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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历史地形学的古典园林复原方法研究：

以 16世纪无锡寄畅园为例
Research on the Restoration Method of Classical Gardens Based on 
Historical Topography: A Case Study of the Jichang Garden in Wuxi, 
16th Century

梁洁    LIANG Jie  陈洁萍    CHEN Jieping

摘要：	地形是古典园林的基底。本文提出“历史地形学”的古典园林复原方法，旨在通过复原历史地形进而推

测复原园林布局及细部做法，于历史研究而言可补充历史文献不足、填补研究空缺时段，于园林设计实践而言

更可解析园景变迁机制、促进传统造园手段得以灵活运用。本文以无锡寄畅园为例，从园址所在惠山的水文与

地形条件出发，结合历史文献推断园内历史地形，从历史地形学的角度推演该园于 16 世纪明代初创及历次改

建动作的可能性，对照历史文献运用排除法确定历史改建做法，完整清晰地呈现了一座园林在自然和人工的双

重作用下不断演进、发展的鲜活面貌，可为当今城镇及风景建设中如何借自然之力、成人巧之景提供历史经验

与借鉴。

关键词：历史地形学、古典园林、寄畅园

Abstract：Topography is the base of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restoration method of 
classical gardens based on“historical topography”， aiming to speculate on the layout and details of restored 
gardens by restoring historical topography. In terms of historical research， it can supplement the lack of histor-
ical documents and fill the gaps in research. In terms of garden design practice， it can also analyze the mech-
anism of landscape change and promote the flexible use of traditional gardening methods. This paper takes the 
Jichang Garden in Wuxi as an example， starting from the hydrological and topographic conditions of Mountain 
Hui where the garden is located， and combining historical documents to infer the historical topography of the 
garden， specula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topography that the garden was founded in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16th centur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its previous reconstruction actions， compared with historical 
documents， using the method of exclusion to determine the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methods， and presents a 
complete and clear view of a garden under the dual effects of nature and man-made The vivid features of contin-
uous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can provid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for how to borrow the power of 
nature and create ingenious landscapes in today’s urban and landscape construction.

Keywords：Historical topography，Chinese Garden，Jichang Garden

一、基于历史地形学的古典园林研究概述

古典园林的兴建和改建往往与历史地形密切

相关。由于古人在工程、材料、工艺等方面的技

术和能力有限，他们的设计和建造必须最大限度

地利用初始地形以达成景观效果。中国工程院院

士汪菊渊曾富有开创性地指出，“（江南同里镇）

一块块水渠围绕的圩洲就好像龙鳞一般”，并据此

水文地貌进一步解读隋代皇家园林的西苑北面的

龙鳞渠，结合古图文献，作出了有历史突破意义

的、圩田技术与历史地形相结合的西苑复原图 [1]。

园林史学者周维权基于古楚湖、古太湖的历史流

域地貌对春秋宫苑楚章华台、吴姑苏台作出想象

复原 [2]。这种方法被景观学者成玉宁归入“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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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环境”的研究方法论，成为园林史研

究的四大方法之一 [3]，并指出，“园林空间

的收放变化、地形起伏、似塞犹通的空间

效应根本上得益于山水地形的塑造。”[4]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历史地形

学”的方法，即通过解读历史文献结合实

地现状来推测历史地形，接着再结合具体

园林文献推测园林地形及相应的细部做

法（图 1）。该方法运作的前提在于将园

林视作人工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产物，而地

形即承载着二者的相互作用，承载着莱瑟

巴罗（David Leatherbarrow）所谓“历史

与未来的对话”[5]。聚焦人地作用、采用

类似的方法的还有“古地形学”“历史地

理学”“历史流域学”等，这些方法所处

理的时段通常以百年、千年乃至万年为单

位，所着眼的空间范围通常为地质、地

理、流域单元，对于古典园林而言并不适

用。故而本文使用“历史地形学”一词，

以贴合古典园林研究所对应的时空尺度。

基于历史地形的遗迹，推断出来的结

果通常具有较好的准确性，在历史学、考

古学等领域得到长期且广泛的运用，不仅

用于开挖前推断遗址位置、拟定考古试掘

点，更是深入参与考古发掘结果的解读乃

至修正。例如历史学家依据历史文献结合

地表遗存得出的历史地形及水系推测曾经

推翻汉唐昆明池第二次考古结果，直接推

动昆明池第三次考古活动并最终得出与文

献一致的结论，被历史学界称为“历史自

信”“文献自信”的大胜利。[6]

以历史地形学的方法考察古典园林，

既需要对历史文献详细解读，又需要对地

形、地质知识的灵活运用，这对研究者而

言是一种挑战，同时有着如下的益处：于

园林历史研究而言，我们将通过推理演绎

获得园林演变的连续动态，而非断代研究

的时间切片，从而更好地指导园林遗产保

护和动态管理；于园林景观设计而言，我

们将得以洞察园林形式变迁的动因和机

制，而非仅囿于形式本身，从而实现因地

制宜，更加灵活有效地运用传统园林造景

手段。本文即采用此种方法，推测 16 世

纪的无锡寄畅园及周边地形变迁，进而解

读园景面貌及其变迁动因。

二、水文地质特征分析

寄畅园位于江苏省无锡市锡惠二山之

间的山谷底部，占地 15 亩。惠山地区属

太湖流域锡澄虞水系。惠山古镇外围三面

环水，东北有京杭大运河，南有梁溪河通

太湖，北有双河向西通直湖港（图 2）。

惠山是浙江天目山余脉的东延部分，

锡山是惠山的东峰。惠山走势呈北东—

西南向延伸，山体由砂岩、石英砂砾岩构

成，岩性坚硬，抗风化力强。锡惠二山之

间侵蚀沟谷开阔平坦，其成因类型属构造

剥蚀低山丘陵区。组成锡惠山岭的构造为

一背斜隆起，崖壁陡直，而地层断面直接

暴露于崖壁，故而多处泉眼分布于此。于

是这里也成为寺庙、祠堂、园林建设与活

动选址所在。

寄畅园址位于锡惠山谷的较低点，距

离泉眼集中分布带的西侧惠山崖壁较远，

园址这一带覆土层较厚，地下水无法出

露，因此园址内没有泉眼。在这样的水文

地质条件下，雨时易于此处积水成涝，而

晴时又无水源，园内水动力匮乏，积水情

况在其元代僧舍之名“沤寓”二字即可见

一斑。故就造园而言，引水和防涝是必须

考虑的关键事项。

今天的寄畅园可大致分为南部的山林

区和北部的建筑区，此一分区在建园之

初 1527 年已经确定，彼时园名“凤谷行

窝”[7]。园林于 1560 年修葺，1598 年首

次大规模改筑并改名为“寄畅园”[8]。其

中山林区又可大致分为东部的池塘和西部

的假山，此一格局则是清初 1668 年再次

大规模的改筑后形成，其面貌已接近今天

所见景象 [9]。

受限于历史文献和园林实地遗存，寄

畅园被研究的时段绝大多数集中于 1598

年改造后、1668年改造后及 2000年修复

后的园林面貌 [8] [10] [11]。对于 1527年建园

之初、1598 年改筑之前的情况我们所知

甚少。实际上，如果运用历史地形学的视

角考察同时代文献，从历史技术的角度仍

图 1：基于历史地形学的古典园林复原路线简图

图 2：寄畅园所在地理环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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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可以作出具体且可靠的推论和复原。本

文将要重点讨论的是上述历史研究中空缺

的时段，即 1527年建园前后的地形变化、

1598 年改筑前后的园林水景做法，以及

改建的具体动作（图 3）。由此，我们得

以知晓这座园林在推理演绎中展现出的动

态的发展过程，即历史地形如何塑造园林

面貌，而园景改造又如何积极响应水环境

变化。

三、小洞重阶：建园之前的挡土墙

阶地

初代园主秦金（1467—1544）于明嘉

靖六年（1527 年）建园之前，此处为僧

舍“沤寓”，[12] 而执着于考证其地貌的则

是晚明人谈修（约 1596年）。[13] 他的记述

为我们复原建园之前的地貌提供了宝贵的

资料。谈修在《惠山古今考》中曾对同时

代人秦燿（1544—1604）改建寄畅园时破

坏“古迹”小洞重阶发出强烈谴责，认为

前几代园主如秦金、秦瀚（1493—1566）

均保留此处“古迹”，到秦燿这里被破坏

掉实在可惜。谈修称唐人张祜（约 785—

849）诗句“小洞生斜竹，重阶夹细莎”

说的就是园址西边界的古代地貌。然而这

也许只是他的个人看法。首先谈修的文章

明确了这处小洞是他自己辨认出来的，[13]

本是周文襄公祠门口桥下的一处小洞，结

合高低地形及凤谷行窝西墙，正可与张祜

诗中“小洞”“重阶”的意象对上。如果

说这些尚可算得上是某种考证，至于称邵

宝（1460—1527）在二泉书院前建贞升坊

也有彰示古迹的意图，则可以说是缺乏任

何文献支持的妄自揣测了。其次同时期乡

绅邹迪光（1550—1626）的文章佐证了谈

修是唯一发现并坚称此处小洞古迹的人。

应谈修之邀，邹迪光撰文表示自己原先听

说过惠山脚下有这样一处古迹，但多年来

遍寻不着，直到有一天谈修告诉他这古迹

的位置，他才知晓，于是撰文《谈思永氏

复惠山小洞记》[14] 记述谈修这一复兴古迹

的举动。

实际上，无论这处“古迹”真实与

否，并不妨碍我们将“小洞重阶”视作建

园之前的地形表述，并通过字面意义结

合工程技术要求来进行历史地形的推测

复原。

洞，疾流也。阶，台地也 [15]。此处

小洞应是一条沟，与重阶之垣并行。这是

一种挡土墙的做法，也是一种人工阶地地

形中保持水土、预防滑坡的常见做法（图 

4）。也许此处如同谈修所言，有古时“男

女别途”之美意，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做出

地形上的解读：重阶之垣可视作挡土墙，

小洞之水可视作墙下引流沟。墙右可做引

流沟，也可做散水，以保护墙基、巩固

地形。

谈修所称“小洞下通泉水”[13] 实际是

指小洞通碧露泉。小洞、泉水若是分属两

路也不符合自然规律，地面时覆土层，没

有岩板相隔，即是开始是两条水路，山洪

一来仍会合成一条。由此可知，秦金初创

“凤谷行窝”之时引的就是小洞之水了。

就排洪而言，小洞重阶的存在，形成

了有特征的微小流域：重阶之上，雨水沿

小洞快速排走；重阶之下，地势平坦，又

地处低洼，则会常年积水，是为“沤寓”。

常年积淤使得此处覆土层变厚，地块内没

有涌泉，建园必先引水。沤寓之地，如何

引水与理水，是接下来历代园主面对的

难题。

图 3：寄畅园始建及历次改建时间轴

1527年秦金初创“凤谷行窝” 1560年秦瀚修葺 1598年秦燿大规模改筑，改名“寄畅园” 1668年秦松龄大规模改筑惠山寺僧舍“沤寓”

图 4：寄畅园历次改建平面、剖面及水口做法示意图

水闸A

水闸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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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墩形势：园址成形的驱动力

明正统十年（1445），惠山寺遭火灾，

巡抚周忱（1381—1453）认为是寺左地势

平缓，左缺青龙所致，于是用烧毁的瓦石

堆筑了一座案墩 [13]。

此案墩垒成后，彻底改变了沤寓之地

的流域基底。雨水落下后，不再散流遍

布，漫积成片，而是有了明确的流向和积

聚范围：沿案墩脚下流转成涧，在案墩

之外汇聚成一片水域。那么这个自然汇聚

的水域会在哪里？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

需要先了解僧舍“沤寓”的建筑会选在

哪里。

作为僧舍，临近惠山寺的选址有二，

建筑或选在西部临街听松坊，或选在南

部临街寺道。从谈修针对秦燿改建毁

“古迹”所发出的强烈谴责来看，秦燿之

前的历次改建都完好地保留了这处“古

迹”，所以园址西墙下必然是空出来的。

于是可以认为当时的僧房应在园址南部。

这样一来地形就清楚了：这里西北有墩、

南有房屋，雨水径流汇聚在东北部形成

水域 [7]。

嘉靖 6年（1527年），秦金购下此处

欲营园“凤谷行窝”之时，经 80 余年风

雨洗礼，这里已是地势起伏，溪涧萦绕，

林木葱郁，一派山林气象。地块内虽已有

自然水路，而并无涌泉，想营园，首要问

题即是引水。

虽有多篇历史文献记述此园引二泉之

水 [16]~[18]，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献竟无

一篇出自园主之手，而是全部出自应邀前

来的客人。实际上，今天的二泉水由地下

涵管进入日月池，再排入寺塘泾，并未流

经寄畅园 [19]。二泉周边诸路院子均用自家

山脚下的涌泉作为水源，一路一泉，泉眼

密集处甚至一院一泉（图 5），根本没必要

铺设水路引二泉水。而距离更远的凤谷行

窝更不会单独铺设这条水路。

就近而言，此处园址有二泉书院碧露

泉和日月池两个水源选择。日月池上承黄

公涧支流，此涧为山谷中惠山山麓主要汇

水路径，山雨来时水流奔腾，日月池很快

被淹没。如果引水日月池，则会给园内带

来排涝的难题。实际上，直至 2000 年寄

畅园才因缺水打开南墙，引水日月池；此

前四百余年均未引水于此 [20]。于是，依照

山麓诸院引泉的逻辑，凤谷行窝引碧露泉

之水，显然是最便捷且可行的。而在凤谷

行窝选址营建之前，其上游水系、地形均

因邵宝建二泉书院而整备完毕，此处方有

建园的可能性（图 6）。

源源不断的泉水保证了园内水景四时

不枯。秦瀚时期虽然有了较大的水面，而

这水面并非水塘，而是一条河床较浅、河

面较宽的河，即今天寄畅园中长塘的前身。

这从秦瀚本人称园中景物“平川”可见一

斑 [21]。秦瀚所谓“曲涧平川”则正是描述

了弯曲的涧水流入平坦的低洼地（图 4）。

该地形及园景布局持续了秦金、秦瀚两代

园主，直至晚明秦燿做出了大改动。

五、培山理水：得景飞泉的寄畅园

有关秦燿改建（并更名）的寄畅园的

面貌，已有研究者结合文献与实地遗存给

出了局部复原 [20]。本文关注的是，这一园

景是如何形成的，即秦燿的改建动作具体

是什么？

万历二十六年（1599年），秦燿改筑

寄畅园初步完成。在同时期画家宋懋晋

（约 1620 年）绘制的详细的园景册页上，

我们注意到了这样两处水景：一是正对涵

碧亭的瀑布“飞泉”，二是在山地上流淌

的溪流“曲涧”。通过对比图像细节可知，

正是“曲涧”中流动的水跌落山崖形成

“飞泉”。而检阅过往文献并未发现有瀑布

的记载，可知这应是秦燿的一手创举。从

工程的角度来说，这一创举必然以水工动

作为前提，即抬高水头、增大水势。

图 5：晚明惠山山麓诸园及水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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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凤谷行窝时期和寄畅园时期地块开发时序示意图

首先，必须抬高引水口的水头，使得

原先在案墩脚下的水流能够在案墩上面流

淌。基于谈修称秦燿之前的历代园主均保

留了重阶在园内的部分，那么这部分重

阶必然在园墙和案墩之间形成了一道沟

堑。从工程学的角度来看，这里要抬高水

头可以有两种做法：架渠引水；填埋沟

堑。前一种做法可以很好地保留重阶，而

从谈修对秦燿改建猛烈的抨击来看，秦燿

必然选择了后一种做法，完全埋覆了重阶

路面，让案墩上的水路与引水口相接。相

比之下，前一种做法将引水流固定在单一

线路，可预知后期维护不便，且易受大雨

冲击破坏；后一种做法相对低技术，雨水

有多条路径汇入曲涧，最终形成飞泉。其

次，就增大水势而言，显然是后一种做法

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收集雨水，所形成的瀑

布效果也更好。谈修批评覆盖重阶路面的

行为道：“重阶绵亘，虽长而广不盈丈，纵

毁之于圃不加辟，即仍旧于圃不加损”[13]，

仅从面积大小的角度评议秦燿此举，而没

有看到填埋沟堑实乃形成飞泉的关键举

措；使用“圃”字指代新改筑的寄畅园，

更是完全暴露了谈修对于园林水景营建的

不熟悉。

从谈修所述来看，秦燿不仅破坏了重

阶，还破坏了小洞，使得本应下灌百亩良

田的小洞之水不复流。那么秦燿对小洞做

了什么？从引水工程的角度我们可以推

测，秦燿做法之一是同时在小洞下游和入

园引水口设闸 A、B，在旱季关闸 A、开

闸 B将小洞之水引入园内，在雨季开闸 A、

关闸 B以防山洪侵入（见图 4）。当然还有

更简便的做法，就是直接堵上小洞下游，

只在入园引水口处设闸即可做旱涝调节应

对。同样地，前一种做法保存了小洞，后

一种做法经济便捷，并且是完全毁掉了小

洞；从谈修的强烈抨击来看，秦燿应该是

采用了后一种做法。

从今天来看，谈修的意见显然更加符

合遗产保护的原则，即识别并设法保存古

迹，同时以此为出发点约束新的设计和建

设行为；而仅就水景设计和建造来看，秦

燿的做法取得了比他的前辈更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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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前远为充沛的水量形成了全新的景观。经此

一役，园林更名“寄畅”，园景焕然一新，曲涧

飞泉，山高水长，引得众多文人流连忘返，题诗

赋文，园林则得以跻身惠山名园之列。 

六、尾声

至清初园主秦松龄（1637—1714）聘请张

鉽（约 1668 年）改造之后，有关园景再次发生

的巨变是当代研究者津津乐道的话题：这位叠

山大师张南垣的后人为一展身手，剖开了案墩，

设置了堑道，用家传之技营建岩谷之貌 [10]；长

塘之上的建筑物渐渐被撤去，假山临水之貌得

以显露，借景龙光塔的视线廊道得以打通 [22]。

这不仅助推寄畅园在清代走出惠山、蜚声海内，

更成为当代建筑学热衷讨论的对象。当然，这

一改动必然伴随着水头下降，昔日山顶曲涧成

为沟壑中的细流，飞泉也不复存在了。

通过推理复原明代寄畅园历任园主的改建动

作，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园林作为活的遗产，在自

然和人为的双重作用下发生了一次次面貌的变

迁。回看今天的遗产保护，在越来越发达的摄

影、测量技术支持下，园林如同标本一般，其面

貌被精确地固定，并试图通过维护手段使之长期

封存下来。如何在保存园林遗产历史风貌的前提

下，持续发展并展示其自然活力，是历史研究与

遗产管理的双重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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