造屬於自己的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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