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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花灌类植物进行乡村绿化；作为彩叶树种点缀山村，进行乡

村林相改造；作为速生树种片植，进行原料林造林绿化等推

广，既能培育珍贵原料林产业，助推经济提升，又能在村镇美

化、道路绿化、乡村景观和环境改造中丰富乡村色彩，提升美

丽乡村的生态环境质量，维护生态系统稳定，优化乡村人居环

境。研究表明，色彩的丰富度和吸引度能提升游览体验，与众

不同的色彩更促进环境协调 [17]，为此，还可以依托多彩乡村的

建设和乡村环境的提升来发展乡村旅游业，助推乡村“三产”

发展。

4.4 定向培育国家战略资源贮备林

森林资源作为世界三大主要自然资源之一，是维系地球

陆地生态平衡的可再生性资源，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丰富

的木材等林产品资源 [18]。在人工培育的适生环境条件下，红

果榆的活立木生长速度可观，干型高大，纹理通直，木材致

密，可在主要自然分布省份将其纳入国家战略资源贮备林树

种，按适地适树的原则，选择低丘山陵、平原地带开展片植

造林，按珍贵树种和优良用材林树种的标准进行定向培育。

同时，在材质、生长量、大径材等方面对红果榆进行良种选

育和分类推广应用，加快国家战略资源贮备林的培育进程、

提高资源品质和效益。

4.5 建立种质资源库，予以保护和繁育

在自然分布红果榆的江西、江苏、浙江、安徽和重庆五省

市区域资源调查中，结果表明其分布窄、总量少。资料搜集显

示，在江西省近年开展的两次林木种质资源调查中均未发现红

果榆；其在南京市的分布也是呈单株或少株零星状分布，是

南京地区资源贫乏的植物种类，为珍稀濒危植物 [19]。因此，应

将野生红果榆列入国家和自然分布省的保护名录，在林木种质

资源调查中摸清红果榆分布种类及种群的个体数量，建立专

项分布档案和永久性种质资源收集库，保护野生红果榆野生资

源，优选繁育良种资源，为中国独有植物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

提供支撑。

5 展望

红果榆具有优良的应用表现和多种应用形式，是中国独

有树种资源中为数不多的待开发利用的园林植物资源。红果

榆多重珍贵树种的特性赋予了其在城乡园林绿化中更为广阔

的应用前景。同时，红果榆资源稀缺，使得其研究、开发、

应用进程举步维艰，在落实推广应用举措上急需科研、繁育、

施工、设计、管理等多部门联合关注、联手合作、协同推进。

在种质资源挖掘和收集、良种选育、资金投入、应用评价和

创新等方面深入攻关，定能逐步挖掘和展现这一独有珍贵树

种在园林景观、种质资源、速生性、人文性、长寿性等方面

的潜能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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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古典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杰出代表，其沿文人

园轨辙，以淡雅相尚，布局自由，建筑朴素，结构不具定式，

亭榭廊槛，宛转其间，一反宫殿庙堂住宅之拘泥对称，以清

新脱俗著称 [6]。本文以扬州小盘谷园林为例，采用空间量化的

手法，利用实地考察所测得数据和现场照片，结合西方现代

视觉分析理论和中国古代空间设计理论，科学分析江南古典

园林空间中所蕴含的尺度关系及其感受。期望在现代园林设

计过程中，能将传统园林理论与一些造园章法规律进行传承，

同时为使用现代手法诠释古典园林空间进行的尝试提供参考。

1 小盘谷园林空间布局

1.1 小盘谷概况

小盘谷始建于清乾隆嘉庆年间，后成为两江总督周馥家

园，因韩愈名篇《送李愿归盘谷序》而得名 [7]。其位于扬州

市丁家湾大树巷内，占地约5 704 m2，东南紧靠何园、南接

平园、西北临四岸公所、北接贾氏庭院，是江南古典园林

的代表之一。小盘谷内部空间体量较小，景观布局精致，园

中古典建筑、自然山水和观赏植物的设计充分体现古典园林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要求，满足游人“移步换景”

的观园效果。

1.2 园林空间布局与要素分析

小盘谷坐南朝北，中部火巷将其整体划分为住宅和花园两

个区域，因其体量较小，园林空间中的景观元素大都体现“因

地制宜”的原则。住宅区域又可分为西部院落区和中部厅堂

区，两者以左侧火巷相隔。西部院落区主要由问松院、观鱼

院、听泉院与宅前绿地呈轴线排列构成，中部厅堂区共有三

进，按游览顺序由南向北分别为对厅、正堂和孝友堂。花园区

由复廊、画墙相隔成东西两园（图1），东花园主要载植各类园

林花木，形成绿叶扶疏的自然植物空间，西花园为人工精心构

造的琼楼阆苑，形成了山环水抱的格局，东西花园一幽一旷，

一文一朴，互为映衬，相得益彰。

2 小盘谷园林景观要素量化分析

引入“尺度”的概念，将整个园林的建筑、山水和植物进

行量化研究，可以更直观地把握各类要素，再现空间效果。

2.1 建筑要素分析

2.1.1 建筑类型及分布

中国古典园林营造中，建筑要素一直处于特殊位置，既能

作为观景空间，又能作为观景对象 [8]。扬州古典园林中的建筑

1. 小盘谷总体平面及分区图1

LANDSCAPE SPACE  园林空间

小盘谷总体分区图小盘谷总体平面图

常以堂、馆、舍为主，在小盘谷中，园林建筑的类型多样，主

要有厅、堂、楼、亭、榭、廊六种形式。小盘谷总建筑面积为

3 273 m2，占全园总面积的57.38％，大部分建筑分布于西侧住

宅区，主要为生活起居所用。总体建筑通过两条火巷隔开，中

部与西部建筑呈南北轴线排开（图2-A）。东部园区空间小而精

致，多以小体量建筑布置，并以曲尺花厅压边，使整个空间

不显突兀，达到动态平衡，整个园林空间内的建筑分布体现了

“先集后散”的原则。

厅主要是满足园主人的生活起居、会客观景之用，曲尺

花厅的西侧与火巷相连，平面呈“L”形，是典型的因地制宜

的做法，游人由东园进入西园的过渡段并不觉得突兀，布局

合理灵活。堂主要用于会客理事，大门入口进去便是正堂，

再往深处延伸至孝友堂。玉山楼坐落在花园景观区域的东北

部，分为两层，主要用于观景休憩。园内制高点设一六角亭，

连接画廊，可观景纳凉，俯瞰群景。画廊可以组织引导游人

行进歇息，同时有机地将花园分成东西两个部分。水榭临水

体而设，可眼观假山曲水，耳听风雨鸟鸣。西部居住区域按

南北轴线依次分布听泉院、观鱼院、问松院和客房用于园主

人的居住需求。

2.1.2 尺度分析

中国古典园林中建筑一般以低于3层的扁平式为主，扁平

2. 小盘谷各景观要素
分布分析图 2

A 建筑要素分布  B 植物要素分布

 C 山体要素分布 D 水体要素分布 E 道路及铺装分布

A1 曲尺花厅

A2 水榭

A3 玉山楼

A4 六角亭

A5 桐韵山房

A6 丛翠馆

A7 对厅

A8 正堂

A9 孝友堂

A10 听泉院

A11 观鱼院

A12 问松院

A13 客房

M1 “九狮图山”大山体

M2 “群仙祝寿”假山

M3 “九狮图山”小山体

W1 不规则大水域

W2 不规则小水域

W3 规则水池

扬州小盘谷园林造景要素的量化分析研究    吴  涛  陶  欣  王晓春



58 59

江南古典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杰出代表，其沿文人

园轨辙，以淡雅相尚，布局自由，建筑朴素，结构不具定式，

亭榭廊槛，宛转其间，一反宫殿庙堂住宅之拘泥对称，以清

新脱俗著称 [6]。本文以扬州小盘谷园林为例，采用空间量化的

手法，利用实地考察所测得数据和现场照片，结合西方现代

视觉分析理论和中国古代空间设计理论，科学分析江南古典

园林空间中所蕴含的尺度关系及其感受。期望在现代园林设

计过程中，能将传统园林理论与一些造园章法规律进行传承，

同时为使用现代手法诠释古典园林空间进行的尝试提供参考。

1 小盘谷园林空间布局

1.1 小盘谷概况

小盘谷始建于清乾隆嘉庆年间，后成为两江总督周馥家

园，因韩愈名篇《送李愿归盘谷序》而得名 [7]。其位于扬州

市丁家湾大树巷内，占地约5 704 m2，东南紧靠何园、南接

平园、西北临四岸公所、北接贾氏庭院，是江南古典园林

的代表之一。小盘谷内部空间体量较小，景观布局精致，园

中古典建筑、自然山水和观赏植物的设计充分体现古典园林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要求，满足游人“移步换景”

的观园效果。

1.2 园林空间布局与要素分析

小盘谷坐南朝北，中部火巷将其整体划分为住宅和花园两

个区域，因其体量较小，园林空间中的景观元素大都体现“因

地制宜”的原则。住宅区域又可分为西部院落区和中部厅堂

区，两者以左侧火巷相隔。西部院落区主要由问松院、观鱼

院、听泉院与宅前绿地呈轴线排列构成，中部厅堂区共有三

进，按游览顺序由南向北分别为对厅、正堂和孝友堂。花园区

由复廊、画墙相隔成东西两园（图1），东花园主要载植各类园

林花木，形成绿叶扶疏的自然植物空间，西花园为人工精心构

造的琼楼阆苑，形成了山环水抱的格局，东西花园一幽一旷，

一文一朴，互为映衬，相得益彰。

2 小盘谷园林景观要素量化分析

引入“尺度”的概念，将整个园林的建筑、山水和植物进

行量化研究，可以更直观地把握各类要素，再现空间效果。

2.1 建筑要素分析

2.1.1 建筑类型及分布

中国古典园林营造中，建筑要素一直处于特殊位置，既能

作为观景空间，又能作为观景对象 [8]。扬州古典园林中的建筑

1. 小盘谷总体平面及分区图1

LANDSCAPE SPACE  园林空间

小盘谷总体分区图小盘谷总体平面图

常以堂、馆、舍为主，在小盘谷中，园林建筑的类型多样，主

要有厅、堂、楼、亭、榭、廊六种形式。小盘谷总建筑面积为

3 273 m2，占全园总面积的57.38％，大部分建筑分布于西侧住

宅区，主要为生活起居所用。总体建筑通过两条火巷隔开，中

部与西部建筑呈南北轴线排开（图2-A）。东部园区空间小而精

致，多以小体量建筑布置，并以曲尺花厅压边，使整个空间

不显突兀，达到动态平衡，整个园林空间内的建筑分布体现了

“先集后散”的原则。

厅主要是满足园主人的生活起居、会客观景之用，曲尺

花厅的西侧与火巷相连，平面呈“L”形，是典型的因地制宜

的做法，游人由东园进入西园的过渡段并不觉得突兀，布局

合理灵活。堂主要用于会客理事，大门入口进去便是正堂，

再往深处延伸至孝友堂。玉山楼坐落在花园景观区域的东北

部，分为两层，主要用于观景休憩。园内制高点设一六角亭，

连接画廊，可观景纳凉，俯瞰群景。画廊可以组织引导游人

行进歇息，同时有机地将花园分成东西两个部分。水榭临水

体而设，可眼观假山曲水，耳听风雨鸟鸣。西部居住区域按

南北轴线依次分布听泉院、观鱼院、问松院和客房用于园主

人的居住需求。

2.1.2 尺度分析

中国古典园林中建筑一般以低于3层的扁平式为主，扁平

2. 小盘谷各景观要素
分布分析图 2

A 建筑要素分布  B 植物要素分布

 C 山体要素分布 D 水体要素分布 E 道路及铺装分布

A1 曲尺花厅

A2 水榭

A3 玉山楼

A4 六角亭

A5 桐韵山房

A6 丛翠馆

A7 对厅

A8 正堂

A9 孝友堂

A10 听泉院

A11 观鱼院

A12 问松院

A13 客房

M1 “九狮图山”大山体

M2 “群仙祝寿”假山

M3 “九狮图山”小山体

W1 不规则大水域

W2 不规则小水域

W3 规则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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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可以给人以亲切的体验 [9]。通过现场测绘对园内建筑

的开间、进深、檐高、占地面积和建筑D/H比进行数据量化

统计（表1）。小盘谷内多以扁平式建筑居多，所有建筑均低

于6.5 m，最大开间达18.8 m，建筑整体特征偏低矮。在趋于

平坦的建筑地形内加以布置观赏植物、假山曲水，形成良好

的观景点，如曲尺花厅和水榭都临水而立，其中曲尺花厅开

间10.99 m，进深8.22 m，而水榭面阔3.81 m，进深3.41 m，两

者相邻，比例尺度相差很大，形成了一前一后、一大一小、

一高一低的视觉效果，主次分明。同时，曲尺花厅周围搭配

以高大植物围合，场地相对封闭，而水榭周边只围有低矮灌

木，四面视角开阔，两者对比，一动一静，一开一闭，空间

感强烈。

小盘谷中建筑尺寸大小不一，尺度大的多为厅和堂，如

观鱼院、问松院和正堂的占地面积分别为131.6 m2、131.6 m2和

104.31 m2；建筑尺度小的为亭榭，如六角亭面积12 m2，水榭

12.99 m2。各建筑功能不同，尺寸各异，山顶设亭，水旁置榭，

因地制宜。曲尺花厅是东部花园区中占地面积最大的建筑，若

采用方形衔接水面显得过于僵硬，遂截去一块，使建筑空间

呈曲尺状，凹进去的一面与山体呼应，互为借景。山顶的六角

亭为全园的制高点，但其体量小巧，檐高为2.48 m，与高度较

低的山体相协调，也与隔空相望的玉山楼遥相呼应。此外，在

建筑高度方面遵循一定的规律，所有一层建筑的檐高相差无

几，都在4 m左右，二层建筑均为6.48 m；建筑的各尺度指标

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如听泉院、观鱼院与问松院三者开间

均为18.8 m，呈现1∶1∶1的比例。

2.1.3 建筑空间内部节奏分析

园林建筑空间内部节奏给游人以不同的观赏感受 [10]。D/H

值是反映在建筑空间中人们的视觉感受和视域范围的重要指

标 [11-12]。小盘谷建筑D/H值在0.8～2.2之间，其中最小值为0.85，

最大值为2.16，垂直视角在25°～50°之间。当建筑D/H值小于1

时，建筑空间形成的压迫感较为强烈 [13]，给人以向前或离开的

心理暗示。小盘谷对厅与正堂南北檐高不同，呈现南高北地的

形式，游人从南门进入看到对厅的南檐，其建筑D/H值为0.85，

狭小空间引导人们继续向前行进；北檐D/H值为1.1，在走出厅

堂后，又见开阔空间，体现了视觉的引导性。当建筑D/H值接

近1时，整个空间的封闭性与开敞感较为适中，即使建筑内部

空间狭小，但整体给人以均衡的视觉感觉。小盘谷中临水而

建的水榭D/H值为0.98，虽然其体量较小，但设置若干座位供

游人以休憩观赏，通过四周玻璃隔扇可观赏建筑前开阔的水

域和假山楼阁，打破了空间的限制，使原本狭小的建筑空间

显得舒适得当。当建筑D/H值大于1时，其值越大表明建筑内

空间越开阔，给人以舒展的感受，游人处于体量大但低矮的

建筑内，通常多驻足休憩 [13]。曲尺花厅在各类建筑中D/H值最

表1  小盘谷各建筑空间尺度表

建筑 编号 类型 开间（m） 进深D（m） 檐高H（m） 占地面积（m2） D/H值 垂直视角

玉山楼 A3 楼 14.05 5.90 6.48 82.90 1.50 47°

六角亭 A4 亭 3.20 3.20 2.48 12.00 1.29 37°

水榭 A2 榭 3.81 3.63 3.70 12.99 0.98 47°

曲尺花厅 A1 厅 10.99 8.22 3.97 90.34 2.07 25°

桐韵山房 A5 厅 4.87 3.75 3.70 18.26 1.01 45°

丛翠馆 A6 厅 10.47 6.38 3.94 66.80 1.62 31°

问松院 A12 厅 18.80 7.00 4.02 131.60 1.74 30°

观鱼院 A11 厅 18.80 7.00 3.97 131.60 1.76 30°

听泉院 A10 厅 18.80 4.36 3.97 81.97 1.10 42°

对厅 A7 厅 16.25 4.35 
5.10 (南)

70.69 
0.85 49°

3.96 (北) 1.10 42°

正堂 A8 堂 12.20 8.55 
4.75 (南)

104.31 
1.80 29°

3.96 (北) 2.16 25°

孝友堂 A9 堂/楼 12.20 5.70 6.48 69.54 0.88 48°

LANDSCAPE SPACE  园林空间

高达到了2.07，花厅前有宽敞的铺装场地，建筑后是宽敞的

水面，可供游人汇集，赏花观水，怡然自得。

受园址面积限制，园林内部建筑大多以小尺度形式呈现。

比例在1～2范围内的主要为厅、堂，空间尺度开敞，适合居

住会客，给人以舒适感；比例在0.8～1范围内的建筑，空间

较紧凑，但置入桌椅等，更添生活气息。园林内有许多空间

节奏形式，这里体现的是建筑内部的空间节奏，以展现游人

从一个建筑内部转向另一建筑的空间感受变化。对小盘谷主

要游览路线——对厅南（A7S）至丛翠馆（A6）上建筑节点的

D/H值进行内部空间节奏的变化分析，其中D/H比值越高表示

空间越开敞，曲线波动越剧烈，表示人的空间感受变化越大。

由图3可得，正堂南（A8N）和六角亭（A4）为整个游览路线

中的最大峰值，开敞度最高，在玉山楼（A3）处又有一个小

峰，最终在丛翠馆处收尾。对厅—水榭（A2）过程起伏较大，

先进入幽闭空间，忽而开朗，空间感受变化较大，但水榭以

后变化趋于平缓，空间封闭，给人以回味的空间，转而开阔，

小中见大，增加景深。

2.2 山水要素分析

《园冶》中有“池中理山，园中第一胜也”之说，山水是古

典园林景观重要的组成部分，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交融 [14]。作

为园林的骨架，山体支撑着园林的立面，而水体则拓宽了园林

的平面。

2.2.1 尺度分析

小盘谷中山体原有三处，经整改后只保留了“九狮图山”

和“群仙祝寿”两座假山，两者大小不一，呈不规则分布

（图2-C）。其中，“九狮图山”有大小两块山体，大山体南北长

约21.5 m，东西跨度6.4 m，最高峰处为7.2 m。其北侧用磴道隔

开的小山体环绕曲水和玉山楼，位于花园区的北方，其高度低

于大山体，占地面积为47.4 m。“群仙祝寿”位于西花园南部呈

东西走向，假山周围遍布植被，翠竹芭蕉，郁郁葱葱。其体

量最大，其东西跨度16.6 m，南北跨度13.2 m，总占地面积为

115.7 m2，和北部“九狮图山”形成南北呼应之势（表2）。

小盘谷中的理水共有不规则水体（W1+W2）和规则水体

表2 小盘谷山水尺度量化表

名称 代号 东西跨度 (m) 南北跨度 (m) 占地面积S (m2) 高度H (m)

九狮图山
M1 6.4 21.5 64.6 7.2

M3 14.8 10.6 47.4 3.2

群仙祝寿 M2 16.6 13.2 115.7 3.5

不规则水域
W1 16.6 15.0 133.8 0

W2 10.0 9.5 41.6 0

规则水域 W3 11.2 6.0 67.2 0

3. 建筑空间内部节奏变化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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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可以给人以亲切的体验 [9]。通过现场测绘对园内建筑

的开间、进深、檐高、占地面积和建筑D/H比进行数据量化

统计（表1）。小盘谷内多以扁平式建筑居多，所有建筑均低

于6.5 m，最大开间达18.8 m，建筑整体特征偏低矮。在趋于

平坦的建筑地形内加以布置观赏植物、假山曲水，形成良好

的观景点，如曲尺花厅和水榭都临水而立，其中曲尺花厅开

间10.99 m，进深8.22 m，而水榭面阔3.81 m，进深3.41 m，两

者相邻，比例尺度相差很大，形成了一前一后、一大一小、

一高一低的视觉效果，主次分明。同时，曲尺花厅周围搭配

以高大植物围合，场地相对封闭，而水榭周边只围有低矮灌

木，四面视角开阔，两者对比，一动一静，一开一闭，空间

感强烈。

小盘谷中建筑尺寸大小不一，尺度大的多为厅和堂，如

观鱼院、问松院和正堂的占地面积分别为131.6 m2、131.6 m2和

104.31 m2；建筑尺度小的为亭榭，如六角亭面积12 m2，水榭

12.99 m2。各建筑功能不同，尺寸各异，山顶设亭，水旁置榭，

因地制宜。曲尺花厅是东部花园区中占地面积最大的建筑，若

采用方形衔接水面显得过于僵硬，遂截去一块，使建筑空间

呈曲尺状，凹进去的一面与山体呼应，互为借景。山顶的六角

亭为全园的制高点，但其体量小巧，檐高为2.48 m，与高度较

低的山体相协调，也与隔空相望的玉山楼遥相呼应。此外，在

建筑高度方面遵循一定的规律，所有一层建筑的檐高相差无

几，都在4 m左右，二层建筑均为6.48 m；建筑的各尺度指标

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如听泉院、观鱼院与问松院三者开间

均为18.8 m，呈现1∶1∶1的比例。

2.1.3 建筑空间内部节奏分析

园林建筑空间内部节奏给游人以不同的观赏感受 [10]。D/H

值是反映在建筑空间中人们的视觉感受和视域范围的重要指

标 [11-12]。小盘谷建筑D/H值在0.8～2.2之间，其中最小值为0.85，

最大值为2.16，垂直视角在25°～50°之间。当建筑D/H值小于1

时，建筑空间形成的压迫感较为强烈 [13]，给人以向前或离开的

心理暗示。小盘谷对厅与正堂南北檐高不同，呈现南高北地的

形式，游人从南门进入看到对厅的南檐，其建筑D/H值为0.85，

狭小空间引导人们继续向前行进；北檐D/H值为1.1，在走出厅

堂后，又见开阔空间，体现了视觉的引导性。当建筑D/H值接

近1时，整个空间的封闭性与开敞感较为适中，即使建筑内部

空间狭小，但整体给人以均衡的视觉感觉。小盘谷中临水而

建的水榭D/H值为0.98，虽然其体量较小，但设置若干座位供

游人以休憩观赏，通过四周玻璃隔扇可观赏建筑前开阔的水

域和假山楼阁，打破了空间的限制，使原本狭小的建筑空间

显得舒适得当。当建筑D/H值大于1时，其值越大表明建筑内

空间越开阔，给人以舒展的感受，游人处于体量大但低矮的

建筑内，通常多驻足休憩 [13]。曲尺花厅在各类建筑中D/H值最

表1  小盘谷各建筑空间尺度表

建筑 编号 类型 开间（m） 进深D（m） 檐高H（m） 占地面积（m2） D/H值 垂直视角

玉山楼 A3 楼 14.05 5.90 6.48 82.90 1.50 47°

六角亭 A4 亭 3.20 3.20 2.48 12.00 1.29 37°

水榭 A2 榭 3.81 3.63 3.70 12.99 0.98 47°

曲尺花厅 A1 厅 10.99 8.22 3.97 90.34 2.07 25°

桐韵山房 A5 厅 4.87 3.75 3.70 18.26 1.01 45°

丛翠馆 A6 厅 10.47 6.38 3.94 66.80 1.62 31°

问松院 A12 厅 18.80 7.00 4.02 131.60 1.74 30°

观鱼院 A11 厅 18.80 7.00 3.97 131.60 1.76 30°

听泉院 A10 厅 18.80 4.36 3.97 81.97 1.10 42°

对厅 A7 厅 16.25 4.35 
5.10 (南)

70.69 
0.85 49°

3.96 (北) 1.10 42°

正堂 A8 堂 12.20 8.55 
4.75 (南)

104.31 
1.80 29°

3.96 (北) 2.16 25°

孝友堂 A9 堂/楼 12.20 5.70 6.48 69.54 0.8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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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到了2.07，花厅前有宽敞的铺装场地，建筑后是宽敞的

水面，可供游人汇集，赏花观水，怡然自得。

受园址面积限制，园林内部建筑大多以小尺度形式呈现。

比例在1～2范围内的主要为厅、堂，空间尺度开敞，适合居

住会客，给人以舒适感；比例在0.8～1范围内的建筑，空间

较紧凑，但置入桌椅等，更添生活气息。园林内有许多空间

节奏形式，这里体现的是建筑内部的空间节奏，以展现游人

从一个建筑内部转向另一建筑的空间感受变化。对小盘谷主

要游览路线——对厅南（A7S）至丛翠馆（A6）上建筑节点的

D/H值进行内部空间节奏的变化分析，其中D/H比值越高表示

空间越开敞，曲线波动越剧烈，表示人的空间感受变化越大。

由图3可得，正堂南（A8N）和六角亭（A4）为整个游览路线

中的最大峰值，开敞度最高，在玉山楼（A3）处又有一个小

峰，最终在丛翠馆处收尾。对厅—水榭（A2）过程起伏较大，

先进入幽闭空间，忽而开朗，空间感受变化较大，但水榭以

后变化趋于平缓，空间封闭，给人以回味的空间，转而开阔，

小中见大，增加景深。

2.2 山水要素分析

《园冶》中有“池中理山，园中第一胜也”之说，山水是古

典园林景观重要的组成部分，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交融 [14]。作

为园林的骨架，山体支撑着园林的立面，而水体则拓宽了园林

的平面。

2.2.1 尺度分析

小盘谷中山体原有三处，经整改后只保留了“九狮图山”

和“群仙祝寿”两座假山，两者大小不一，呈不规则分布

（图2-C）。其中，“九狮图山”有大小两块山体，大山体南北长

约21.5 m，东西跨度6.4 m，最高峰处为7.2 m。其北侧用磴道隔

开的小山体环绕曲水和玉山楼，位于花园区的北方，其高度低

于大山体，占地面积为47.4 m。“群仙祝寿”位于西花园南部呈

东西走向，假山周围遍布植被，翠竹芭蕉，郁郁葱葱。其体

量最大，其东西跨度16.6 m，南北跨度13.2 m，总占地面积为

115.7 m2，和北部“九狮图山”形成南北呼应之势（表2）。

小盘谷中的理水共有不规则水体（W1+W2）和规则水体

表2 小盘谷山水尺度量化表

名称 代号 东西跨度 (m) 南北跨度 (m) 占地面积S (m2) 高度H (m)

九狮图山
M1 6.4 21.5 64.6 7.2

M3 14.8 10.6 47.4 3.2

群仙祝寿 M2 16.6 13.2 115.7 3.5

不规则水域
W1 16.6 15.0 133.8 0

W2 10.0 9.5 41.6 0

规则水域 W3 11.2 6.0 67.2 0

3. 建筑空间内部节奏变化图

3

扬州小盘谷园林造景要素的量化分析研究    吴  涛  陶  欣  王晓春



62 63

表3  小盘谷山水比例分析表

名称 比例关系

山体高度H比 HM1∶HM3∶HM2 ≈ 2:1:1

山体东西跨度W比 WM1∶WM3∶WM2 ≈ 1:2:2

山体占地面积S比 SM1∶SM3∶SM2 ≈ 1:1:2

水体东西跨度W比 WW1∶WW2∶WW3 ≈ 2:1:1

水体占地面积S比 SW1∶SW3∶SW2 ≈ 2:1:1

（W3）两处（图2-D）。“九狮图山”下一泓不规则水体，水上架

石梁三折，将水体自然的分为大水面（W1）和小水面（W2）两

处。其中W1体量最大，面积为133.8 m2，东临假山，西设水

榭，南接铺装路面和曲水花厅，是小盘谷的核心游览区。从北

部的M3山体中设置一眼人工泉水注入池中（W2），假山巍峨，

泉水叮咚，一动一静，一高一低，给人以丰富的视听感受。W3

则位于丛翠馆前，水池呈规则矩形，东西跨度11.2 m，南北跨

度6 m，占地面积67.2 m2，与丛翠馆的体量相当（表2）。在有

限的空间中，小盘谷给人展现了多样的视觉变化。

2.2.2 山水比例量化分析

“约十亩之基，须开池者三……为垒土者四”，计成在《园

冶》中认为园林中水面三成、山体四成是比较理想的叠山理水

的比例 [14]。小盘谷花园区中，园林总面积约2 380 m2，山体面

积为227.7 m2，约占总体9.6%，水体面积为242.6 m2，约占总体

的10.2%，叠山池水的面积比例接近1∶1，与计成所述不同。

此外，山体、水体各分为大、中、小三处，经过数据量化对比

后发现，各山水尺度间均存在一定联系，形成了1∶1或1∶2

的比例规律关系（表3）。小盘谷山水布局巧妙，叠山理水的比

例因地制宜地根据园林具体空间进行调整，满足场地的实际

情况和游人的具体需求。

章法自然。同时，以植物空间来填补建筑空隙，加强了园内的

空间分割，而且塑造了庭院的围合感，更加使得空间自身能

够展现出极富化的层次感和景深。以丛翠馆为核心的种植区

以慈孝竹、水竹、南天竹和云南黄馨等四季常绿的观景植物

为主，体现“丛、翠”的特征。以桐韵山房为核心的种植区植

物种类与丛翠馆略有不同，该区以一株高大的青桐树为核心，

大量种植南天竹、芭蕉、栀子花和琼花等观赏植物，桐韵山

房和丛翠馆构成一南一北的“丛”“绿”主题。对小盘谷内的

植物种类和规格进行量化统计（表4），园内共有42种常见的

观赏植物，主要包括乔木、花灌木、攀援、地被植物以及草本

花卉。通过多种植物和其他要素的调配，打造小盘谷四季常

青，各季特征明显的植物景观特色。

3 讨论

中国古典园林是世界园林三大流派之一，研究传统园

林的目的在于探求其中的造园理念及章法，并将其付诸运

用于现代园林建设中，使园林空间更加人性化，为人们提

供适宜的活动空间 [16]。研究发现扬州小盘谷各要素的尺度

基本都符合“百尺为形”的理想形态，运用廊房、山水、

植物等将整个园林空间在水平、竖直方向上划分为多个区

域，各区域之间或渗透或阻隔，以小见大，给人以不同的

视觉感受。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由于时代变迁、园林易

主等因素，各要素尺寸、植物种类存在变动，可能导致测

量统计数据的不准确性。

文章打破了传统的定性研究方法，以量化的方式对扬州

小盘谷园林空间进行分析，希望在现代园林设计的过程中，

能将传统园林的理论与造园章法规律进行传承，与现代造园

手法相呼应，同时为用现代手法诠释古典园林空间提供一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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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植物要素分析

植物是构成古典园林公认的造园要素之一，是联系人与自

然和谐共存的纽带，同时对室外环境具有建造、工程、改造

气候及美学等多种功能 [15]。小盘谷内植物多分布在东花园区，

与园内建筑、山水等组合形成障景、框景和透景等艺术效果。

“九狮图山”周围种植高大乔木，如朴树和广玉兰，山上以攀

援植物为主，如爬山虎和蔷薇。散植的高大乔木与假山、玉

山楼等形成高低错落的景观视角，三者的关系变得紧凑有序，

表4  植物要素量化表

种类 数量 规格 (cm) 种类 数量 规格 (cm)

朴树 (Celtis sinensis) 1 胸径18 竹叶椒 (Zanthoxylum armatum) 2 冠幅200~250

青桐 (Firmiana platanifolia) 1 胸径18 栀子花 (Gardenia jasminoides) 4 冠幅60~80

龙爪槐 (Sophora japonica) 2 胸径8~10 山茶 (Camellia japonica) 3 冠幅60~80

大叶女贞 (Ligustrum compactum) 2 胸径16~20 构骨 (Ilex cornuta) 6 冠幅80~100

广玉兰 (Magnolia grandifl ora) 4 胸径16~20 云南黄馨 (Jasminum mesnyi) 32 －

白玉兰 (Magnolia denudata) 4 胸径8~10 紫叶小檗 (Berberis thunbergii) 1 －

枇杷 (Eriobotrya japonica) 1 胸径13 迎春 (Jasminum nudifl orum) 20 －

龙爪槐 (Sophora japonica) 2 胸径8~10 木香 (Rosa banksiae) 4 －

小叶黄杨 (Buxus sinica) 1 胸径9 月季 (Rosa chinensis) 5 －

罗汉松
 (Podocarpus macrophyllus) 1 胸径12 金丝桃

 (Hypericum monogynum) 2 蓬径40~50

羽毛枫 (Acer palmatum) 1 胸径8 杜鹃 (Rhododendron simsii) 2 冠幅60~80

鸡爪槭 (Acer palmatum) 7 胸径5~6 南天竹 (Nandina domestica) 6 蓬径100~120

桂花 (Osmanthus fragrans) 11 冠幅300~350 紫藤 (Wisteria sinensis) 2 －

紫薇 (Lagerstroemia indica) 12 胸径4~5 蔷薇 (Rosa multifl ora) 6 －

红枫
(Acer palmatum ‘Atropurpureum’) 17 胸径5~6 爬山虎

 (Parthenocissus tricuspidata) 3 －

蜡梅 (Chimonanthus praecox) 12 胸径5~6 八角金盘 (Fatsia japonica) － 高度40

西府海棠 (Malus micromalus) 7 胸径5~6 慈孝竹 (Bambusa multiplex) － －

红花檵木 
(Loropetalum chinense) 12 冠幅80~120 水竹 

(Phyllostachys heteroclada) － 胸径3~4

金丝桃 (Hypericum monogynum) 8 冠幅100~120 芭蕉 (Musa basjoo) 6 冠幅180~200

洒金桃叶珊瑚 
(Aucuba japonica Variegata) 4 冠幅200 鸢尾 (Iris tectorum) － 高度40

琼花 (Viburnum macrocephalum) 2 冠幅250~300 大花萱草
 (Hemerocallis hybrida) － 高度50

注：“—”表示无法准确计算的数量或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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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小盘谷山水比例分析表

名称 比例关系

山体高度H比 HM1∶HM3∶HM2 ≈ 2:1:1

山体东西跨度W比 WM1∶WM3∶WM2 ≈ 1:2:2

山体占地面积S比 SM1∶SM3∶SM2 ≈ 1:1:2

水体东西跨度W比 WW1∶WW2∶WW3 ≈ 2:1:1

水体占地面积S比 SW1∶SW3∶SW2 ≈ 2:1:1

（W3）两处（图2-D）。“九狮图山”下一泓不规则水体，水上架

石梁三折，将水体自然的分为大水面（W1）和小水面（W2）两

处。其中W1体量最大，面积为133.8 m2，东临假山，西设水

榭，南接铺装路面和曲水花厅，是小盘谷的核心游览区。从北

部的M3山体中设置一眼人工泉水注入池中（W2），假山巍峨，

泉水叮咚，一动一静，一高一低，给人以丰富的视听感受。W3

则位于丛翠馆前，水池呈规则矩形，东西跨度11.2 m，南北跨

度6 m，占地面积67.2 m2，与丛翠馆的体量相当（表2）。在有

限的空间中，小盘谷给人展现了多样的视觉变化。

2.2.2 山水比例量化分析

“约十亩之基，须开池者三……为垒土者四”，计成在《园

冶》中认为园林中水面三成、山体四成是比较理想的叠山理水

的比例 [14]。小盘谷花园区中，园林总面积约2 380 m2，山体面

积为227.7 m2，约占总体9.6%，水体面积为242.6 m2，约占总体

的10.2%，叠山池水的面积比例接近1∶1，与计成所述不同。

此外，山体、水体各分为大、中、小三处，经过数据量化对比

后发现，各山水尺度间均存在一定联系，形成了1∶1或1∶2

的比例规律关系（表3）。小盘谷山水布局巧妙，叠山理水的比

例因地制宜地根据园林具体空间进行调整，满足场地的实际

情况和游人的具体需求。

章法自然。同时，以植物空间来填补建筑空隙，加强了园内的

空间分割，而且塑造了庭院的围合感，更加使得空间自身能

够展现出极富化的层次感和景深。以丛翠馆为核心的种植区

以慈孝竹、水竹、南天竹和云南黄馨等四季常绿的观景植物

为主，体现“丛、翠”的特征。以桐韵山房为核心的种植区植

物种类与丛翠馆略有不同，该区以一株高大的青桐树为核心，

大量种植南天竹、芭蕉、栀子花和琼花等观赏植物，桐韵山

房和丛翠馆构成一南一北的“丛”“绿”主题。对小盘谷内的

植物种类和规格进行量化统计（表4），园内共有42种常见的

观赏植物，主要包括乔木、花灌木、攀援、地被植物以及草本

花卉。通过多种植物和其他要素的调配，打造小盘谷四季常

青，各季特征明显的植物景观特色。

3 讨论

中国古典园林是世界园林三大流派之一，研究传统园

林的目的在于探求其中的造园理念及章法，并将其付诸运

用于现代园林建设中，使园林空间更加人性化，为人们提

供适宜的活动空间 [16]。研究发现扬州小盘谷各要素的尺度

基本都符合“百尺为形”的理想形态，运用廊房、山水、

植物等将整个园林空间在水平、竖直方向上划分为多个区

域，各区域之间或渗透或阻隔，以小见大，给人以不同的

视觉感受。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由于时代变迁、园林易

主等因素，各要素尺寸、植物种类存在变动，可能导致测

量统计数据的不准确性。

文章打破了传统的定性研究方法，以量化的方式对扬州

小盘谷园林空间进行分析，希望在现代园林设计的过程中，

能将传统园林的理论与造园章法规律进行传承，与现代造园

手法相呼应，同时为用现代手法诠释古典园林空间提供一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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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植物要素分析

植物是构成古典园林公认的造园要素之一，是联系人与自

然和谐共存的纽带，同时对室外环境具有建造、工程、改造

气候及美学等多种功能 [15]。小盘谷内植物多分布在东花园区，

与园内建筑、山水等组合形成障景、框景和透景等艺术效果。

“九狮图山”周围种植高大乔木，如朴树和广玉兰，山上以攀

援植物为主，如爬山虎和蔷薇。散植的高大乔木与假山、玉

山楼等形成高低错落的景观视角，三者的关系变得紧凑有序，

表4  植物要素量化表

种类 数量 规格 (cm) 种类 数量 规格 (cm)

朴树 (Celtis sinensis) 1 胸径18 竹叶椒 (Zanthoxylum armatum) 2 冠幅200~250

青桐 (Firmiana platanifolia) 1 胸径18 栀子花 (Gardenia jasminoides) 4 冠幅60~80

龙爪槐 (Sophora japonica) 2 胸径8~10 山茶 (Camellia japonica) 3 冠幅60~80

大叶女贞 (Ligustrum compactum) 2 胸径16~20 构骨 (Ilex cornuta) 6 冠幅80~100

广玉兰 (Magnolia grandifl ora) 4 胸径16~20 云南黄馨 (Jasminum mesnyi) 32 －

白玉兰 (Magnolia denudata) 4 胸径8~10 紫叶小檗 (Berberis thunbergii) 1 －

枇杷 (Eriobotrya japonica) 1 胸径13 迎春 (Jasminum nudifl orum) 20 －

龙爪槐 (Sophora japonica) 2 胸径8~10 木香 (Rosa banksiae) 4 －

小叶黄杨 (Buxus sinica) 1 胸径9 月季 (Rosa chinensis) 5 －

罗汉松
 (Podocarpus macrophyllus) 1 胸径12 金丝桃

 (Hypericum monogynum) 2 蓬径40~50

羽毛枫 (Acer palmatum) 1 胸径8 杜鹃 (Rhododendron simsii) 2 冠幅60~80

鸡爪槭 (Acer palmatum) 7 胸径5~6 南天竹 (Nandina domestica) 6 蓬径100~120

桂花 (Osmanthus fragrans) 11 冠幅300~350 紫藤 (Wisteria sinensis)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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