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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以狮子林主假山为研究对象，梳理了假山的自身特点与保护历程；从空间特征、环境特

征、安全设施3方面进行现场调研和分析，认为儿童在游山过程中安全存在一定隐患；进而

提出以假山中儿童安全保护为切入点，通过建立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和完善安全设施管理制

度，进行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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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takes the Lion Forest Gard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mb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tection process of 

the rockery; this article conducts on-sit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from the spatial features,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safety faciliti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children are in the process of visiting the mountains. There are certain 

hidden dangers in safety, so this article takes the safety protection of children in the rockery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builds the idea of preventive heritage protection by establishing a safe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safety facility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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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狮子林假山概况与保护过程

1.1 假山概述

狮子林假山是国内现存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形制最复杂的假山群，被

誉为“假山王国”[1]。早期狮子林以土山石峰为主，历经明清两代添建，到清代

中叶以后，形式上已成为一座石山，山上有曲折回环的道路 [2]。1918年，贝润

生买下狮子林后，重加修葺，增添了黄石假山“小赤壁”和西部假山[1]，形成

现在的格局。

1.2 假山保护历程

狮子林假山的保护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00年前。假山主要依靠经验丰富的叠山工匠，顺应特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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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需要，进行“大扫除”式的修复，具有代表性的是1953年

与1985年的两次修复工程，主持者是苏州传统叠山世家韩家与

凌家的传人 [3-4]。他们只对重大问题，如山体倒塌、石材混杂、

勾缝不当等进行了维修与清理，对更多的小隐患则难以顾及，

属于抢救性保护。

第二阶段是2000年后。2000年11月，狮子林被纳入世界

文化遗产，随着理念的更新与技术的进步，假山保护工作朝

着科学化、常态化的方向发展；2006年，苏州园林局着手开发

《苏州古典园林监测预警系统》软件平台，狮子林作为试点单

位，最早一批使用平台进行监测工作。通过日常监测及时发现

隐患，采取预防性保护措施。如2018年，管理处根据日常监

测中发现的问题，采用三维扫描、超声波等先进手段，开展了

驳岸安全可行性分析试点研究和假山探损的工作 [5]。

总体来说，在第二阶段，狮子林假山以遗产监测为主要

形式，初步形成了预防性保护体系，但对于采集到的大量基

础数据如何运用到实际管理维护工作中，还没有摸索出成熟

的模式 [5]。在下一阶段，为了增强数据收集的针对性，应将园

林自身的特质纳入预防性保护关注的范围内，实现更高效的管

理与保护。

2儿童视角下的假山安全保护

2.1假山的“童趣”特性

“童趣”一直是狮子林的核心宣传点之一，儿童天性好动，

喜爱探险，狮子林假山就是一个大型的户外探险类游戏空间。

其“盘桓曲折，登降不遑，丘壑婉转，迷似迥文”的山路，好

似迷宫一般，在苏州园林里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充满未知与

挑战的空间，有益于开发儿童的想象力与逻辑思维能力[6]，同

时也能让他们充分接触遗产环境，培养遗产保护意识。

现场调查发现，确实有大批儿童在家长的陪护下来狮子林

假山参观游览，这一方面说明了假山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对

假山安全与管理提出了极大挑战。

2.2儿童安全保护的必要性

201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世

界遗产委员会随之将可持续发展融入遗产保护框架之中，并

强调要保障各年龄段的人群在遗产中机会平等 [7]；在世遗第三

轮定期报告中，也首次将妇女、儿童、青少年等特定群体 [8]在

选项中考虑了进去。

儿童作为弱势群体，对危险的感知能力较弱，因此在游

山过程中，容易受到各种意外伤害，同时他们游戏的行为也

可能对假山本体造成损害。在此背景下，儿童与狮子林假山可

看成一组关系紧密的“安全共同体”。《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

强调，遗产要“建设保护性设施，通过附加防护设施保障文

物古迹和人员安全”[9]。一直以来，假山的儿童安全问题作为

狮子林存在的特殊情况，在遗产保护体系中被忽视，同时因

假山的特殊性质，又无法套用一般公园绿地的儿童安全规范。

随着园林遗产保护的精细化发展，为了使儿童与成年人有平等

的条件接触狮子林假山遗产，管理者有必要在上位一般性的

保护框架之下，一园一规，立足于园林单体的特殊情况，制

定相应的假山儿童安全保护策略。

3 研究对象与方法

现存的狮子林假山由于在不同时期建成，形式各有不同。

按狮子林管理处编写的《狮子林志》，全园假山可分为5个区

域：旱假山、水假山、黄石假山“小赤壁”、西部假山、其他

（真趣亭东侧的湖石假山），其中水假山又分为小岛假山和南区

水假山（图1）。

本文选取的调查区域为水、旱假山与小赤壁，也可称为主

假山 [11]。它位于园林的中心，占地面积达1 163 m²，有9条线

路，21个洞口[1]。山上游径密度达到0.53 m/m²，远高于豫园大

1

1. 假山分区图（改绘自《苏州古典园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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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山（0.33 m/m²）和环秀山庄假山（0.24 m/m²）[12]。相比园内其他

区域的假山，其面积最大，空间复杂，因而可游性最强，在

广受儿童欢迎的同时，也最易发生安全事故。

研究人群选定为6～12岁学龄儿童，因游园儿童主要集中在

此年龄段。这一阶段儿童成长快速，更喜爱探索未知领域，相

比较学龄前儿童，家长的监护力度减小，容易发生意外伤害[13]。

研究方法为实地调研法，通过照片拍摄，采集假山的图

像信息；通过手持式三维扫描仪，对假山进行扫描测绘；再

使用点云处理软件进行配准，得到三维点云模型。本文运用

以上方式得到的数据，从空间、环境、安全设施3方面入手，

对狮子林假山的现状进行分析，总结假山中儿童安全的隐患，

为安全保护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

4 影响儿童安全的假山现状分析

4.1 假山空间特征与安全隐患

4.1.1 路线复杂

狮子林假山有“九曲珠”之称，杨琪瑶等运用空间句法，

分析狮子林假山的曲径空间，结论是主假山游径高度复杂，呈

树状与网状链接组合的结构形式，局部与整体空间之间可理解

度低 [11]。大体来说，旱假山中路线最为曲折复杂，岔道较多；

水假山中路线虽也盘旋而狭长，但岔道较少，因此简单一些。

在复杂的山道中，成年人尚且难以辨认方向，缺乏引导的

儿童更加容易迷路。有时两个地方只有一步之遥，实际相通却

要迂回很远，一些儿童因为无法找到出路，出现恐慌焦虑的反

应。可见，至少有一部分区域的游径复杂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儿

童所能接受的阈值，使他们的心理安全感难以得到保障。

4.1.2 高程丰富

对假山点云模型作南北向与东西向剖切，得到剖面图A-A

与B-B（图2），可以看到，水、旱假山以修竹阁前峡谷为界，旱

假山地势高出水假山约1.2 m。山顶平台平均高度约为3～4 m；

平台上罗置奇石，形成大小峰峦,石峰顶部最高超过7 m。

假山山形大势虽然较为平缓，但游径的微高差设计细腻，

远近高低错落有致。局部利用高差变化，使空间盘绕交错，

上下能分出2～3层游览路径，形成“上台下洞”的格局，最

大限度创造了复杂的空间体系。不同区域高差变化也有缓急之

表2  假山空间类型

空间模式 剖面形式 编号

山路（连接空间）

半围合 Ⅰ

半开敞 Ⅱ

开敞 Ⅲ

洞壑（隐藏空间） 围合 Ⅳ

平台（开敞空间）
半开敞 Ⅴ

开敞 Ⅵ

分，在平缓处，从山脚到山顶会递接数个平台，相邻平台间高

差为0.6～1.5 m不等，以台阶相连；少数急促处，如燕誉堂西

侧区域假山，则由台阶从山谷直连山顶，俯仰之间，高差可达

3～4 m。正是不同的高差变化，给了游客“登降不遑”的感受。

大量台阶形成了丰富的竖向变化，但对于儿童来说，高低

不平的台阶使山路更加陡峭难行，很容易摔倒受伤（图3）。狮

子林管理处也意识到山路安全的重要性采取了不少措施，如在

2010年的一次“修旧”中，将踩踏损坏的假山山路作为维修重

点，修复了多处安全隐患 [14]。但实际上，大部分石阶尚未到损

坏的程度，只是因长期的踩踏磨损，摩擦系数降低，相比一次

性的大修，管理者更应加强平时的监测保养，如定期检测石质

劣化程度，及时安装、更换防滑条等，才是最有效的保护途径。

4.1.3类型多样

假山本身既如同一座大型的游戏设施，又是一个完整的

游戏空间，有形态多样的路径与节点。相关研究表明，不同的

空间会引起儿童不同的视觉与心理感受 [15]，也会造成不同种类

和程度的安全隐患。

唐莉英在儿童游戏场地空间类型的研究中，将场地内部

分为开敞空间、过渡空间、隐藏空间和连接空间4种，它们相

互组合，可以形成4种模式的游戏场结构 [16]；依据这一分类方

法，狮子林假山可以看作A（开敞空间）+C（隐藏空间）+D（连

接空间）的组合，开敞空间为宽阔平台，隐藏空间为幽闭山

洞，连接空间为盘旋山路。

空间模式下又可按边缘围护程度的高低分类，以2016年

新版《公园设计规范》中护栏设计规范为参考，可认为空间

边缘的山石崖壁若高于1.05 m，就具有一定的安全围护作用[17]。

根据观察，主假山中的空间剖面可分为4类，即围合、半围合、

半开敞、开敞，围护程度依次递减（表1）。

如表2、图4所示，狮子林复杂多变的假山空间，可以归

纳为6种类型的变化组合。丰富的空间变化可以带给儿童“探

险”的趣味，也使他们熟悉环境的难度大大增加，面临的风

表1  剖面形式

剖面 围合 半围合 半开敞 开敞

图示

3

4

2

2. 狮子林主假山剖面图

3. 磨损的台阶

4. 假山的6种空间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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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山（0.33 m/m²）和环秀山庄假山（0.24 m/m²）[12]。相比园内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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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也更加难以预料。

山路可分为类型Ⅰ、类型Ⅱ和类型Ⅲ。类型Ⅰ一般位于山

谷，幽闭感强，游人仿佛置身于深山大谷之中，视线受阻，不

知出路所在，容易产生迷路的焦虑情绪；类型Ⅱ往往是邻水

空间，靠近水面的一侧山石低矮，游客从昏暗的山洞或小路转

出，视线豁然开朗；类型Ⅲ两侧完全开敞，较为少见，一般

是假山外围的道路，只点缀少许湖石如山之余脉，或是山中

跨越涧谷的石桥，两侧需用栏杆防护，仅供迅速通过。

洞壑为类型Ⅳ，主假山有21洞，深浅不一。较浅的山洞

入口洞壁使用环透法堆叠，形成大小不一的孔洞，采光较好；

较深长的山洞则光线不足，且通风排水不畅，因此环境阴暗

潮湿，游客遇到暗处的台阶或积水，容易踏空摔倒。

平台空间可分为类型Ⅴ、类型Ⅵ，大多位于较高处，边缘

除特置的峰石外，其余山石低矮，视野开阔。儿童偏爱在平台

边缘的山石附近逗留，或游戏玩耍，或倚靠休息，这些山石外

侧背靠悬崖，缺少防护，有很大的危险性。

4.2假山环境特征与安全隐患

4.2.1水岸低矮

南区水假山北侧临水，中部小岛假山四面环水，都有很长

的岸线。沿着岸线行走，几乎贴水而行。在雨季水位升高时，

底层的道路与山洞会淹水，游人踟蹰而行，似仙鹤戏水 [1]，故

名“水假山”。

因为风景优美，许多家长会让孩子靠水边摆姿势拍照，

此处水池的平均深度为1.55 m[1]，并不符合《公园设计规范》中

近岸2 m范围内常水位水深不得大于0.7 m的规定，且水边山石

低矮，无法形成有效的围护，儿童行走稍有不慎，便容易出

现溺水事故。

4.2.2 植物茂密

狮子林早期即以“林木阴翳，苍石巉立”闻名，假山上适

当种植植物有助于鼓励儿童的社交与游戏行为[18]；且可以增加

景观层次、丰富山体色彩，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效

果 [19]。但一些区域修剪不及时，植被过密，就会使视线受到

阻碍，这一方面会破坏景观风貌，如因问梅阁瀑布前的枸骨生

长，从湖心观瀑亭望去竟无瀑可观 [20]；另一方面也会使危险因

素如山石凹凸与尖角，山体边缘等被遮蔽，影响假山安全。

此外，应尽量将有毒有刺的植物，如夹竹桃、枸骨等，

隔离在儿童能够触及的区域之外。对等级较高的古树名木，

也要设置专门的警示和围栏，防止儿童无意破坏。

4.2.3 游客拥挤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文章指出狮子林游人量过载的

突出问题 [21]。假山是园林的主要景点，游人密度更是全园之

最，山路狭窄，常常会局部拥堵，个体只能被人流裹挟前行，

行动受到制约。

这些情况的出现，一方面会引起山体结构承载力不足的隐

患，另一方面儿童体格较弱，容易被推搡而受到挤压或摔伤。

对于前者，管理处已对假山进行探伤检测，作出相应的预防性

保护措施；对于后者，近年来苏州园林局加强对游客量的管理

监控，主要致力于分时方面，通过网络购票、预约等手段实

现游客错峰参观 [5]。园林空间上的分区控制尚待加强，在主假

山区域，目前仅规定在人流过多时，才实行10 min/次的临时性

限流。人流量的判断标准并不明确，平时也没有区别于园中一

般区域的特殊监控与限流措施。

4.3 假山安全设施

假山中的安全设施情况（图5）也是儿童安全保护需要考

虑的因素。

（1）护栏与围栏。假山中的护栏是用细长的铁质杆件简单

焊接而成。栏杆竖向与横向的间距都过大，不便于儿童凭靠，

且容易从下钻过；一些位置因长期使用老化，发生形变弯曲，

实际保护效果极其有限。护栏的数量也存在不足，不少有一

定危险性的平台与道路尚未安装护栏，或一侧护栏缺失，存

在极大危险。假山中的围栏可看做一类安全设施，围栏用竹

条编扎而成，高度约1.5 m，一般设置在易翻越的山石之上与树

木种植穴四周，既样式美观，又能阻止游人翻越。

围栏同样有数量不足的问题，在许多区域存在缺漏，例如

卧云室西南侧山洞中有一处石梁，因为是一条出山的捷径，很

容易诱发翻越行为，却没有作任何防护。儿童身材矮小、天

性好动，在嬉戏打闹时，更可能“不走寻常路”，引发危险。

现状问题的背后确实有纠结之处，如围栏与护栏的设置一

定程度上会影响假山的景观风貌，但如设置太少太简单，则

隐患难以消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由专家对遗产风貌

和安全的关系进行细致评估。

（2）警示标识。假山中安全警示标识标牌数量较多，它

们可由工作人员随时移动，具有方便灵活的特点，有助于提醒

游客提高安全防范的意识。如道路两旁常见放置“小心地滑”

等标识；在不可通行处，有“严禁翻越”和“请勿攀爬”的标

识警示游人此处危险。但目前来看，标识种类略显单一，建议

管理者可以针对不同空间区域，进一步丰富标语内容，并根据

儿童游客的特点，提升标语的易懂性和趣味性，如狮子林在

2019年联展发布了“萌狮 IP”，可在标语中加入“小萌狮”的形

象，以吸引儿童对安全问题的注意。

5 总结与展望

狮子林假山是一个趣味与危险并存的地方，对于心智健全、

体力充沛的成年人，这些危险或许不值一提；但当受众转为儿

童时，如缺少必要的安全保护，攀登便会成为一场冒险的游戏。

为了保护假山中儿童的安全，有必要重视以下2方面工作：

（1）分析实地情况，建立安全评价的指标体系，嵌入狮

子林假山预防性保护的框架之中，以指导未来保护的目标与

方向。笔者从狮子林主假山空间与环境特征（图6）出发，总

结了影响儿童安全的要素，采用儿童游憩空间安全评价中常

见的层次结构指标模式 [22]，将其分为维度层与指标层2个层次

（表3）。

后期管理者可以对维度与指标作进一步补充和细分，形

成完整、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问卷调查和专家打分等

形式，制定量化的评分标准；以安全评价为目的，收集监测

数据，评估假山中不同区域儿童安全风险的高低，并筛选出

安全保护的关键点。

（2）应当对现有保护设施的类型、位置、状态、历次检修

记录等信息整理汇总，及时输入数据库，并参考安全评估的

结果，对设施定期检修。在基础安全得到保障后，应丰富设

施的种类和数量，由单点孤立到网络覆盖；优化结构和材质

设计，使之兼具美观与实用的功能。

本文根据调研结果，对狮子林主假山中儿童安全问题作一

些初步的探讨，提供了一种遗产预防性保护的新思路。如何结

5

5. 假山中的安全设施

儿童视角下的狮子林假山安全问题初探     殷新茗  张晓东  张青萍

表3  假山中儿童安全评价的层次结构指标

维度 指标 选取依据

空间特征

路线复杂度 复杂度过高会增加迷路的风险

高差变化值 竖向变化的区域容易发生意外伤害

空间种类 不同空间存在大小不同的安全隐患；它们的组合也会使假山更加复杂

环境特征

水岸线长度 水池边有溺水的危险

植物郁闭度 过密的植被会使安全隐患不可见

游客密度 拥挤会降低游览舒适度，甚至被挤倒而摔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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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也更加难以预料。

山路可分为类型Ⅰ、类型Ⅱ和类型Ⅲ。类型Ⅰ一般位于山

谷，幽闭感强，游人仿佛置身于深山大谷之中，视线受阻，不

知出路所在，容易产生迷路的焦虑情绪；类型Ⅱ往往是邻水

空间，靠近水面的一侧山石低矮，游客从昏暗的山洞或小路转

出，视线豁然开朗；类型Ⅲ两侧完全开敞，较为少见，一般

是假山外围的道路，只点缀少许湖石如山之余脉，或是山中

跨越涧谷的石桥，两侧需用栏杆防护，仅供迅速通过。

洞壑为类型Ⅳ，主假山有21洞，深浅不一。较浅的山洞

入口洞壁使用环透法堆叠，形成大小不一的孔洞，采光较好；

较深长的山洞则光线不足，且通风排水不畅，因此环境阴暗

潮湿，游客遇到暗处的台阶或积水，容易踏空摔倒。

平台空间可分为类型Ⅴ、类型Ⅵ，大多位于较高处，边缘

除特置的峰石外，其余山石低矮，视野开阔。儿童偏爱在平台

边缘的山石附近逗留，或游戏玩耍，或倚靠休息，这些山石外

侧背靠悬崖，缺少防护，有很大的危险性。

4.2假山环境特征与安全隐患

4.2.1水岸低矮

南区水假山北侧临水，中部小岛假山四面环水，都有很长

的岸线。沿着岸线行走，几乎贴水而行。在雨季水位升高时，

底层的道路与山洞会淹水，游人踟蹰而行，似仙鹤戏水 [1]，故

名“水假山”。

因为风景优美，许多家长会让孩子靠水边摆姿势拍照，

此处水池的平均深度为1.55 m[1]，并不符合《公园设计规范》中

近岸2 m范围内常水位水深不得大于0.7 m的规定，且水边山石

低矮，无法形成有效的围护，儿童行走稍有不慎，便容易出

现溺水事故。

4.2.2 植物茂密

狮子林早期即以“林木阴翳，苍石巉立”闻名，假山上适

当种植植物有助于鼓励儿童的社交与游戏行为[18]；且可以增加

景观层次、丰富山体色彩，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效

果 [19]。但一些区域修剪不及时，植被过密，就会使视线受到

阻碍，这一方面会破坏景观风貌，如因问梅阁瀑布前的枸骨生

长，从湖心观瀑亭望去竟无瀑可观 [20]；另一方面也会使危险因

素如山石凹凸与尖角，山体边缘等被遮蔽，影响假山安全。

此外，应尽量将有毒有刺的植物，如夹竹桃、枸骨等，

隔离在儿童能够触及的区域之外。对等级较高的古树名木，

也要设置专门的警示和围栏，防止儿童无意破坏。

4.2.3 游客拥挤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文章指出狮子林游人量过载的

突出问题 [21]。假山是园林的主要景点，游人密度更是全园之

最，山路狭窄，常常会局部拥堵，个体只能被人流裹挟前行，

行动受到制约。

这些情况的出现，一方面会引起山体结构承载力不足的隐

患，另一方面儿童体格较弱，容易被推搡而受到挤压或摔伤。

对于前者，管理处已对假山进行探伤检测，作出相应的预防性

保护措施；对于后者，近年来苏州园林局加强对游客量的管理

监控，主要致力于分时方面，通过网络购票、预约等手段实

现游客错峰参观 [5]。园林空间上的分区控制尚待加强，在主假

山区域，目前仅规定在人流过多时，才实行10 min/次的临时性

限流。人流量的判断标准并不明确，平时也没有区别于园中一

般区域的特殊监控与限流措施。

4.3 假山安全设施

假山中的安全设施情况（图5）也是儿童安全保护需要考

虑的因素。

（1）护栏与围栏。假山中的护栏是用细长的铁质杆件简单

焊接而成。栏杆竖向与横向的间距都过大，不便于儿童凭靠，

且容易从下钻过；一些位置因长期使用老化，发生形变弯曲，

实际保护效果极其有限。护栏的数量也存在不足，不少有一

定危险性的平台与道路尚未安装护栏，或一侧护栏缺失，存

在极大危险。假山中的围栏可看做一类安全设施，围栏用竹

条编扎而成，高度约1.5 m，一般设置在易翻越的山石之上与树

木种植穴四周，既样式美观，又能阻止游人翻越。

围栏同样有数量不足的问题，在许多区域存在缺漏，例如

卧云室西南侧山洞中有一处石梁，因为是一条出山的捷径，很

容易诱发翻越行为，却没有作任何防护。儿童身材矮小、天

性好动，在嬉戏打闹时，更可能“不走寻常路”，引发危险。

现状问题的背后确实有纠结之处，如围栏与护栏的设置一

定程度上会影响假山的景观风貌，但如设置太少太简单，则

隐患难以消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由专家对遗产风貌

和安全的关系进行细致评估。

（2）警示标识。假山中安全警示标识标牌数量较多，它

们可由工作人员随时移动，具有方便灵活的特点，有助于提醒

游客提高安全防范的意识。如道路两旁常见放置“小心地滑”

等标识；在不可通行处，有“严禁翻越”和“请勿攀爬”的标

识警示游人此处危险。但目前来看，标识种类略显单一，建议

管理者可以针对不同空间区域，进一步丰富标语内容，并根据

儿童游客的特点，提升标语的易懂性和趣味性，如狮子林在

2019年联展发布了“萌狮 IP”，可在标语中加入“小萌狮”的形

象，以吸引儿童对安全问题的注意。

5 总结与展望

狮子林假山是一个趣味与危险并存的地方，对于心智健全、

体力充沛的成年人，这些危险或许不值一提；但当受众转为儿

童时，如缺少必要的安全保护，攀登便会成为一场冒险的游戏。

为了保护假山中儿童的安全，有必要重视以下2方面工作：

（1）分析实地情况，建立安全评价的指标体系，嵌入狮

子林假山预防性保护的框架之中，以指导未来保护的目标与

方向。笔者从狮子林主假山空间与环境特征（图6）出发，总

结了影响儿童安全的要素，采用儿童游憩空间安全评价中常

见的层次结构指标模式 [22]，将其分为维度层与指标层2个层次

（表3）。

后期管理者可以对维度与指标作进一步补充和细分，形

成完整、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问卷调查和专家打分等

形式，制定量化的评分标准；以安全评价为目的，收集监测

数据，评估假山中不同区域儿童安全风险的高低，并筛选出

安全保护的关键点。

（2）应当对现有保护设施的类型、位置、状态、历次检修

记录等信息整理汇总，及时输入数据库，并参考安全评估的

结果，对设施定期检修。在基础安全得到保障后，应丰富设

施的种类和数量，由单点孤立到网络覆盖；优化结构和材质

设计，使之兼具美观与实用的功能。

本文根据调研结果，对狮子林主假山中儿童安全问题作一

些初步的探讨，提供了一种遗产预防性保护的新思路。如何结

5

5. 假山中的安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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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假山中儿童安全评价的层次结构指标

维度 指标 选取依据

空间特征

路线复杂度 复杂度过高会增加迷路的风险

高差变化值 竖向变化的区域容易发生意外伤害

空间种类 不同空间存在大小不同的安全隐患；它们的组合也会使假山更加复杂

环境特征

水岸线长度 水池边有溺水的危险

植物郁闭度 过密的植被会使安全隐患不可见

游客密度 拥挤会降低游览舒适度，甚至被挤倒而摔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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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中国古典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植物景观占有园林较大的空间比重，其造景方式与景观

风貌均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较大变化。拙政园以花木取胜，时间跨度较长，由于园林多次

兴废，植物景观前后差异显著，故有较大研究价值。本研究通过文献考察与图像资料的分

析比对，推断拙政园各个时期植物景观相关信息并归纳其特征，厘清其发展脉络，通过比

较研究分析植物景观前后变化并透析变化背后的影响因素，为探析明清时期苏州士人园林植

物景观发展研究提供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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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s, plant landscape accounts for a signi� cant proportion of 

the garden space. As time goes by, ways to create planting landscape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have dramatically 

changed. The Humble Administrator’s Garden wins by � owers and trees, with a longtime span. Due to the frequent 

rise and fall of the garden, the plant landscape has signi� cant differences before and after, so it has great research 

value.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literature and images information, this research deduces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on the plant landscape in each period of Humble Administrator’s Garden, induces its 

characteristics, clari� es its development context, analyzes the changes of plant landscape before and after and 

dialyzes the in� uencing factors of the changes. This article provides research evid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plant landscape in Suzhou Scholars’ garde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Humble Administrator’s Garden; planting landscape; development of landscape; Jiangnan 

garden

拙政园始建于明正德年间，屡次兴废，植物景观频频发生改变。其植物

景观的前后巨大差异折射出园主造园思想的转变与背后的社会变迁。拙政园植

物景观的相关研究较多，主要从文化、结构、生态等方面出发，如徐德嘉在

《古典园林植物景观》中对拙政园植物景观的文化内涵与配置意匠的阐述 [1]；李

雄对拙政园植物景观多元结构的分析 [2]；姜丽丽等从生态学视角对拙政园植物

景观群落的研究 [3]，等等。但其研究大多局限于拙政园当代植物景观，对明清

苏州拙政园植物造景历史演变研究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Plant Landscape of Humble Administrator’s 
Garden in Su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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