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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Wuxi Modern Gardens

无锡近代园林景观评价
Landscape Assessment of Wuxi Modern Gardens

摘   要：无锡近代园林是中国近代园林的里程碑。全面评估现存的无锡近代园林的价值，对于全面认知这一宝贵文化遗产、指

导对无锡近代园林的合理保护和开发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无锡近代园林的实地调研，结合国家相关标准、法规以及指标选择原

则，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汇总游客的评价意见，并征询专家意见，建立了无锡近代园林的评价指标体系，对3种类型的无锡近代园

林进行了分析，得出如下结论：无锡太湖近代园林的综合价值最为突出、无锡惠山近代园林次之、无锡城邑近代园林相对前两者

略低。另外，对每一类里的园林也进行了评价和排序。此研究对于无锡近代园林的保护和利用具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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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uxi modern garden is a landmark among Chinese modern gardens. Assessing the comprehensive value of Wuxi modern 

garden is important to know about it and protect it. The paper builds an assessment system of Wuxi modern garden via field research, 

question naire survey and consulting expert advice. The assessment system is focused on 3 categories. It is summarized that Wuxi Taihu 

Lakeside gardensare of  the highest values, Wuxi Huishan modern garden comes the second, and Wuxi town modern garden the lowest. In 

addition, the gardens of each category are also evaluated and ranked. The research is of great practical values to the protection and use of 

Wuxi modern gard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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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评价目标及意义

无锡近代园林继承了中国传统园林的精

华，并吸收西方园林元素，顺应时代需求，是

中国近代园林的里程碑。其开放性使之成为中

国近代公共园林的先驱，并开启了中国近代风

景旅游休闲度假的先河。无锡近代园林具有突

出的文化、艺术、社会、经济、生态价值，对

无锡近代园林的造园艺术、文化内涵以及其经

济、社会、生态价值进行综合评价，全面评估

现存的无锡近代园林的价值，对于全面认知这

一宝贵文化遗产、指导无锡近代园林的合理保

护和开发具有重要意义，并可在无锡近代园林

保护规划政策制定、无锡近代园林保护规划编

制、建设用地选址、环境影响评估等过程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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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评价指标必须是可以直接进行量

化，或是对于定性指标可以通过间接的赋值进

行量化。

3)参与性原则。

无锡近代园林逐步对外开放，一些近似于

近代公园，为社会广大群众服务。因此，大众

的参与评价必不可少。

4)规范性原则。

选择的评价指标必须符合国家现行的设

计规范。设计规范是指导设计者进行设计的准

则，也是评价无锡近代园林景观的最重要的参

考之一。评价所选取的指标，只有与国家设计

规范相一致，才能确保所构建的模型具有科学

性与可信度[2]。 

* 通信作者(Author of correspondence) E-mail: xuexiaofei@bjfu.edu.cn

挥重要作用。此外，还可为无锡近代园林保护

区的定义和选择提供科学客观的依据。

本文采用的景观评价依据是国际通用的方

法，以个人或群体以某种标准对景观的价值做

出的判断，侧重于人的感受，关注客观环境与

人的视觉感知和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关系，评价

的依据主要是视觉提供的资料[1]。

2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2.1  评价指标选择的原则

1)针对性原则。

选择的评价指标要针对无锡近代园林的

特点。

2)可量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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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

2.2.1  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通过对无锡近代园林进行实地调研，结合

国家相关标准、法规以及指标选择原则，采用

问卷调查的方式汇总游客的评价意见，并征询

专家意见，对指标进行了归纳整理[3]。根据无

锡近代园林的3种类型：太湖园林、惠山园林、

城邑园林，结合其具有的文化、艺术、社会、

生态、经济价值，分别构建了相应的评价指标

体系(表1)。

2.2.2  评价指标描述

1)艺术性(B1)。

无锡近代园林的造园艺术手法和意境表达

是其造园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园林美

学的深刻体现，也是评价无锡近代园林的重要

内容。

(1)选址的合理性(C1)。

此项指标针对太湖园林和惠山园林。太

湖园林建在太湖沿岸，巧借太湖山水环境；惠

山园林依托惠山林泉胜地，为借景真山提供条

件。二者在相地选址上均经过不同程度的考

量，是可进行评价的指标之一。

(2)借景湖山的巧妙性(C2)。

此项指标针对太湖园林和惠山园林。二者

分别选址在太湖沿岸和惠山胜地，将自然湖山

纳入园林中，营造真山真水园林。

(3)游线设计的合理性(C3)。

此项指标针对太湖园林。太湖园林规模较

大，合理的游线组织尤为重要。根据相关游记

对游线的记载及实际游览体验，可评价游线组

织的合理程度。

(4)空间层次的丰富性(C4)。

园林中空间处理手法的多样化、空间序列

组织的连贯性可以给游人以丰富的游览体验，

是造园艺术水平的重要评价标准。

(5)空间尺度的适宜性(C5)。

无锡近代园林作为私人居住、会客的宅

邸式园林或城市公园，园林空间应适合人的

尺度。

(6)叠山的艺术性(C6)。

叠山是中国传统园林也是无锡近代园林的

重要要素。叠山的艺术性包括整体态势的连

贯性；对真山的概括提炼程度；游览线路设

计的合理性、趣味性，以及名石的数量及审

美价值等。

(7)理水的艺术性(C7)。

理水是中国传统园林也是无锡近代园林的

重要要素理水的艺术性包括水景形式的丰富

程度；水源、水尾的处理方式；桥、堤、岛

等元素分割后水面层次的丰富度；驳岸的艺

术效果等。

(8)建筑的艺术性(C8)。

近代建筑是无锡近代园林的重要组成部

分。近代建筑作为园林起居游乐的场所和园林

景观构成的主要元素，也是近代园林美学的

实际体现，其艺术性是园林景观评价的重要指

标。建筑的艺术性包括建筑本身的美学价值、

技术水平、材料的先进性，以及建筑布局的

表1    无锡近代园林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目标层 A 准则层 B
指标层 C

指标

无锡近代园林景观 A

艺术性 B1

选址的合理性(太湖园林、惠山园林) C1

借景湖山的巧妙性(太湖园林、惠山园林) C2

游线设计的合理性(太湖园林) C3

空间层次的丰富性 C4

空间尺度的适宜性 C5

叠山的艺术性 C6

理水的艺术性 C7

建筑的艺术性 C8

小品的艺术性 C9

花木种植主题的鲜明性 C10

花木季相、色相的丰富度 C11

花木配植形式的因地制宜性 C12

古树名木的数量 C13

铺地的艺术性 C14

意境的深远性 C15

文化性 B2
文物古迹的丰富性 C16

历史传说的丰富性 C17

经济性 B3
商业经营 C18

外部交通通畅性 C19

社会性 B4

对公众的开放程度 C20

公众游览的愉悦感 C21

公众游览的舒适感 C22

公众游览的自豪感 C23

公共园林活动的现代性(办学、庆典) C24

生态性 B5

绿地率 C25

绿化覆盖率 C26

生物多样性 C27

水体环境质量 C28

空气环境质量 C29

空气负离子含量 C30

噪声等级 C31

因地制宜性等。这里的“建筑”包括起居建

筑、文娱建筑、景观建筑(塔、亭、榭、舫、

桥等)。

(9)小品的艺术性(C9)。

小品为无锡近代园林中的生动点缀，绕具

特色，包括石磨、藤架、匾联等。其艺术性是

园林景观评价的重要指标。

(10)花木种植主题的鲜明性(C10)。

植物是无锡近代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花

木种植主题反映了园林的写意特征，也是无锡

近代园林的特点之一，其鲜明性是园林美学价

值和造园艺术的重要评判指标。

(11)花木季相、色相的丰富度(C11)。

花木的季相是指随着季节的不同，园林植

物景观所呈现出的不同的景观特色。各种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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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本身随着季节变化而变化;常绿树种与落叶

树种合理搭配，随季节变化，观赏的侧重点也

随之变化。色相主要指对色叶植物和不同花色

植物的搭配应用。

(12)花木配植形式的因地制宜性(C12)。

花木的配植随所处山、水、建筑等环境要

素而各有区别，因此要做到因地制宜。

(13)古树名木的数量(C13)。

古树名木的数量反映了园林的历史人文底

蕴，构成园林中富有人文特色的植物景观。

(14)铺地的艺术性(C14)。

无锡近代园林的地面多有铺装，有些铺置

颇为讲究，因此可作为园林美学价值和造园艺

术评价的指标。

(15)意境的深远性(C15)。

无锡近代园林继承传统园林的意境营造，

力图通过匾额题刻、主题景观营造、园林要素

的巧妙安排等表达不同的意境。意境的深远性

也是园林艺术水准的重要评价指标。

2)文化性(B2)。

无锡近代园林的文化性主要指与其有关的

文物古迹和历史传说。

(1)文物古迹的丰富性(C16)。

无锡近代园林尤其是太湖近代园林中大

都保存着文物古迹，如横云山庄的高攀龙濯足

处；太湖别墅筑园时出现的“劈下泰华”“天

开峭壁”“源头一勺”的石刻等，为园林增添

了独特的人文魅力。

(2)历史传说的丰富性(C17)。

无锡近代园林尤其是太湖近代园林有着

丰富的历史传说，如蠡园的西施传说。历史

传说反映了园林的历史积淀，是文化性的重

要体现。

3)经济性(B3)。

无锡近代园林在对外开放的同时有一些经

济活动以取得一定的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

价值。

(1)商业经营(C18)。

无锡近代园林中的太湖园林如梅园、鼋头

渚及蠡园等以其优美的风光、悠久的历史文

化和舒适的设施等吸引了大量游客乃至各界

名人。

(2)外部交通通畅性(C19)。

无锡园主人重视园林外部的交通以方便公

众前来游览，如荣宗敬曾计划修建环湖公路直

达蠡园；造长桥使得梅园、锦园、鼋头渚和蠡

园连接起来；王禹卿在蠡园门外修筑公路等。

这种修桥筑路、发展旅游的举措，在增大园林

名气的同时，对于造福公众和城市经济建设大

有裨益。

4)社会性(B4)。

无锡近代园林的社会性主要体现在对公众

开放。无锡近代园林，无论是城市公园的建设

还是私人园林的公园化，表明园林从长期封建

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始为群众所享，具有深刻

的社会性。

(1)对公众的开放程度(C20)。

无锡近代园林时期，平民化旨趣已深入

人心。无锡近代园林中，梅园、横云山庄、锦

园、公花园(我国现存最早的近代公园)、渔庄

等免费对公众开放；蠡园等对公众开放但是收

取门票。

(2)公众游览的愉悦感(C21)。

无锡近代园林以丰富的视觉景观和多样的

空间体验使游者产生不同程度的愉悦感，是公

众对无锡近代园林的游赏感受，可反映其社会

价值。

(3)公众游览的舒适感(C22)。

无锡近代园林以其优美的生态环境使游者

产生不同程度的舒适感，也是公众对无锡近代

园林的游赏感受，可反映其社会价值。

(4)公众游览的自豪感(C23)。

无锡近代园林是吸引中外旅游的热点。游

者在游赏的过程中，可感受到古典园林和西方

园林的交流与融合，有利于提高大众的审美感

和鉴赏力，确立国民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

(5)公共园林活动的现代性(C24)。

无锡近代园林中的活动是其对中国传统园

林“可游”的继承，具有现代性和时代特征的

园林活动如网球、高尔夫球、龙舟竞渡、办学

育人等更多地体现了新时代的需求和风尚，反

映了新时代的文化特点。通过园林活动，可实

现一定的社会功能。

5)生态性(B5)。

无锡近代园林对改善环境质量、维护城市

生态平衡具有重要作用。太湖近代园林为流域

范围提供了调节气候、美化环境、调蓄洪水、

润泽农桑、促进生物多样性等诸多益处；惠山

近代园林对保护山体土壤植被、优化城区生态

环境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城邑近代园林以散

状的绿地布置在城市内部，和其他城市各类型

绿地共同营建宜居环境。

(1)绿地率(C25)。

绿地率是指无锡近代园林用地范围内各类

绿地的总和与园林用地的比率(%)。根据有关

规范规定，经咨询专家，可按表2标准进行评分

量化。

(2)绿化覆盖率(C26)。

绿化覆盖率是指在无锡近代园林用地范

围内，绿化用的总面积所占的比率。计算公式

为：绿化覆盖率=植物垂直投影所占面积/园林

总用地面积[4]。根据有关规范规定，经咨询专

家，可按表3标准进行评分量化。

(3)生物多样性(C27)。

生物物种种类的多样性可以更好地发挥生

态效益。无锡近代园林尤其太湖园林和惠山园

林，为生物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生境。

(4)水体环境质量(C28)。

合理的水生植物配置可以降低TP和TN的

比率，能够改善水质，提高水体透明度。近代

园林连同其周边自然环境共同形成的稳定的水

生生态系统，能够在较长时间内保持水质的稳

定，并具有提升景观效果的作用[5]。因此，水

质是衡量园林生态价值的重要指标。

(5)空气环境质量(C29)。

园林绿地具有空气净化作用。

参 考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标 准 ( G B  3 0 9 5 -

1996)，空气质量标准值通常采用2种形式的

标准值：一是空气污染指数，二是各项污染物

浓度。

(6)空气负离子含量(C30)。

空气负离子具有杀菌、降尘、清洁空气的

功效。空气负离子浓度的高低是评价一个地方

空气清洁程度的指标。

(7)噪声等级(C31)。

园林绿地的树叶通过各个方向不规则反

射或振动使声音减弱、消耗，能有效地减弱噪

声的强度、甚至吸收和消除噪声。噪声等级越

小，园内的生态效应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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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指标中，C13、C16、C17、C25~C31

属定量指标；其余指标均属定性指标。

2.2.3  评价指标体系各指标权重的确定(表4~6)

2.3  无锡近代园林评价程序

利用建立的无锡近代园林景观评价指标体

系，对无锡近代园林进行逐个评价。评价程序

如下。

2.3.1  建立评语集

本文将对评价结果的描述划分为5个等级，

分别为：好、较好、一般、较差、差(表7)。

2.3.2  对评价指标体系的各个指标进行量化

1)定量指标的量化方法。对于定量指标，

根据相关规范并结合专家意见或根据实际测量

结果，进行评分量化。

2)定性指标的量化方法。对于定性指标，

采用对游客进行问卷调查或专家直接打分的形

式，对指标进行量化(评分均采用百分制)。

3)计算。各个指标进行量化以后，根据各

个指标对目标层——无锡近代园林景观的总排

序权重，计算得出总的评价得分。

4)得出评价结果。

2.3.3  评价结果及分析

根据专家打分及游客调查问卷情况汇总，

结合评价指标体系，得出了各个园林的评分

(表8)。

由评价得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无锡太湖

近代园林的综合价值最为突出，其选址借景太

湖，巧妙依托岛屿的自然地形与湖岸线的开合

关系且园林要素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太湖近

代园林规模较大，但是游线布置巧妙合理；太

湖近代园林开放性强，大多免费对公众开放；

太湖园林的花木配置艺术价值高，植物景观具

有鲜明的主题；与太湖园林相关的历史传说、

文物古迹最为丰富。

无锡惠山近代园林的综合价值比之太湖园

林略逊一筹。在选址和借景的巧妙性上，惠山

园林亦巧于因借；对公众的开放程度高。

无锡城邑近代园林的综合价值相对前两者

来说略低。城邑近代园林的建筑、小品的艺术

性不如前两者突出；大部分不允许参观，因此

开放程度不高，社会价值较低；绿化率和绿地

覆盖率等指标略低于前两者，因此生态价值也

相对前两者略低。

表2                   绿地率评分量化标准

绿地率 R≥75% 70%≤R＜75% 65%≤R＜70% R＜65%

评价级别 优 良 中 差

得分范围 100~90 89~75 74~60 ＜60

表3                绿化覆盖率评分量化标准

绿化覆盖率 R≥80% 75%≤R＜80% 70%≤R＜75% R＜70%

评价级别 优 良 中 差

得分范围 100~90 89~75 74~60 ＜60

表4     无锡近代太湖园林景观评价指标总表

目标层 A 准则层 B 权重
指标层 C 指标层对目标

层的总权重指标 权重

无锡近

代太湖

园林景

观 A

艺术性 B1 0.417

选址的合理性(太湖园林、惠山园林) C1 0.034 0 0.014 2

借景湖山的巧妙性(太湖园林、惠山园林) C2 0.021 6 0.009 0

游线设计的合理性(太湖园林) C3 0.019 0 0.007 9

空间层次的丰富性 C4 0.140 5 0.058 6

空间尺度的适宜性 C5 0.140 5 0.058 6

叠山的艺术性 C6 0.085 9 0.035 8

理水的艺术性 C7 0.085 9 0.035 8

建筑的艺术性 C8 0.085 9 0.035 8

小品的艺术性 C9 0.085 9 0.035 8

花木种植主题的鲜明性 C10 0.051 5 0.021 5

花木季相、色相的丰富度 C11 0.085 9 0.035 8

花木配植形式的因地制宜性 C12 0.012 9 0.005 4

古树名木的数量 C13 0.012 9 0.005 4

铺地的艺术性 C14 0.085 9 0.035 8

意境的深远性 C15 0.051 5 0.021 5

文化性 B2 0.263
文物古迹的丰富性 C16 0.500 0 0.131 5

历史传说的丰富性 C17 0.500 0 0.131 5

经济性 B3 0.062
商业经营 C18 0.670 0 0.041 5

外部交通通畅性 C19 0.330 0 0.020 5

社会性 B4 0.160

对公众的开放程度 C20 0.423 0 0.067 7

公众游览的愉悦感 C21 0.266 0 0.042 6

公众游览的舒适感 C22 0.162 0 0.025 9

公众游览的自豪感 C23 0.086 0 0.013 8

公共园林活动的现代性(办学、庆典) C24 0.062 0 0.009 9

生态性 B5 0.097

绿地率 C25 0.349 2 0.033 9

绿化覆盖率 C26 0.237 5 0.023 0

生物多样性 C27 0.155 1 0.015 0

水体环境质量 C28 0.098 7 0.009 6

空气环境质量 C29 0.060 7 0.005 9

空气负离子含量 C30 0.060 7 0.005 9

噪声等级 C31 0.038 0 0.003 7



61

Study of Wuxi Modern Gardens

其中，太湖近代园林中按评分从高到低排

序依次为鼋头渚横云山庄、王氏蠡园、荣氏梅

园、鼋头渚太湖别墅、陈氏渔庄、鼋头渚小蓬

莱山馆、鼋头渚陈家花园(若圃)、荣氏锦园、

鼋头渚茹经堂。

鼋头渚横云山庄是太湖近代园林中综合

价值最高的园林。山庄尽得湖山之胜，空间

布局大开大合，气势雄伟，水景营造恰如其

分，建筑中西合璧，植物景观富有特色、主

题分明，意境深远，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山庄除少数建筑供园主自己起居使用以外，

其余部分均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具有较高

的社会价值；山庄自然植被丰富，生态价值

突出；山庄周边水路交通便利，具有一定的

经济价值。王氏蠡园的综合价值稍逊于横云

山庄，其点缀于蠡湖北岸，因借绝佳风景，

园内堆筑假山、池岛，并在山间水畔植树种

花，建筑中西合璧，并设有舞池、游泳池等

现代设施，具有较高的艺术、生态价值；园

外修筑公路，交通便利，并设立宾馆，经济

价 值 突 出 ； 蠡 园 向 公 众 开 放 但 对 外 售 票 ，

开 放 程 度 略 低 。 荣 氏 梅 园 枕 山 而 卧 ， 南 邻

蠡湖，造园风格简洁朴素，植物造景成就瞩

目，艺术价值较高；梅园向公众免费开放，

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梅园的生态价值略逊

于蠡园。鼋头渚太湖别墅在选址上与横云山

庄相比，缺乏视觉的丰富性；太湖别墅的造

园艺术价值逊于前述园林，如叠石假山略显

琐碎；太湖别墅开放性较差，具有一定的私

有 性 。 陈 氏 渔 庄 点 缀 于 蠡 湖 北 岸 ， 三 面 环

湖，造园风格古典，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免费向公众开放，社会价值较高。渔庄与蠡

园均为“假山真水”，艺术价值上略逊于依

托真山真水的横云山庄。鼋头渚小蓬莱山馆

选址精妙，但建筑量少，造园艺术水平比前

者略低。鼋头渚陈家花园(若圃)以植物景观

为特色，但园林景观不够丰富，艺术价值略

低；荣氏锦园建筑保留不全，荷花池面积缩

减严重，不对外开放，社会价值较低；鼋头

渚 茹 经 堂 以 建 筑 为 主 体 ， 对 外 不 开 放 ， 艺

术、生态、社会价值较于前者稍低。

惠山近代园林中按评分从高到低排序依次

为杨氏潜庐、惠山公园(李公祠园)、王恩绶祠

表5      无锡近代惠山园林景观评价指标总表

目标层 A 准则层 B 权重
指标层 C 指标层对目标

层的总权重指标 权重

无锡近

代惠山

园林景

观 A

艺术性 B1 0.417

选址的合理性 C1 0.032 9 0.013 7

借景湖山的巧妙性 C2 0.022 7 0.009 5

空间层次的丰富性 C4 0.145 3 0.060 6

空间尺度的适宜性 C5 0.145 3 0.060 6

叠山的艺术性 C6 0.086 7 0.036 2

理水的艺术性 C7 0.086 7 0.036 2

建筑的艺术性 C8 0.086 7 0.036 2

小品的艺术性 C9 0.086 7 0.036 2

花木种植主题的鲜明性 C10 0.050 7 0.021 1

花木季相、色相的丰富度 C11 0.086 7 0.036 2

花木配植形式的因地制宜性 C12 0.016 2 0.006 8

古树名木的数量 C13 0.016 2 0.006 8

铺地的艺术性 C14 0.086 7 0.036 2

意境的深远性 C15 0.050 7 0.021 1

文化性 B2 0.263
文物古迹的丰富性 C16 0.500 0 0.131 5

历史传说的丰富性 C17 0.500 0 0.131 5

经济性 B3 0.062
商业经营 C18 0.670 0 0.041 5

外部交通通畅性 C19 0.330 0 0.020 5

社会性 B4 0.160

对公众的开放程度 C20 0.423 0 0.067 7

公众游览的愉悦感 C21 0.266 0 0.042 6

公众游览的舒适感 C22 0.162 0 0.025 9

公众游览的自豪感 C23 0.086 0 0.013 8

公共园林活动的现代性(办学、庆典) C24 0.062 0 0.009 9

生态性 B5 0.097

绿地率 C25 0.349 2 0.033 9

绿化覆盖率 C26 0.237 5 0.023 0

生物多样性 C27 0.155 1 0.015 0

水体环境质量 C28 0.098 7 0.009 6

空气环境质量 C29 0.060 7 0.005 9

空气负离子含量 C30 0.060 7 0.005 9

噪声等级 C31 0.038 0 0.003 7

园。杨氏潜庐选址于惠山古镇，借景锡山，富

有山林之趣，整体布局紧凑、精巧典雅，掇山

理水巧夺天工，艺术、文化、生态价值较高。

惠山公园(李公祠园)南借锡山，西望惠山，园内

楼阁巍峨、假山重叠、飞梁跨池，繁花锦铺、

风景清幽，但其空间变化略逊于杨氏潜庐。王

恩绶祠园规制完整、布局缜密，总体格局保存

较好，建筑现状较好，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但景点丰富度逊于前者，生态价值也较低。

城邑近代园林中按评分从高到低排序依

次为公花园、薛福成故居、杨氏云薖园、秦氏

佚园、王禹卿旧居、薛汇东宅园。公花园外部

交通便利，免费对公众开放，园内活动丰富，

社会价值高；园区彰显生态文化、现代都市文

化、传统文化、民俗文化，具有突出的生态价

值和文化价值。薛福成故居选址独特，文脉深

长，园内空间丰富，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故

居延续了私密性，社会价值较低；此外，其文

化、生态价值逊于前者。杨氏云薖园造园风格

秉承传统，建筑中西合璧，意境深远，艺术价

值较高；其外部交通便利程度逊于前者，经济

价值稍低；园内生物多样性、水环境质量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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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无锡近代城邑园林景观评价指标总表

目标层 A 准则层 B 权重
指标层 C 指标层对目标层的总权重

指标 权重

无锡近

代城邑

园林景

观A

艺术性 B1 0.417

空间层次的丰富性 C4 0.150 8 0.062 9

空间尺度的适宜性 C5 0.150 8 0.062 9

叠山的艺术性 C6 0.089 8 0.037 4

理水的艺术性 C7 0.089 8 0.037 4

建筑的艺术性 C8 0.089 8 0.037 4

小品的艺术性 C9 0.089 8 0.037 4

花木种植主题的鲜明性 C10 0.049 4 0.020 6

花木季相、色相的丰富度 C11 0.089 8 0.037 4

花木配植形式的因地制宜性 C12 0.030 5 0.012 7

古树名木的数量 C13 0.030 5 0.012 7

铺地的艺术性 C14 0.089 8 0.037 4

意境的深远性 C15 0.049 4 0.020 6

文化性 B2 0.263
文物古迹的丰富性 C16 0.500 0 0.131 5

历史传说的丰富性 C17 0.500 0 0.131 5

经济性 B3 0.062
商业经营 C18 0.670 0 0.041 5

外部交通通畅性 C19 0.330 0 0.020 5

社会性 B4 0.160

对公众的开放程度 C20 0.423 0 0.067 7

公众游览的愉悦感 C21 0.266 0 0.042 6

公众游览的舒适感 C22 0.162 0 0.025 9

公众游览的自豪感 C23 0.086 0 0.013 8

公共园林活动的现代性(办学、庆典) C24 0.062 0 0.009 9

生态性 B5 0.097

绿地率 C25 0.349 2 0.033 9

绿化覆盖率 C26 0.237 5 0.023 0

生物多样性 C27 0.155 1 0.015 0

水体环境质量 C28 0.098 7 0.009 6

空气环境质量 C29 0.060 7 0.005 9

空气负离子含量 C30 0.060 7 0.005 9

噪声等级 C31 0.038 0 0.003 7

表7                      评价得分与评价结果对照表

评价得分 S≥90 80≤S＜90 70≤S＜80 60≤S＜70 S＜60

评价等级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表8        无锡近代园林评价得分

园林类型 园林名称 评价得分S

太湖园林 荣氏梅园 89.308 5

荣氏锦园 86.788 8

鼋头渚横云山庄 89.716 9

鼋头渚太湖别墅 88.938 4

鼋头渚茹经堂 85.601 2

鼋头渚陈家花园(若圃) 86.966 1

鼋头渚小蓬莱山馆 87.544 6

王氏蠡园 89.456 8

陈氏渔庄 88.594 1

惠山园林 杨氏潜庐 86.378 1

王恩绶祠园 85.430 4

城邑园林 惠山公园(李公祠园) 85.501 2

公花园 88.397 9

薛福成故居 85.752 4

薛汇东宅园 82.549 9

杨氏云薖园 84.163 3

秦氏佚园 84.068 9

王禹卿旧居 83.912 5

(编辑/王媛媛)

作者简介：

胡兆忠/1970年生/男/江苏淮阴人/无锡市市政和

园林局风景园林管理处/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学(无

锡 214131)

薛晓飞/1974年生/男/山东莱阳人/博士/北京林业

大学园林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园林历史与理论/

本刊特约编辑(北京 100083)

黄   晓/1983年生/男/山东烟台人/博士/北京林业

大学园林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园林历史与理论(北

京 100083)

张司晗/1992年生/女/河南新乡人/北京林业大学

园林学院风景园林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园林

历史与理论(北京 100083)

参考文献：

[1] 王保忠，王保明，何平.景观资源美学评价的理论与

方法[J].应用生态学报，2006(9)：1733-1739.

[2] 李羽佳.ASG综合法景观视觉质量评价研究[D].哈尔

滨：东北林业大学，2014.

[3] 裘亦书，高峻，詹起林.山地视觉景观的GIS评

价：以广东南昆山国家森林公园为例[J].生态学报，

2011(4)：1009-1020.

[4]  陈宇.景观评价方法研究[J] .室内设计与装修，

2005(3)：12-15；114.

[5] 裘亦书.基于GIS技术的景观视觉质量评价研究[D].上

海：上海师范大学，2013.

者低，生态价值逊于前者。秦氏佚园秉承传统

造园手法，意境深远，艺术价值较高；其绿化

覆盖率稍低，生态价值较前者略低。王禹卿旧

居相较于前者建筑稀疏，园内布局不够紧凑、

植物造景也略逊于前者，艺术价值和生态价值

较前者偏低。薛汇东宅园建筑风格西化较严

重，艺术价值较前者低；宅园绿地率较低，生

态价值较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