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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旅游发展与遗产保护的关系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在遗产地旅游发展的背景下，科学可

持续的旅游开发与利用已被公认为遗产保护的一种有效方式。文章以同里古镇中的退思园

为研究对象，以文献资料和实地调研为依据，以旅游发展视角梳理退思园保护管理现状及

旅游开发对其影响，结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倡的可持续文化旅游等理念，提出规范预防

性保护机制、运用三维数字化测绘增强遗产监测科学性等预防性保护策略，对平衡园林遗

产保护和旅游发展具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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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heritage conservation is a continually changing proces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eritage tourism development, scienti� c and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are an 

effective way of heritage conservation. The article takes Tuisi Garden in Tongli Ancient Tow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and � eld investigati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uisi Garden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and 

the in� uenc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combed from the view of tourism development. Combined with UNESCO’s 

sustainable cultural tourism concept, some pre-conservation strategies are putting forward, such as standardizing 

preventive conservation mechanisms. Using 3D digital survey and mapping to enhance heritage monitoring’s scienti� c 

nature is of particular signi� cance to balance garden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Key words 

Suzhou garden; preventive conservation;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tourism

江南古镇是具有独特风貌和深厚文化内涵的聚居地，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

价值。近年来古镇旅游的热度居高不下，同里古镇因其水乡景致、文化底蕴，

以及拥有世界文化遗产（退思园）而闻名海内外，退思园也因其地理位置在苏

州古典园林中独树一帜。我国对古典园林遗产保护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但对

退思园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造园理法方面。在遗产保护的历程中，国际社会对文

化遗产展示与利用的态度与定位正逐渐发生转变。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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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促进基于遗产价值的可持续发展，并为遗产地创造附加的

旅游价值，发展旅游已是公认的遗产保护的一种重要形式 [1]。

在不断健全苏州园林名录保护体系的同时，还应加强对各个古

典园林的预防性保护意识。本文从旅游发展的视角出发，梳

理退思园遗产保护现状及旅游开发对其影响，探究退思园预

防性保护策略，使退思园在古镇旅游的大环境中更具生命力。

1 退思园概况及价值定位

同里是江南水乡文化古镇之一，是目前唯一以镇为单位被

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镇，镇内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和国

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退思园。退思园位于吴江区同里镇新

镇街234号，占地5 670 m2（图1），始建于清光绪十一年至十三

年（1885-1887年），是当时安徽风颖六泗兵备道任兰生的宅园，

由著名画家袁龙设计，取名“退思”，为《左传》“进思尽忠，

退思补故”之意（图2）。

退思园在古镇内的价值主要有以下2个方面：（1）退思园

在古镇的空间构成上有重要意义。退思园位于中川北路一侧，

紧邻游客服务中心和丽则女学，四周皆以巷道为边界。园林

走势弃南北而取东西向，可谓因地制宜。入口巧妙地设在南

部巷子中，这与苏州大多数私家园林位于街区内部空间的特

点一致 [2]。（2）退思园是古镇中宝贵的绿地空间。同里古镇内

的绿化方式以道路绿化为主，退思园以其园内山水植物等自然

要素，成为传统街区内的公共绿地。退思园的使用人群按来

源可分为游客和古镇居民两类。过去退思园曾供丽则女学的学

生读书休憩，对外开放后成为古镇居民日常游憩的场所，这

是其直接使用价值。目前退思园可供游客直观体验园林文化，

这是其间接使用价值。

无论是园林本体，还是在同里古镇中的重要地位，都使

退思园具有极高的保护价值。因此，退思园的遗产保护应以

同里古镇旅游的规划和发展为背景，聚焦退思园的独特之处，

有计划地实施园林遗产预防性保护。

2 退思园保护现状

2.1 退思园修复保护现状

退思园的保护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同里古镇的

旅游开发可总结为4个阶段（图3）。（1）作为文物对象的纯保

护阶段。1980年起，退思园先后被列为吴江县首批文物保护单

位和江苏省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政府对一园二堂三

桥进行保护性修复，修复工程分为两期，一期工程修复花园和

庭院部分。（2）保护中求发展阶段。1984年起，同里由点到面

逐步进行各景点的经营管理，退思园开始收门票，庭院与园

林部分对外开放，同期进行二期修复工程。（3）发展中求保护

阶段。2000年11月，退思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列入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至今属于保护与更新并行阶段，退思园

的旅游及经济价值不断开发，从单一的门票经济向综合服务业

转变，保护管理及建控范围明确 [3]（图4）。

经调研，退思园所在的同里古镇，其开发单位为苏州同

里国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隶属于吴江区政府管辖。退思园

2

1. 退思园平面图

2. 退思园局部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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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性保护策略，使退思园在古镇旅游的大环境中更具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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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镇，镇内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和国

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退思园。退思园位于吴江区同里镇新

镇街234号，占地5 670 m2（图1），始建于清光绪十一年至十三

年（1885-1887年），是当时安徽风颖六泗兵备道任兰生的宅园，

由著名画家袁龙设计，取名“退思”，为《左传》“进思尽忠，

退思补故”之意（图2）。

退思园在古镇内的价值主要有以下2个方面：（1）退思园

在古镇的空间构成上有重要意义。退思园位于中川北路一侧，

紧邻游客服务中心和丽则女学，四周皆以巷道为边界。园林

走势弃南北而取东西向，可谓因地制宜。入口巧妙地设在南

部巷子中，这与苏州大多数私家园林位于街区内部空间的特

点一致 [2]。（2）退思园是古镇中宝贵的绿地空间。同里古镇内

的绿化方式以道路绿化为主，退思园以其园内山水植物等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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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可分为游客和古镇居民两类。过去退思园曾供丽则女学的学

生读书休憩，对外开放后成为古镇居民日常游憩的场所，这

是其直接使用价值。目前退思园可供游客直观体验园林文化，

这是其间接使用价值。

无论是园林本体，还是在同里古镇中的重要地位，都使

退思园具有极高的保护价值。因此，退思园的遗产保护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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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计划地实施园林遗产预防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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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退思园修复保护现状

退思园的保护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同里古镇的

旅游开发可总结为4个阶段（图3）。（1）作为文物对象的纯保

护阶段。1980年起，退思园先后被列为吴江县首批文物保护单

位和江苏省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政府对一园二堂三

桥进行保护性修复，修复工程分为两期，一期工程修复花园和

庭院部分。（2）保护中求发展阶段。1984年起，同里由点到面

逐步进行各景点的经营管理，退思园开始收门票，庭院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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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至今属于保护与更新并行阶段，退思园

的旅游及经济价值不断开发，从单一的门票经济向综合服务业

转变，保护管理及建控范围明确 [3]（图4）。

经调研，退思园所在的同里古镇，其开发单位为苏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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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苏州市吴江区同里古镇保护管理委员会负责保护管理，业

务上接受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指导，受苏州古典园林保

护监管中心监管 [4]（图5）。2006年，苏州园林遗产监测预警总

平台完成并投入使用，由同里古镇保护委员会定期派人对古

镇各景点进行排查，填报文化遗产状况评估表，作为日常监

测的依据。但是同里历年来制定的相关保护政策及管理机制

主要针对历史镇区的整体保护和旅游发展，并未制定针对古

镇历史建筑保护与更新的政策 [5]。退思园的保护管理工作主

要由同里保护委员会执行，同里旅游开发公司了解较少。夜间

旅游项目的运营也主要由政府直接策划管理，少部分由同里

旅游开发公司管理。

根据苏州古典园林2018年度监测报告中显示 [4]，退思园的

消防安全设施比起苏州其他古典园林的配置，在数量和类型上

都较为落后，在应对突发事件方面呈现弱势。遗产监测方面，

目前的监测手段主要依靠固定的监测站点采集和巡护采集。

就景区内的特殊性而言，统一的人工巡护目测的监测方式及频

率对退思园的保护并不完全适用，可能无法精准预测各单体渐

变式破坏的速率。

2.2 园林空间使用现状

在退思园的空间利用方面，由于游客对古镇游的预期多为

体验水乡风情和历史文化，故来退思园旅游的游客的目的与苏

州其他古典园林略有不同。为了迎合游客的喜好和心理需求，

力求把退思园打造为同里古镇的精品景点，吴江市政府将退思

园内的闲置园林空间重新赋予了新的使用功能与价值，在保护

之余完善了景点的服务配置。

退思园的畹芗楼原是园主与家眷起居之处，现在将一楼

改为文化体验打卡空间，室内用屏风分隔为4个部分，分别摆

设琴棋书画的物件，供游客体验古代四艺。南部建筑则改造

为展览陈列室，目前举办的“退思溯源——苏州古典园林旧影

展”，展示了园林不同历史时期的风貌及保护发展的历程。入

园辛台，原为园主教子读书之处，一楼现为茶室，二楼不对外

开放。由辛台下钻至另一院落的两进厅堂桂花厅，现为画作展

览销售空间。可见退思园多处空间已发生功能上的转换。

园林遗产旅游是基于游园赏景的乐趣和对真实意境的寻

找，是各园林独特魅力的展现，故遗产保护的范围需扩大至

历史环境，强调其意境的重要性 [6]。现在的退思园，从总体上

看，部分空间功能置换也有不妥之处，忽略了对园林文化的

原真性保护：现将“琴棋书画”拥挤一室，将原本园中隐晦的

意境巧思提前铺陈开来，入园便少了几分品味的乐趣，所谓

的“打卡”也只是走马观花，缺少打卡方式和清晰的全园打卡

路线；退思园的中庭为宅园的过渡空间，现承担了参观展览后

疏散人流的功能；坐春望月楼与岁寒居虽保留陈设原貌供游客

观赏，但淡化了其原本的文化意韵；院中的旱船白天紧锁，喧

闹中也少有人驻足观赏，原本为旱院中一景，现只能在夜间

发挥其舞台价值。另一方面，从旅游开发的视角看功能置换，

虽提高了古典园林的空间利用率，但园内的建筑灰空间仍存在

堆放杂物或随意布置，植配单一、粗糙的现象，与苏州其他

古典园林相比人工痕迹略重，降低了中心景区的整体价值。

3 旅游发展对退思园的影响

3.1 旅游演艺活动对退思园园林文化的影响

21世纪以来，在遗产保护基础上，旅游开发与利用成为

苏州古典园林遗产活化的主要方向。“利用”是文化遗产“活

化”的必要条件和前提，“活化”是文化遗产“利用”的终极

目标 [7]。如苏州“网师夜花园”、扬州个园“千秋粉黛”等园林

旅游演艺项目层出不穷 [8]。目前由吴江政府策划推出“退思夜

花园”旅游演艺项目，主要表演地点为同里三桥和退思园东部

园林。演艺空间包括厅堂、假山亭廊、庭院等各种类型的园林

空间，观演路线则大致与园林游线相符（图6）。

古镇旅游通过制定文化遗产活化战略，借退思园的园

林文化背景发展演艺项目，使古镇极具吸引力。但在园中引

进如魔术和西洋乐演奏“中西合璧”的音乐会等，中西文化

的碰撞在以“退思”为文化主题的园林中是否妥当仍待商榷。

无论是在遗产保护领域还是在旅游研究领域，原真性始终是

一个发展与变化的概念 [9]，而人的行为活动与园林本体在互

动的过程中会构建一种新的“原真性”[10]。“退思夜花园”是同

里发展夜间经济的旅游吸引物，策划者通过引入表演，打造

“夜花园”的符号成为游人追捧的热点，但曲境和园境似乎并

不完全相符，使园林文化遗产“原真”产生偏离和同质化的

趋向。在园林遗产保护与开发的过程中，为避免同里旅游商

业化对其产生“符号化的原真”的影响，更加需要在遗产预

防性保护方面严格规范演艺活动的策划，加强对园林文化意

境“原真性”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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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苏州市吴江区同里古镇保护管理委员会负责保护管理，业

务上接受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指导，受苏州古典园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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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各景点进行排查，填报文化遗产状况评估表，作为日常监

测的依据。但是同里历年来制定的相关保护政策及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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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由同里保护委员会执行，同里旅游开发公司了解较少。夜间

旅游项目的运营也主要由政府直接策划管理，少部分由同里

旅游开发公司管理。

根据苏州古典园林2018年度监测报告中显示 [4]，退思园的

消防安全设施比起苏州其他古典园林的配置，在数量和类型上

都较为落后，在应对突发事件方面呈现弱势。遗产监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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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思园的畹芗楼原是园主与家眷起居之处，现在将一楼

改为文化体验打卡空间，室内用屏风分隔为4个部分，分别摆

设琴棋书画的物件，供游客体验古代四艺。南部建筑则改造

为展览陈列室，目前举办的“退思溯源——苏州古典园林旧影

展”，展示了园林不同历史时期的风貌及保护发展的历程。入

园辛台，原为园主教子读书之处，一楼现为茶室，二楼不对外

开放。由辛台下钻至另一院落的两进厅堂桂花厅，现为画作展

览销售空间。可见退思园多处空间已发生功能上的转换。

园林遗产旅游是基于游园赏景的乐趣和对真实意境的寻

找，是各园林独特魅力的展现，故遗产保护的范围需扩大至

历史环境，强调其意境的重要性 [6]。现在的退思园，从总体上

看，部分空间功能置换也有不妥之处，忽略了对园林文化的

原真性保护：现将“琴棋书画”拥挤一室，将原本园中隐晦的

意境巧思提前铺陈开来，入园便少了几分品味的乐趣，所谓

的“打卡”也只是走马观花，缺少打卡方式和清晰的全园打卡

路线；退思园的中庭为宅园的过渡空间，现承担了参观展览后

疏散人流的功能；坐春望月楼与岁寒居虽保留陈设原貌供游客

观赏，但淡化了其原本的文化意韵；院中的旱船白天紧锁，喧

闹中也少有人驻足观赏，原本为旱院中一景，现只能在夜间

发挥其舞台价值。另一方面，从旅游开发的视角看功能置换，

虽提高了古典园林的空间利用率，但园内的建筑灰空间仍存在

堆放杂物或随意布置，植配单一、粗糙的现象，与苏州其他

古典园林相比人工痕迹略重，降低了中心景区的整体价值。

3 旅游发展对退思园的影响

3.1 旅游演艺活动对退思园园林文化的影响

21世纪以来，在遗产保护基础上，旅游开发与利用成为

苏州古典园林遗产活化的主要方向。“利用”是文化遗产“活

化”的必要条件和前提，“活化”是文化遗产“利用”的终极

目标 [7]。如苏州“网师夜花园”、扬州个园“千秋粉黛”等园林

旅游演艺项目层出不穷 [8]。目前由吴江政府策划推出“退思夜

花园”旅游演艺项目，主要表演地点为同里三桥和退思园东部

园林。演艺空间包括厅堂、假山亭廊、庭院等各种类型的园林

空间，观演路线则大致与园林游线相符（图6）。

古镇旅游通过制定文化遗产活化战略，借退思园的园

林文化背景发展演艺项目，使古镇极具吸引力。但在园中引

进如魔术和西洋乐演奏“中西合璧”的音乐会等，中西文化

的碰撞在以“退思”为文化主题的园林中是否妥当仍待商榷。

无论是在遗产保护领域还是在旅游研究领域，原真性始终是

一个发展与变化的概念 [9]，而人的行为活动与园林本体在互

动的过程中会构建一种新的“原真性”[10]。“退思夜花园”是同

里发展夜间经济的旅游吸引物，策划者通过引入表演，打造

“夜花园”的符号成为游人追捧的热点，但曲境和园境似乎并

不完全相符，使园林文化遗产“原真”产生偏离和同质化的

趋向。在园林遗产保护与开发的过程中，为避免同里旅游商

业化对其产生“符号化的原真”的影响，更加需要在遗产预

防性保护方面严格规范演艺活动的策划，加强对园林文化意

境“原真性”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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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客流量对退思园的影响

根据苏州本地宝网站数据 [11]绘制2020年苏州市A级旅游景

区的承载量，同里景区的最大日承载量和瞬时承载量位于前列

（图7）。根据苏州古典园林2018年度监测报告 [4]绘制2018年退

思园客流量，可直观反映旅游地的热门程度（图8）。对于小型

园林退思园来说，“过度旅游”会使遗产本身遭受最直接的破

坏，尤其是每逢节假日，短时间内“客流扎堆”严重威胁着园

林遗产的安全。虽然景区用淡季低价门票和旅游高峰期限制

人数来改善状况，但关于遗产地如何确定游客量及如何建立

指标的指导却依旧很少 [12]。在游客人数逐年递增的趋势下，园

林遗产保护投入力度与人数是否成正比是一个关键问题，应

根据客流量规律调控园林遗产监测力度，对各要素采取预防

性保护措施，防止因游人过多导致的踩踏倾倒等事故发生。

3.3 古镇街巷更新对退思园的影响

退思园坐落于古镇之中，遗产保护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

战。《佛罗伦萨宪章》第14条中写道，历史园林必须保存在适

当的环境之中，任何危及生态平衡的自然环境变化必须加以禁

止。从退思园自身特征的重要性来说，其遗产保护范围需扩大

至其历史环境 [12]。预防性保护则需从旅游开发的视角分析预判

园林周边环境的更新改造对其影响，保护预警对象则需从园

林单体转向其生存环境。同里镇总体规划中明确规定，退思园

周围建筑限高3.3 m，随着同里旅游开发，退思园历史环境势必

发生改变。园林北部为丽则女学修缮后开发的酒店（图9），具

备优越的观景位置。但对园内的游客来说，酒店现代风格的

落地窗无疑是视线上的干扰，尽管园内枝繁叶茂的古树可在某

些角度起到遮蔽作用，但冬季天然屏障褪去，酒店建筑便一览

无余，当游园的乐趣被现代化的建筑打断，古典园林的韵味便

消失殆尽。在退思园中，处处表达园主归园田居的隐逸心境，

退而思过意味着免于俗世打扰。了解园林意境的含蕴，才能在

遗产保护中更好的对其历史环境做进一步的规划控制。

4 退思园遗产保护问题总结

（1）园林保护管理体制单一，文物保护和旅游部门脱节。

（2）消防安全设施落后，遗产监测需因地制宜。退思园应加

强对于园林本体损坏风险的监测，预防承重荷载、沉降、老

化腐朽等问题。（3）园林文化原真性的保护有待加强。目前

退思园的空间功能置换分为文化展示、商业开发和旅游演艺

3类（表1）。在功能置换和位置方面，忽视了对园林文化意境

的影响，同时旅游演艺活动存在“同质化”现象，忽视曲境与

园境的统一，退思园应做到展示与保护退思园文化特色并行。

（4）旅游发展增加了退思园本身和环境中的破坏隐患，应重视

古镇人流量的管控及园林周边商业化、周边建筑更新改造对

园林遗产的影响。

5  旅游发展视角下退思园预防性保护策略

《世界遗产与可持续旅游政策导则》中提到 [13]，旅游与世

界遗产的关系是双向的，如果管理得当，这种影响有助于实

保护机制，因地制宜保护园林文化遗产。

5.2 三维数字化测绘增强遗产监测科学性

运用三维数字化测绘和信息技术进行数据采集、处理和

信息管理，可完善退思园遗产保护数据库的建立。对点云模

表1  退思园三种空间功能置换类型

序号 遗产要素名称 原始功能 现功能 变化情况描述 转换类别 性质

1 畹芗楼北部一层 园主与家眷起居室 场景体验打卡空间 摆设琴棋书画物件各一，供游客体验古代四艺

文化展示 长期置换
2 畹芗楼南部一层 园主与家眷起居室 展览陈列室

展览历史照片、书籍，以展示退思园历史背景、

文化魅力等为目的

3 退思草堂东侧 闲置 便利店 将闲置空间转换为商业空间

商业开发 长期置换
4 辛台一层 读书室 茶室 读书品茗赏景，二层闲置，不对外开放

5 桂花厅 读书室 展览室及画室 本地画家展销作品

6 揽胜阁 赏景 产品售卖 展示售卖退思园相关的文创产品

7 外宅茶厅 迎宾接待 夜间的演出空间 评弹表演

旅游演艺 临时演出

8 外宅荫余堂
正厅，招待贵客，操

办婚丧
展示 “古典吉他协奏”或“大提琴独奏”表演

9 内宅走马楼二层 园主与家眷起居室 展示 舞蹈表演

10 中庭院落 宾客居住院落 疏散空间 书法互动表演

11 中庭旱船 喻意迎宾的建筑 关闭 魔术表演

12 岁寒居
园主以文会友、陶

冶性情之地
展示 古琴演奏

13 退思草堂 赏景 赏景 实景昆曲表演、苏州交响乐团特别演出

14 眠云亭及假山 赏景，喻意夏景 赏景 实景昆曲表演

现遗产多方面的价值。所以世界遗产和旅游利益相关者需共

同承担责任，将世界遗产作为一种资源加以维持，保护具有

杰出普遍价值的共同文化和自然遗产，并通过适当的旅游管

理实现可持续发展 [1]。为平衡园林遗产保护和古镇旅游价值

开发之间的关系，退思园应构建以保护和利用为目的的可持

续性文化遗产旅游模式，使文化遗产在保护下发挥更大的文

化功能和社会价值。因此，针对退思园文化遗产的预防性保

护提出以下对策。

5.1 规范退思园预防性保护机制

旅游和文化利益相关者之间应建立更具包容性的伙伴关

系，退思园文物保护系统和旅游系统要协同作战，把传承、

利用包含在保护工作之内。旅游开发公司作为同里古镇日常旅

游管理的执行者，应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遗产保护的工作。

如能由政府主导，同里保护委员会联动旅游开发公司健全保护

管理机构，对旅游公司内的退思园相关管理部门进行遗产保

护工作的培训，则能更高效地实时监管园林遗产保护和利用情

况。

另外，园林遗产保护力度不应以园林面积大小为标准，应

结合退思园的地理位置和特殊性完善“一园一规”的预防性

8

9

7

7. 2020年端午节苏州市A级旅游景区承载量柱状图

8. 2018年度退思园客流量统计（上）和苏州园林客流量饼状图（下）

9. 园林民宿一角（曹绪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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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客流量对退思园的影响

根据苏州本地宝网站数据 [11]绘制2020年苏州市A级旅游景

区的承载量，同里景区的最大日承载量和瞬时承载量位于前列

（图7）。根据苏州古典园林2018年度监测报告 [4]绘制2018年退

思园客流量，可直观反映旅游地的热门程度（图8）。对于小型

园林退思园来说，“过度旅游”会使遗产本身遭受最直接的破

坏，尤其是每逢节假日，短时间内“客流扎堆”严重威胁着园

林遗产的安全。虽然景区用淡季低价门票和旅游高峰期限制

人数来改善状况，但关于遗产地如何确定游客量及如何建立

指标的指导却依旧很少 [12]。在游客人数逐年递增的趋势下，园

林遗产保护投入力度与人数是否成正比是一个关键问题，应

根据客流量规律调控园林遗产监测力度，对各要素采取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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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佛罗伦萨宪章》第14条中写道，历史园林必须保存在适

当的环境之中，任何危及生态平衡的自然环境变化必须加以禁

止。从退思园自身特征的重要性来说，其遗产保护范围需扩大

至其历史环境 [12]。预防性保护则需从旅游开发的视角分析预判

园林周边环境的更新改造对其影响，保护预警对象则需从园

林单体转向其生存环境。同里镇总体规划中明确规定，退思园

周围建筑限高3.3 m，随着同里旅游开发，退思园历史环境势必

发生改变。园林北部为丽则女学修缮后开发的酒店（图9），具

备优越的观景位置。但对园内的游客来说，酒店现代风格的

落地窗无疑是视线上的干扰，尽管园内枝繁叶茂的古树可在某

些角度起到遮蔽作用，但冬季天然屏障褪去，酒店建筑便一览

无余，当游园的乐趣被现代化的建筑打断，古典园林的韵味便

消失殆尽。在退思园中，处处表达园主归园田居的隐逸心境，

退而思过意味着免于俗世打扰。了解园林意境的含蕴，才能在

遗产保护中更好的对其历史环境做进一步的规划控制。

4 退思园遗产保护问题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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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防安全设施落后，遗产监测需因地制宜。退思园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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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腐朽等问题。（3）园林文化原真性的保护有待加强。目前

退思园的空间功能置换分为文化展示、商业开发和旅游演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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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旅游发展视角下退思园预防性保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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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包含在保护工作之内。旅游开发公司作为同里古镇日常旅

游管理的执行者，应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遗产保护的工作。

如能由政府主导，同里保护委员会联动旅游开发公司健全保护

管理机构，对旅游公司内的退思园相关管理部门进行遗产保

护工作的培训，则能更高效地实时监管园林遗产保护和利用情

况。

另外，园林遗产保护力度不应以园林面积大小为标准，应

结合退思园的地理位置和特殊性完善“一园一规”的预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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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20年端午节苏州市A级旅游景区承载量柱状图

8. 2018年度退思园客流量统计（上）和苏州园林客流量饼状图（下）

9. 园林民宿一角（曹绪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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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进行剖切等操作，有利于园林要素信息的进一步解析研究。

如用测绘仪器定期对退思园进行扫描，模型数据能更精准地

测量出建筑、构筑物等各部分尺寸（图10）；对于预防建筑沉

降、载客量过载导致的古木倾倒、山石塌陷、裂缝等形变及时

捕捉（图11），弥补人工监测难以察觉的不足，便于预先开展

遗产保护工作。

5.3  遗产活化需考虑曲境园境的和谐统一

在古典园林的传统演艺功能活化和传承方面，应预先收

集详尽的园林文化资料，发挥贴水园林的优势，因地制宜地

选择园林中能够满足表演活动需求的安全友好的演艺空间，

并且根据园林文化意境策划具有退思园特色的演艺活动，或

探究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才艺表演，巧妙得宜地安排不同主题、

类型和时序的演艺节目。空间功能置换的内容和位置也应在

保护园林文化意境的前提下仔细考量，让保护和利用并驾齐

驱，同时重视游客参观园林的情感体验，如将“琴棋书画”

文化体验室设置在游客游览园林之后。游客在体会了园主的

独具匠心后，再体验具象的“四艺”文化，更令人印象深刻，

从而增强体验室的趣味性。

5.4 按需分层规划退思园游览模式

根据游客需求分成规划不同深度的游览模式及时间段，调

控游人数量以达保护。如将退思园内的游览项目分为不同深度

不同目的的多种模式，以满足不同文化背景和旅游目的的游客

的需求。在退思园需重点保护的区域外，采取浅层开发模式，

满足以感受、休闲为目的的旅游者的需求，使其通过园林演艺

活动和互动体验直观感受园林文化氛围；针对求知型旅游者，

可在全园范围，采取深度游开发模式，重点保护区域以限流的

方式开放，通过详细的讲解品味退思园文化（图12、13）。在同

里门票只可单次出入退思园的制度下，分层规划适当的游览形

式和内容，供游客自由选择导向性明确的游览时段，通过不同

的旅游模式控制高峰时段的游客数量，降低载客量过高带来

的破坏风险。

6 结语

园林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的关系始终是不容忽视的议题。

平衡两者，需要实现以保护遗产为基本条件的可持续的文化旅

游。从旅游发展的视角总结退思园目前的保护现状及问题，提

出针对性的预防性保护策略，是遗产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

过渡的重要一步 [14]，为今后预防性保护的实施做理论准备。未

来的园林遗产预防性保护工作仍需在具体实施方法、工具等方

面展开讨论和探究，以促进世界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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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针对性的预防性保护策略，是遗产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

过渡的重要一步 [14]，为今后预防性保护的实施做理论准备。未

来的园林遗产预防性保护工作仍需在具体实施方法、工具等方

面展开讨论和探究，以促进世界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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