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6

RESEARCH ON SHANGHAI CLASSICAL GARDENS专题Ⅰ：上海地区古典园林研究 园林，2022，39（10）：36-43.

摘    要

豫园遗产价值的认定自其最初的毁废即已开始。在其不断演进的历史中，价值认定指向空间场所的同时，

对其历史文化的追溯与认定，也在不同历史阶段和园林层析中加强，伴随上海城市发展进程而与城市空间

文化积极互动，从而形成豫园遗产价值变迁的丰富内涵。基于不同历史阶段豫园遗产价值框架解析与比

较，研究并梳理豫园遗产价值及其变迁的基本规律，尤其是在上海城市更新急剧变迁的历史背景下，对

豫园价值框架体系的构成内容、阐释结构与价值评估的研究。当代豫园遗产价值阐释框架的基本结构与

价值内涵应且必须基于豫园历史发展作出整体建构，其最终目标是将“人”的因素纳入到对遗产的当代理

解之中，从而有效地以“有我之园”的方式——基于并尊重当代人对传统园林的遗产认知与价值思考，平

衡当代保护发展进程中的各种价值冲突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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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ntification of Yuyuan Garden’s heritage value has started since its initial destruction. In its ever-evolving history, while 

the value identification points to the space, the traceability and identification of its history and culture have also been continu-

ously strengthened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and garden tomography. Active interaction with urban space culture along with 

Shanghai’s urban development process, thus forming a rich connotation of Yuyuan Garden heritage value changes.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the Yuyuan Garden heritage value framework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this paper studies and 

sorts out the basic laws of Yuyuan Garden heritage value and its changes, especially unde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Shang-

hai’s rapid urban renewal, the composition of the Yuyuan Garden value framework system, the interpretation of its structure 

and the evaluation of value assessment. The basic structure and value connot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Yuyuan Garden heritage 

value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should and must be constructed as a whole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Yuyuan Gar-

den.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integrate the “human” element into a contemporary understanding of heritage, in the way of “Ego in 

Garden”: based on and respecting the heritage cognition and value thinking of the contemporary people on traditional gardens, 

to balance various value conflicts and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of contemporary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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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我之园：豫园遗产价值及其变迁

段建强
1976年生／男／河南偃师人／博士／教授、硕

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园林史、中西方

园林文化比较、近代造园学科史、城市更新

与遗产保护

中国园林作为历史上存续至今的特殊

文化遗产，其承载吾国独特文化现象及多

重意义是不争的事实。自中国园林被纳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

录”以来，有关其遗产价值的阐释即被广

泛讨论，从而成为一类极具我国文化特征

的典范遗产类型。这一现象背后，既有全

球化背景下遗产保护的广泛合作和文化认

同，又存在地方性本质间的观念冲突和共

识协作，其中核心的支撑，便是关于相关

Ego in Garden: Heritage Value and Its Transformation of Yuyuan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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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价值的体系建构①。

被纳入遗产名录的园林，当然是以《世

界遗产公约》对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评估

标准”作为列入名录的基本依据，因此，也

势必包含了相关的遗产价值阐释，以及基于

遗产价值评估的相关价值要素体系认定。这

个过程并非静态的，而是随着《世界遗产公

约》的修订增补和遗产保护管理的工作展开。

如以苏州园林为代表的江南园林，虽屡经充

扩增补，仍数量相对有限。就地域细分，“江

南园林”是被研究与讨论相对充分的概念范

畴，但同处于“江南”地区的上海豫园，在

其中显然处于一个边缘化的地位：长期作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苏州园林等江

南园林享有在保护方面的国家同等政策，却

未被列入国际遗产名录序列；同时，因地处

上海，其与周边城市建成环境产生的“城园

互动”，却持久影响上海历史风貌的建构 [1]。

以豫园为基点，对思考中国传统园林的当代

研究、保护困境、价值体系提供了参照系，

特别是为反思当代中国园林的未来提供了机

会。在对豫园展开遗产价值研究之前，有三

个前提需要明确：（1）�认识�豫园作为我

国传统园林有其自�的价值阐释���，�

�认识�价值��是一��在于园林物质体

系的文化建构；（2）在不同历史时期，这�

价值随着豫园�性的��而��，��本�

也作为一�后续价值的前提；（3）豫园遗产

价值及其��是一�对历史的“��”，但价

值阐释��是基于当代保护实�的未来开�

�构，因此也具有动态性。

本文�就豫园遗产价值及其��开展不

同历史时期的��研究，��以要素为基�、

以价值阐释为中心，�过并��时�价值的

续�承���，考�豫园遗产价值的��。

1 遗产价值：框架构成演进及其内在逻辑

断裂

�合我国《中国文物��保护准�》（2004

�）和《中���共和国文物�》（2007�）对

�如豫园这�的历史园林�提出的“历史价

值”“科�价值”“��价值”三��有价值

的认定，以及持价值中心论的《����》

中有关“文化价值”的历�修订，�界定豫

园这�的中国传统园林遗产�类，�定具体

的价值阐释��、研究并��其价值构成要

素成为��。

本文�过研究豫园自�明建成以来�至

当下的��过程中，其价值构成要素与价值

阐释��之间的��过程，�合�理分�

关于价值阐释��与价值构成要素的重要文

�，��就豫园这一个�，研究并提出相关

遗产价值阐释��及其要素构成。

1.1 遗产价值框架的演变

自196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会在���过《关于保护景观和遗�的风貌

与特性的建�》以来，�论是1965��名的

文化遗产保护基�文�《�����》确�

的相关��（核心��如“�实性”），�是

作为其扩展于1982�国际��遗�理事会�

过的《������》，在�对景观和园林的

�护、保护、修�、重建�至��方面，�

提出了重要的基本��，从而��有�地就

��与�政�定相关的��。�管�对景观

和园林遗产的保护工作处在一个不���的

历史过程之中，但是，这���并未就遗产

价值的具体阐释��、特定�性及其要素等

���出明确的�释和�定。

保护相关遗产的公约相��定�保护工

作在�国间存在具体����文化的、地域

的、��的���管被反���和提及，但

����要素�以作为一个价值�释��的

组成�分并�定价值，仍然是保护��与实

�中必�要���成的前序评价工作。�世

�以来，随着“景观（Landscape）”作为重要

的核心文化概念，被认为�����多类型、

不同�间��、包�多�文化的遗产�释�

�，被�入�相关遗产保护工作之中。2000

�����会在�����过《��景观公

约》�明确建构了�对��多�性景观的具

有广泛约��的保护����和�国合作机

�，从而��了全球�化认识相关景观遗产

价值及其保护策�的�程。2017�国际��

遗�理事会�����会于������过

的《ICOMOS-IFLA历史城市公园文�》，明确界

定了历史城市公园的定义、价值，并对历史

城市公园中�定特征的��要素以及历史城

市公园的研究、保护和管理等提出了多方面

�为�细的阐释��和工作��。

1.2 价值框架与特征性要素的关系

虽然“价值”作为认识和理�相关遗产

的核心观念，�其是“实�《世界遗产公约》

�作�南”（2019�）对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

“突出普遍价值的评估标准”�出了�为�细

的界定，但与价值评估相关的阐释��和价

值要素构成并未建���的有�联系。同时，

相�于“景观”概念的过于泛化，《ICOMOS-IFLA

① 价值阐释在世界遗产名录的申报、评审和登录中处于核心地位。相关框架对此进行了较完整的规定，亦有如《巴拉宪章》等相关文件做出进一步的深化阐释。但就具体类型如何
建构自身遗产价值框架，并无统一要求，各类遗产需“自我界定”相关价值及其阐释框架，并在一般性原则与特殊性之间寻求某种互通的“突出普遍价值（OUV）”，以与前述相关
价值框架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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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城市公园文�》虽然对“历史城市公园”

概念作了明确的定义和价值阐释，但其价值

阐释��仍有���，�体现“历史城市公

园”价值的特征性要素构成与价值阐释��

间的关系�有��一��理（�1）。

虽然在此价值��下，相关�入的研究

���展开，如��等对中国�代以来城市

公园建�的意识�态�化的研究 [2]、�代�

对�间价值评估的研究并以遗产��化方�

对�间��评价体系的建构�� [3-4]、周��

等对上海�代公园��策�的研究等 [5]，但

上�研究基本是�对�代以来的历史城市公

园开展，�基于相关��就价值构成中的�

�显�方面���一�体系��，而对�如

豫园这�具有�长历史时�、�广泛�间区

域以及�������的历史园林，研究相

对��为��、���如。

2 东南名园冠：豫园历史分期与价值构成

要素

豫园在中国园林研究中处于一���的

境地。作为一个��“类型化”的研究对象，

豫园被�类于“�典园林�江南园林��家

园林”等相对�化的范畴�，相�于�类型

中�为“典型”的��，如�园��政园，

豫园���有突出的��，从而被认为�是

“江南园林”的��补充。然而，研究豫园

表现出的��性，却��了“园林”的边界，

在保护修� [6]、�间文化 [7]、城市�� [8]、数

�遗产 [9]、��管理 [10]�至城市��� [11]等

�多方�上展开，相�其���又显��为

突出。

�于�类�来�个��：一方面，中国

园林�现出�来�细�的研究��，�论是

关于“园林”对象本��是认���，��

来��于在�体上对其物质系统 /文化��

�成有�认识；�一方面，园林研究被多�

科���地�现出来，这�研究��的��

性�纳了�多��，�成不�扩充的边界和

���化的论点，在一定程�上对于理�园

林本��来�多困�。这����，���

�处境在豫园研究中�为突出。

豫园的历史��，�分为三个��：传

统园林（1559 - 1601�）、城市�林（1602 - 1953

�）和当代遗产（1953� - 至今）。虽三��

之间有时���的��，但本质�性上，豫

园价值阐释��对�����有明显不同，

相���的保护策�和修�实�也存在��。

2.1 传统园林阶段

作为传统园林的豫园，从其���至

��，经历了��的历史周期。不�在�明

��存续期间，具有典型的价值意义，被时

��为“�南名园�”，而�，作为极�数自

�明存续至今的园林，豫园历史研究�现出

的这一时期的园林价值，�有��一��化

认识。

这一��的豫园，作为传统园林�体�

现出��重要的价值�构：中国�明时期园

林的物质体系及其�园��，以及基于此的

文化��包�但不限于文����作、��

��意��至��生���；�即，这个时

期至�存在��并�的价值�构共同定义了

�明��豫园。

这��价值�构，从不同方面为豫园的

��、��、存续、���至��的�个过

程提供了共同的价值基�，也是当前��研

究从苏州园林等�具代表性的“�典园林”

中着重提�与阐释的。虽然作为我国传统园

林在历史文化��的“普遍突出价值”��

阐释具有��性，但这�价值并不��全代

表�明豫园的独特具体价值，�如��在�

�豫园过程中对园林的�量��、重建，便

对理�这�普世性��有�多挑战。

2.2 城市山林阶段

作为城市�林的豫园，从其明末��

开始，�至其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加以当

代保护止，一个非�显�的事实是，存续至

今的中国传统园林���经过多�的���

至重建，豫园�如此。与�明��豫园价值

系统不同的是，这个��阐释��的起点是

图1 《ICOMOS-IFLA历史城市公园文件》中“历史城市公园”对其“价值构成”与“决定特征的要素”的界定框架
Fig. 1  The definitions framework in the document of ICOMOS-IFLA Historic Urban Public Parks on "Historic Urban Public Parks" that of 
"value composition" and "elements of characteristic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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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园作为园林“�墟”的价值，这在中国传

统文化中，具有�为普遍的价值认同，不�

有关于修�与重建（简�“�建”）的多重�

�，也在后续关于“�建”的文化�题中占

据重要的地位。巫鸿对传统中国“�墟”在

观念和历史层面的研究 [15]，对理�豫园历史

中的“�建”及其价值阐释��，具有启发

意义。豫园在这一过程中不��为�墟又不

�被重建的过程，不�是对�有��的�续

与增补，�是对历史“�建”过程性相关问

题的反思式发展，连续重构了豫园在此时期

的价值阐释��。

2.3 当代遗产阶段

豫园是�早被保护的存世传统园林之

一，不�反映在其作为重要的文化遗�经历

了��的文物登录与保护�程，�反映在�

对豫园当代保护�建的历史本��体现出的

遗产认识论在价值阐释��和当代保护实�

间的挑战、冲突与互�。�管豫园作为中国

园林，�多被认为是一�城市历史文化现象

的存续，但豫园也与现实中的中国园林一�，

��分被当作�级文物、城市公园、��目

的地、文化机构、�态博物馆等�性��相

当�的历史文化资源而存在。

这当然是豫园长期发展的独特�性�定

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园林在当代的普遍处

境：虽然看�有明确的�类，但实际上非�

�于�其�类。�如，作为一�文化实�，

其当代性也在��领域�被广泛�读、借�

并转译。冯仕达 [16]�出中国风景园林正在

努�经由多重方式建�“一��的（共享的）

文化价值观念”的�势，而鲁安� [17]�认为

中国园林在现代话语的转译中存在多重谬误

的��。

作为当代遗产，豫园在建构�的文化价

值和历史转译中，起�了独特的作�。一方

面，其��历史为建构传统园林价值阐释

��提供了��的谱系；�一方面，谱系�

�的��为价值��的评估提供了评估基

�。相�于其�中国传统园林稳定的价值体

系（如苏州园林），豫园在当代保护实�方面

的连续��，�来的价值阐释��具有�为

开�和包�的特性，也�好地与当代中国园

林的文化价值和历史转译相��。

3 价值阐释框架

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传统园林�模�

�一般处于一个相对�定的范围之�，而豫

园表现出的城园互动机��园林即便成为�

墟，也仍然具有一�以园林场�遗�为核心

�间区域的扩张性，相�地豫园的价值要素

也随之存在不�扩展的过程。一方面，作为

园林的�体，��、重建、修�在不同历史

时期表现出对��环境要素的包�性；�一

方面，在重��合园林的努�中（包���

��、重建和修�等），��要素的价值被

加以选择性��，从而�价值阐释增��削

�。虽然��物质要素（如玉玲珑奇石）始

终具有�为稳定的�态和价值��，但围绕

玉玲珑奇石的其�要素，如建筑物、水面�

模及其�态、植物栽植，�至园林边界与城

市道路等要素，与奇石的相对关系�始终处

于反���的动态��之中。

以此为�，相对稳定的因素增减�化，

在豫园价值阐释��中对园林发展起�了重

要的作�，�至是�定性作�，不�体现在

清中叶以来的历�重建修缮之中，也�刻影响

了如陈从周对豫园��的重建修�保护实�。

3.1 阐释框架的困境

在遗产保护的理论语境下，当代遗产问

题的核心��之一，便是关于价值的阐释�

�问题。豫园的价值阐释也势必遵从于历史

的���构建的自�的价值��，作为一�

不��化的价值阐释��，必�在综合考量

其现实“物体系”与传统园林研究和当代保

护实�之间的桥梁作�，而非割裂。

在前�三个时期的不同价值阐释��

中，论证基�就聚焦于对豫园自�价值的阐

释，�其是上�多�研究����现出的豫

园作为“传统园林”�“历史场域”�至“文

化对象”的��科研究，为理�豫园的价值

��和当代意义提供了多�的参照系，同时

基于现实�入相关研究成�、保护实�，从

而探索豫园在当代全面的价值阐释��。

毕竟，作为一个数百�长期��的场

�，豫园的现�既连续地体现了不同理论研

究具体的��，也承担了保护实��有的�

�。考�其��过程中价值的连贯性，�以

�历经数百��成的��“观念”�以彰显，

虽然不一定由现场的遗存��定，但其中体

现的�今一致性必��化当今与过去之间的

文化联系。同时，区分这一�程中��矛盾

性的冲突，在现实中反映出价值阐释对“选

择”的意义，也有助于研究者再�面临选择

时，�好地以当代的方式�“选择”的��

�加�入传统园林。

3.2 需要扩展的框架

豫园的价值阐释�构，在目前的价值阐

释��（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世界文化

与自然遗产�倡�的多�文化语境、��历

史��）�必�不�修订，才�以�当的方

式��并�合当代保护的实���。同时，

�文化“保护范式”在全球的扩张，�不同

文化间的价值观冲突�加凸显出来，虽然�

�模提升了保护�率，却增加了具体保护实

有我之园：豫园遗产价值及其变迁      段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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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困扰①[18]。这在关于中国传统园林的保

护修缮中体现��为突出：�管以苏州园林

为代表的江南园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

产名录”�多�，但豫园作为中国传统园林，

在价值阐释��的��性上，始终面临着一

�不确定性，如对豫园当代保护修�实��

�的价值�读，故��纳入这一��之中。

��程�上，如�考虑��园也是在类�豫

园的当代修缮中�以成为一个“经典”作品

的事实 [19]，那么，价值阐释��必��加并

考虑这�现实的��。

�一方面，�对豫园遗产的不��

�，价值阐释��又����有��的�

�和冲突的价值包�其中，从而�成研究

和实�之间的“鸿沟”。�尔瓦多 ·穆�奥

� ·��亚��出，�论是基于“意义”“功

�”�是“价值”发展起来的保护理论，在

面对具体保护实�时，“最终的�策必然是

妥协（compromise）、协商（negotiation）和对话

（dialogue）的��”，其译者��这�“鸿沟”

��为在经典保护理论�构中�成“历史的

隐�”和“客体的式�”[19]��实际��。

4 变迁中的价值阐释

4.1“真实”的反复再现

豫园的当代研究和保护，恰恰体现出

“鸿沟”的��综合：关于豫园的历史研究在

�多研究中��边缘，让位于城市���、

遗产数�化、环境认���至��管理；而

�对园林本体的研究，却并未因当代保护实

�工作�以�入开展���论是对园林遗存

的��层系的研究，�是陈从周当代重修的

实�研究与理论��。

豫园的园林现场，充满连续��的“残

�”，如��“�物”、�墟现场、层�关系、

�间格局、�建重修等。�过分辨这�“残

�”，其价值被不�遴选，并�化于现存的

物体系之�。这���在时���中�成，

园林即��了作为场�的“自我”，又�持了

作为传统的“价值”。奈扎·阿尔�耶�出：“相

�于实�，传统��以来源于对��理念的

持续‘再现’及重��释。换言之，传统不

�被作为一�抵御��的工具，因为其实际

上���纳��，�而在时�的��中�持

自我。”[20]

园林作为一��为��物体系对�自然

秩序的再现，宇文�安认为“�自然被表现

为具有建筑性�构的、刻意构�而成的、清

晰明澈的，每一�分�融会入一个�体之

中”[21]，但是“对于在�自然中找�的�构�

�性的�烈需要，本��经包含了和其截然

相反的�场”。相�现实遗存下来的豫园，历

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豫园”�被以文�与绘

画等�多�式存�下来。如�考虑��有�

多�有存�下来的文�也曾被�消失的��

�读过，当时的这��园雅聚的文化再生产，

便成为我们理�豫园价值的多重途径。

��性在此处，�成了一�关于再现的

�涉，而非物质性的��。豫园的发展历

史一再证明了“�实再现”的当时性，是价

值��中的一个历时性切片。对历史发生而

言，价值�实性是一��溯；对重建修�而

言，价值�实性�体现在具体的��上。园

林在���境间的往�，也构成了�实性的

奇观���论文��是遗�，也包��墟和

重建。

4.2 多重价值的“发生器”

�管明代的豫园园林早�不�存在，但

作为“豫园书画�会”的起源地，豫园��

承载的传统价值，�远远超�其作为类型化

“园林”的范畴，而作为城市建成环境中不

�替代的“类型”，现实的豫园仍然是以园

林的面貌存在。作为传统园林�为普遍的

特性，豫园依然分担并承载了城市地方性

文化建构的��任务，�其是作为历史文化

及其生�趣味的证明。但作为城市阐释其文

化价值的重要�间选择，并�而成为城市文

化的发生器，豫园的环境和文化独特性与上

海城市�发展与��的联系，确实是独一

��的。

�普卜特 [22]认为建成环境具有的模式

和�构是有序的，由�间、时间、�流、意

义4�因素组织而构成。�过�这4�因素

组织而成的“环境”作为建筑�式的�定因

素，�普卜特�入“文化”的概念并对之�

�了�释 [23]。�管�的论�泛��为普遍的

建成环境，但是园林作为其重要类别，显然

也存在��这�多重因素组织���释的�

�性。�一个流传极广的�对传统园林的要

素分�方式，源自�科��的研究者，如童

寯和陈从周，��刻影响了目前有关传统园

林的讨论②。

① 就文化遗产保护背后不同文化理念与保护规范与技术范式之间冲突，梅斯克尔在其关于UNESCO众多遗址保护条款的反思中指出：“大多数的规范条款并没有对文物保护和修
复中的不同文化模式和历史模式给予足够的关照，……也没有顾及那些传统做法和措施。……如果我们的文物保护行动仅仅以历史遗迹为中心、以遗址结构为根本，那么我们不
仅将对古代场景产生重大的误解，而且将减弱现存历史的效力，淡化那些用知识和技术创造历史的社区居民的作用，也将影响我们对一直存在的相关传统的理解。”
②“一屋三分”的范式类比，中国园林研究的要素分析方法可以追溯至早期研究学者如童寯在《江南园林志》中的著名论述，以及后来在陈从周《说园》中再次提及的要素分析范
式。所不同的是，童寯仅就园林的物体系，提出了“屋宇、山池、树木”的三分法，陈从周则总结为中国园林是“由建筑、山水、花木等组合而成的一个综合艺术品，富有诗情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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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普卜特在研究“过程的传统性”和

“产物的传统性”之间潜在关系后认为，建

筑�式是一套“环境系统”（system of settings）

和一处“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因此，

在阐�豫园的遗产价值时，�入��的��

虽是必要选择，但也要同时注意，这���

的��并不具有连续、稳定和一致的特质。

正如豫园，其在同一�间场域�的��、历

代对一个园林遗�的重建、不同时期对园林

景观的再�等，�去本�对物质�间功�的

基本需要�，�多的是对历史、记忆�续性

提出一个�烈的诉求：历史曾经如此，同

时，现实也有历史意义。朗西埃�出：“历史、

记忆的时间与历史、�实的时间是不一致

的。”[24]��现实对历史意义的再现�为，�

�为“历史提供的是供�仿的范�。这意味

着，其是值��仿的场景和�仿的�为之间

的双重意义上的连续……如�这个链条被打

破，历史的记忆功�就消失了” 。

4.3 与现实同一

认识豫园既存现实背后存在明确的物质

体系，�这�具体要素构成的物体系承载了

�为��的历史��后，对豫园这一类园林

遗产��价值评价时，其价值阐释��就必

�既要考虑现实物质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

又要�入理�这�要素在历史��中�成的

�多文化约�（如要素间的相互关系、�构

��以及此消彼长等）。�为重要的是，作为

一��对特定遗产对象的价值阐释��，虽

然�具有突出普遍价值意义的绝对包�性，

但也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价

值��过程的相对包�性。

因此，豫园的价值阐释��也需要包含

对“在场”经验的�馈和“与现实同一”的

�的��。本文��提出一个分列的“并�”

��，以�构成豫园价值阐释��的相关�

�加以说明（表1，表2）。

但是在研究园林中必�面对�多隔阂：

对文化理��的历史�裂、个体经验的显�

��、�在与现实相对隔离的超验环境中的

迷失，这��是当代生�中�们面对园林遗

产时的�境困局。�姆�赫�这�生��构

存在论的世界认识��为“自我理�性”“�

初经验”以及“�与现实同一”[25]。一方面，

文�与绘画提供了想象园林的载体和方式，

在阅读豫园历史上产生的文�与绘画作品

时，有助于建构一�有关园林的“自我理�

性”；�一方面，必��个体在�实�间和

历史文化中获�的园林体验加以对�，�者

说“�与现实同一”，即必��在园林之中，

同时�园林成为“有我之园”，才�对园林

之�以成为一�建成环境的文化现象有�体

认，而非���之�为“文化遗产”�“文

化景观”。

在对历史��过程中的园林相关构成要

素��价值阐释时，�以�现出一���中

的价值，这���本�便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我们认识�，对园林遗产价值当代性

的�读背后，�存在一个�为隐秘的历史文

表1   传统园林的物质体系基本构成
Tab. 1   The tangible composition system of traditional gardens

自然材料
Natural material

人工材料
Artificial material

保留的原始地貌
人工堆掇的假山＊ 人为制造的地形、地貌

人工疏浚的水体 规整的水池、喷泉等

原始的植物、植被 人工修剪的植物

花坛、花池、花架等

培育新的植物品、种

盆景

其他材料 未经加工的奇石
场地交通 道路、游览线路设计等

建筑群

园林旧址的遗存

动物 园林中的动物
重新修复、建造的建筑

家具、陈设、匾额、对联

注：＊表示表格中兼具不同属类的内容以跨越表格的方式列入。

表2   传统园林的非物质体系基本构成
Tab. 2   The intangible composition system of traditional gardens

文化
Culture

历史
History

民间习俗、社会风尚 园林主人对园林的使用 历史事件之变迁

以园林为题材的文学创作 记载园林历史的文献 历史文献、地方志

个体的文化经验

人们对园林的游赏方式及其活动

“静观”的观念史

对园林游赏的文化体验 游赏活动的历时性

以园林为依托的文化生产 游赏活动的共时性

对场所属性的文化定义
对场所观念认识变迁

地产变迁 城市历史及其发展

地区的文化传统

园林建筑的变迁

新建筑功能的改变

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
风格要求与造园意象

修复与重建的建筑

审美嬗递 园林建筑的存废

特定文化的自然观念、历史观念

有我之园：豫园遗产价值及其变迁      段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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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即�对特定对象的价值观念的��

（�2）。这���既有偶发事��成的�灭，

又有当代修�为遗产存续��来的价值意义

的升�与对历史现实的�溯式超�。

5 结论

当面对玉玲珑奇石时，我们并不���

过其�态、材质和布�就�获���时�的

“观物�象”体验，也不�从传统�石��

“瘦、皱、漏、透”中获��多体验，但其

�锚�的历史却�在园林中存在了400多�，

那�附�的传说不�在这个场��塑�着一

代又一代�访者，以其�烈的“在场”，提示

图2   豫园遗产价值阐释框架及其变迁
Fig. 2   The Yu Garden heritage value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and its chang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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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关注那�早�烟消云散的�西，从而�

�于“与�物�”的�实体验。

�代久远的历史胜景被���有历史

感的重建混淆，历史“��性”却在反�的

重建中获���的层系，�现出超�历史

的“当代性”。这�“当代性”是要告诉现在

的�们：历史“曾经”�是，并�，以��

“��”�现实中的�们发出“有我之园”的

邀请。这个“邀请”自�明以来，一�存在

于“豫园”这一时�场域中，在不���“�

其旧观”的重建修�过程中，持续激发�们

“观物�象”“与�物�”的冲动，也不�触

动�们“反求�己”“自�其乐”的遐思。

��认识�“豫园”的遗产价值���

程�不�扩充价值阐释��是不�的，必�

在每个�处园林的��心重�唤起“在场”

的价值。这�价值不是基于“��性”的标

准，而是��现实中的具体�境；也不是追

求�个历史时�的“�实性”，而�注重连

续�加而�成的“现在”价值。但是，仍然

不�否认，豫园作为中国园林遗产的价值�

来�被限定于一�对“过去”历史的�定，

而在上海城市��的迅疾��中，面临“当

代”价值的迷失。基于豫园历史发展��

出的价值阐释��，目标是�“�”的因素

纳入�对遗产的当代理�之中，从而有�地

平衡当代保护发展�程中的��价值冲突与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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