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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TIVE PROTECTION OF PRIVATE GARDENS IN JIANGNAN江南私家园林预防性保护本期专题

苏州古典园林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植根于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是中国古

典园林文化艺术的结晶，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其历史和价值应被审慎对

待，以确保后代能同样享有文化遗产 [1]。《佛罗伦萨宪章》中指出：“历史园林

主要由植物组成的建筑构造，因此它是具有生命力的，即指有死有生。”[2]历史

园林处于动态变化之中[3]，因植物而“活”。不同于建筑、山石等其他造园要

摘要

苏州古典园林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国古典园林文化艺术的结晶，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

富。在长期的发展变化中，古典园林的植物景观空间产生了许多问题。文章以世界文化遗

产留园为例，针对留园植物景观空间，通过文献分析与实地调研，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

梳理其营造与修复保护历程，探析其现状及保护措施并总结问题，为留园植物景观空间的

预防性保护提出合理建议，以期为我国其他苏州古典园林植物景观空间的预防性保护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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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zhou classical gardens, a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crystallize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 culture and art and all 

humankind’s commonwealth. Many problems have arisen in the plant landscape space of classical gardens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Taking th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Lingering Garde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uses 

literary analysis methods and � eld research to review space construction, restoration, and protection of plant 

landscape in Lingering Garden. On the spiritual and material scope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tatus quo 

and protection measure of plant landscape space in Lingering Garden and summed up its landscape space 

problems. Some reasonable suggestions for the preventive protection for plant landscape space in Lingering 

Garden include providing a reference to the preventive protection for plant landscape space in other classical 

gardens in S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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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长期相对稳定不变的状态，植物要素处于不断地枯荣变化、

代谢新生之中，其变化影响着古典园林的方方面面。目前，我

国关于古典园林植物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林业和生态领域，主要

关注其生态学和生物学属性，侧重研究植物本体保护的技术和

方法 [4]，如对苏州古典园林古树名木进行的监测与保护 [5-6]，而

对植物所构成的植物景观空间的保护研究较少。本文以留园为

例，探讨其植物景观空间的预防性保护策略。

1 古典园林空间中的植物景观空间

独特的空间创作和经营是中国古典园林造园艺术的根本 [7]。

古典园林空间不仅是由不同造园要素构成的物质实体，而且还

蕴含着丰富的诗情画意和深刻的文化内涵 [8]，反映着造园者的

精神面貌和意识形态，即古典园林空间存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

面。其中，物质层面是指由建筑、植物、山石、水体等园林要

素按照一定的组合序列所形成的园林实体空间；精神层面即指

通过艺术地布局和营造，将造园者的思想品质和意志进行表

达，并传达给观赏者，使观赏者产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

的意境感受。

古典园林空间中的植物景观空间是指通过运用不同种类、

尺度的植物，与建筑、山石、水体等园林要素相互配合，以艺

术的手法进行种植配置和空间布局所形成的、能够给人以美的

感受和联想的景观空间。植物景观空间也存在物质和精神两

个层面，从物质层面而言，其具有生动的自然属性，直接展现

了古典园林空间中自然的植物景观；从精神层面而言，其具有

独特的文化寓意，是古人比德赏颂的对象和寄托思想的载体之

一，在古典园林空间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保护中国

古典园林空间要重视其中的植物景观空间，并从物质和精神两

个层面对其进行预防性保护。

2 留园植物景观空间营造与修复保护历程

2.1 营造历程

留园植物景观空间营造经历了3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徐氏东

园、刘氏寒碧山庄和盛氏留园。徐氏东园时期，园内建筑布局

舒朗，有山池堤岸相映成景。据《后乐堂记》记载，园内植物

以梅花为特色，有红梅数十株与山石、岩树相得之景，池堤之

岸种植垂柳、红杏，池堤尽头的亭子旁边植有一丛修竹，另有

紫薇、芙蓉、木樨等植物[9]。刘氏寒碧山庄时期，刘恕在东园原

有基址上进行翻修和扩建，留存园中山石水池，广植梧竹，竹

色清寒 [10]，另植有柳树、荷花、槐树等植物，并以白皮松为主

要特色植物，营造沧凛之感。盛氏留园时期，盛康在寒碧山庄

原址的基础上进行整修翻造，增辟东西两园。此时园内多处园

林空间以植物为主题或与植物有关，陈味雪《留园十八景》一图

中，有9处直接刻画了以植物为主要特色的园林空间：绿荫秋波、

古木交柯、秋轩延桂、石林放鹤、荷香满院、红桥夜月、花坞

留春、秀圃吟梅、柳影垂堂等。盛氏留园时期之后，留园植物

景观空间以修复与保护为主，未有大规模的营造和变动。

2.2 修复保护历程

1911年辛亥革命后，历经多次战乱和长时间废弃，留园

中植物景观空间遭到破坏。苏州市政府于1953年开始对留

园进行修复，其植物景观空间修复大致经历了3个重要阶段

（表1）。第一阶段（1953-1954年）留园修复之初，园中植物景

观空间保护和修复参照历史考证，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1）

保护留园中遗留的古树名木；（2）根据景点主题意境和造景

需要恢复原有植物景观空间。此时期在植物景观空间修复的同

时，考虑了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第二阶段（20世纪七八十年

代），为了追求快速绿化效果，补植了一批速生树种和经济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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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留园植物景观空间修复保护历程表

阶段 政策与背景 植物修复与保护内容 记录与存档

第一阶段 苏州市政府组织修复古典园林

保护园中遗留的古树名木；

根据景点主题意境和造景需要恢

复园内植物景观空间

刘敦桢《苏州古典园林》；

陈从周《苏州园林》

第二阶段
“大地园林化”“以园养园，结

合生产”等

补植乔木：主要补植香樟等速生

树种以追求快速绿化效果、桂花

等经济树种以结合生产；

补植灌木及藤本植物

无专门记录

第三阶段
苏州古典园林申遗成功，留园被

纳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之中

植物日常管理养护；

古树名木监测与保护

主要记录古树名木管理养护

与检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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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长期相对稳定不变的状态，植物要素处于不断地枯荣变化、

代谢新生之中，其变化影响着古典园林的方方面面。目前，我

国关于古典园林植物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林业和生态领域，主要

关注其生态学和生物学属性，侧重研究植物本体保护的技术和

方法 [4]，如对苏州古典园林古树名木进行的监测与保护 [5-6]，而

对植物所构成的植物景观空间的保护研究较少。本文以留园为

例，探讨其植物景观空间的预防性保护策略。

1 古典园林空间中的植物景观空间

独特的空间创作和经营是中国古典园林造园艺术的根本 [7]。

古典园林空间不仅是由不同造园要素构成的物质实体，而且还

蕴含着丰富的诗情画意和深刻的文化内涵 [8]，反映着造园者的

精神面貌和意识形态，即古典园林空间存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

面。其中，物质层面是指由建筑、植物、山石、水体等园林要

素按照一定的组合序列所形成的园林实体空间；精神层面即指

通过艺术地布局和营造，将造园者的思想品质和意志进行表

达，并传达给观赏者，使观赏者产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

的意境感受。

古典园林空间中的植物景观空间是指通过运用不同种类、

尺度的植物，与建筑、山石、水体等园林要素相互配合，以艺

术的手法进行种植配置和空间布局所形成的、能够给人以美的

感受和联想的景观空间。植物景观空间也存在物质和精神两

个层面，从物质层面而言，其具有生动的自然属性，直接展现

了古典园林空间中自然的植物景观；从精神层面而言，其具有

独特的文化寓意，是古人比德赏颂的对象和寄托思想的载体之

一，在古典园林空间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保护中国

古典园林空间要重视其中的植物景观空间，并从物质和精神两

个层面对其进行预防性保护。

2 留园植物景观空间营造与修复保护历程

2.1 营造历程

留园植物景观空间营造经历了3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徐氏东

园、刘氏寒碧山庄和盛氏留园。徐氏东园时期，园内建筑布局

舒朗，有山池堤岸相映成景。据《后乐堂记》记载，园内植物

以梅花为特色，有红梅数十株与山石、岩树相得之景，池堤之

岸种植垂柳、红杏，池堤尽头的亭子旁边植有一丛修竹，另有

紫薇、芙蓉、木樨等植物[9]。刘氏寒碧山庄时期，刘恕在东园原

有基址上进行翻修和扩建，留存园中山石水池，广植梧竹，竹

色清寒 [10]，另植有柳树、荷花、槐树等植物，并以白皮松为主

要特色植物，营造沧凛之感。盛氏留园时期，盛康在寒碧山庄

原址的基础上进行整修翻造，增辟东西两园。此时园内多处园

林空间以植物为主题或与植物有关，陈味雪《留园十八景》一图

中，有9处直接刻画了以植物为主要特色的园林空间：绿荫秋波、

古木交柯、秋轩延桂、石林放鹤、荷香满院、红桥夜月、花坞

留春、秀圃吟梅、柳影垂堂等。盛氏留园时期之后，留园植物

景观空间以修复与保护为主，未有大规模的营造和变动。

2.2 修复保护历程

1911年辛亥革命后，历经多次战乱和长时间废弃，留园

中植物景观空间遭到破坏。苏州市政府于1953年开始对留

园进行修复，其植物景观空间修复大致经历了3个重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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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空间保护和修复参照历史考证，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1）

保护留园中遗留的古树名木；（2）根据景点主题意境和造景

需要恢复原有植物景观空间。此时期在植物景观空间修复的同

时，考虑了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第二阶段（20世纪七八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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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植乔木：主要补植香樟等速生

树种以追求快速绿化效果、桂花

等经济树种以结合生产；

补植灌木及藤本植物

无专门记录

第三阶段
苏州古典园林申遗成功，留园被

纳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之中

植物日常管理养护；

古树名木监测与保护

主要记录古树名木管理养护

与检测情况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现存苏州私家园林叠山的三维数字化信息研究”（编号：5187835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遗产活化视角下苏州古典园林功能传承与创新发展研究”（编号：18YJAZH132）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编号：PA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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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并大量种植灌木及地被植物。此时期留园植物景观空间

中物质和精神层面的保护和修复均未受到重视。第三阶段（20

世纪90年代至今），苏州古典园林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体系之

后，苏州市相应出台《苏州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苏州

古典园林管理动态信息系统和检测预警系统建设实施方案》

等政策，对古典园林保护和修复措施也更加系统和全面，植

物景观空间的保护和修复更加侧重物质层面中植物本体管理

养护以及监测保护等方面。

3留园植物景观空间现状及保护措施探析

3.1 现状及保护措施

留园作为四大名园之一，内部的植物管理养护体系较为

完善，植物景观空间保护情况相对较好（图1）。园内古木参

天，现有古树名木11种19株，主要包括银杏、罗汉松、白皮

松、黑松、广玉兰、瓜子黄杨、桂花、南紫薇、柏木、柿树、

榔榆等 [11]，树龄100-300年，多处古树名木自成景观。例如，

自寒碧山房望向北部假山，古银杏姿态优美、冠大荫浓，作为

色叶树种，秋季叶黄，层林尽染，苍古的银杏为中部庭院再添

山林野趣，也使得中部庭院的植物景观空间更加丰富（图2）。

此外，留园内多处景点以植物命名，如闻木樨香轩以桂花为

主题（图3）、古木交柯以古树交柯连理入画（图4）、华步小

筑以爬山虎为主景（图5）、寒碧山房以白皮松为主题等。留

园各园林空间中，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层面，植物都起到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现存植物景观空间仍存在一些问题。通

过文献分析和实地调研，总结留园植物景观空间现状问题及

保护措施（表2）。

3.2 留园植物景观空间问题总结

基于对留园植物景观空间现状和保护措施的分析可知，留

园内的植物生长状况、种类、种植方式、形态、尺度等特征的

表2  留园植物景观空间现状问题及保护措施表

景点名称 植物名称 具体位置 植物问题 现有保护措施 对植物景观空间的影响

闻木樨

香轩

桂花
中部水池

西岸

生长状况：因南侧香樟遮挡光照，长势不佳；

种植方式：群植未考虑空间意境

定期修剪香樟，

并向上级主管部

门申请移除

桂花作为主题植物不突出，“木

樨”主题意境的表达受限

香樟
中部水池

西岸

尺度：体量过大，遮挡光照，不利于主题植物桂

花的生长；

植物种类：香樟与闻木樨香轩主题无关

定期修剪香樟，

并向上级主管部

门申请移除

桂花作为主题植物不突出，“木

樨”主题意境的表达受限

五峰

仙馆

黑松* 南天井假

山东侧

生长状况：生长于假山山洞之上，覆土较浅，

长势不佳；

形态：歪斜严重，接触到假山峰石

使用仿真树干支

撑黑松

体现主题的黑松不突出，五峰

仙馆假山主题意境表达受限

榔榆
南天井假

山西侧

位置与尺度：榔榆体量过大，阻挡了假山蹬道，

假山使用功能遭到破坏

植物种类：作为乡土树种，不符合该厅山营造的

庐山五老峰之景

削弱了假山在咫尺空间内的高

峻雄伟之感；

植物未起到辅助主题意境表达

的作用

古木

交柯
云南山茶

古木交柯

天井内

生长状况：顶端光照充足长势较好，而下层枝干

光照差，小枝脱落，长势不佳；

尺度：过高，人视高度景观单一；

种类：原为女贞，补植时改为山茶，与原有主题

植物不符

定期修剪山茶以

控制其高度；

种植灌木丰富中

低层植物景观

古柏女贞交柯连理的景致难以

再现；

古木交柯的主题意境表达受限

中部

池山

银杏* 中部水池

西岸水边

位置：靠近水池，体量过大，根系撑裂池岸；

尺度：比例与假山比例不协调

在水池内侧垫土

垒驳岸

破坏了水池驳岸；

削弱了中部庭院营造的山高水

深的空间感受

薜荔
中部水池

岸边
尺度：长势过于茂盛，遮挡了山石驳岸 定期修剪

削弱了中部庭院营造的山高水

深的空间感受

榔榆
中部水池

北岸
尺度：长势过于茂盛，遮挡了北侧假山

削弱了池北假山营造出的延绵

不绝的空间感受

清风

池馆

榔榆
小蓬莱西

侧

尺度：长势过旺，遮挡了小蓬莱望向水池西岸的

视线通廊

清风池馆“墙外春山横黛色”之

意境表达受限

薜荔
小蓬莱驳

岸
尺度：长势过于茂盛，遮挡了小蓬莱的山石驳岸 定期修剪

削弱了小蓬莱营造的海中仙山

之感

桂花 远翠阁前
位置：遮挡了自牡丹花台向北观赏该黑松的视线

通廊

黑松与远翠阁协调相映的景致

无法展现

曲溪楼 枫杨
曲溪楼西

侧

种植方式：对植方式不适用于此；

形态：此处原为1株枫杨斜向生长，补植选用2株
形态直立的枫杨，立面上将曲溪楼分为3部分

破坏了原有立面构图，景观效果

不佳

揖峰轩

罗汉松* 庭院东南

角
生长状况：木质部腐烂，长势不佳

进行加固防腐等

措施
景观效果不佳

芍药

晚翠峰孤

置石花台

内

生长状况：留园修复时补植，光照过强导致长势

较差；

形态与尺度：牡丹较高，遮挡了孤置石晚翠峰的

底部，无法衬托晚翠峰的高耸

景观效果较差，未对主景晚翠

峰产生良好的衬托

玉兰
庭院东南

角
生长状况与尺度：长势不佳且过高 施肥复壮

景观效果一般，未对主景晚翠

峰产生良好的衬托

冠云峰

桂花
冠云峰东

南侧

形态与尺度：此处原无桂花，补植的桂花株形圆

整，遮挡了自伫云庵观赏冠云峰的视线

景观效果一般，遮挡观赏视线，

难以对冠云峰起到良好的衬托

青枫
冠云峰北

侧

种类与形态：此处原为辛夷，作为背景树恰到好

处，而青枫叶色较浅，生长较快且株形不佳，不

适宜作为背景

定期采取措施抑

制其生长

景观效果一般，难以对冠云峰

起到良好的背景衬托

黑松
冠云峰西

侧

种类与形态：原为樱花，枝条疏朗，且作为落叶

树种四季有变化，现株形圆整且难以控制

定期采取措施抑

制其生长
难以对冠云峰起到良好的衬托

绿荫 榉树
中部水池

西南角

位置与尺度：贴近建筑生长，体量过大，根系生

长撑裂建筑和驳岸基础

修剪榉树，修复

建筑
影响建筑的稳定性

注：*为古树名木。

1. 留园平面图  
2. 中部庭院

3. 闻木樨香轩  

4. 古木交柯（曹绪荣 摄）

41

3

2

留园植物景观空间预防性保护研究     王  喆  左建明  宋鹏昊  罗  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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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并大量种植灌木及地被植物。此时期留园植物景观空间

中物质和精神层面的保护和修复均未受到重视。第三阶段（20

世纪90年代至今），苏州古典园林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体系之

后，苏州市相应出台《苏州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苏州

古典园林管理动态信息系统和检测预警系统建设实施方案》

等政策，对古典园林保护和修复措施也更加系统和全面，植

物景观空间的保护和修复更加侧重物质层面中植物本体管理

养护以及监测保护等方面。

3留园植物景观空间现状及保护措施探析

3.1 现状及保护措施

留园作为四大名园之一，内部的植物管理养护体系较为

完善，植物景观空间保护情况相对较好（图1）。园内古木参

天，现有古树名木11种19株，主要包括银杏、罗汉松、白皮

松、黑松、广玉兰、瓜子黄杨、桂花、南紫薇、柏木、柿树、

榔榆等 [11]，树龄100-300年，多处古树名木自成景观。例如，

自寒碧山房望向北部假山，古银杏姿态优美、冠大荫浓，作为

色叶树种，秋季叶黄，层林尽染，苍古的银杏为中部庭院再添

山林野趣，也使得中部庭院的植物景观空间更加丰富（图2）。

此外，留园内多处景点以植物命名，如闻木樨香轩以桂花为

主题（图3）、古木交柯以古树交柯连理入画（图4）、华步小

筑以爬山虎为主景（图5）、寒碧山房以白皮松为主题等。留

园各园林空间中，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层面，植物都起到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现存植物景观空间仍存在一些问题。通

过文献分析和实地调研，总结留园植物景观空间现状问题及

保护措施（表2）。

3.2 留园植物景观空间问题总结

基于对留园植物景观空间现状和保护措施的分析可知，留

园内的植物生长状况、种类、种植方式、形态、尺度等特征的

表2  留园植物景观空间现状问题及保护措施表

景点名称 植物名称 具体位置 植物问题 现有保护措施 对植物景观空间的影响

闻木樨

香轩

桂花
中部水池

西岸

生长状况：因南侧香樟遮挡光照，长势不佳；

种植方式：群植未考虑空间意境

定期修剪香樟，

并向上级主管部

门申请移除

桂花作为主题植物不突出，“木

樨”主题意境的表达受限

香樟
中部水池

西岸

尺度：体量过大，遮挡光照，不利于主题植物桂

花的生长；

植物种类：香樟与闻木樨香轩主题无关

定期修剪香樟，

并向上级主管部

门申请移除

桂花作为主题植物不突出，“木

樨”主题意境的表达受限

五峰

仙馆

黑松* 南天井假

山东侧

生长状况：生长于假山山洞之上，覆土较浅，

长势不佳；

形态：歪斜严重，接触到假山峰石

使用仿真树干支

撑黑松

体现主题的黑松不突出，五峰

仙馆假山主题意境表达受限

榔榆
南天井假

山西侧

位置与尺度：榔榆体量过大，阻挡了假山蹬道，

假山使用功能遭到破坏

植物种类：作为乡土树种，不符合该厅山营造的

庐山五老峰之景

削弱了假山在咫尺空间内的高

峻雄伟之感；

植物未起到辅助主题意境表达

的作用

古木

交柯
云南山茶

古木交柯

天井内

生长状况：顶端光照充足长势较好，而下层枝干

光照差，小枝脱落，长势不佳；

尺度：过高，人视高度景观单一；

种类：原为女贞，补植时改为山茶，与原有主题

植物不符

定期修剪山茶以

控制其高度；

种植灌木丰富中

低层植物景观

古柏女贞交柯连理的景致难以

再现；

古木交柯的主题意境表达受限

中部

池山

银杏* 中部水池

西岸水边

位置：靠近水池，体量过大，根系撑裂池岸；

尺度：比例与假山比例不协调

在水池内侧垫土

垒驳岸

破坏了水池驳岸；

削弱了中部庭院营造的山高水

深的空间感受

薜荔
中部水池

岸边
尺度：长势过于茂盛，遮挡了山石驳岸 定期修剪

削弱了中部庭院营造的山高水

深的空间感受

榔榆
中部水池

北岸
尺度：长势过于茂盛，遮挡了北侧假山

削弱了池北假山营造出的延绵

不绝的空间感受

清风

池馆

榔榆
小蓬莱西

侧

尺度：长势过旺，遮挡了小蓬莱望向水池西岸的

视线通廊

清风池馆“墙外春山横黛色”之

意境表达受限

薜荔
小蓬莱驳

岸
尺度：长势过于茂盛，遮挡了小蓬莱的山石驳岸 定期修剪

削弱了小蓬莱营造的海中仙山

之感

桂花 远翠阁前
位置：遮挡了自牡丹花台向北观赏该黑松的视线

通廊

黑松与远翠阁协调相映的景致

无法展现

曲溪楼 枫杨
曲溪楼西

侧

种植方式：对植方式不适用于此；

形态：此处原为1株枫杨斜向生长，补植选用2株
形态直立的枫杨，立面上将曲溪楼分为3部分

破坏了原有立面构图，景观效果

不佳

揖峰轩

罗汉松* 庭院东南

角
生长状况：木质部腐烂，长势不佳

进行加固防腐等

措施
景观效果不佳

芍药

晚翠峰孤

置石花台

内

生长状况：留园修复时补植，光照过强导致长势

较差；

形态与尺度：牡丹较高，遮挡了孤置石晚翠峰的

底部，无法衬托晚翠峰的高耸

景观效果较差，未对主景晚翠

峰产生良好的衬托

玉兰
庭院东南

角
生长状况与尺度：长势不佳且过高 施肥复壮

景观效果一般，未对主景晚翠

峰产生良好的衬托

冠云峰

桂花
冠云峰东

南侧

形态与尺度：此处原无桂花，补植的桂花株形圆

整，遮挡了自伫云庵观赏冠云峰的视线

景观效果一般，遮挡观赏视线，

难以对冠云峰起到良好的衬托

青枫
冠云峰北

侧

种类与形态：此处原为辛夷，作为背景树恰到好

处，而青枫叶色较浅，生长较快且株形不佳，不

适宜作为背景

定期采取措施抑

制其生长

景观效果一般，难以对冠云峰

起到良好的背景衬托

黑松
冠云峰西

侧

种类与形态：原为樱花，枝条疏朗，且作为落叶

树种四季有变化，现株形圆整且难以控制

定期采取措施抑

制其生长
难以对冠云峰起到良好的衬托

绿荫 榉树
中部水池

西南角

位置与尺度：贴近建筑生长，体量过大，根系生

长撑裂建筑和驳岸基础

修剪榉树，修复

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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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古树名木。

1. 留园平面图  
2. 中部庭院

3. 闻木樨香轩  

4. 古木交柯（曹绪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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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变化对园内整体植物景观空间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这些

影响涵盖了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两方面的问题。通过梳理，总

结植物对留园植物景观空间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3.2.1 物质层面

（1）植物本身长势不佳，影响植物景观空间风貌特色和

意境表达。植物是构成古典园林空间的基本要素，其生长状况

的好坏直接影响了植物景观空间的风貌，某些具有特定象征意

义和文化内涵的植物生长情况的好坏还将影响植物景观空间主

题意境的表达。留园揖峰轩庭院东南角的一株罗汉松，树龄

110多年，因木质部腐烂导致其长势不佳，尽管对其树干采取

了加固措施，也仍然难以恢复原有的景观风貌。五峰仙馆南天

井的黑松，树龄110多年，生于假山之上，由于根系覆土较浅

生长不佳，难以衬托假山的雄伟俊秀，五峰仙馆风貌特色和

意境表达受到影响。

（2）植物影响驳岸、假山和建筑等要素的结构，造成园

林要素实体受损。留园历史悠久，园内植物茂盛，古木众多，

植物生长或种植位置不佳会对园林要素实体产生损坏，如发

达的植物根系会撑裂假山、驳岸、建筑基础；植物体量过大，

假山无法承受荷载时会发生坍塌；藤本植物的攀爬会侵蚀假山

和建筑表面等。例如，留园中部庭院水池西岸的一株树龄340

多年的古银杏，由于其根系生长旺盛，撑裂了原有的黄石驳

岸。为了保护银杏，只能在水池内侧垒土重新堆筑（图6），然

而这一措施却不是长久之计，未来随着银杏的生长，必然会再

次与驳岸产生冲突。再如五峰仙馆南天井假山东侧平台上有一

株自然发芽生根的榔榆，生长迅速，由于在生长初期没有及时

移除，现其根系已经对假山结构产生损坏，目前尚无良好的解

决措施（图7）。

（3）植物与建筑、山石等其他园林要素之间的尺度关系发

生变化，植物景观空间尺度控制、空间划分不适宜。留园以空

间多变和移步换景闻名于苏州古典园林，通过控制视距、对比

衬托、引导视线等方式，在有限的面积中，留园内部形成了大

小各异、各具特色的庭院空间。在这些空间的营造过程中，具

有独特三维空间特性的植物要素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长期的发

展过程中，受植物生长特性和管理养护技术方法的限制，部分

植物形态不佳或尺度不适宜，进而产生了破坏立面构图、遮挡

视线、比例失调等问题，对留园植物景观空间产生了负面影响。

比如，中部水池东岸、曲溪楼外原有一株枫杨，杨鸿勋《江南

园林论》一书中描述此处园景：“20世纪30年代的苏州留园尤

见扁舟，斜探湖面的古枫杨与曲溪楼形成完美的统一构图” [12]，

由此可见，当时该倾斜生长的枫杨在曲溪楼西立面上起到了非

常重要的构图作用。在该枫杨枯死后，此处补植了一株形态直

立的枫杨，新补植的枫杨与北侧的另一株形态直立的枫杨构成

对植，在立面上将曲溪楼划分为3部分（图8），原有立面空间

的“古木横斜，益增苍古”之景不复存在。再如冠云峰庭院中，

植物主要起到配景衬托的作用。在冠云峰东南侧有一株后期补

植的桂花，株形圆整，遮挡了自伫云庵游廊观赏冠云峰的视线

通廊，同时，由于其体量过大，也无法衬托出冠云峰高大雄峻

的气势，对冠云峰庭院植物景观空间产生了负面影响（图9）。

      

3.2.2 精神层面

（1）现有植物种类与原有植物种类记载不相符，无法突

出植物景观空间的主题意境。在中国传统“君子比德”“天人

合一”等思想的影响下，古典园林中的植物常被赋予丰富的哲

学意义和文化内涵，以此寄托造园者的意志情感。留园内部有

多处借助植物营造空间意境的景点，但由于史料缺失、植物

材料缺乏等多方面的限制，植物补植、替换没有完全依据历史

记载，植物种类与原有主题意境不符，无法作为物质载体传

达造园者的意志和情感。苏州古典园林内的假山常常以小中见

大取胜，追求深邃的意境 [13]，五峰仙馆南假山在咫尺庭院内

模仿庐山五老峰之景，该假山营造取意于李白《望五老峰》一

诗：“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秀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揽结，

吾将此地巢云松。”假山上主要植物为两株黑松、一株古柏，

另有紫藤作为配景 [14]。自然界中的松柏本生于险峰之上，植于

此处烘托庐山的俊秀雄伟之感恰到好处。然而随着历史变迁，

仅剩假山西侧山洞洞顶的一株黑松和紫藤为历史遗存（图10），

其他植物种类发生较大变化，东侧蹬道上一株榔榆，在整个

假山空间中占据了主要地位，然而作为乡土树种，该榔榆与假

山营造的庐山五老峰之景不符，五峰仙馆主题意境营造受到了

限制。

（2）现有植物配置方式及手法与传统营造方式不相符，

植物景观空间特色不明显。植物配置不仅指将植物种植成活，

而且指植物与周围环境搭配合宜，表现园林空间的特色，适

宜的古典园林植物配置体现了传统文化与环境氛围的协调融

合 [15]。留园闻木樨香轩轩名取自宋代的《五灯会元 ·太史黄庭

坚居士》，黄庭坚学禅不悟，高僧晦堂于木樨花开时为其解惑：

“禅道如木樨之香，虽不可见，然四方上下无不弥漫”。闻木樨

香轩以木樨花香为特色，意在使游人感受参禅悟道之理。植

物修复时虽参照历史记载，补种桂花，但满山群植，密不透

风，反而失去了古典园林含蓄委婉的精神所在（图11）。

4 留园植物景观空间预防性保护策略

留园现有的植物保护重点关注植物本体，其保护和管理

维护措施较为完善、效果相对较好。但对于植物景观空间保

护而言，植物本体保护只是其物质保护的一部分，除此之外精

神层面的保护也尤为重要。此外，由于方法技术的限制，现有

5. 华步小筑 

6. 中部水池西岸的银杏

  9. 冠云峰庭院景观效果（曹绪荣 摄）

10. 五峰仙馆南天井内的黑松与紫藤

11. 闻木樨香轩的群植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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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五峰仙馆南天井内的榔榆

8. 曲溪楼西侧枫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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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文化内涵的植物生长情况的好坏还将影响植物景观空间主

题意境的表达。留园揖峰轩庭院东南角的一株罗汉松，树龄

110多年，因木质部腐烂导致其长势不佳，尽管对其树干采取

了加固措施，也仍然难以恢复原有的景观风貌。五峰仙馆南天

井的黑松，树龄110多年，生于假山之上，由于根系覆土较浅

生长不佳，难以衬托假山的雄伟俊秀，五峰仙馆风貌特色和

意境表达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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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长或种植位置不佳会对园林要素实体产生损坏，如发

达的植物根系会撑裂假山、驳岸、建筑基础；植物体量过大，

假山无法承受荷载时会发生坍塌；藤本植物的攀爬会侵蚀假山

和建筑表面等。例如，留园中部庭院水池西岸的一株树龄340

多年的古银杏，由于其根系生长旺盛，撑裂了原有的黄石驳

岸。为了保护银杏，只能在水池内侧垒土重新堆筑（图6），然

而这一措施却不是长久之计，未来随着银杏的生长，必然会再

次与驳岸产生冲突。再如五峰仙馆南天井假山东侧平台上有一

株自然发芽生根的榔榆，生长迅速，由于在生长初期没有及时

移除，现其根系已经对假山结构产生损坏，目前尚无良好的解

决措施（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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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独特三维空间特性的植物要素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长期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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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整体性保护一直是文化遗产保护活动的重要原则，遗产及周边环境的保护研究也恰是不可

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的题中之意。然而，当前对于园林遗产周边环境的保护往往只停留在

规划调控阶段，很少有对遗产周边环境的有效保护和管理，更起不到对遗产的预防性保护。

文章运用文献梳理、实地调查和仪器测绘等方法，以世界文化遗产网师园为例，通过梳理

网师园整体性保护特色和不足，论述网师园与周边街巷环境的空间关系、历史渊源和文化内

涵，基于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原则和园林遗产预防性保护内涵提出网师园“园宅巷一体”的

保护理念及相关建议措施。

关键词

古典园林；网师园；街巷环境；预防性保护；整体性保护

Abstract

Overall protection has always been an essential principle of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The 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of gifts and its setting is just the contents of the preventive conservation of immovable cultural relics. 

However, the current protection of garden heritage settings only stays on the stage of planning and regulation. Thus, 

it is dif� cult to effectively protect and manage cultural heritage, let alone the preventive conservation of heritage. This 

paper uses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 eld investigation, and the instrument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It takes th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the Master-of-Nets Garden as an example, sorts out its integrity protec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nsuf� ciencies, discusses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historical origin,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between the Master-

of-Nets Garden and the surrounding alley environment consequently puts forward the “Garden, House and Alley” 

integrated protection concept and relevant measures of the Master of Nets Garden based on the principle for the 

overall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preventive conservation connotation of garden heritage.

Key words

classical garden; the Master-of-Nets Garden; street environment; preventive conservation; integrity protection

整体性保护一直是文化遗产保护活动的重要原则，《威尼斯宪章》将历史

古迹的概念从纯粹的建筑古迹拓展到了城市、园林和历史地段等，《佛罗伦萨

宪章》指出“历史园林必须保存在适当的环境之中”[1-2]。2005年，国际古迹遗

址理事会（ICOMOS）第十五次大会通过并发表了关于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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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措施往往只能对一些明显的问题进行补救，但未对留园

植物景观空间中的一些潜在问题进行合理预测，缺少可持续

发展观念和预防性保护策略。现结合实际情况，提出留园植

物景观空间预防性保护策略如下。

（1）对原有植物景观进行调查考证。调查考证园内各景点

的历史记载和文献资料 [16]，一是充分发掘植物作为三维空间要

素在植物景观空间物质层面起到的作用，二是充分发掘植物作

为文化载体在植物景观空间精神层面中起到的作用，以此为依

据明确各景点适宜的植物种类、种植位置、配置方式等具体

要求，并进行存档记录，以便为后期植物景观空间的修复和更

新提供参考。

（2）植物价值评估与分级管理。留园现有植物分级体系主

要针对古树名木保护，其覆盖面小，保护内容较为局限。建

议对留园内各景点的现状植物进行梳理，依据调查考证结果，

对留园植物景观空间中的植物进行全面的价值评估，并实行分

级管理。

（3）对植物景观空间进行全面的监测预警。监测预警是

预防性保护体系中尤为重要的一环，留园现有植物监测预警主

要针对古树名木的生长状况，而忽视了植物尺度、形态等特征

变化对植物景观空间的影响。但实现古典园林植物景观空间

保护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扩展保护预警的对象和内容 [17]，对植

物本体及其营造的景观空间进行全面的监测和预警。

（4）制定养护与更替计划。对于不同等级的植物，制定不

同的养护管理措施，特别是重点保护的植物景观空间，应提

前制定养护和更替计划。例如，古木交柯景点原种植女贞和

柏树，两株老树交柯连理，以此入画。但老树枯死后，由于

没有适宜的植物材料，只能补植翠柏与山茶，勉强表现画意。

若能在女贞、柏树枯死之前提前制定替换计划，培育可供替

换的植物，便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实现古木交柯植物景观空间

的可持续更新。

5 结语

苏州古典园林是中国园林艺术的结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

值，应当对其采取适宜的保护措施以实现长久、可持续发展。

本文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调查并分析留园植物景观空间

预防性保护现状及措施，总结留园植物景观空间存在的问题，

如部分植物生长状况不佳、尺度不适宜、植物种类及种植方式

不适宜等原因，导致植物景观空间的风貌特色、空间尺度、主

题意境等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针对以上问题，从调查考证、

价值评估与分级管理、监测预警、养护与更替4个方面，提出

留园植物景观空间预防性保护策略。本文对留园植物景观空间

预防性保护提出的建议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对于具体保护体

系的构建和实施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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