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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校园遗产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化遗产类型应该构建科学而完善的保护体系，如何在现状调研的基础上构建详尽

而完善的遗产保护体系是目前研究和实践中的难点问题。以原国立中山大学校园石牌校区校园遗产为例，在

定性分析校园现状遗产资源的基础上，借助层次分析法构建遗产价值评价体系，并确定评价因子及其权重，

通过设计问卷对校园内现存不同遗产单元进行打分；利用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对不同景观单元的价值评

估结果进行图像可视化，对比不同遗产单元的资源价值，结果表明：（1）校园遗产保护应该遵循整体性原则，

以构建跨越行政边界、全面详尽的校园遗产保护体系；（2）全排列多边形指标法等量化方法更有助于校园遗

产价值的科学、客观评价，可加深理解各遗产要素与校园整体遗产保护之间的关联性；（3）校园遗产应该重

视历史的层级性和连续性保护。研究将为校园遗产价值评价及保护体系的构建提供理论和方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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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type of cultural heritage, campus heritage should be established as a scientific and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system. 

How to build a detailed and comprehensive heritage protection system based on current research is a complex issue in current 

research and practice. Taking the Shipai campus heritage of the former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mpus as an example, 

based on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campus heritage resources,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is used to construct a 

heritage value evaluation system and to determine the evaluation factors and their weights. A questionnaire is designed to score 

different existing heritage units on the campus, and the fully arranged polygon graphical indicator method is used to visualize 

the value evaluation results of different landscape units. Comparing the resource values of different heritage units, the results in-

dicate that: (1) 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and detailed campus heritage protection system that spans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the protection of campus heritage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integrity; (2) Quantitative methods such as the fully arranged 

polygon graphical indicator method are more conducive to the scientific and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value of campus heri-

tage, and can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various heritage elements and the overall protection of cam-

pus heritage; (3) Campus heritage should be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hierarchical and continuous protection of history. The 

research method will provide a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basis for constructing a value evaluation and protection system 

like campus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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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园遗产承载了珍贵的集体记忆，

传承着校园历史文化，是孕育人类文明的摇

篮，作为一种新型的专类文化遗产类型，正

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与关注；而实现校园

遗产法治化、科学化、规范化管理的关键是

保护体系的构建 [1]。国外校园遗产保护起步

较早，对其价值评价的研究历经百年探索已

形成了一套科学系统的体系。自2002年起弗

吉尼亚大学 [2]、俄勒冈大学 [3]、堪萨斯大学 [4]

等高校就制定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校园景观遗

产保护计划，将历史校园视为文化景观，综

合考虑遗产历史语境、价值等级与历史特征，

实现对历史校园的整体性保护。相较国外，

国内仍处于探索阶段，董云慧 [5]、何汪维 [6]对

高校校园遗产进行评价，但文化遗产评价仍

以定性为主；王春晖 [7]、张浩祺 [8]等利用层次

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等方法构建了历史

街区的价值评价体系。

近年来，相关研究对校园文化遗产保护

的认知更具整体性视野，阳建强等 [9]指出应

建立科学全面的遗产价值评价体系和整体保

护框架，王子夔 [10]、吴丹丹 [11]等分析大学校

园与其历史地段和周边城市发展的关系并划

分保护层次。毛华松等 [12]认为识别遗产在不

同时代发展和传承的机制并保护遗产的集群

整体，是最大化发挥遗产集群优势、使遗产

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手段。黄诗婕等 [13]基于校

园遗产整体分布格局和价值分析构建整体保

护规划与管理策略。因此，校园遗产的研究

不仅应该关注历史建筑，更应该着眼于整个

校园，包括构筑物、道路、水体、植物等各

类遗产要素。

原国立中山大学为孙中山先生创办，其

石牌校区（简称老中大）以“钟”形的校园

路网规划，依附山形水脉；既象征了中山大

学，又有警醒民众之意，可谓近代校园规划

史上的杰出之作。历经八十余年的沧桑，如

今划为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两校

分别管理，历史建筑的保护现状不容乐观，

景观格局遭到严重破坏。面临尚未建立完善

的评价体系、缺乏规范化的保护、分属不同

管辖单位、保护主体不明确等保护困境，无

法形成整体性保护，难以彰显校园历史风貌

与综合特色，因此建立完善的保护体系迫

在眉睫。

目前针对老中大的相关研究以定性研究

为主，赵建华等 [14]从山水校园空间等方面分

析了校园规划建设的特点；刘立欣等 [15-16]侧

重阐述其校园布局及建筑保护现状；卓智慧 [17]

依托定性评价构建了历史风貌保护区的建议

并划分了保护区域层级。但老中大校园遗产

保护相关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化，因此本研究

以时空两个维度的整体性保护为研究脉络，

重新将两校视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聚焦历

史建筑的同时纳入古树名木、道路体系、水

体等作为遗产要素，综合定性与定量两种手

段，采用层次分析法和全排列多边形法对老

中大校园遗产价值进行量化评价，构建一套

较为完善的校园文化遗产价值评价体系，为

制定保护措施提供科学的依据，以促进老中

大景观风貌的延续和人文精神的传承。

1 历史校园：原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区相

关概况

1.1 历史校园整体风貌变迁

1924年，孙中山先生创办国立广东大学，

即为原国立中山大学的前身。1932–1937年，

根据先生遗愿于国立广东大学第二农场所在

地（现华南理工大学及华南农业大学所在地）

建造新校舍，即为原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区。

石牌校区建设之初，校园规划选取具有警钟

寓意的钟形平面布局，激励师生并纪念孙中

山先生。1952年，自全国高校院校调整，原

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区划分为华南工学院、

华南农学院。原中心区域大部分划分入华南

工学院，大部分自然景观区域划分给华南农

学院，两校各自形成了鲜明的校园景观特点，

但同时也导致原校园格局及景观风貌的丧

失。20世纪70年代起，两校之间围墙的逐年

修建致使原钟形核心轴线遭受严重破坏，校

园景观风貌不复当年。

本研究范围为原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区

（即现华南理工大学五山校区与华南农业大

学），位于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街道，研究对象

为该范围内所有的遗产要素。

1.2 历史校园景观要素迭变

自1952年后分属两校以来，两校重新规

划校园轴线并加建大量建筑，原国立中山大

学时期建筑虽得到保留但整体建筑格局遭到

破坏。建设发展的过程中道路逐渐增多，以

钟形区域为核心向外辐射，大部分以山川大

河为名的道路不复存在但部分路名得以保留。

山水格局基本保留石牌校区初建之时的原貌，

但由于校园建设工程导致水体形态发生变化

且部分水系消失，水体面积急剧缩小，整体

格局遭到较大破坏（图1）。

2 研究途径与方法

2.1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校园遗产评价

2.1.1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校园遗产评价体系构建

结合老中大校园现状，以科学性、相

对独立性与可量化性为原则，参考魏成等 [18]

在构建园林遗产价值方面的相关探索及赵

磊等 [19]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文化遗产评价体

系对指标进行梳理和预选，并以问卷的形式

咨询风景园林、文化遗产、历史人文、园林

植物等多领域专家的意见，通过专家打分为

历史与未来——基于全排列多边形指标法的校园遗产价值评价与保护研究      李    晖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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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因子赋值，最终收回有效问卷12份。

汇总问卷数据后，基于层次分析法构

建两两比较的判断矩阵，采用萨提（Saaty）

的“1-9”标度方法进行指标相对重要性赋

值，计算各指标权重值并对数据进行标准

化处理 [20]，在通过一致性检验后确定指标

权重。最终形成老中大校园遗产价值评价体

系，包括5大准则，共30个指标因子（图2）。

2.1.2 校园遗产要素量化赋值及综合评价

在分析比较老中大的规划建设图纸和现

卫星遥感影像的基础上，结合两校的校园

历史资料和实际用地情况，选取研究范围内

的主要道路、水体、植物及构筑物为研究对

象，共计286个。

通过模糊打分法对各遗产要素进行评

价，其中分值由低到高分为很低、较低、一

般、较高、很高5个等级分层。主观感受部

分采用德尔菲法，请两校师生、工作人员、

居民等通过填写评分表格的方式进行打分；

相关专业问题则通过文献调研法、资料分析

法和现场调研法结合客观资料进行评价。

统计各遗产要素各指标因子的平均分并

计算出总加权平均分，将其与各自指标因子

的权重相乘后相加，最终得到老中大各遗产

1935年

1935年

1954年

1954年

2023年

2023年

1935年 1954年 2023年

a  构筑物要素

b  道路要素

c  水体要素

图1   原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区各要素历代变迁
Fig. 1   Historical changes in the elements at the Shipai Campus of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1

m



67Landscape Architecture Academic Journal

    园林／2024年／第41卷／第08期

要素的综合评价得分。其运算见公式（1）：

                                                   （1）

式中，E表示遗产价值的综合得分，Wi为第i个评价因子权重，Pi

为第i个评价因子的评价等级分值，n为评价因子的数目。

2.2 基于全排列多边形的校园遗产价值评价

为减少专家评判权重系数的主观性，本研究采用全排列多边形图

示指标法客观分析核心区域内构筑物、道路、水体、植物等各类遗产

要素单体在评价准则层及指标层存在的优势与不足。全排列多边形图

示法指标标准化方法为双曲线标准化函数，见公式（2）：

                                     （2）

F（x）满足F（L）＝-1、F（T）＝0、F（U）＝1，其中U代表指标

x的上限，L代表指标 x的下限，T代表指标 x的临界值。根据上述条

件可得公式（3）：

                                 （3）

对于各指标进行标准化，见公式（4）： 

                                     （4）

指标标准化后，利用n个指标可以得出一个正n边形，n边形的

n个顶点为Si=1时的值，中心点为Si=-1时的值，中心点到顶点的线

段为各指标标准化值所在区间[-1,1]，全排列多边形综合指数计算见公

式（5）：

                                                               （5）

在标准化过程中，本研究分构筑物、道路、水体、植物4大要

素类别实行标准化指标计算。采用此计算分析过程，既能分析各遗

产单体自身各准则层及指标层之间的优劣关系，又能反映某一遗产

单体在其所属的要素类别中，某项指标相较于同类别的其他遗产单

体是否优秀。

3 研究结果

3.1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校园遗产评价分级及核心保护区划分结果

本研究共发出问卷400份，最终收回的有效问卷为306份。根据综

合评价得分，将286个遗产要素按类别由高到低划分为4个等级，等

级越高价值越大。根据分级评价结果划分各级保护区域（图3）。由图

可见，核心保护区主要涵盖了一级评价要素，总体呈现老中大时期的

历史校园景观风貌特征；建设控制区仍有部分代表性遗产要素保留着

历史校园景观的风貌特征，主要涵盖二级评价要素；建设控制区外研

究范围内的其他区域为风貌控制区，区域内基本为三、四级评价要素。

3.2 基于全排列多边形的核心保护区遗产要素评价结果

3.2.1 水体要素

由图4可知，核心保护区内水体要素的实用价值得分普遍突出，

远高于其所具有的其他价值，这主要是由于水体承载着较高的生态

效益。同时，水体作为校园景观绿化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延续了老中

图2   老中大校园遗产评价体系
Fig. 2   Evaluation system of campus heritage of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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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水校园的格局，因此也具有较高的文

化艺术价值。但由于校园规划更重视其功

能效益和视觉效果，较少关注水系脉络以

及形成过程，且由于建筑的占用、湖岸线

的破坏，后续规划并未有效承接建校初期

水体开放式的布局，削弱了校园整体景观风

貌的保护，因此水体要素的历史文化价值

得分普遍较低。

3.2.2 道路要素

相对于社会文化价值等其余4大准则层，

道路要素的历史文化价值综合得分普遍较高

（图5）。这主要是由于核心保护区中绝大部分

道路要素均为原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区时期遗

留道路，其自身历史久远度及对历史格局的

影响程度突出。但由于道路要素历史遗留资

料的缺失、道路修建材料和工艺的变化，如

今难以挖掘道路要素相关的历史信息，因此

图3   原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园校园遗产评价分级及核心保护区划分结果
Fig. 3   Evaluation and grading of campus heritage and classification of core protected areas in Shipai, former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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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要素的科学价值普遍综合得分较低。

3.2.3 植物要素

由图6可见，核心保护区中植物要素的

历史文化价值综合得分普遍较高。这与核心

保护区中绝大部分植物要素为原国立中山大学

石牌校区时期甚至更早之前栽植有关，其历

史久远度、原真性和保存质量极为突出。而

植物要素的社会文化价值综合得分普遍较低，

可能是由于人们在过去对于校园遗产的关注

点更多集中在建筑上，而植物要素的保护与

开发相对薄弱，因此对于其社会文化价值的

全面认知尚未形成，不利于后续的风貌保存。

3.2.4 构筑物要素

各建筑要素因其用途、建设年代、体量

等的差异性在综合评价中体现了不同的指向

性（图7-11）。如清清文理楼、海丽文体中心

等构筑物因其体量较大，多作为教学楼、院

楼和宿舍，因此其实用价值较高。而杀虫植

物标本馆、香园等构筑物为原国立中山大学

时期遗留建筑，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与历史

文化价值。科学价值相对较高的为逸夫人文

馆、红满堂等，此类建筑在设计手法、施工

营造上体现了极高的创新性和典型性。狮头

喷水池、孙中山像等构筑物区别于其他大型

功能性建筑物更强调其纪念功能，但由于规

模较小且功能单一，其实用价值普遍较低。

而石坊钟亭、狮头喷水池等具有较高纪念性

意义和群体认同感，因此社会文化价值较高。

4 整体保护体系

基于上述分析，拟打破现有行政边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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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老中大核心区域水体要素全排列多边形图示结果
Fig. 4   Polygonal diagram of the full arrangement of water elements in the core area of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图5   老中大核心区域道路要素全排列多边形图示结果
Fig. 5   Polygonal diagram of the full arrangement of road elements in the core area of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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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分别从遗产单体、区域及类别的角度

提出分级、分区、分类保护策略，构建起全

面详尽的校园遗产整体性保护体系，以实现

校园遗产的科学化、规范化、体系化保护。

4.1 遗产要素的分层级保护

不同遗产要素之间具有独立性和差异

性，为了对各遗产要素进行针对性的全面保

护，基于上述分析的各遗产要素等级，并结

合现场调研的实际情况，提出针对遗产要素

的分级保护策略（表1）。

4.2 分区域保护

为实现对老中大校园历史风貌的区域整

体性保护，根据校园遗产要素的级别和现有

校园风貌把研究区域划分为核心保护区、建

设控制区、风貌协调区，并提出各区域的保

护策略（表2）。

4.3 分类型保护

为全方位、各角度保护原国立中山大学

石牌校区核心保护区范围内遗产要素，根据

全排列多边形指标法，对研究范围内所有校

园遗产对象的评估指标进行计算，并归纳总

图6   老中大核心区域植物要素全排列多边形图示结果
Fig. 6   Polygonal diagram of the full arrangement of plant elements in the core area of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图7   老中大核心区域构筑物要素全排列多边形图示结果1
Fig. 7   Polygonal diagram of the full arrangement of structural elements in the core area of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resul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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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老中大核心区域构筑物要素全排列多边形图示结果2
Fig. 8   Polygonal diagram of the full arrangement of structural elements in the core area of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result 2

图9   老中大核心区域构筑物要素全排列多边形图示结果3
Fig. 9   Polygonal diagram of the full arrangement of structural elements in the core area of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result 3

图10   老中大核心区域构筑物要素全排列多边形图示结果4
Fig. 10   Polygonal diagram of the full arrangement of structural elements 
in the core area of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resul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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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级遗产要素保护策略
Tab. 1   Protection strategies for heritage elements at all levels

遗产价值等级
Heritage value level

保护策略
Protection strategy

一级
保护为主，利用为辅，严禁随意拆除；若有安全隐患，应以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

修复与维护，最大限度保留承载历史信息的元素，以确保其真实性与完整性

二级

不得整体拆除，不进行高强度开发，可以适当利用，尽量保留遗产要素的真实

性和完整性；在不影响整体风貌的前提下，可根据其特点和实际需求进行适当

改变

三级
防止过度破坏性开发，可以在尊重校园肌理和整体风貌的原则上，根据现实要

求作出调整，最大程度发挥其实用价值，以满足师生需求

四级
不进行专门保护，重在挖掘对象本体的潜在价值，结合实际需求进行利用，以其

提升综合价值

表2   各区域遗产保护策略
Tab. 2   Heritage protection strategies for each region

遗产价值等级
Heritage value level

保护策略
Protection strategy

核心保护区

实行严格保护，着重保护文化遗产的历史信息真实完整，保持原貌与原有格局，

体现历史的真实性、风貌的完整性、文化和生活的延续性；区内除必要的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外，不得进行新建、扩建活动；建设活动坚持以修旧如旧为

原则，以不改变风貌的维修、整理、修复和内部更新为主，确保传统格局肌理及

各遗产要素不受破坏

建设控制区

实行控制性保护，区内不得进行大强度开发建设，尽量保持地形地貌的原有状

态；新建；扩建、改建活动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形式、高度、体量、色彩

和空间布局等方面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延续核心保护区校园风貌特征

风貌协调区
实行协调性保护，可在与校园整体风貌协调的基础上进行新建、扩建、改建等

活动

结出各类遗产要素在准则层中的优势与劣势，

在后续保护手段中根据归类结果进行分类保

护，并提出相应的分类保护策略（表3）。

5 结语

研究将原国立中山大学的校园遗产要素

进行分类后进行定量评分，根据得分将其分

为4个等级，并且根据历史风貌将华南理工

大学五山校区和华南农业大学分为核心保护

区、建设控制区、风貌协调区三个区域，对

不同区域实施不同保护策略，最后采用全排

列多边形指标法，将所有评价对象的准则层

因子得分在同一量纲下进行比较，归纳综合

得分最低的准则层，对其结果进行分析并提

出保护策略。

研究表明：（1）校园遗产保护应遵循整

体性原则，不仅要保护校园中的建筑遗产要

素，还应将山水空间格局及其植物、道路、

构筑物等遗产元素作为一个整体加以保护，

以构建跨越行政边界、全面详尽的校园遗产

保护体系。（2）层次分析法、全排列多边形

图11   老中大核心区域构筑物要素全排列多边形图示结果5
Fig. 11   Polygonal diagram of the full arrangement of structural elements in the core area of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resul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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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各类别遗产要素保护策略
Tab. 3   Protection strategies for heritage elements of each category

综合得分最低准则层
The lowest criterion layer of comprehensive 

score

保护策略
Protection strategy

水体要素
在校园规划保护中重视水系脉络的总体格局，提升水体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和谐度；优化湖岸线处理，优化水体周

围植物群落配置，提升其文化艺术价值；充分利用生态效益优势，发挥其调节校园小气候的作用

道路要素
在校园规划中应加强核心保护区道路体系的整体性保护和利用；深入挖掘道路的历史材料及工艺制作，结合目

前校园的整体氛围以及老中大时期的外观综合考虑，在符合当前校园氛围的基础上展示其历史变化

植物要素
充分发挥植物要素在知识科普、历史保护及校园休憩景观营造等方面的作用，提升其社会文化价值；提升植物在

校园遗产保护中的关注度，增强师生对遗产要素的感知度

构筑物要素
在尊重各类构筑物特性的基础上，以修旧如旧为原则最大程度保护其真实性与完整性；在不破坏原有风貌的前

提下，结合当代科学技术提高其舒适性和实用性；未来校园各构筑物建设应与校园整体风貌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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