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类号ＴＵ９ ８ ６ ． １ 学校代码 １ ０ １ ２９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Ｕ Ｄ Ｃ７ １ ２ 学号２０ １ ６２０２ ０３ ００ １ ４

明清岭南庭园空间环境探究

以余荫山房为例

Ｏｎｔｈ ｅＳｐ ａｃｅＥ ｎｖ ｉｒｏｎｍ ｅｎ ｔｏｆＬ ｉｎｇ
ｎ ａｎＧａｒｄ ｅｎｉｎＭ ｉｎ

ｇ
ａｎｄ

Ｑ ｉｎｇ
Ｄｙ

ｎａ ｓｔ ｉｅ ｓ
—

ａＣａｓ ｅＳ ｔｕｄｙ
ｏｆＹｕＹｉｎＳｈ ａｎＦａｎｇ

申 请 人 ： 刘眷静

学科门类 ： 工 学

学科专业 ： 风景园林学

研究方向 ：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

指导教师 ： 段广德 教授

论文提交 日期 ： 二〇一九年六月



内蒙古农业大学研宄生学位论文独创声明

本人 申 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我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宄

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 。 据我所知 ， 除了文 中特别加 以标注和致谢的

地方外 ， 论文中不包括其他人 己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宄成果 ， 也不包

括为获得我校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 ， 与我
一

同工作 的 同志对本研宄所做的任何贡献均 己在论文中作 了 明确的说

明并表示谢意 。

申请学位论文与资料若有不实之处 ， 本人承担
一

切相关责任 。

论文作者签名 ： 日ｍ ：ａ ． １ ３，

内蒙古农业大学研宄生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人完全 了解 内 蒙古农业大学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 ， 即 ： 研

宄生在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工作的知识产权单位属 内蒙古农业大学 。 本

人保证毕业离校后 ， 发表论文或使用论文工作成果时署名单位为 内 蒙

古农业大学 ， 且导师为通讯作者 ， 通讯作者单位亦署名为 内蒙古农业

大学 。 学校有权保留并向 国家有关部 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 电

子文档 ， 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 。 学校可 以公布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

分 内容 （保密 内容除外 ） ， 采用影印 、 缩印或其他手段保存论文 。

论文作者签名 ： ｐ
＼＼＼

指导教师签名 ： 咏 Ｊ

日期 ：



摘要

岭南庭园是中 国传统庭园 中轻盈小体量的代表 ， 也是岭南地区
一

种人居生活方

式的展现类型 。 本文在 中 国古典园林和岭南园林的传统研究上 ， 结合空间构形理念 ，

以岭南著 名 四大庭园之
一

番 禺余荫 山 房为例 ， 用 空间句法软件对余荫 山房进行

理性的量化分析 ， 通过对余荫 山 房的空间分析与探索 ， 继承与发展传统园林中空间

营造的方法与模式 。

文章第
一

部分论述研宄起源 ， 对相关研宄进行基本梳理 ， 介绍研究方法与框架 。

第二部分 ， 阐述了 空间句法的涵义及基础理论知识 ， 通过大量文献提炼并归纳概括

中 国古典园林空间句法研宄文献里使用 的量化分析方法 ， 研宄层面及技术参量 。 第

三部分 ， 基于人居使用展开考量 ， 确定庭园如何结合 自 身特性在空间分割 、 平面建

模 、 研宄方法等因素 ， 对空间布局 图示语言进行转化 。

继而 ， 文章对余荫 山 房做 出 定量和定性两种分析 。 第 四和第五部分 ， 以行为路

径为线依次将余荫 山房 内 部详尽细致的空间布局描述串联起来 ， 随后 ， 用关系 图解

作局部空间 的拓扑定性分析 ， 结合定量分析结论与传统分析方法对研究整体与局部

的空间特点做出理解和评价 。 在不 同层面的空间句法量化演算定量分析上 ， 研宄造

园要素对人居空间布局 的影响 ， 并总结居住者在游园 中 的视线与路径关系 。

关键词 ： 余荫 山房 ； 空间句法 ； 数据分析 ； 对 比研宄



ＯｎｔｈｅＳｐ
ａｃｅ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ｏｆＬ ｉｎｇ

ｎａｎＧａｒｄｅｎｉｎＭ ｉｎｇ
ａｎｄ

Ｑ ｉｎｇ

Ｄ
ｙ
ｎａｓ ｔ ｉｅｓ

—

ａＣ ａｓｅＳ ｔｕｄｙ
ｏｆ ＹｕＹｉｎＳｈａｎＦ ａｎｇ

Ａｂ ｓ ｔ ｒ ａｃｔ

Ｌ ｉｎｇｎａｎ
Ｇａｒｄｅｎｉ ｓｔｈｅｒｅｐｒｅ ｓ ｅｎ ｔａ ｔ ｉｖｅｏ ｆｌ ｉｇｈｔｗｅ ｉｇｈ ｔａｎｄｓｍａ ｌ ｌｓ ｉ ｚｅｉｎｔｒａｄ ｉ ｔ ｉｏｎａ ｌ

Ｃｈ ｉｎｅ ｓｅ
ｇａｒｄｅｎ ｓ

，ａｎｄｉ ｔｉ ｓａ ｌ ｓｏ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ｎ ｉｆｅ ｓ ｔａｔ ｉ ｏｎｔｙｐｅ ｓｏｆＬ ｉｎｇｎａｎＰｅｏｐ ｌｅ
＇

ｓｌ ｉｖ ｉｎｇ

ｌ ｉ ｆｅｓ ｔｙ ｌ ｅ ．Ｂ ａ 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ｔｒａｄ ｉ ｔ ｉｏｎａ ｌｒｅｓ ｅａｒｃｈｏｆＣｈ ｉ ｎｅ ｓｅｃ ｌ ａ ｓ ｓ ｉ ｃ ａ ｌ

ｇａｒｄｅｎ ｓａｎｄＬ ｉｎｇｎａｎ

ｇ
ａｒｄｅｎ ｓ

，ｔｈ ｉ ｓｐａｐｅｒｔａｋｅ ｓＰａｎｙｕＹｕＹ ｉｎＳｈａｎＦａｎｇ ，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ｆａｍｏｕ ｓｇａｒｄｅｎ ｓｉｎ

Ｌ ｉ ｎｇｎａｎ ，ａｓａｎｅｘ ａｍｐ ｌ ｅ
，ａｎｄｍ ａｋｅ ｓａｒａ ｔ ｉｏｎａ ｌ

ｑｕａｎ ｔ ｉ ｔａ ｔ ｉ ｖｅａｎａ ｌｙ ｓ ｉ ｓｏｆ ＹｕＹ ｉｎＳｈａｎＦａｎｇ

ｗ ｉ ｔｈｓｐ ａ ｔ ｉａ ｌｓｙｎ ｔａｘ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Ｔｈ ｒｏｕｇ
ｈｔｈｅｓｐ ａ ｔ ｉａ ｌａｎａ ｌ

ｙｓ ｉ ｓａｎｄｅｘｐ
ｌｏ ｒａ ｔ ｉｏｎｏｆ ＹｕＹ ｉｎＳｈａｎ

Ｆａｎ
ｇ ， ｉｎｈｅｒ ｉ ｔ ｉｎ

ｇａｎ
ｄｄｅｖｅ ｌｏｐ

ｉｎ
ｇｔｈｅｍｅ 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ｍｏｄｅ 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 ｔ ｔ ｌ ｅｍｅｎ ｔｓｐａｃ ｅ

ｃｏｎｓ ｔｒｕｃ ｔ ｉｏｎ ｉｎｔｒａｄ ｉ ｔ ｉｏｎａ ｌ

ｇａｒ
ｄｅｎ ｓ ．

Ｔｈｅｆｉｒｓ ｔ
ｐａ ｒｔｏｆｔｈｅａｒｔｉ ｃ ｌｅｄ ｉ ｓ ｃｕｓ ｓ ｅ ｓｔｈ ｅｏｒ ｉｇ ｉ ｎｏｆｔｈ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ｃａｒｒ ｉ ｅ ｓｏｎｔｈｅｂａ ｓ ｉｃ

ｃｏｍｂ ｉｎｇ
ｔｏｔｈｅｒｅ ｌ ａ ｔｅｄｒｅ ｓ 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ｉｎｔｒｏｄｕｃ ｅ ｓｔｈ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ｍｅ ｔｈｏｄ ｓａｎｄ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

Ｔｈｅｓ ｅｃｏｎｄｐａｒｔｅ ｌ ａｂｏ ｒａ ｔｅ ｓｔｈｅｍｅａｎ ｉｎｇｏｆｓｐ ａ ｔ ｉ ａ ｌｓｙｎ ｔａｘａｎｄｔｈｅｋｎｏｗ ｌ ｅｄｇｅｏｆｂａｓ ｉ ｃ

ｔｈｅｏ ｒ
ｙ ，ａｎｄｓｕｍｍａｒ ｉ ｚ ｅ ｓｔｈｅ

ｑ
ｕａｎｔ ｉ ｔａ ｔ ｉｖｅａｎａ ｌ

ｙ
ｓ ｉ ｓｍｅ ｔｈｏｄ ｓ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ｌ ｅｖｅ ｌａｎｄｔｅｃｈｎ ｉ ｃ ａ ｌ

ｐａ
ｒａｍｅ ｔｅｒｓｕ ｓｅｄｉｎＣ ｈ ｉｎｅ ｓｅｃ ｌａｓ ｓ ｉ ｃ ａ ｌ

ｇａｒ
ｄｅｎ ｓｓｐａｔ ｉａ ｌｓｙｎ ｔａｘ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ｌ ｉ ｔｅ ｒａ ｔｕｒ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ａ

ｌ ａ ｒｇ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ｌ ｉ ｔｅ ｒａ ｔｕｒｅ ｓ ．Ｉｎｔｈｅｔｈ ｉ ｒｄ
ｐａ

ｒｔ
，ｂａ ｓ ｅｄｏｎｔｈｅｕｓ ｅｏｆ ｈｕｍａｎｓｅ ｔ ｔ ｌ 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ｄｅ ｔｅｒｍ ｉｎｅ ｓｈｏｗ ｔｈｅｇａｒｄｅｎｃｏｍｂ ｉｎｅ ｓ ｉ ｔ ｓｏｗｎｃｈａ ｒａｃ ｔｅｒ ｉ ｓ ｔ ｉｃ ｓｔｏｔｒａｎ ｓ ｆｏｒｍｔｈｅ

ｓｐａ ｔ ｉａ ｌｌａｙｏｕｔｄ ｉａｇｒａｍ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ｓｐａｔ ｉ ａ ｌｓｅｇｍ ｅｎ ｔａ ｔ ｉｏｎ
，ｐ ｌａｎｅｍｏｄｅ ｌ ｉｎｇ ，ｒｅｓ ｅａｒｃｈ

ｍｅ 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ｏ ｔｈｅ ｒｆａｃ ｔｏｒｓ ．

Ｔｈｅｎ ， ｔｈｅ
ｑｕａｎ ｔ ｉ ｔａｔ ｉｖｅａｎｄ

ｑｕａ ｌ ｉ ｔａ ｔ ｉｖｅａｎａ ｌｙｓ ｉ ｓｏｆ ＹｕＹ ｉｎＳｈａｎＦａｎｇ ｉ ｓｍａｄｅ ．Ｉｎ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ａｎｄｆｉｆｔｈｐａｒｔ ，ｔａｋ ｉｎ
ｇ

ｔｈｅ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
ｐａ

ｔｈａ ｓｔｈｅｌ ｉｎｅ
，ｔｈｅｄｅ ｔ ａ ｉ ｌ ｅｄｓｐａ

ｔ ｉ ａ ｌｌ ａｙｏｕ ｔ

ｄｅ ｓ ｃｒ ｉｐ ｔ ｉｏｎｉｎ ｓ ｉｄｅｔｈｅＹｕＹｉｎＳｈａｎＦａｎｇ
ｉ ｓｃｏｎｎｅ ｃ ｔｅｄ ｉｎｓｅｒ ｉ ｅ ｓ ．Ｕ ｓ ｉｎｇ

ｒｅ ｌ 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ｄ ｉ ａｇｒａｍｓ

ａ ｓｔｏｐｏ
ｌｏｇ ｉ ｃａ ｌｑｕａ ｌ ｉ ｔａ ｔ ｉｖｅａｎａ ｌｙ ｓ ｉ ｓｏｆ ｌｏ ｃ ａ ｌｓｐａｃ ｅ ，ｃｏｍｂ ｉ ｎｅｄｗ ｉ ｔｈ

ｑｕａｎ
ｔ ｉ ｔａ ｔ ｉｖｅａｎａ ｌｙｓ ｉ ｓ

ｃｏｎ ｃ ｌ ｕ ｓ 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ｒａｄ ｉ ｔ ｉ ｏｎａ ｌａｎａ ｌ

ｙｓ ｉ ｓｍｅ ｔｈｏｄ ｓ ｔｏｕｎｄｅ ｒｓ ｔａｎｄａｎｄｅｖａ ｌｕａ ｔｅｔｈｅａｃ ｔ ｉｖ ｉ ｔ
ｙ

ａｂｏｕ ｔｓｔｕｄｙ ｉｎｇｏｖｅｒａ ｌ ｌａｎｄｌｏ ｃ ａ ｌｓｐａ ｔ ｉ ａ ｌ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 ｒ ｉ ｓ ｔ ｉ ｃ ｓ ． Ｉｎｔｈｅｑｕａｎ ｔ ｉ ｔａ ｔ ｉｖｅａｎａ ｌｙｓ ｉ ｓｏｆ

ｓｐａ
ｔ ｉ ａ ｌｓｙｎ ｔａｃ ｔ ｉ ｃ

ｑ
ｕａｎ ｔ ｉ ｔａ ｔ ｉｖｅｃａ ｌ ｃｕ ｌｕ ｓａ ｔｄ ｉ ｆｆｅ ｒｅｎ ｔ ｌｅｖｅ ｌ ｓ

，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 ｅｏｆ
ｇａ

ｒｄｅｎｅ ｌｅｍｅｎ ｔ ｓ

ｏｎｔｈｅｓｐａ ｔ ｉ ａ ｌ ｌ ａｙｏｕ ｔ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 ｔ ｔ ｌ ｅｍｅｎｔｓｉ ｓｓ ｔｕｄ ｉ ｅｄ
，ａｎｄｔｈｅ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 ｓ ｈ 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ｓ ｉ

ｇ
ｈ ｔａｎｄ

ｐａｔｈｏｆ ｒｅ ｓ ｉｄｅｎ ｔ ｓｉｎｔｈｅ
ｇａｒ

ｄｅｎ ｉ ｓｓｕｍｍａｒ ｉ ｚ ｅｄ ．

Ｋｅ ｙＷｏ ｒ ｄ ｓ ：ＹｕＹｉｎＳｈａｎＦａｎｇ ；ＳｐａｃｅＳｙｎ ｔａｘ ；ｄａ ｔａａｎａ ｌｙｓ ｉｓ ；Ｃｏｍｐａ ｒａ ｔ ｉ ｖｅｓ ｔｕｄｙ



Ｄ ｉ ｒ ｅｃｔｅ ｄｂ ｙ ：Ｐ ｒ ｏ ｆ ．ＤＵＡＮＧ ｕ ａ ｎｇｄｅ

Ａｐ ｐ ｌ ｉ ｃ ａ ｎｔｆｏ ｒＭａ ｓｔ ｅ ｒｄｅｇ ｒ ｅ ｅ ：Ｌ Ｉ ＵＲ ｕ ｉ

ｊ
ｉｎ ｇ （ Ｌ ａｎｄ ｓ ｃ ａ

ｐ
ｅ Ａ ｒｃｈ ｉ ｔｅｃ ｔｕ ｒｅ ）

Ｃ Ｃｏ ｌ ｌ ｅｇｅｏ ｆ Ｆｏ ｒｅ ｓ ｔ ｒｙ ． Ｉｎｎｅ ｒ Ｍｏ ｎ
ｇ
ｏ ｌ ｉ ａ Ａ

ｇ
ｒ ｉ ｃｕ ｌ ｔｕ ｒａ ｌＵｎ ｉ ｖ ｅ ｒ ｓ ｉ ｔｙ ．Ｈｏｈｈｏ ｔ ０ １ ００ １ ８ ．Ｃｈ ｉ ｎ ａ ）



？

目录

１躲 １

１ ． １研宄缘起 １

１ ．２相关文献综述 １

１ ． ２ ．１ 关于岭南庭 园余荫 山 房 的相关研宄 １

１ ． ２ ．２ 关于空间句法的相关研宄 ２

１ ． ３研宄 目 的与意义 ２

１ ． ４ 研宄对象及 内 容 ３

１ ． ５研宄方法 ３

２空 间句法及与构形 ５

２ ． １空间句法的概念 ５

２ ． ２ 空间构形及其分析 ６

２ ． ２ ． １定性描述
一

关系 图解 ６

２ ．２ ．２定量描述 空间句法 ７

２ ．２ ．３空 间句法的量化分析方法 ８

２ ．３空间句法与 中 国 古典园林研宄 ９

２ ．４小结 １ ４

３空间句法 引 入余荫 山 房 的方式方法探讨 １ ５

３ ．１ 余荫 山 房概述 １ ５

３ ． １ ． １历史沿革 １ ５

３ ．１ ． ２余荫 山 房空间布局 １ ７

３ ． ２ 空 间句法在余荫 山 房空间分析 中 的应用探讨 １ ８

３ ．２ ．１余荫 山 房空间句法分析方式 １ ８

３ ．２ ．２ 针对余荫 山 房空 间分析的建模方法 １ ９

３ ．３小结 ２ １

４ 结合空 间 定性分析对余荫 山 房的局 部空间评价 ２ ２

４ ．１ 入 口 处 凸 空 间模型 ａ 的定性分析与评价 ２ ２

４ ． ２ 西部方庭主建筑 区 凸空间模型 ｂ 的定性分析与评价 ２ ５

４ ． ３ 东部 回字水庭 区 凸 空间模型 ｃ 的定性分析与评价 ２ ９

４ ． ４小结 ３ ２

５余荫 山 房 的空间 句法分析 ３４

５ ．１ 余荫 山 房整体空 间可行层模型 ｄ 分析 ３ ５

５ ．１ ．１可 行层模型 ｄ 的连接值分析 ３ ５



５ ．１ ．２ 可行层模型 ｄ 的控制度分析 ３ ６

５ ． １ ． ３ 可行层模型 ｄ 的深度值分析 ３ ６

５ ．１ ． ４ 可行层模型 ｄ 的整合度分析 ３ ６

５ ． ２ 余荫 山 房整体空 间可视层模型 ｅ 分析 ３ ６

５ ． ２ ． １ 可视层模型 ｅ 的连接值分析 ３ ６

５ ． ２ ． ２ 可视层模型 ｅ 的控制度分析 ３ ７

５ ．２ ．３ 可视层模型 ｅ 的深度值分析 ３ ７

５ ．２ ．４ 可视层模型 ｅ 的整合度分析 ３ ８

５ ．３ 余荫 山 房整体空间可视层模型 ｆ 分析 ３ ８

５ ．３ ． １ 可视层模型 ｆ 的连接值分析 ３ ８

５ ．３ ．２ 可视层模型 ［

＇

的控制度分析 ３ ９

５ ．３ ． ：３ 可视层模型 ｆ 的深度值分析 ３ ９

５ ．３ ．４ 可视层模型 ｆ 的整合度分析 ３ ９

５ ． ４ 余荫 山 房整体空 间可视层模型 ｇ 分析 ４０

５ ．４ ．１ 可视层模型 ｇ 的连接值分析 ４ ０

５ ． ４ ． ２ 可视层模型 ｇ 的控制度分析 ４ ０

５ ．４ ．３ 可视层模型 ｇ 的深度值分析 ４ ０

５ ．４ ．４ 可视层模型 ｇ 的整合度分析 ４ ０

５ ．５ 可视层面模型 ｅ 、 ｆ 、 ｇ 之间 的对 比分析 ４ １

５ ． ５ ． １连接值对 比分析 ４ １

５ ． ５ ． ２控制值对 比分析 ４ １

５ ． ５ ．３深度值对 比分析 ４ ２

５ ．５ ． ４整合度对 比分析 ４ ２

５ ．６小结 ４ ３

６雜 ４ ５

龍 ４ ６

 ４ ７

 ４ ９



插图和附表清单

１ ． 图 １论文结构 图 ４

２ ．图 ２ １人做事的空间 几何性 ５

３ ． 图 ２ ２关于拓扑关系 的经 典案例 ６

４ ．图 ３ １苏杭画 师赠 画 １ ５

５ ．图 ３ ２王 爷馈赠水粉画 １ ５

６ ．图 ３ ３海 山 仙馆 １ ６

７ ． 图 ３ ４余荫 山 房卫星 图 １ ７

８ ．图 ３ ５双庭结构 １ ７

９ ．图 ３
－

６余荫 山 房平面 图 １ ８

１ ０ ？ 图 ４ １入 口 平面 图 ２ ２

１ １ ． 图 ４ ２入 口 凸 空 间 图 ２ ２

１ ２ ． 图 ４ ３入 口 区关系 图解 ２ ３

１ ３ ？ 图 ４ ４余荫 山 房正 门 ２ ３

１ ４ ． 图 ４ ５回形挂落及龟纹照壁 ２ ３

１ ５ ． 图 ４ ６入 口 左侧石榴树花池小景 ２ ３

１ ６ ． 图 ４ ７留香 月 门 及
“

四 蝠捧寿
”

照壁 ２ ４

１ ７ ？ 图 ４ ８夹墙翠竹 ２ ４

１ ８ ． 图 ４
－

９山 房 二 门 ２ ４

１ ９ ． 图 ４ １ ０二 门 前小径 ２ ４

２ ０ ． 图 ４ １ １西庭平面图 ２ ５

２ １ ． 图 ４ １ ２西庭 凸 空间 图 ２ ５

２ ２ ．？４ １ ３西庭关 系 图 解 ２ ６

２ ３ ？ 图 ４ １ ４临池别馆 ２ ７

２ ４ ． 图 ４ １ ５ 明 间 隔 断及假窗 图 ２ ７

２ ５ ． 图 ４ １ ６印 月 下花窗 图 ２ ７

２ ６ ？ 图 ４ １ ７ 冰花竹 门 外绿云景观 ２ ７

２ ７ ． 图 ４ １ ８浣红跨绿桥廊 邮票 ２ ８

２ ８ ． 图 ４ １ ９ 浣红跨绿桥廊西立面景观 ２ ８

２ ９ ． 图 ４ ２ ０浣红跨绿桥廊东立面景观 ２ ８

３ ０ ＿ 图 ４ ２ １ 方池西侧丛植 竹及单体石 ２ ９

３ １ ． 图 ４ ２ ２ 中 国 园林博物馆余荫 山 房模 型 图 ２ ９

３ ２ ． 图 ４ ２ ３东庭平面 图 ３ ０



３ ３ ． 图 ４ ２ ４东庭 凸 空间 图 ３ ０

３ ４ ． 图 ４ ２ ５东庭关系 图解 ３ ０

３ ５ ？ 图 ４ ２ ６玲珑水榭 ３ １

３ ６ ？ 图４ ２ ７曲廊 ３ １

３ ７ ． 图 ４ ２ ８回 字庭景观 ３ ２

３ ８ ？ 图 ５ １ＶＧＡ 法 ｄ 建模 图 ３ ４

３ ９ ？ 图 ５ ２ＶＧＡ 法 ｅ 建模 图 ３ ４

４０ ？ 图 ５ ３ＶＧＡ 法 ｆ 建模 图 ３ ４

４ １ ． 图 ５ ４ＶＧＡ 法 ｇ 建模 图 ３ ４

４ ２ ？ 图 ５ ５模型 ｄ 可行层连接值 ３ ５

４ ３ ？ 图 ５ ６模型 ｄ 可行层控制度 ３ ５

４ ４ ． 图 ５ ７模 型 ｄ 可行层深度值 ３ ５

４ ５ ． 图 ５ ８模型 ｄ 可行层整合度 ３ ５

４ ６ ．图 ５ ９模 型 ｅ 可视层连接值 ３ ７

４ ７ ． 图 ５ １ ０ 模型 ｅ 可视层控制度 ３ ７

４ ８ ． 图 ５ １ １ 模型 ｅ 可视层深度值 ３ ７

４ ９ ？ 图 ５ １ ２摸型 ｅ 可视层整合度 ３ ７

５ ０ ？ 图 ５ １ ３ 模型 ｆ 可视层连接值 ３ ８

５ １ ． 图 ５ １ ４ 模型 ｆ 可视层控制度 ３ ８

５ ２ ． 图 ５ １ ５ 模型 ｆ 可视层深度值 ３ ９

５ ３ ． 图 ５ １ ６ 模 型 ｆ 可视层整合度 ３ ９

５ ４ ． 图 ５ １ ７ 模型 ｇ 可视层连接值 ４ １

５ ５ ． 图 ５ １ ８模 型 ｇ 可视层控制度 ４ １

５ ６ ． 图 ５ １ ９模 型 ｇ 可视层深度值 ４ １

５ ７ ． 图 ！５

－

２ ０ 模 型 ｇ 可视层整合度 ４ １

５ ８ ． 图 ５ ２ １ 可视层模型连接值对 比分析 ４ ２

５ ９ ． 图 ５ ２ ２ 可视层模型控制值对 比 分析 ４ ２

６ ０ ． 图 ５ ２ ３ 可视层模型深度值对 比分析 ４ ３

６ １ ． 图 ５ ２ ４ 可视层模 型 整合度对 比分析 ４ ３

６ ２ ． 表中 国 古典 园林空间 句法分析应用 文章表 ５





内蒙古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１ 绪论

１ ． １ 研究缘起

岭南庭园 ， 是中 国古典 园林较为重要的 分支之
一

。 起源最早可追溯至南汉 ， 但

至今为人提起的 多是集 中 于 明 、 清时期在闽 、 粵地区发展起来的庭园 。 相 比 园林 ，

其规模较小 ， 多与生活性建筑结合 出现 ， 设计尤为注重基于人居使用 的功能适配性 ，

故无论从面积或使用 用途上分类 ， 将其称为庭 园更为妥当 。 因所处的 自 然地理和社

会人文环境 皆独具特色 ， 岭南庭园除 中 国古典园林共有共通特点外 ， 地域文化的影

子也在庭 园 建筑与布局上有所体现 。 余荫 山 房 ， 作为 中 国古典园林成熟期造园浪潮

中修建 的 ， 岭南地 区保存最为完整的庭 园之
一

， 因 其历经百年风雨基本保持原貌且

极具代表性 ， 被笔者选取成为本文的研宄对象 。 名 家前辈关于余荫 山 房 的相关著论

方 向 己涵盖历史典故 ， 地域文化 、 建筑风格 、 造 园手法 ， 诗文艺术 ， 庭园布局 ， 装

饰工艺 ， 植物配置等诸 多领域 ， 大多是于基于主观分析方法而得到 的结论与评价 。

随着技术的发展与计算机的普及 ， 热环境等方面为理论基础的客观研宄渐露头

角 ， 量化分析逐渐在各类分析方法中 占领
一

席之地 。 笔者深感在空间 的理解层面 ，

传统的分析方法若也能建立在空 间科学理论与 分析之上 ， 必可相互补充 ， 相得益彰 。

研宄生学 习 阶段 ， 笔者接触到 了 已广泛应用于城市规划与建筑的空间研宄课题 中 的

伦敦大学 比利 ？ 希利尔等人所开创 的空 间 分析方法之
一

一一空间句法理论 。 笔者思

考 ， 如若将空间研究 中此类科学严谨的理性手段针对古典庭 园展开探讨 ， 与传统研

宄结合 ， 必可得 出 更多有意思的结论 。 基于此想法 ， 作者对空 间句法理论及数据分

析软件 Ｄｅｐ ｔｈｍａｐ 的使用进行 了 学 习 ， 并尝试将这类数据分析法应用 在关于余荫 山

房 的空间研究 中 。 结果表 明 ， 在对传统分析结论 的佐证外 ， 科学客观的研究成果也

弥补 了 以往主观研究方法上的不足与遗漏 。 因此 ， 本文在借鉴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 ， 以全新的视角对余荫 山 房进行量化的深入分析与探索 。

１ ． ２ 相关文献综述

１ ． ２ ． １ 关于岭南庭园一一余荫山房的相关研究

说到关于余荫 山 房的研宂就不得不说岭南庭园 。 新中 国成立后 ， 园林研宄逐渐

被重视 ， 岭南园林的研究保护在摸索 中慢慢进行 。 早期的岭南庭 园研宄始于夏 昌世 、

莫伯治两位先生为首的岭南建筑师 。 １ ９ ６ ３ 年 ，
二老合作发表 《漫谈岭南园林 》 、 《潮

州庭 园散记 （ 上 ） 》

［ １ ］

，１ ９６４ 年继续合作发表 《粵 中 庭园 水石景及其构 图艺术 》 《 中

国古代造 园及组景 》 等文章 ． 在此之后 ， 清华大学建筑系 的 曾 昭奋先生将二老的著作

与心血汇编整理为书籍 《岭南庭 园 》 ， 使得前人的研宄没有成为沧海遗珠 ， 得 以 向

世人展现
：
２

］

。 同 时 ， 岭南园林的研宄也在如 火如荼地开展进行 。 刘管平先生的 《岭

南园林 》 、 刘庭风先生的 《 广东 园林 》 及 《 广州 园林 》 、 陆椅先生的 《岭南造 园与

审美 》 《岭南园林艺术 》 等书籍先后丰富 了我们在该领域 的研宄与认知
［
３

］

。 近年来 ，



２



明清岭南庭园空间环境探究
——

以余荫山房为例


无论是清华大学的
“

中 国古代建筑知识普及与传承系列丛书
”

， 还是中 国 建筑工业

出版社 出 版的
“

中 国精致建筑 １ ００
”

， 都将岭南古典园林的 内 容作为重要别册收录

其 中 ， 极具全民科普性质 的建筑书籍使岭南庭园得到越来越多人的 了解与喜爱 。 除

了 上述书籍之外 ， 相关学者的论文及期刊文章也为岭南古典庭 园 的研宄添砖加瓦 。

关于布局 、 气候 、 植物配置 、 色彩 、 门 窗 、 建筑等诸多方面涌现 出
一

批丰富 的研究

资料 。

关于余荫 山 房 的研宄 ， 虽多在 以上 的书籍和文章 中常作为园林个例被提及 ， 但

针对性的研宄就颇少 了些 。 在收集资料 中 书籍部分 只 查 阅到 罗汉强先生和梁莲英先

生编写 的 《余荫 山 房 》 。 所幸此书在造 园历史上 的梳理和对园 内 景观 的描述都十分

生动翔实 ， 还有大量的 图 片 资料与解读 ， 结合相关期刊与 论文 ， 为笔者在行文 困顿

之时提供不少助力 。

１ ． ２ ． ２ 关于空间句法的相关研究

空 间句法是伦敦大学建筑与城市形态学 的教授 、 巴特雷特研宄生院院长和伦敦

大学学院空 间句法实验室的主持人 比 尔 ？ 希列尔 （ Ｂ ｉ ｌｌＨ ｉ ｌ ｌ ｉｅｒ ） 教授于 １ ９ ７０年创造

发 明 ， 其最早是
一

种通过人居空 间结构量化描述来研究人与社会关系 的理论
＂ ］

。 经

过至今４０多年的完善 ， 发展成为利用
一

系列计算机软件 ， 广泛应用 于建筑 、 城市 、

景观的空 间 分析的方法 。 教授本人的著作 《空 间 的社会逻辑 》 （ 剑桥大学 出版社 ，

１ ９ ８４／ １ ９９０年版 ） 表述 了人类建成环境空 间相关联的普遍理论
： ５ ］

。 他的 另
一

部著作 《空

间 是机器 》 （ 剑桥大学 出版社 ， １ ９ ９ ６年版 ） 陈述 了大量给予这个理论所进行的研究

项 目 ， 还包含 了 许多 阐述空间 各方面特点和运作规律的文章 。 在 中 国 东南大学 的段

进教授将希列尔教授的书籍与理论知识带入 国 内 并继 《空 间句法与城市规划 》

一

书

后 ， 于 ２０ １ ５年与 国 内 学者的研宄探索相结合 ， 编著 了 书籍 《 空 间句法在 中 国 》 。 该

书对空 间句法在 中 国全新进展 、 潜在 问题和 未来发展 的探讨 引 发关注 。 １ ９ ９ ７年 ， 首

届 空间句法研讨会在伦敦召开 ， 标志着这
一

领域 的研宄开始在全球范 围 内 得到普遍

发展
［ ６ １

。 ２０ １ ９年 ， 第十二届 空 间 句法研讨会将于北京举行 。 换 言之 ， 空 间句法作 为

连接行为数据与 空 间形态的有效理论工具 ， 不仅在 国 际上被数百所大学和 设计机构

广泛应用 于教学研究与 设计工作 中 ， 在 中 国应用 该理论与方法的研宄者也与 日 俱增 。

１ ． ３ 研究 目 的与意义

以余荫 山 房为代表 的岭南庭 园
一

直是 中 国古典园林中 的重点 ， 我们通过对古典

园林的研宄传承历史 ， 使珍贵 的数据 资料和 图片影像 资料得 以保存 ， 同时古人的建

造智 慧通过研宄发掘 ， 对如今时代 的建筑发展有着指导性意义 。 我 国学者在古典 园

林研宄 中长期处于靠经验与美学的探索分析阶段 ， 大部分论述都是针对历史文化 、

建造工艺 、 造 园理念的剖析 ， 其受不 同研究者主观感受影响 ， 多是感性的论述 。 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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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随计算机技术高速发展 ， 摆脱 了技术层面 的桎梏 ， 园林研究也逐渐分支 出来数字数

据化的理性分析 。 空间句法便是
一

中抛开主观感性认知 ， 运用计算机软件对园林空

间结构进行数学量化的理性分析手段 。 空间句法的科学严谨的分析不但可 以丰富补

充 以往研究成果 ， 也 以科学 的创新方法 ， 将古典园林继承与发扬 下去 。 同时所得结

论可 以 为未来设计师在人居环境的营造提供些许启 发 。

１ ． ４ 研究对象及内容

本文研究 的是番 禺余荫 山 房 的空间构形 。 现在广泛认知 下的余荫 山 房 ， 是在原

有 园址上将旁边祠堂 、 以及园主后人建造新 园和近代旅游保护下扩建园 区全部涵括

进来的景 区统称 。 因后期建设是基于不断 的扩张 以满足后人使用 和今人旅游开发的

需求 ， 故在研宄 中 仅将初代完整造园布局作为分析与研宄对象 。 因此研宄对象是番

禺余荫 山 房历史遗存原址
［
７

ｉ

。

本文的研究 内 容主要包括 ：

第
一

部分 ， 论述研宄起源 ， 明确研宄主体与研究意义 ， 对相关研宄进行基本梳

理 ， 介绍研究方法与框架 。

第二部分 ， 阐述 了 空 间句法的涵义及基础理论知识 ， 通过大量文献提炼并 归纳

概括中 国 古典 园林空 间 句法研究文献里使用 的量化分析方法 ， 研究层面及技术参量 。

第三部分 ， 以 行为路径为线 ， 依次将余荫 山 房 内 部详尽细致的空 间布局描述 串

联起来 ， 随后基于人居使用 展开考量 ， 确定庭园 如何结合 自 身特性 ， 在空间 分割 、

平面建模 、 研宄方法等 因素 ， 对空间布局 图示语言进行转化 。

第 四 部分 ， 对余荫 山 房做 出 定性分析 。 用关系 图解作局部空 间 的拓扑定性分析

进而研宄整体与局部的空间特点 。

第五部分 ， 对余荫 山 房做 出 定量分析 。 用不 同层面的空间句法量化演算结果来

做定量分析研宄造园要素对人居空间布 局 的影响 ， 并总结居住者在游园 中 的视线与

路径关系 。

１ ． ５ 研究方法

（ １ ） 文献研宄法

在 以往岭南古典园林尤其是余荫 山 房 的相关资料 的 阅读基础上 ， 整理其研宄成

果并分析其局 限之处 ， 继而对空间句法理论 以及相关概念进行大量查 阅 ， 以 了 解其

研究现状 以及适用 范畴 ， 并针对园林空 间来分析其运作方式 。

（ ２ ） 实地调研法

对本论文的研宄对象番 禺余荫 山 房进行实地调 查与测量 ， 拍摄照片 ， 根据研宄

内 容相关的各 个方面和影响 因素进 行实地信息记录 。

（ ３ ） 空 间 句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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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绘 图软件 ａｕ ｔｏＣＡＤ 与空间句法公司开发的计算机软件 Ｄ ｅｐ ｔｈｍａｐ 分别建立

余荫 山 房的可视层 以及可行层 的视 区模型 ， 得出
一

系列 的可见图解并其进行描述 。

（ ４ ） 对比分析法

通过对 比分析法对可见 图解进行数据 比较 ， 对余荫 山 房 的空间构形认识进
一

步

精确化 ， 以便更加科学地揭示余荫 山房空间构成规律并进行评价 。

１ ． ６ 论文结构图

余荫山房的空间研究

１ ，

前期文献查询

 Ｉ
^

空间 句法理论

￣￣

１ Ｉ余荫山房概ｉｉ

̄

佘萌山房空间分析方法

１

结合传＾方法的
Ｉ Ｉ

不同变ｉ比照的整

局部定性分析 Ｉ体定畺分析

１
＇￣￣￣

１

入 口 处 Ｉ

西部方庭东部回宇庭
￣￣

Ｉ±ｚ
￣̄

定性分析定 ｔｉ分析定性分析

［
Ｊ

 Ｉ
Ｊ

 ｉ
̄

ｓＩ｜ｓ｜ｓ由由尚ｆ

ｉ
］

｜２％２５３接ｓ合ｎｉｎ？合

ｌ％５１ｉ ｔ值 彳直 ｉｓ 度ｔ？ｔ？
＾＾尔 １± ＪＸ ＪＸ ＪＸ ＪＸ ｊＸ Ａ ＼ ｙ Ｖ ／ 

ｖ

ｍｌ
Ｔ
ｊ ｉｆ

］Ｌ
ｔ

￣ｊ网 Ｌ－

ｒ
Ｊ ７Ｔ７７７Ｔ７７ １ＪＩＴ１７

＿解解析 析 析 析析 析 析 析

４４ＪＬＪｗｗＶｗ Ｖ
＂＂＂＂

ＺＺＺＺＺ３Ｚ＿＿ＺＺ ｉ

小结 小结 小结

余明 ｌｌｉ房空 间特４

结论

图 １ 论文结构 图

Ｆ ｉｇ ．  １Ｓ ｔ ｒｕｃ ｔｕ ｒｅ ｏ ｆ  ｔｈ ｅ
ｐ

ａ
ｐｅ

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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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

２ 空间句法及与构形

２ ．１ 空间句法的概念

空间和语言有诸多相似之处 。 就语言而言 ， 仅仅使用字词 以正确 的语法组合成

的句子 ， 大多是不具意义及缺乏逻辑性的 ， 只有在 以规则构建句子 ， 限制词语组合

可能性 ， 才能将其组构成为有意义的言语
［ ８ ］

。 建筑领域也是如此 。 需要在限制组合

范 围 内 并将其经 由结构化的规则 引 导 ， 从而设计 出来独具个性的各类创作 。 和语言

构造特点上相近的还有两方面 ，

一

是少 了规则限制 的作 品就称不上人为之作 ， 犹如

无意义但句法正确 的词 串 也非人类语言 ；
二是即便在限制结构的条件下 ， 空间创作

的 多样性也超乎想象 。

学者们认为 ， 空间 自 身本就具有
一

套 自 生的理论 ， 所 以要基于建筑 自 身本质而

非哲学或科学来理解建筑 ， 这也是建筑学必须包含分析性理论的
一

个重要因素 。 文

中所涉及的空间句法 ， 其 中 的句法二字并非语言学 的范畴 ， 而源于最基本的建筑师

工作
一一

分割空间和在空间 中放置物体 。 它 即可 以理解为
一

种通过分析街道网络来

理解人类城市活动的方法 ， 亦是
一

种 以视域分析来 了解公共空 间运作方式的方法 ，

更深层次的 ， 它是关于空 间和城市的建筑性理论 。

空间句法是 门 以拓扑学基础研究空间之间关系 的理论学 ， 也可视之为
一

种经济

地理学模型 。 在空间研究工作 中 ， 若在 以人为本 的基础上思考空 间 ， 空间便是人做

任何事情的 内在属性 。 所谓 内在属性 ， 详细而言 即可大致分类为为人在空间 中产生

移动 、 社交或是从
一

点 向周 围空间观察 的行为 。 人 以直线运动 ， 在 凸状空间 内 与其

他人交往 ， 在移动时看到改变的视域范 围
［
９

］

（ 图 ２
－

１ ） 。

ｊ

〇

〇

°

＼

人类沿直线运动在凸状空 ＿和其余人交往在移动时看 到玫变 的视域細

图 ２
－

１ 人做事的空间几何性

Ｆ ｉｇ
． ２

－

１Ｔｈｅｓ
ｐ
ａ ｔ ｉａ ｌ ｏ ｆ

ｇ
ｅｏｍ ｅ ｔｒｙ

ｏ ｆ ｗｈａｔ
ｐ

ｅｏ
ｐ

ｌ ｅ ｄｏ

空间为人工作不仅简单在于这个空间或者那个空间本身 ， 而是在于
一

种布局下

所有空间之间的关系 ， 因此 ， 空间研宄重点是研究空间构形 。 当不仅仅依附直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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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构型时 ， 图示的方法就出现了 ， 我们通过空间句法来 了解整体与局部 、 局部与

局部之间 的关系 。 依靠软件 Ｄ印 ｔｈｍａｐ

＇

，

一

瞥之间就能够 了解那些构形的数学结构 。

２ ． ２ 空间构型及其分析

空 间构形 以 图示语言在表达理解上分为定性描述和定量描述两大类 图示语言 。

２ ． ２ ． １ 定性描述一关系图解

所谓定性描述 ， 是指依据拓扑学理论 ， 忽略空间 的尺度与形态 ， 只 考虑空 间之

间 的关系情况下的 图示语言 ， 也 叫关系 图解 。 它不强调具体的距离数值 ， 但考虑空

间深浅在 内 的拓扑关系 。 根据空间 内 的拓扑关系转为抽象的符号 ， 提炼为 图解 。

ＥｓＪ Ｅｌ
１＊ ？？ｑ ｍｍ

ｇａｇ

ｆｆｌＳ ？
图 ２

－

２ 关于拓扑关系的经典案例

Ｆ ｉｇ ． ２
－

２Ｃ ｌ ａ ｓ ｓ ｉｃｃ ａｓｅｏ ｆ  ｔｏ ｐｏ ｌ ｏ
ｇ ｉ ｃ ａ ｌｒｅ ｌ ａ ｔ ｉ ｏ ｎ ｓ ｈ ｉ ｐ ｓ

如 图 ２ －２ ， 是 比尔希利尔在书 中提 出 的关于拓扑关系 的经典案例
Ｄ ° ］

。 在 图形表

示上 ，

一

般用 直观的方法来捕捉空 间 的不 同 ， 即调整 图 ， 也称之为 Ｊ 图 。 它是
一

张

从某
一

个特定点 出发的所有空间 的
“

拓扑深度
”

的 图示 。 图 ２ －

２ 中 的第三列就是相

应空间的 Ｊ 图 。 ａ 、 ｂ 是两组概念性的
“

庭院式
”

房屋 。 第
一

列 中 ， 黑粗线条代表墙

壁等实体 ， 第二列 中 ， 黑色图块代表对应房屋的空间布局 。 两栋房屋结构与分隔具

有相似性 ， 且每栋房屋 中 的单元两两互通并具有相 同数量的 内 外开 口 。 不 同 的是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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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个单元对入 口 的安排不 同 。 从这个特征上我们可 以推证 出 ， 人在空 间 内 部的行为与

空 间组构息息相关 ， 其 中 以人 口 分布而形成的可达性模式最为关键 。 ａ 空间是
一

个

串联为主 ， 尾部有分支的单
一

空间 ， ｂ 空 间是
一

个并联且具有较强 的 中心感的分散

空间 。 用数学方法表达便是第三列 的调整 图 。 调整 图 用 圆 圈表示空 间 ， 圆 圈 间 的连

接线表示可达关系 。 具体方法是 以
一

个空间 （ 圆 圈 ） 作为 出发点 ， 对其进行十字或

者色彩标记 。 继而将直接相连的空间 （ 圆 圈 ） 平行并列开来 ， 并分别 用 短线与 出发

点相连 ， 这便是距离 出发点
“
一

步拓扑深度
”

的空 间 。 继而相隔 同样距离在这些空

间上绘制 出 与它们直接相连 的 圆 圈 ， 表示
“

两步拓扑深度
”

的空间基于此 ，

我们绘制 出拓扑学角度空 间链接的布局 ， 生成 了表达从特定某点 出 发的所有空间
“

拓

扑深度
”

的 Ｊ 图 。

在 Ｊ 图 中 ａ 、 ｂ 图形有深浅之别但没有 回环 。 ｃ 的 Ｊ 图是基于深度与环 的属性联

系而成 。 通过 Ｊ 图我们可 以在 ａ 与 ｂ 的 比较上总结 出 ， 局部空 间之 间 只有
一

条路线

的房屋属性 。 在 ｃ 的 Ｊ 图则指 明 了 ， 空间是从
一

个部分到 另
一

个部分可供选择的其

他路径 。 他们三个的空间模式不仅在形式表达上不 同 ， 且在不 同位置的观察角度下

空 间布局也存在差异 。 事实上它们是 同
一

空间 内 ， 不 同空间位置所绘制 的调整图 。

即他们三个在拓扑深度与环状属性存在差异度 ， 其实是 由空 间组构不 同造就 。 差异

化组构 的 出现令空间成为人居环境探索创造 的有 力工具 ， 使文化在房屋与聚居地形

式 中得 以传递 。

２ ．２ ．２ 定量描述
一空间句法

空间句法在关系 图解的基础上 ， 进
一

步地使用相关反映构形的变量 ， 对构形进

行定量分析 。 其 中最重要的分为 以 下五个变量 ：

（ １ ） 连接值 （ Ｃｏｎｎｅｃ ｔ ｉｖ ｉ ｔｙ
ｖａ ｌｕｅ ）

连接值是指 ， 在空 间 中 ， 指定某节点 为 ａ ， 与节点 ａ 相连 的其他相 邻节点 的个

数 。 节点 ａ 上所连接 的节点越 多 ， 则说 明节点 ａ 同周边环境具有很高的连接程度 ，

连接值高 ， 同时也意味着该节点具有较强的空间渗透性
［

１ １

 ］

。

（ ２ ） 控制值 （ Ｃｏｎｔｒｏ ｌｖａ ｌｕｅ ）

控制值反映节点 间相互制约 的控制程度 。 在这个数值的计算上我们假定研究节

点 ａ 的权重为 １ ， 与 ａ 空 间相连 的节点 为 ｎ ， 则与 ａ 相连 的节点 ｂ 的受到 的控制程度

为１ ／ｎ 。

（ ３ ） 深度值

深度值分为全局深度值 （ Ｔｏ ｔａ ｌｄｅｐ ｔｈ ） 和平均深度值 （ Ｍｅａｎｄｅｐ ｔｈ ） 以及局部深

度值三个概念 。

中心空 间 的 全局深度是指空间在拓扑学 中重映射后 ， 从 中心空间到其他任意空

间 的 ， 所有情况的步数总和 ， 它反映 的是空 间 的整体可达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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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拓扑结构与数 目 不
一

样 的系统之间 ， 全局深度的对 比是没有意义的 。 因此

我们要取平均值 ， 即平均深度 ， 来做拓扑学上 的 比较 。 平均深度考察 的是 中心空 间

ａ 与系统 中其他所有空间之间 的关系 ， 具体计算则是用全局深度除 以全系统除 ａ 之

外 的空间总数 ， 便可 以剔 除元素数量的影响 。

而局部深度值则指从某节点 出 发到另
一

节点走过的最短路径距离 。

“

酒香不怕

巷子深
” “

庭院深深深几许
”

的
“

深
”

便有局部深度值的涵义体现
［

１ ２
：

。 表达的空 间

转换次数而非实际距离 。 假设从某节点 出发 ， 要走 ｋ 步才能覆盖整个系统 ， 那么 其

在 ｎ 步 内走过的路程 ， 即 为局 部深度值 （ 这里 ｎ＜ｋ ） 。

（ ４ ） 整合度

拓扑结构 的对称性对空 间深度的影响 ， 也是十分显著的 。 因而在剔 除元素数量

的影响之后 ， 在平均深度计算结果 的基础上 ， 再除 以系统元素数 来剔 除不 同 系统

对称不 同 的影响 。 在计算 中也要通过减 １ 的操作将 自 己从参与元素集合里剔 除 ， 得

到
一

个通过 与
“

绝 对对称
”

假 想情况 比 较 ， 考 察拓 扑结 构 不对称程度 的 Ｒａ 值

（ Ｒｅ ｌ ａ ｔ ｉｖ ｉｚｅｄａｓｙｍｍｅ ｔｒｙ ） 。 再考虑不 同连接关系拓 扑结构空 间深度 的差异 ， 即 以

Ｒａ 值为基础 ， 除 以与研宄系统相 同结构数量的钻石型结构 的 Ｒａ 值 Ｒａｏｆ Ｄ ｉａｍｏｎｄ ，

得到 了ＲＲａ 值 （ Ｒｅ ｌａｔ ｉｖ ｉｚｅｄＲａ ） 。 在
一

系列剔除法剔 除影响 因素的操作后 ， 同
一

系

统的 比较下 ＴＤ（ ａ ｌ ） 大于 ＴＤ（ ａ２ ） ， 就可得到 ＲＲａ（ ａ ｌ ） 也大于 ＲＲａ（ ａ２ ） 的结

论 。 即全局深度值小 ， 可达性高 ， 方便表述与理解我们将这个 由全局深度最后而得

的 ＲＲａ 值函数化 ， 取倒数得到整合度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 ｉｏｎ ） 。 即可理解为全局深度值越高 ，

整合度值越低 ， 可达性越差 ； 全局深度值越低 ， 可达性越高 ， 整合度值越高 。 也就

是说 ， 整合度表达的是空 间 内 的节点分散聚集情况 ， 即吸 引 了
一

个空 间到达交通的

潜力
［

１

＇

２ ．２ ．３ 空间句法的量化分析方法

（ １ ） 凸状空间法一一交叠 凸状空 间法

凸 空间法适用于分析类似广场这样的边界规则且清晰 的 区域 。 人在 凸空 间 中产

生社交 ， 那么 凸 空间 便可理解为 即 任意两点可互视的空 间
［

１ １
１

。 凸状空 间 是组成空 间

系统的基础 。 空 间句法 中 ， 我们划 分 凸 空 间 ， 坚持 以最少且最火 的 原则上分析其连

接关系及关系 图解 ， 再用 Ｄ ｅｐ
ｔｈｍａｐ软件进行运算 ， 以红到蓝的冷暖色变化来划 分研

宄变量 的大小关系 。 由 于 凸 空间 的 限制条件 ， 使空间 分割方法并不唯
一

， 基于此将

绘制空间定 为所在空间范 围 内 最大 区域 ， 从而定然会产生与周边其他凸 空 间交叠的

情况 ， 这些重叠区域有较大可视范围 ， 这样 的 分析结果会更加准确 的计算方法叫交

叠 凸空 间法 。

（ ２ ） 轴线法
一一

所有线法

轴线法适合城市尺度范 围 内 的研究 。 轴线法是用最长最少 的轴线 ， 穿越每个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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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

空 间 ， 以达到对整体空 间进行划分并全覆盖 的 目 的 。 所有线法是轴线法 引 申 而来的 ，

相 比轴线法对微观空间有更详细 的描述 ， 但缺点是线条众多而导致数据繁杂 。

（ ３ ） 视区分割法
一

视域可见 图解法

可见 图解法适用 于相对复杂 的空 间规模不大的非规则 区域 ， 并可 以达到更 多 的

分析 目 的 。 空间句法 中 的视 区不 同于
一

般情况的三维 ， 我们在研究 中将视区作为二

维看待 ， 即视点在其水平面上的可 见范 围 。 视区分割法分割时要求找到系统 中若干

相邻空 间 的交汇点 ， 求得其视区并就不 同视区进行软件计算 。 可 见 图解法则结合 了

轴线法和视区 分析 ， 通过网格设定覆盖分析 区域 ， 量化地计算每个方格可达性数值 。

２ ． ３ 空间句法与 中 国古典园林研究

空 间句法在风景 园林学领域的应用相 比其他领域较晚 。 就现阶段研究来看 ， 其

应用探索主要有两点 ，

一

是求证空 间句法在独具
“

中 国特色
”

的 园林空间环境 中是

否适用
［

１ ５
］

，
二是为 了从

一

个全新的视角对 中 国传统 园林空间展开分析研宄 ， 从而帮

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其空 间布局特征及其背后隐藏的社会性 ， 为现代园林景观设计提

供参考 。

２００９年陈烨发表 的 以杭州 郭庄为例 ， 用 Ｄｅ
ｐ ｔｈｍａｐ软件进行其空 间结构分析的文

章 ， 是我 国将空 间句法理论应用在 园林研宄 中
一

次较早 的尝试
％

。 该文 以
“

可行
”

及
“

可视
”

两个层面的空 间进行ＶＧＡ视域分析 ， 通过对连接度 、 整合度 、 深度值三

个句法变量反应郭庄结构特性 。 最后通过分析结果与 实地调查 比对 、 分析 ， 揭示空

间句法在 园林分析 中 的可 行性与途径 。 同年金鼎 的论文 《 中 国古典园林空 间构形及

可理解度之量化分析 以江南私园 为例 》 以 留 园 、 网师园 、 郭庄为研宄对象 ， 通

过轴线 图法 ， 计算连接 、 度深度 、 集成度三个句法变量 ， 并基于可理解度 ， 提 出 模

糊构形的概念 。

２ ０ １ １年刘晖等人的文章对怡红院的空间布局作 出 分析
［

１ ７ ：

。 利用 拓扑关系 图解 ，

量化分析整合度及深度值的两个变量 ， 总结其造 园空 间特点 。 李志 明等人 《基于空

间句法的南京瞻园空 间结构研宄 》 文 中通过 １ ９ ３ ０年代 、 １ ９６０年代 、 ２００７年代的 园林

可行层 、 可视层 的视觉整合度变化研宄随着年代扩建带来的空 间 结构变化
［

８
］

。

２ ０ １ ２年孙鹏在关于避暑 山 庄 的研 宄 中做 了 大量 的 文献收集并生成 了 传统 园 林

空间分析方法总结归纳 ， 令人阅后受益匪浅
［

１ ９
］

。 文 中将避暑 山庄 由 外到 内 ， 由大到

小进行空间 的划分 ， 并依此分析对比得 出 空间句法更适合 中 小型庭院的分析 。 在整

体方位和避暑 山 庄景 区 中运用 了轴线 图法的分析方法 ， 在 以正宫和青枫绿屿为代表

的 中 小型空 间运用 了 
ＶＧＡ可 见 图解法 。 得 出 了 空间 句法在 中 国 园林不同尺度空 间分

析的实用性 。 并且在探索可视层建模过程 中针对园林要素作 了 详细划分 。 作者认为 ，

在可视层面 中 ， 花窗是框景 的组成元素之
一

， 做
“

开
”

空间讨论 ； 异形 门 的可视宽

度定在高度 １ ６０ ｃｍ处的断面宽 ； 建筑的边界是墙体而非屋檐 ； 假 山 石峰也有 明 确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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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大体量的假 山 石需绘入可视层建模平面 图 内 ， 单体石 以高度 ０ ． ８米为界限 ， 高于

此数值的绘入 ， 石高低于此数值的单体石考虑相对空间体积 。 植物上分为乔冠木 ，

乔木 以分枝点高度和Ｄ ｅ值 （ 植物遮蔽度 ） 作为划分依据 ， 灌木 以 自 身高度作为划分

依据 ， 植物群落采用 点位选取法 ， 不考虑季相 因素 。 综上在可视层建模 中亭 、 台 、

分枝点两米 以上的乔木 、 高度 １ ． ６ｍ以下的灌木是不在 图纸 中绘制 的 ， 廊考虑有墙与

否 ， 无墙 的廊道也应是不绘制 的 。

同年 ， 林辉关于拙政园 的空间句法分析 中 ， 结合ＶＧＡ分析和轴线分析 ， 以连接

度 、 整合度等指标来分析该园 的空间句法
［ ２Ｗ

。 通过可视层轴线分析研究其视线安排

结合可行层连接度研宄其可达性 ， 可视层ＶＧＡ分析连接度研宄空 间结构并依次划 分

空间序列 。

２０ １ ４年 ， 郭佳希 《 Ｄ ｅｐ ｔｈｍａｐ软件在网师园空间 分析 中 的应用 》 文 中对可行 、 可

视层面 的连接度 、 整合度 、 深度值用 ＶＧＡ视域分析 网师 园 的空 间结构
ｉ
２ １

］

。 ２ ０ １ ５年 ，

李志 明在 《 空 间句法在 中 国 》

一

书 中 ， 理论研宄结合实证调查 ， 对苏州怡 园在可视 、

可 行两个层面的整合度 、 连接度 、 可理解度进行分析 ， 研宄其视线与路径之间 的关

系 。 文章采用 卡 口 法进行实证调查部分的相关性检验 ， 对怡 园 的游园行为模式作 出

总结 。 蔡倩仪在 ２０ １ ５年 的硕士论文 中 ， 以顺德清辉园里的构 园要素为主要研宄对象 ，

研宄园林组成要素对空间结构影响 。 采用 ＶＧＡ可见 图解法 ， 在可视层上将建筑和 门

洞 、 窗体 、 假 山 石 、 植物 以上构 园要素依次叠加绘入模型 图纸 ， 生成 四种模型 。 对

以上 四 个模型可视层的连接值 、 控制值 、 深度值 、 整合度做分析 。 绘制可行层也就

这 四 个量化参数与可视层进行对 比 。 最后与使用现状情况相关联 ， 完成相应 的构 园

要素对空间结构影响 的量化分析结论 。 此篇论文是对岭南 园林空 间句法分析 的首次

尝试 。

２０ １ ６年陈力在硕士论文 中 西蜀 园林新繁东湖 的研宄里也 引 入 了 空 间句法 在

句法软件 中 ， 画 出 凸状图 ， ＶＧＡ图 ， 轴线 图三种分析底 图 ， 分别计算连接值 ， 平均

深度 ， 集成度及可理解度 。 文章首先对 四个 园林初步构形分析 ， 通过提炼节点 ， 提

炼视区 范 围 ， 凸状提炼的程序将其节点数量和 凸状空 间数量进 行对 比 ， 选取视 区 点

数量和 凸状密度双最优的 园林作为研宄对象 。 选定对象后 ， 在其初步构形态 图上继

续划分为 １ ９个次空 间单元 ， 并 以字母排序 ， 以主要 园林要素名称命 名 。 提炼视 区点

并编号 ， 对其做拓扑分析关系 图 。 结合实际对游人路径选择做诠释 。 凸状 图法得 出

其连接值平均深度值和集成度 ， 研究游人选择性及可达性 。 可 见图解法中 的建筑构

筑物虽镂空通透但不考虑镂空性 ， 分析底 图 中 以实线表示 ， 植被不考虑 。 计算连接

值 ， 对照空 间序列总结空 间特性 ， 续结合平均深度 、 集成度对空间结构做 出 理解 。

轴线法用不 同拓扑步数的集成度计算结果和两种方法得到 的可理解度计算结果对人

游园 的感知和行为做出诠释 。 综上 ， 总结得到分析结果 。

２０ １ ７年胡超文 《岭南传统私家 园林空间转化量化研宄 》

一

文 中针对岭南 四 大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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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

典园林 东 莞可园做 了 分析 ， 在分析 中 作者认为将建筑单体与普通 民居相近 ， 故将

此因素抛去 ， 主要针对院落空 间展开研宄
［ ２ ３ ］

。 由 房廊 围合的庭院 ， 包括园路 、 山 石 、

水池 、 植物群落 、 花 台和硬质 场地成为研宄的重点 。 在模型建构过程中 ， 在可行层 、

可视层划分的基础上 ， 提 出 以有庭院 、 虚拟 的无庭院 （硬质地面 ） 两种建模切入点 ，

分别将可行 、 可视再次细化 ， 生成 四 个研究模型并将其分别横纵 向三种对 比 ： 指定

区域 内研宄有无庭院可行层模型之间 的空间深度值对 比 ， 同
一

区域有无庭院可视层

间 的空间深度值对 比 ， 及考虑庭院 因素 的情况下可行 、 可视层的整合度对 比 。 得 出

结论是院落布置没有过多影响 建筑群之间 的交通可达性与视线可及性 ， 整合度高的

区域在可行可视层 中 皆有高重叠率 ， 且重叠位置较为
一

致均落在关键庭院 区域及 中

心建筑 。 综上结论 印证岭南庭院设计疏 朗通透 ， 兼具实用性和功能性的特质 。

２０ １ ８年 ， 陈宇 、 涂钧 以 凸 空 间 分析法为主要手段 ， 研究 中忽略 园林要素 ， 只 划

分为水系假 山和花园草坪两种 凸空 间 ， 量化分析局部整合度 、 连接度 、 选择度来研

究晚清时期 的南京宅第 园林一甘熙故居
：
２ １

］

。 这
一

年 ， 如雨后春笋
一

般 ， 在寄畅 园 、

流芳园 、 拙政园 、 何园等园林的空间结构相关研宄文章 中 ， 不同 的作者根据研宄 问

题的指 向性 ， 选择空间句法 内 不 同研究手段和参数分析寻求答案 。

在这几年的研宄 中 ， 空 间句法 己逐渐成为古典园林空 间 分析的研究途径之
一

。

被广泛用 在江南古典园林 、岭南 园林 、 西蜀 园林等中 小型空间尺度的私人园林 中 。 （ 见

表２ ）

表 中 国古典园林空间句法分析应用文章表

Ｔａｂ ｌ ｅＡ
ｐｐ

ｌ ｉ ｃａ ｔ ｉ ｏｎｏ ｆ Ｓ
ｐ
ａ ｔ ｉ ａ ｌＳｙ

ｎ ｔａｘａｎ ａ ｌ ｙ ｓ ｉ ｓ ｉ ｎＣｈ ｉ ｎｅ ｓ ｅＣ ｌ ａ ｓ ｓ ｉ ｃ ａ ｌＧａ ｒｄ ｅｎ ｓ

义

空 间 句 法 的

园 林园林 章 文 章研宄文 中 涉 及 发表

文 章 名 称 《化分析

类 型名称 类 作者 层面技 术参最ｎ 期

方法

別

空 间 句法理论与传统空 间

承德分析方法对 中 国 古 典 园 林

皇家 论轴线法 、可视层

避暑的 对 比解读 孙鹏 整 合度２ ０ １ ２

园 林 文可 见 图 解法 可行层

山 庄承德避 暑 山 庄 空 间环境研

宄

江南Ｄｅ
ｐ

ｔｈｍａ
ｐ 软 件 在 园 连接 度

杭州 期 可行层

古典林 空 间 结 构 分 析陈烨可见 图 解法整 合 度２０ ０ ９

郭 庄 刊可 视层

园 林 中 的 应 用 入 口 深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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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文

空 间 句法的

园 林 园 林 章 文章研 究义 中 涉及 发表
文 章 名称Ｓ化分析

类 型名 称 类 作者层 面技 术参最Ｆ Ｉ 期

方法

別

连接度

中 国 古典 园 林空 间 构形及
论 深 度值

可理解度之最化分析金鼎轴线法可 行层
又

 ２００９

文 整 合度

以江南 私 园 为 例

可理解 度

连接度

现代空 间 句法理 论 在住 宅 论 可 彳Ｔ层整 合度

． Ｓ 羽丰 可 见 图 解法 ２ ００８

庭 园 空 间研 究 中 的 应用文可视层 入 口 深 度

值

拙政 园 空 间 结构 的演变期轴线法可行 层连接度

林辉 ２０ １ ２

及 空 间 句法分析刊可见 图 解法 可 视层整 合度

苏 州基于空 间 句法分析 的拙政

会 李志 明轴线法可 行层

ｆ工南拙政园 中 部游 览路线组织与 园 整 合度２ ０ １ ４

议 王泳汀可见 图解法 可 视层

＾ 
ｉ

ｊ
ｔｉ园林空 间 赏 析

园 林
连接度

基于 空 间 句法的期可行层

． ．陈 明可见 图 解法整 合度２０ １ ８

中 外传统园 林对 比研究
Ｕ ６ 」

刊可 视层

深 度值

苏 州 述接 度
Ｄｅ

ｐ
ｔ ｈｍａ

ｐ 软 件 在 网 师 园期 可行层
＜

网 师 郭佳希 可 见 图 解法整 合 度２ ０ １ ４

空 间 分析 中 的 应用刊 可 视层

园深 度 值

整 合 度

苏 州 书可 彳丁层

空 间 句 法在 中 国李志 明可 见 图 解法连接度２０ １ ５

怡 园 籍 可 视层

可理解 度

苏 州 李逸轩
基于空 间句法的期可 行 层

环 秀＾杨 梅 可见 图 解法连接度２ ０ １ ７

环秀 山 庄景观分析刊可视层

山 庄 古新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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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文

空 间 句法 的

园 林园 林 章文 章研 究义 中 涉及 发表

文章 名 称最化分析

类型名 称 类 作者 层 面技术参最Ｒ 期

方法

別

连接值

扬 州基于空 间 句 法理论 的期陈宇可行层控 制 值

．

，可 见 图 解法 ２０ １ ８

个 园个 园 空 间 分析刊 宗思 雨可 视层深 度值

整 合度

连接度

扬州基于空 间 句 法 的扬州 何 园 期 可 彳于层

 ，曹玮可 见 图解法整 合度２ ０ １ ８

何 园空 间组织特征分析
＾
刊可 视层

入 口 深 度

江南尤锡
Ｄｅｐ ｔ ｈｍａ

ｐ 在奇畅 园期可行层连接度

古 典寄畅 ＾ ，崔婷婷 可见 图 解法 ２ ０ １ ８

空 间分析 中 的应用
［
３ ＜ ＞

］

刊可视层整 合度

园 林园

李志 明

南京基于空 间 句法 的会
＾

可行层

郑敏可见 图 解法整 合度２ ０ １ １

瞻 园南京瞻 园 空 间结 构研 究议可视层

张 倩

局部整 合

南京南 京晚清 宅 第 园 林 空 间 形

期陈宇 度

卄熙及 其量化研 究 以卄熙 凸状空 间 法 可行层 ２ ０ １ ８

刊 涂钧 连接度

故 居故 居为 例

选择度

迮接值
顺德

基于空 间 句法理 论 的论 可行层控 制值

岭南清晖 蔡倩仪可 见 图解法 ２ ０ １ ５

顺德淸晖 园 空 间 分析义可视层深 度值

古 典园

整 合度

园 林

东 莞岭 南传统私家 园 林期 可行层深 度值

胡超 文可见 图 解法 ２ ０ １ ７

可 园空 间转化量化研 宂刊 可 视层整 合度

连接值

两 蜀 凸状空 间 法

新 繁丙 蜀 园 林空 间 构形量化析论深 度值

古典 陈 力可见 图 解法 可行 层 ２０ １ ６

东湖 以新繁 东湖为 例文 整 合度

园 林 轴线法

可理解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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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岭南庭园空间环境探究
——

以余荫山房为例


２ ． ４ 小结

本章主要介绍 了 空 间 句法及相关理论 。 阐述 了 空 间 句法 的涵义及基础理论知

识 ， 介绍 了 空间句法的五种变量与六种研究方法及其适用对象 。 通过介绍与分析 ，

能使读者加深对空间句法理论的认识 ， 即空间句法理论及其空间 分析方法是
一

种用

于量化描述空间关系 的方法 ， 利用计算机软件运算得出
一

系列 的参数变量 ， 并对 图

示结果进行定性及定量的描述 。

本章根据大量阅读现有文献对多种研宄 目 的及使用 的研究方法做 出 总结 ， 初步

提炼并归纳概括 出针对 中 国古典园林空 间句法研宂 ， 近年来文献里使用 的量化分析

方法 ， 考虑的研宄层面及文 中选择研宄 的技术参量变量间 异 同 。 这意味着 ， 这些 园

林虽然建造理念和文化背景与 西方现代建筑完全不 同 ， 但是最终组成空 间 的语法词

汇是相 同 的 。 空间句法关注 的是人和空间之间 的互动 ， 任何形式的空 间最终都能 自

然地落实到相似的 行为感受模式上 。 以上案例本身具有广泛的涵盖性 ， 由此论证 了

空间句法在传统园林的分析 当 中 具 备普适性 。 园林空间 由 于元素多样 ， 组合复杂 ，

一

直很难 以用 定量 的方式去测算具体指标 。 而空间句法分析手段则是
一

种有益的量

化工具 ， 可 以让园林空 间 的解读在传统定性描述的基础上得到精确 的数据提炼 。 只

要在前期将园林空 间充分抽象成空间句法所要求的数据结构模型 ， 即可利 用构形 的

指标进行 图示分解 。

在下
一

章 的 内 容 中 ， 作者将尝试针对余荫 山 房 的人居行为进行应用 于岭南庭院

空 间 的空间句法分析方法探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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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５
＿

３ 空间句法 引入余荫山房的方式方法探讨

３ ．１ 余荫山房概述

３ ． １ ． １ 历史沿革

位于广州 市番 禺 区南村镇的余荫 山 房 ， 建于清 同治十年 （ １ ８ ７ １年 ） 。 距今 己有

一

百 四十八年的历史 。 它与东莞可园 （ 建成于 １ ８ ６４年 ） 、 佛 山梁园 （ 建成于 １ ８ ５０年 ） 、

顺德清晖 园 （清嘉庆年间 ） 合称广东 四大名 园 。

说起余荫 山 房就不得不提起其原 园主人邬彬 （ １ ８２４ １ ８ ９７ 年 ） ， 咸丰年间 ，

邬彬因捐纳得任 内 阁 中 书 （ 官阶从七 品京官文职 ） ， 任职不久便在大选中被选用

为司 员 外 郎 （ 从五 品 ） ， 抽签分为刑部主事 。 咸丰五年 ， 因
“

克襄王事
”

（ 捐助

军需 ） 被咸丰皇帝诘授为通奉大夫 ， 官至从二 品
［ ３ １ ］

。 邬彬在京任职期间 ， 正值中

国 古典 园林艺术与创造 的高潮时期 ， 统治阶级盛行营造官署 ， 江南文人 、 官僚富

商 皆兴造私园 。 邬彬对此感触颇深 ， 逐渐有 日 后辞官返乡 也有
一

座 自 己的小园子 ，

过着 归 隐悠 闲生活的心愿 。 在京任职期 间 ， 邬彬延聘苏杭画师绘制 园林景观 图纸

（ 图 ３
－

１ ） ， 因缘又得贝勒王爷赠予的水粉画
一

副 （ 图 ３
－２ ） 。 咸丰八年 （ １ ８ ５ ８ 年 ） ，

以母亲年迈为 由 ， 辞官归 乡 。 寒窗苦读近十载 ， 于同治六年 （ １ ８ ６ ７ 年 ） 乡试中举 ，

官至刑部主事 ， 七品 员 外 郎 。 其两个儿子也先后 中举 。 那时
一

家 出三个举人 ， 在

乡里是
一

件非常荣耀的事 ， 邬 氏 同族便将建造善言邬公祠和潜居邬公祠所剩 的不

足三亩 的土地赏其建造房屋 。 邬彬参考苏杭画师 的 图纸还有获赠 的水粉画 ， 又借

鉴广州
“

海 山 仙馆
”

（ 图 ３
－

３ ） ， 对此地因地制宜规划建设 。 耗时五年 ， 遣资 白银

三万两 ， 余荫 山 房 于 冋治十年 （ １ ８ ７ １ 年 ） 落成 ＩＷ
。

图 ３
－

１ 苏杭画师赠 画

Ｆ ｉ

ｇ
． ３

－

１Ｐ ａ ｉ ｎ ｔ ｉ ｎｇ
ｓ
ｇ

ｉｖｅｎｂｙｐ
ａ ｉ ｎ ｔｅ ｒｓｏ ｆ Ｓｕｚｈｏｕ＆ Ｈ ａ ｎ

ｇ
ｚｈｏｕ

ｊ
图 ３

－

２ 王爷馈赠水粉画

Ｆ ｉ ｇ
． ３

－

２Ｇｏｕ ａｃ ｈ ｅ
ｐ

ｒｅ ｓ ｅｎ ｔｅｄｂｙ
Ｒ ａＪａ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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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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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海山仙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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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彬的后人于 １ ９２２年在 山 房南面添建 了
一

座瑜园 ， 规模虽仅有山 房之半 ， 但无

论在建筑外貌上还是在室 内装饰上都与余荫 山 房融为
一

体 。

新 中 国成立初期 ， 因土地改革运动没收地主财产政策 ， 余荫 山 房被政府接收并

用作机关驻地 ， 这座 １ ８ ７ １ 年 由邬 氏家族建成并使用 的 园林 ， 于 １ ９ ５ ０年告别其长达 ７９

年私家园林的身份 。 随着时 间 的流逝 ， 余荫 山房在所有权和使用 功能方面都发生 了

改变 。 １ ９ ５ ０ １ ９ ８ １年间 ， 善言邬公祠先后用作贲南中学和番 禺二中校址 ， 学校迀址

后 ， 善言邬公祠和余荫 山房先后成为番 禺县第五区公所 、 南村乡政府 、 南村公社管

理委员会 ， 南村公社革命委员 会 ， 南村镇政府办公所在地 。 所幸当时工作人员 思想

素质高 ， 对余荫 山 房十分爱惜 ， 还 曾 出 资进行维修保养 。

１ ９６ ６年 ，

“

文化大革命
”

运动在全 国 范围 内展开 。 满园诗联的余荫 山 房被视为

封建思想文化藏污纳垢之所 ， 首 当其冲 。 １ ９ ６８年 ８月 的某个上午 ，

一

支 以学生为主体

多达五十余人的红卫兵组织冲进 山房 ， 不 由 分说挥动铁锤对石鼓 、 石雕进行破坏 。

暴行在当时的工作人 员努力劝阻下得 以制止 。 为保全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 公社决

定用砂浆覆盖 了 门匾和楹联 ， 并在上面写上革命语录 。 用铁皮或纸将园 内木雕和满

洲窗格悉数密封 ， 贴上颜色蜡纸并写上标语 ， 想方设法做好文物保护 。 在仁人志士

的挺身而下 ， 经历
“

文化大革命
”

风波的余荫 山房如今才得 以基本保持原貌 。

１ ９ ７ ８年 ， ｉ
＾ 一

届三中全会的春雷驱散 了 文革乌云 ， 余荫 山 房 的 命运也得有转机 。

１ ９ ８２年 ， 余荫 山 房不再作为办公场所 ， 自 那至今 ， 余荫 山 房拥有 了 新的身份 。 作为

文物保护单位的 山 房得到政府多次拨款 ， 进行 了
一

系列 的维护工程 。 １ ９ ８４年 ， 在 山

房 围墙外新开辟
一

座后花园景区 ；
１ ９ ８ ５年灵龟池景区竣工 ；

２ ００４年进行重修并对植物

景观进行大规模调整 ；
２００６年文 昌苑景区落成 。 经历

一

系列 的扩建工程后 ， 余荫 山

房总景区面积扩展到
一

万多平方米
［３ ２ ］

（ 图 ３
－４ ） 。

只 是这些新兴建的景区 ， 虽为这座岭南园林文化瑰宝吸 引 来大批游客 ， 但也改

变 了余荫 山 房的主入 口 ， 甚至影响 了人进入园子的原流线 ， 在
一

定程度上把归隐的

山房彻底替换 了 意境 。 这对于游客观赏 品味园子都是不利 的发展 。 《 园冶 》 中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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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小屋数椽委 曲 ， 究安 门之当 ， 理及精微
［
３ ３ ］

。

”

说的是建造仅有数椽之地的小屋时 ，

特别讲究整体的庭院布局和 门户 安排 ， 要让空间具有隐现莫测 ， 往复不尽之趣 ， 想

来也是这个意思 。

＿ １

图 ３
－

４ 余荫山房卫星图

Ｆ ｉ

ｇ
． ３

－

４Ｓ ｅａｍｏｕｎ ｔ Ｓ ｉ ａｎＰ ａｖ ｉ ｌ ｉ ｏ ｎ

３ ．１ ． ２ 余荫山房空间布局

余荫 山 房虽仅三亩之地 ， 但容纳颇丰 。 余荫 山 房的格局是 以浣红跨绿廊桥为

界 ， 东西方向两个水池并排的双庭结构 （ 图 ３ ５ ） 。 庭园的轴线感非常 明显 ， 呈十

字形布局 ， 以水为布局 中心 ， 纵 向 由 东至西为水池两 口 ， 横 向桥廊飞架南北 ， 建

筑物分布于水池周边 ， 好像
“

十
”

字加上方框 ， 即呈
“

田
”

字状 。 内有红雨绿云 、

浣红跨绿廊桥 、 深柳藏珍三大景观和深柳堂 、 临池别馆 、 卧瓢庐 、 玲珑水榭 四大

建筑 。 （ 图 ３
－

６ ）

Ｗ＼
＂

＂

ｉ
ＭＢ

图 ３
－

５ 双庭结构

Ｆ ｉ

ｇ
．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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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
一

＊ａ
，

丨”ｒＭ

＾

２Ｉ

余菡 山 ｍ 平面图

１ ？ 入 ａ 门厅 ｚ ， ｎ摄 ３ ？ 麴 德 纲 该 、 绮 房 ｓ ？ 涞 掷棠 ｍ 房 ７ ． ？ 房 ９ ． ＾ ｍ？  ｉ ｍ ｍｍ ｓ ｏ ？ 玲 珑 水 指

Ｕ ？ 澇 蒸亨 １ ２ ．
Ｅ ｔ ＃ ｉ３ ？ 杨 梆 裰 台Ｍ ？ 花 ？Ｕ ？ 史 房 １ ６ ．

？ ／ｒ ：Ｕ Ｕ ｄｉ １ ８ ． ｓｅ 
０ １ ！ Ｓ ． Ｅ ／

－

拜窥 ｔ 
山

图 ３
－

５ 余荫山房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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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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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Ｔｈ ｅｆ ｌ ｏ ｏ ｒ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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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ｉ ｎＭｏｕｎ ｔａ ｉ ｎＨｏｕ ｓ ｅ

廊桥西边是深柳堂和 临池别馆隔池相望 的方庭 ， 东庭则 以玲珑水榭为 中 心 ，

卧瓢庐 、 来熏亭 、 孔雀亭等构筑物环绕水庭依次坐落
［
３ ４

］

。 庭园原入 口 在 园子西南

端 ， 由入 口 到庭园需先经过 门厅和小院 ， 两者
一

暗
一

明 ， 空间有幵合之感 。 继而

一

条翠竹夹促的小径与方庭交接 ， 由此正式步入主人的居室与庭园 。 四方形水池

是该桥东 区域的 中 心与视线焦点 ， 玲珑水榭则是西庭景观视线始发核心 。 两庭核

心
一

实
一

虚 ， 视线也呈
一

聚
一

散之势 。 四方水池与八角 水庭间水体贯通 ， 以浣红

跨绿廊桥作为边界过渡 。 全园 多 以 回廊 曲槛划分空 间 ， 这样的处理方式 ， 既不影

响 空间通透度 ， 还使空间 具有深远的层次感 。

３ ． ２ 空间句法在余荫山房空间分析中 的应用探讨

３ ．２ ．１ 余荫山房空间句法分析方式

对于余荫 山 房 的分析 ， 笔者将 以人居行为做主要考量要素 ， 采用 定性与定量两

种理性描述方式 ， 结合置于使用者位置对空间感官及人居造园理念 ， 对园林要素 、

整体与局部关系展开研宄 。

定性分析上使用 划分区域后针对局部空间 的关系 图解法 ， 定量分析采用可见 图

解法 （ ＶＧＡ可视分析 ） ， 就余荫 山 房的可行和可视两个层面分别建模 。 可视层面 以

园林造园要素作为变量递进建模 ， 以不 同造园要素对使用者的影响作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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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
＿

３ ．２ ．２ 针对余荫山房空间分析的建模方法

笔者将 以余荫 山房的建筑特性 ， 结合对古典 园林空间句法研宄 的传统建模手段

的理解 ， 对余荫 山 房进行建模方式的设定 。

整体可行层模型 的制 图 中 不但要保留建筑主体墙壁 、 门和 门洞 ， 并且要考虑在

同
一

高度的平面上 ， 有些空间是相互渗透的 ， 有些空 间是进行玩耍行为划分而可 以

进入的 ， 也有些空 间虽处在 同
一

高度平面 ， 但在造园 当 时 的环境下 ， 在 日 常主人居

住使用 中 是有 明 显界限而不能作为使用者可行的 。 例如有些园林空 间是主人可进入

游玩赏憩 ， 但有些小面积种植 区域或者花台 ， 虽于 同
一

平面或者可 以跨入 ， 但 当时

的社会常理下私家 园林的使用 与居住者并不会这么做 ， 只有花匠有越过此类
“

界限
”

做
一

些维护任务 的可能性 。 综上我们不但要将可游赏 的可入区域的界限划分去掉 ，

也应结合 当时社会环境下 的人居行为 习惯 ， 在 图纸上表 明那些不可忽略的常规路径 。

整体可视层模型分为三个 ， 其园林要素逐渐递增如 下 ：

整体可视层模型
一

： 保 留建筑主体墙壁 ， 门和 门洞为主 的空间连接 ；

整体可视层模型二 ： 保留保留建筑主体墙壁 ， 门和 门洞为主的空间连接 ， 同时

保留建筑及景墙上的开窗及柱子 ：

整体可视层模型三 ： 保留 建筑主体墙壁 ， 门 和 门洞为主的空 间连接 ， 同时保留

建筑及景墙上的开窗及柱子的基础上加入 山石和花木的要素 。

建模过程 中 同样需要注意 的是花窗及岭南地区 在窗户 的特殊结构 。 在 中 国古典

园林层面 ， 窗是借景 、 框景 、 对景的载体 。 窗户 在设计 中 需充分考虑人居温度体感 、

视觉美感 、 私密度 ， 主要建造 目 的可分为功能性 、 装饰性 、 观赏性 。 其设计密切关

系到人们使用 时 的安全感 、 舒适度和信息量 。 且关于 中 国古典 园林空间句法研究 的

大量文献 中 ， 窗户 在可视层面往往作为
“

开敞因素
”

处理的 ， 表现在分析底 图上的

描述经常是
“

主要绘 出 建筑墙体 ， 对 门 窗做透明 化处理
”

。 岭南庭院建筑中 ， 虽注

重
“

轩楹高爽 ， 窗户 虚邻 ； 纳千顷之汪洋 ， 收四 时之浪漫
”

， 但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

人文环境 ， 格局特色的窗户有 的是
“

不可视
”

或仅满足
“

功能性
”

纳凉只 用 ， 应根

据实际情况考虑 。 窗户 的开 闭 ， 空窗的面积 、 漏窗 图案设计的紧密度等因素 ， 在个

体设计差异或状态不同 的情况下分析结果差异 巨大 ， 所 以不能 以
“

窗
”
一

概而论 。

在 中 国古典园林中 ， 将用木 、 砖 、 石条等材质 设计窗体棂格花纹 ， 后糊纸或装

玻璃而成 的具有通风 、 采光 、 装饰美化 的空透花纹窗户称之为
“

花窗
”

。 透过花窗

框景 ， 可隐约看到
“

犹抱琵琶
”

的含蓄 窗景 。 人视线高度可 见 的 以观赏性为主 的花

窗分类下 ， 因位置不 同又可划分为连廊花窗和 建筑墙体上 的花窗两类 。 首先这两类

有观赏景观上讲动静态的 区别 ， 连廊花窗在景观层面具有流动性与连贯性 ， 居室的

窗很多 只 具备静态观赏性质 。 其次窗 的观赏具有方 向性 。 从客观条件讲 ， 窗户 因位

置不 同受到光线的影响不
一

。 连廊 内 的花窗两边亮度均等 ， 虽受花窗面积大小 的影

响 ， 但也算景致通透可见 ， 但建筑上的花窗在 白 天 由于房顶和墙体阻挡 了 多数光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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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 内 暗屋外亮 ， 只 能 由 内 向 外看 ， 从外看 内 大多无景致可言 ， 是单 向性的 。 就主观

因素而言 ，

“

轻纱环碧 ， 弱柳窥青
”

描写 了 窗纱之外可 见幻梦般的碧水绿野 ， 透过

柳叶窗棂可望见远黛青 山 的景象 ， 印证 了 窗有框景成画之妙 。

“

佳景宜收 ， 俗尘安

至ｒ 则说墙体开窗时应该把那些优美的景色尽收于窗牖之 内 ， 将凡俗之气隔绝在外 ，

这也佐证开窗多是考虑建筑 内 部 向建筑外 的方 向性 。

岭南作为临近海洋的湿热气候 区 ， 窗在传统建筑 中发挥着透风透气 ， 隔热采阳

的作用 。 传统建筑 中室外窗
一

般窗型较小 ， 有类似睫毛
一

样的窗楣来遮 阳挡尘 ， 中

间气窗可翻转 ， 下部采用 可根据风 向通风换气 的平推窗叶
［
３ ５

］

。 室 内 窗 以窗框 、 窗花 、

窗玻璃三部分构成 ， 具有较强 的装饰性 。 廊道窗 多数为精致的独具地方特色的空窗 ，

采用 灰塑 、 彩画进行美化修饰 。 岭南庭院建筑建筑的 窗型 以此基础 ， 更为丰富 ， 并

会根据地域和气候做 出相应的调整 ， 以便通风采光和陈设取景 。 风格繁 多 ， 常 见的

就有满洲 窗 、 彩玻窗 、 蚝壳窗 、 百叶窗 四 种
Ｗ １

。

满洲 窗格外讲宄窗框与 窗衬 的设计 ， 窗心包括但不限于雕刻蚀画 、 不 同 比例彩

窗搭配镶嵌 、 诗词 水墨等 。 彩玻窗顾 名 思义在窗格间 以彩色玻璃镶嵌 ， 但却有叠加

变色的特别设计 ， 使视觉不失趣味 。 山 房 内 的卧瓢庐 （ 房主邬彬休憩和会客之所 ）

就有
一

处这样的设计 。

一

排透明和蓝色的玻璃的叠加 ， 透过单层的蓝色玻璃可 以看

到 园 内 景观被
一

层薄雪覆盖 的冬 日 景象 ； 开窗又可透过两旁重叠的蓝色玻璃 ， 在视

觉上形成枫红尽染的深秋之色
［ ２ ７ ］

。 从京归 乡 的 园主通过这处别致的设计在 四季潮热

的岭南终能看到不属于这个气候区 的深秋与冬 日 。 蚝壳窗是经 由工匠精心打磨而成

的像纸
一

样 的均匀薄片 ， 再片片镶嵌在窗 门上 。 本园 中玲珑水榭便运用 了 大量的蚝

壳薄片制 窗 。 阳 光透过蚝壳薄片照射进来 ， 光线变得柔和舒适 ， 隔热情况下增强室

内 的私密度并且又不影响室 内 亮度 。 在建模 中 其可视性因材料特殊 ， 以窗户 的 日 常

开合情况考量作为制 图 原 则 。 百叶窗 多是功能性 的窗户种类 ， 多用 于室 内 外遮阳通

风 ， 本园 卧瓢庐便有两扇岭 南最早 的木质 百叶窗 ， 有开关方便的 、 挡风避雨功能兼

具的横 向 窗叶 ， 但
？

般不具有很强 的视线通透性 ， 并且在窗外 多 是岭南 民居建筑里

特色里凉爽的
“

冷巷
”

， 也没有过 多 可观价值 ， 在建模 中作 闭 合处理 。

在局 部研 究 中将番 禺 余荫 山 房 以 凸空 间模型 的要求划分 ， 以此基础建立局部空

间 内 的拓扑关系 图解 。 我们将对入 口 处 、 东部方庭主建筑 区 、 西部 回字水庭 区分別

建立 凸 空 间模型后深入关系 图解法的定性研宄 。

从而在本文 中最终有 ７个模型 ， 将其 以小写英文字母排序分别如 下 ：

ａ ．关系 图解法入 口 处 凸 空 间模型 ；

ｂ ．关系 图解法西部方庭主建筑区 凸 空间模型 ；

ｃ ．关系 图解法东部 回字水庭 区 凸 空 间模型 。

ｄ ． ＶＧＡ法全园可行层模型 ： 保 留建筑主体墙壁 、 门 和 门洞 ， 不可忽略的常规路径 ；

ｅ ．ＶＧＡ法全园可视层模型
一

： 保 留建筑主体墙壁 ， 门和 门洞为主的空 间连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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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ｆ．ＶＧＡ法全 园可视层模型二 ： 保留保 留建筑主体墙壁 ， 门 和 门洞 为主 的空 间连

接 ， 同时保 留建筑及景墙上的开窗及柱子 ；

ｇ ．ＶＧＡ法全园可视层模型三 ： 保留建筑主体墙壁 ， 门 和 门洞为主 的空 间连接 ，

同时保 留建筑及景墙上的开窗及柱子的基础上加入 山石和花木的要素 ；

经过数据分析后 ， 各模型 间 分别对 比讨论 ， 讨论分组如 下 ：

（
ａ

）
、

（
ｂ

）
、

（
ｃ

）分别研究局部空 间路径关系 。

（
ｅＵ ｆ

） ， （ｇ）
作对比 ， 研宄窗与柱子 、 山石和花木等变量对人居游赏 的影响 ；

（
ｄ

）与 （ｇ ）对 比研究人在游园过程 中视线与路线之间 的关联 。

以及 ， 无论是定量分析的可见 图解法还是定性分析的关系 图解法 ， 都将在研宄

过程中 与传统空 间分析结合 比照 ， 进行研 究 。

３ ． ３ 小结

本章主要尝试解决基于人居行为 ， 对余荫 山 房为代表的岭南庭院空 间 ， 在理性

分析上 ， 采用 何种研究方式与建模方法的 问题 。

在本章 中 先简略介绍 了研宄对象余荫 山 房的基本信息与 历史概况 ， 再 以行为路

径为线依次将余荫 山 房 内 部详尽细致的空间布局描述 串联起来 ， 随后基于人居使用

展开考量 ， 确定庭 园如何结合 自 身特性在空 间分割 、 平面建模 、 研宄方法等因素 ，

对空间布局 图示语言进行转化 。 最终确定 了 定性分析关系 图解法与定量分析的可 见

图解法两种理性研宄方法 ， 在可行与可视之间 、 园林要素之间 、 整体与局部之间分

别开展对 比与研宄 。 在平面建模 的部分 ， 笔者在可行层

中针对时代性的人居行为约束 、 可视层 中针对岭南建筑窗户特色 ， 依次对庭园

建模做 了 些详尽 的设定 。

下
一

章节绘制 凸 空间模型及关系 图解 ， 研宄局部空间路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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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合定性分析对余荫山房的局部空间评价

住宅型庭园 的设计 ， 出发点基本都是满足人的 日 常起居和娱乐需求 。 在设计 中

着重考虑
“

通道
”

和
“

场所
”

两方面要素 ，

“

通道
”

即满足人
“

食
”

的需求而生的

生活生产空间连接 ， 强调 便捷性 ；

“

场所
”

则是满足人
“

耍
”

的需要 ， 实现休憩娱

乐 的功能 。 岭南庭园便是为居住者们构建 出温馨怡人的家居生活环境而建造 的美观

与 务实性 皆具 的小型私园 。 其尺度不大 ， 布局紧凑 ， 空 间构成与
“

人居
”

息息相关 。

本章结合空间定量分析 ， 对余荫 山 房就人居使用 角度做 出评价 。

４ ． １ 入 口处凸空间模型 ａ 的定性分析与评价

该范 围 内平面 图 如 图 ４ －

１所示 。 接下来运用 凸空 间理念对其分割排序 （ 图 ４ －

２ ） ，

并在此基础绘制关系 图解 （ 图 ４ －

３ ） 。 从关系 图解可 以看 出入 口 区是 串 联结构 ， 在 ２

门厅部分并联 了 功能性的房屋 。

Ｍ■■３

私 二； ．二
？

二

图 ４
－

１ 入 口平面 图 图 ４
－

２ 入 口 凸空间 图

Ｆ ｉ ｇ ． ４
－

１Ｔｈ ｅ
ｐ

ｌ ａｎｏ ｆ ｅｎ ｔ ｒａ ｎ ｃ ｅ Ｆ ｉ

ｇ
． ４

－

２Ｔ ｈ ｅｃ ｏ ｎｖｅｘｓ
ｐ
ａｃ ｅｏ ｆ ｅｎ ｔ ｒａｎ ｃ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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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

？

｝

－


 ｍ

Ｚ〇Ｘ ｎ ７ ｒ ｒ

十 調＿
图 ４

－

３ 入 口 区关系图解 图 ４
－

４ 余荫山房正 门

Ｆ ｉ ｇ ． ４
－

３ｒｅ ｌ ａ ｔ ｉ ｏｎ ｓ ｈ ｉ

ｐ
ｄ ｉ ａ

ｇ
ｒａｍｏ ｆ ｅｎ ｔｒａｎｃ ｅａ ｒｅ ａ Ｆ ｉｇ ． ４ －

４ｍａ ｉ ｎｅ ｎ ｔ ｒａｎｃ ｅｏ ｆ Ｙｕｙ ｉ ｎＭｏｕｎ ｔａ ｉ ｎＨｏｕ ｓ ｅ

现位于南村镇北大街上
一

扇封闭 的小 门是余荫 山房原本的正 门 （ 图 ４ －４ ） 。 关系

图解序号 １是其 门前空间 。 由 门厅２进入 ， 线条简洁的 回形挂落后的空间 ３正对
一

处抽

象龟纹砖雕照壁 ， 寓长寿之意 。 （ 图 ４ －

５ ）

＿ ｜

图 ４
－

５ 回形挂落 ， 龟纹照壁 图 ４
－

６ 入 口 左侧石榴树花池小景

Ｆ ｉ

ｇ
． ４

－

５Ｔｈ ｅｗａ ｌ ｌ ｏ ｆＹｕｙ ｉ ｎＭ ｏｕｎ ｔａ ｉ ｎＨ ｏｕ ｓｅＦ ｉ

ｇ
． ４ －

６Ｔｈｅ
ｐｏｍｅｇ ｒａｎ ａｔｅ

ｐ
ａ ｒｔｅ ｒｒｅｖ ｉ ｅｗｏ ｆ ｅｎ ｔ ｒａｎ ｃ ｅ



２４


明清岭南庭园空间环境探究
——

以余荫山房为例


｜



Ａ

： ．Ｕ

图 ４
－

７ 留 香 月 门及
“

四蝠捧寿
”

照壁 图 ４
－

８ 夹墙翠竹

Ｆ ｉ

ｇ
． ４ －

７Ｔｈ ｅｍｏｏ ｎｄｏｏ ｒ Ｆ ｉ

ｇ
． ４

－

８Ｔｈｅ ｖｅ ｒｄａｎ ｔ ｂ ａｍｂｏｏ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ｗａ ｌ ｌ ｓ

图 ４
－

９山房二门 图 ４
－

１ ０ 二门前小径

Ｆ ｉｇ ． ４
－

９Ｔｈ ｅｓｅｃｏ ｎ ｄ ａ ｒｙ
ｅｎ ｔ ｒａ ｎ ｃ ｅ Ｆ ｉ ｇ

． ４
－

１ ０Ｔｈ ｅ
ｐ

ａ ｔｈｗａｙ
ｏ ｆ  ｔｈｅｓｅｃｏ ｎｄａ ｒ

ｙ 
ｅｎ ｔ ｒａｎｃ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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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５
＿

空间处理 由 暗至 明 ， 先抑后扬 。 左侧封闭墙体前为
一

座多边形灰塑花池 ， 上

有
一

树
一

石 （ 图 ４ －６ ） ， 右侧空间 ３ 与空间 ４ 的交界处是天阶月 门 ， 上有
“

留香
”

二字 ， 月 门后 的空 间 ４ 区域 ， 正对
一

面
“

四蝠捧寿
”

灰塑照壁 ， 寓
“

五福临 门
”

之意 。 （ 图 ４ －７ ） 在风水照壁后 ，

“

夹墙翠竹
”

也是本园特有的绿化景观 。 园主将

竹子种于两墙之间 ， 不仅经济利用土地 ， 而且表达园主富足之意 。 （ 图 ４ －

８ ） 继续

前行 ， 便经 由高墙短巷 ， 两侧花台绿植夹道的空间 ５ ， 此时空间再度被压暗 ， 前有

小 门
一

扇 ， 正是 山 房二 门 （ 图 ４ －９ ） 。 门侧对联
“

余地三 弓 红雨足 ， 荫天
一

角绿云

深
”

为 园主邬彬所撰 ， 从此 门可窥方池对面炮仗花流泻下 ， 掩映着主体建筑深柳

堂
一

隅 。 （ 图 ４ －

１ ０ ） 对联所写红雨指代西庭深柳堂前炮仗花盛花期花雨景观 ， 绿

云指代东庭游园绿意盎然 。 同时两词也泛指 园 内 四 时花果不断 ， 还蕴含永泽祖先

福荫之意 。 到此入 口 处的路径序列结束 。

４ ．２ 西部方庭主建筑区凸空间模型 ｂ 的定性分析与评价

该范 围 内 平面 图 如 图 ４ －

１ １ 所示 。 接下来运用 凸空 间理念对其分割排序 （ 图

４ －

１ ２ ） ， 并在此基础绘制关系 图解 （ 图 ４ －

１ ３ ） 。

參 ^
Ｖ

＇ ：

图 ４
－

１ １ 西庭平面 图 图 ４
－

１ ２ 西庭凸空间图

Ｆ ｉ

ｇ
． ４ －

１ １Ｔ ｈ ｅ
ｐ

ｌ ａ ｎｏ ｆ  ｔｈｅ ｗｅ ｓ ｔ
ｙａ

ｒｄ Ｆ ｉ

ｇ
． ４ －

１ １Ｔｈ ｅ ｄ ｉ ａｇ
ｒａｍｏ ｆ ｃｏ ｎｖｅｘｓ

ｐ
ａｃ ｅ ｉ ｎｗｅ ｓ ｔ

ｙａ
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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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岭南庭园空间环境探究——以余荫山房为例


ｆ

＠？

Ｖ
ｄ）

图 ４
－

１ ３ 西庭关系图解

Ｆ ｉ ｇ ． ４ －

１ ３Ｔｈ ｅｒｅ ｌ ａ ｔ ｉ ｏｎ ｓｈ ｉ

ｐ
ｄ ｉ ａｇ

ｒａｍｏ ｆ ｗｅ ｓ ｔ
ｙａｒｄ

进入二 门 ， 眼前是
一

座 四方荷池 ， 同侧为临池别馆 ， 对面为深柳堂 。 空 间序

列 １ 的临池别馆原是书斋 ， 风格朴素简洁 （ 图 ４ －

１ ４ ） 。 空间序列 ２ 的前廊紧贴池

边 ， 长栏依傍 ， 廊道天花 以卍字 图案装饰 ， 在传统文化 中有万寿 、 如意 、 富贵不

断等赐福之意 。 明 间 以冰纹花隔断涂金假窗 （ 十字葫芦套古钱葵式 图案 ） 装饰 （ 图

４ －

１ ５ ）
， 两旁花窗楣额塑有

“

吞虹
”“

印 月
”

字样 ， 寓
“

步 月 巡诗 ， 凭栏钓影
”

之意 。 小

房
“

印 月
”

二字下 的 圆 窗为
一

枚古钱连着八个小葫芦的如意花窗 （ 图 ４ －

１ ６ ） ， 有子

孙后代荣华富贵之意 。

二 门 东侧 的
一

扇冰花隔断竹 门 （ 图 ４ －

１ ７ ） 将西部红雨 ， 东部绿云的景观分隔

开来 ， 竹 门 后的景物幽邃迷离 。 冰花竹 门 紧连浣红跨绿桥廊 ， 组成空间序列 ４ 。 据

传该廊桥参照
“

海 山 仙馆
”

的柳波桥而建 ， １ ９ ９ ８ 年发行的 四 枚岭南庭园 的 邮票之
一

以此景观作为票面 （ 图 ４
－

１ ８ ） ， 可 见其经典性与标志性 。 廊桥小巧玲珑 ， 仅仅二

十米的长度却囊括 了桥 、 廊 、 亭 、 栏多种构筑元素 ， 又 因其飞架南北 ， 在 园 内 作

分隔红雨 、 绿云两部分景观之用 ， 故桥 以桥亭南北楣额上
“

浣红
”“

跨绿
”

四字为名 。

桥下水面睡莲平卧 ， 半圆拱桥 ， 回光倒影恰似正圆 ， 堪称静态美的典范 （ 图 ４ －

１ ９ ，

４ －

２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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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Ｔ

＿

ｉｕＩｎｒａ ｉ＾＾Ｓｎｉｌ＾＾ｌ

图 ４
－

１ ４ 临池别馆 图 ４
－

１ ５ 明 间隔断及假窗图

Ｆ ｉ

ｇ
． ４ －

１ ４Ｔｈｅ
ｐａｖ ｉ ｌ ｉ ｏｎｏｖｅ ｒ  ｔｈ ｅ

ｐ
ｏ ｎｄ Ｆ ｉ

ｇ
． ４ －

１ ５Ｔ
ｐ
ａｒｔ ｉ ｔ ｉｏ ｎａｎｄｂ ｌ ａｎｋ ｗ ｉ ｎｄｏｗ

幽議
图 ４

－

１ ６ 印 月 下花窗 图 图 ４
－

１ ７ 冰花竹 门外绿云景观

Ｆ ｉ

ｇ
． ｌＳ

ｐ
ｅｃ ｉ ａ ｌ ｗ ｉ ｎｄｏｗ ｉ ｎ

ｐ
ａｖ ｉ ｌ ｉ ｏ ｎ Ｆ ｉ

ｇ
．  １Ｔｈ ｅ ｖ ｉ ｅｗｏｕｔ ｓ ｉ ｄｅ ｔｈ ｅｄｅｃｏ ｒａｔ ｉｖｅｄｏｏ ｒ

全园主体建筑为序号 ６ 的深柳堂 ， 它与 临池别馆隔池相望 ， 是 园主人会客之

所 。 室 内 装饰富丽堂皇 ， 藏有巧夺天工的木雕精 品 和不可 多得的 名 家墨宝 。 堂前

序列 ５ 有铸铁花棚攀沿着
一

颗 园主亲手种植的炮仗花 ， 至今 己有 １ ４０ 年树龄 。 盛

花时期 串 串红花 ， 落英缤纷 ， 状如红雨
一

片 。 同在空间 ５ 内 花 台植有榔榆 ， 即是

中 国古典建筑
“

屋前种榆
”

传统的体现 ， 又取
“

榆
”“

余
”

谐音的深意 。



２ ８


明清岭南庭园空间环境探究
——

以余荫山房为例


ｐｗ ｗ ｗｗｗｗｗ£ Ｐ ｗｗ？ｗｗｗ
＇

ｗｗｗｗｗｍ

ｐ    
  ．  一二－ ． ？ ？

—   一＿＿嶋？一

１
４

｜

２觀
分

．

，

＃＿ 、暴 ｊ＾
：

－ｍｍ Ｊ

ｉ ｎ Ｉ

＾ １ ９掷 － ２ ｉ

ｉ
ｉ

 ｆｅ＾
＂ ＂

： －

：
｝
＼  ｔ％

 ｉｉ ｉ ｊ

Ｌ赢獻赢應 赢▲ 蠢 氣應赢 應羞赢巍息息■氣赢－應 應應 ■赢

图 ４
－

１ ８ ）完红跨绿桥廊邮票

Ｆ ｉ ｇ
． ４

－

１ ８ ｔｈ ｅｓ ｔａｍ
ｐ
ｏ ｆ Ｙｕ Ｙ ｉ ｎＳ ｈ ａ ｎＦ ａ ｎｇ

图 ４
－

１ ９ 浣红跨绿桥廊西立面景观

Ｆ ｉ

ｇ
． ４

－

１ ９ｖ ｅ ｒ ｔ ｉ ｃ ａ ｌ ｖ ｉ ｅｗｏ ｆ  ｔｈ ｅｗｅ ｓ ｔ ｏ ｆ  ｔｈｅｂ ｒ ｉ ｄｇｅ

图 ４
－

２ ０ 浣红跨绿桥廊 东立面景观

Ｆ ｉｇ
． ４ －

２ ０ｖｅ ｒ ｔ ｉ ｃ ａ ｌ ｖ ｉ ｅｗｏ ｆ  ｔｈ ｅｅａ ｓ ｔ ｏ ｆ  ｔｈ ｅ ｂ ｒ ｉｄ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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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

ｍｍｉ
图 ４

－

２ １ 方池西侧丛植竹及单体石

Ｆ ｉ

ｇ
． ４ －

２ １ｈ ｅ ｂ ａｍｂｏｏｆｏ ｒｅ ｓ ｔ ａｎｄｏ ｒｎ ａｍｅｎ ｔａ ｌｓ ｔｏ ｎｅｏ ｆ  ｔｈ ｅｗｅ ｓ ｔｏｆ  ｔｈ ｅ
ｐ

ｏ ｎ ｄ

ｒ

黧 内 璣 囡 铃 南 余 購山房

图 ４
－

２ ２ 中 国 园林博物馆余荫山 房模型图

Ｆ ｉ ｇ
． ４

－

２ ２Ｔ ｈ ｅｍｏｄｅ ｌｄ ｉ ａ
ｇ

ｒａｍｏ ｆ Ｙｕ Ｙｕ ｎＳ ｈａｎＦ ａｎ
ｇ

ｉ ｎＣｈ ｉ ｎ ｅ ｓ ｅ
ｇａ ｒｄ ｅ ｎｍｕ ｓ ｅ ｕｍ

４ ．３ 东部回字水庭区凸空间模型 ｃ 的定性分析与评价

该范 围 内 平面 图 如 图 ４ － ２ ３ 所示 。 接下来运用 凸 空 间 理念对其分割排序 （ 图

４ －

２４ ） ， 并在此基础绘制关系 图解 （ 图 ４ －２ ５ ） 。



３ ０


明清岭南庭园空间环境探究
——

以余荫山房为例


．

．

“
：鮮

…

图 ４
－

２ ３ 平面 图

Ｆ ｉ ｇ ．  １ ４ －

２ ３Ｔｈ ｅ
ｐ

ｌ ａｎｏ ｆ  ｔｈ ｅｅａｓ ｔ
ｙａ

ｒｄ

Ｍ｜ ｜
ｌ

ｗＭｉ
？

图 ４
－

２４ 凸空间 图 图 ４
－

２ ５ 关系 图解

Ｆ ｉ ｇ ． ４ －

２４Ｔｈ ｅｄ ｉ ａｇ
ｒａｍｏ ｆ ｃｏｎｖｅ ｘｓｐ

ａｃ ｅ ｉ ｎｅａ ｓ ｔ
ｙ

ａ ｒｄ Ｆ ｉ ｇ
． ４ －

２ ５Ｔｈｅｒｅ ｌ ａ ｔ ｉ ｏ ｎ ｓ ｈ ｉ

ｐ
ｄ ｉ ａｇ

ｒａｍｏ ｆ ｅａ ｓ ｔ
ｙ

ａ ｒｄ

浣红跨绿廊桥东侧是 以 闻香木樨水榭为 中 心建筑的 回 形水庭结构 。

空间序列 ５ 的水榭玲珑通透 （ 图 ４ －２ ６ ） ， 细密花格长窗八面开启 ， 景 内有景 ，

故又称玲珑水榭 。 水榭 内 设八条檐柱 四条金柱 ， 因是邀众挥毫雅叙之所 ， 故体量

较大
？

。 以八角金盘镶蚝壳片 的横披 ， 尽显岭南海洋文化特色 。 难得
一

见的大型

水榭 ， 也体现岭南 园林文化 中 因功能而设计的务实性 。 玲珑水榭亭外与廊桥相连

的东 西两处额匾分别题写
“

远树含春晖
” “

闻木樨香否
”

， 东西南北 四侧柱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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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

＿

则描绘 出 了位于此处 ， 有和风细雨 ， 树影婆娑 ， 清冽 的空气 中 隐约夹杂暖甜桂香

的景象 ， 这种隔绝俗务驻足于此心清神宁之感时至今 日 也可从文字与 园林格局 中

＿＿
图 ４

－

２ ６ 玲珑水榭 图 ４
－

２７ 曲廊

Ｆ ｉ

ｇ
． ４

－

２ ６ＴｈｅＬ ｉ ｎｇ ｌ ｏｎｇ 
ｏｔｔｅ ｒ Ｆ ｉｇ

． ４ －

２ ７Ｔｈｅ
ｇ

ａ ｌ ｌ ｅ ｒｙ

玲珑水榭与 卧瓢庐间 ， 以序列为 ６ 、 ７ 、 ８ 、 ９ 的 曲折游廊连接 ， 中 隔 以翠竹挂

落和冰裂隔断 门 ， 两扇 隔断不但分隔 了 空间 ， 丰富 了层次 ， 添加 了层叠幻变效果 ，

还不影响相互贯通的功能使用 。 （ 图 ４ －２ ７ ） 曲 廊旁侧 即是序号为 ２ ３ 、 ２４ 的果坛兰

幽径
一

景 （ 图 ４ －

２ ８ ） 。 这片空 间布局小而精致 ， 石栏围造的空间深浅 曲折 ， 峰 回

路转 ， 绿意盎然 ， 自 成
一

趣 。 曲廊通 向 的空间 １ ０ 卧瓢庐 ， 是宾客等待休息的地方 。

庐 内 的满洲 窗可 以通过套色玻璃的层面叠合而巧妙变换 出 四季更迭 的视觉效果 ，

遂又称 四季窗 。 而卧瓢庐外墙则采用 小而精的百叶窗 ， 其造型 中 西合璧 ， 功能开

关灵活 ， 是岭南人 民务实 的性格与洋为 中 用善于变通的 智 慧结晶 。 水榭东南面 、

卧瓢庐 同侧 ， 无檩木构架的来熏亭 （序号 ２２ ） 倚墙而立 。 亭前正对序号 ２ １ 的石桥

一

座 ， 溪流经 由桥下横 向而过 。 坐落旁侧 的孔雀亭 同架于水面之上 ， 园主于亭 内

豢养孔雀 的少 见行为 ， 被后世猜测 多是 出 于对
“

雀翎
”

（ 清朝官员 帽子上的花翎

即是雀翎所造 ） 的情感寄托 。 水榭西北方 向 ， 空 间序列 １ ４ 是
一

座间有小径的石 山

景观 。 因拟造大 自 然的奇峰峻石之景缩摹于园 ， 而得
“

石林咫尺形
”

的美誉 。



３ ２



明清岭南庭园空间环境探究
——

以余荫山房为例


＿＿
图 ４

－

２ ８ 回 字庭景观

Ｆ ｉ

ｇ
． ４ －

２ ８Ｔｈ ｅ ｖ ｉ ｅｗｏ ｆ  ｔｈ ｅ ｅａｓ ｔ
ｇ

ａ ｒｄｅ ｎ

４ ． ４ 小结

本章基于
“

以人为本
”

的 出 发点 ， 传统分析方法与理性分析方法相结合 ， 对空

间进行在人的行为路线基础上的关系 图解分析 ， 得到 了 空间布局拓扑结构与人居行

为模式 的关系 。 对余荫 山 房这样的小体量私家园林就人居使用 角度做 出 思考 。 在与

余荫 山 房为例 的岭南庭 园空 间 中 ， 其建筑与布局 皆 以实用性为主 ， 其空 间面积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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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

故在丰富空间层次上用 了 许多软性的处理手法 ， 布局 紧凑 ， 路路相连四通八达 ， 是

实用性的体现 ： 布局紧凑又具复杂性的关系 图解 ， 反馈的是游园趣味性的保障 。

在 下
一

章我们使用 Ｄｅｐ
ｔｈｍａｐ 软件对空 间进性量化的对 比与 分析 。



３４


明清岭南庭园空间环境探究
——

以余荫山房为例


５ 余荫山房的空间句法分析

在定量分析中主要借助空 间句法软件 Ｄ ｅｐ ｔｈｍａｐ 进行大量相关变量运算 ， 并将

运算结果 以红蓝渐变色谱的形式在 图纸上呈现 ， 由红到蓝 ， 变量值 由大到小递减 。

在 ＣＡＤ 上绘制 底 图 。 将 图 纸导入 Ｄ ｅｐ ｔｈｍａｐ ， 网 格 密度设置为 网 格 密度 设置 为

４０ ０
＊
４００ 进行数量计算 。

以下分别为 ４￥ 的 〇３ （１ 分析平面底图模型 （ 图 ５
－

１
，
５

－２
，
５

－

３
，
５

－４ ） 。

ｄ ．ＶＧＡ 法全园可行层模型 ： 保留建筑主体墙壁 、 门和 门洞 ， 不可忽略的常规路

径 ；

ｅ ．ＶＧＡ 法全园可视层模型
一

： 保 留建筑主体墙壁 ， 门 和 门洞为主的空间连接 ；

ｆ ．ＶＧＡ 法全园可视层模型二 ： 保 留保留 建筑主体墙壁 ， 门和 门洞为主的空间连

接 ， 同时保留建筑及景墙上的开窗及柱子 ；

ｇ ．ＶＧＡ 法全园可视层模型三 ： 保留建筑主体墙壁 ， 门和 门洞为主的空间连接 ，

同时保留建筑及景墙上的开窗及柱子的基础上加入 山 石和花木的要素 ；

图 ５
－

１ＶＧＡ 法 ｄ 建模图 图 ５
－

２ＶＧＡ 法 ｅ 建模图

Ｆ ｉ ｇ
． ５

－

１ＶＧＡｍｏｄｅ ｌ Ｆ ｉ

ｇ ． ５
－２ＶＧＡｍｏｄｅ ｌ

图 ５
－

３ＶＧＡ 法 ｆ 建模图 图 ５
－

４ＶＧＡ 法 ｇ 建模图

Ｆ ｉ ｇ
． ５

－

３ＶＧＡｍｏｄｅ ｌ Ｆ ｉ

ｇ
． ５

－

４ＶＧＡｍｏｄｅ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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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５
^

５ ． １ 余荫山房整体空间可行层模型 ｄ 分析

５ ．１ ．１ 可行层模型 ｄ 的连接值分析

如 图 ５
－

５ 空 间可行层的连接值 图解上可见 ， 余荫 山 房连接值最高的 区域集 中在

深柳堂堂前的廊道上 。 次之的 区域集中 在入 口 空间 门 厅处及玲珑水榭处 ， 继而是各

个通道路径的转角 点 。 连接值最低的 区域除 了 建筑 内 空间外 ， 则集 中在假 山石林景

区 ， 来熏亭 附近 ， 孔雀亭两侧 ， 玲珑水榭东侧 的树池周边及
一

些边角 区域 。 产生这

样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可行层的连通性受到矮墙 、 花池 、 假山石 、 水面等不可穿行的

空间分割影响较大 ， 尤其最为显著的假 山石区域 ， 在其间行走过程中 由于英石假 山

的阻隔 ， 不但蜿蜒 曲绕 ， 增加 了 空间 的复杂性 ， 同时也显示从二 门 旁的浣红跨绿桥

廊与临池别馆 门廊 的交接处通 向 西部景观区 的可达路径有着单
一

的规划 。 这也是园

林设计 中收放结合 的空间感的体现 ， 给人 以对 比强烈 的空间感并有
“

曲折通幽
”

、

“

柳暗花 明又
一

村
”

的感觉 。

图 ５
－

５ 模型 ｄ 的可行层连接值图 ５
－

６ 模型 ｄ 可行层的控制度

Ｆ ｉｇ
． ５

－

５Ｃｏ ｎｎ ｅｃ ｔ ｉ ｖ ｉ ｔｙ
ｖａ ｌ ｕｅｏ ｆ ｍｏｄｅ ｌｄ Ｆ ｉ

ｇ ． ５
－

６Ｃｏｎ ｔｒｏ ｌｖａ ｌｕｅ ｏ ｆ ｍｏｄｅ ｌｄ

４－
ａ

，

． ， ， ．

图 ５
－

７ 模型 ｄ 的可行层 的深度值 图 ５
－

８ 模型 ｄ 可行层的整合度

Ｆ ｉ ｇ ． ５
－

７Ｍｅａｎｄｅｐ
ｔｈｏ ｆ ｍｏｄｅ ｌｄ Ｆ ｉｇ

． ５
－

８ Ｉｎ ｔｅ
ｇ
ｒａ ｔ ｉ ｏｎｏ ｆ ｍｏｄｅ ｌｄ



３ ６


明清岭南庭园空间环境探究
——

以余荫山房为例


５ ．１ ． ２ 可行层模型 ｄ 的控制度分析

控制值是节点 间相互制衡情况的数量映射 。 如 图 ５
－

６ 可见 ， 可行层 中 的控制值

高 的 区域大 多呈均匀 分散之势 ， 多分布在各个空 间 的入 口 、 人行路线交汇处是控

制值最大的 区域 ， 可 见这些 区域对空 间序列有较高的控制能力 。 控制性最强 的 区

域集 中在孔雀亭与来熏亭之间 的 小桥端点 ， 端点 同时也是
一

个十字型交汇处 。 这

也说 明路径选择性越丰富 的位置对周 围环境的控制范 围越大 ， 控制度越高 。

５ ．１ ． ３ 可行层模型 ｄ 的深度值分析

在可行层的深度值 图 （ 图 ５
－

７ ） 中 ， 深度值高 的 区域集 中在建筑 内 的划 分空 间

里 ， 例 如深柳堂 内 部的 房 间 ， 门 厅等候 的 门 房 ， 经 由 花基矮墙划 分与 围 合 的空 间

以及庭园 内 部边角 的 区域 。 从居住使用 上看 ， 说 明 了 主人主要居住空 间 以及客人

休憩等待的场所是具有生活私密性的 ； 从庭 园 内 部布局上看 ， 低矮墙体不但对视

线没有阻隔是观景最大化 ， 并且丰富 了 游览路径 的选择 ， 让面积不大 的 园 区有 了

更丰富 的空 间组织趣味性 。 深度值低 的 区域集 中 在 门廊 、 连廊 、 桥廊 、 小径这样

具有 明 确指 向性且不可 替代性的路径上 ， 说 明其可达性高 ， 又 因其唯
一

性与便捷

性 ， 在人居生活 中 也应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路径主线 。

５ ．１ ． ４ 可行层模型 ｄ 的整合度分析

在空间 中 ， 深度值越高 ， 整合度越低 ， 可达性越差 ， 深度值越低 ， 整合度越

高 ， 可达性越佳 。 从 图 ５
－

８ 可 见 ， 可行层面与这条规律基本
一

致 。 整合度值高的 区

域在 空 间 图解上相反是深度值低 的 区域 。 整合度最高 的 区域集 中在浣红跨绿桥廊

的两个端点位置 ， 说 明这两 个 Ｋ域可达性是非常 的高 的 ， 因 为这两点是东 西庭交

通路线上的两个必经 区域 ， 若要从东庭进入西庭 ， 那
一

定会经过这两个区域其 中

一

个 。 廊桥 区域也拥有极高整合度值 。 从 门 厅入 丨
」 来往主体建筑深柳堂 、 客人进

园 去 向 留待房屋卧瓢庐 、 主体建筑来去英石石林景观 区 、 门 厅和 临池别馆来去玲

珑水榭 都大概率会 因 最短或转折次数最少 的优势而使桥廊成为必经之处 。

较深度值分析 图而言 ， 深柳堂前 的 门 廊也成为 可达性高的 区域之
一

。 在实 际调研

中 ， 因 为深柳堂作 为东庭 的主体建筑 ， 在 门 附近位置的确聚集 了 不少游客 。 不难

想 象在居住者的 日 常起居 中 ， 主体建筑堂前房廊也是高频率通行使用 区域之
一

。

５ ．２ 余荫山房整体空间可视层模型 ｅ 分析

５ ． ２ ． １ 可视层模型 ｅ 的连接值分析

如 图 ５
－

９ ， 在 只保留 门和墙体的情况下 ， 可视层模型 中连接值呈现西高东低 ，

建筑 内 连接值均偏低的趋势 。 西高东低多是西边方庭 ， 东 回字形水庭 的缘故 。 方

庭 中 建筑环水而立 ， 视线通透疏 朗 ； 东庭是在水庭 中 心设
一

水榭 ， 若将窗户视为

闭 合的情况 ， 其体量 巨大 ， 对视线有着非常 明 显 的 阻隔作用 。 建筑房屋 内 部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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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使用功能上的私密性需求 ， 连接值偏低 。 视线 的连接值与 空 间通透度有直接

影响 ， 入 口 区域也是视线值十分低 的 区域 ， 这多是 因庭院面积所限 ， 使用 空间狭

长 ， 在正 门和二 门之间 ， 园主设计
“

龟纹长寿
” “

四蝠捧寿
”

两处风水照壁作为

美化和路线上的转折 引 导 ， 经 由正 门 、 月 洞 门 和二 门方可窥园 内 景观 ， 由 暗到 明 ，

有小到大 ， 曲折蜿蜒 ， 别有洞天 。

５ ．２ ．２ 可视层模型 ｅ 的控制度分析

如 图 ５
－

１ ０ ， 控制度集 中在西庭 ， 在 只考虑墙体及 门 的情况下 ， 因 为西庭是主

体建筑聚集 的 区域 ， 所 以真正属于庭园 的面积被建筑压缩 。 在
一

大
一

小连接的开

敞空间 内 ， 人 的视线更容 易 聚集在小空间 区域 。 针对 只看建筑主体忽略 内 部造园

要素的可视数量化分析 ， 也很好的 印证 了 这
一

点 。

Ｉ１ｊ

ｒ ，
： ｉ

图 ５
－

９ 模型 ｅ 的可视层 的连接值图 ５
－

１ ０ 模型 ｅ 可视层的控制度

Ｆ ｉ ｇ ． ５
－

９Ｃｏ ｎ ｎ ｅｃ ｔ ｉ ｖ ｉ ｔｙ 
ｖａ ｌ ｕ ｅ ｏｆ ｍｏｄ ｅ ｌ ｅ Ｆ ｉ ｇ ． ５

－

１ ０Ｃｏ ｎ ｔ ｒｏ ｌｖａ ｌ ｕ ｅｏ ｆ ｍｏｄｅ ｌｅ

■—＾ —

Ｍ ．

．

．

．

Ｍ Ｓ爾舊

图 ５
－

１ １ 模型 ｅ 的可视层的深度值图 ５
－

１ ２ 模型 ｅ 可视层的整合度

Ｆ ｉｇ
． ５

－

１ １Ｍｅａｎｄｅ
ｐ

ｔｈｏ ｆ ｍｏｄｅ ｌｅ Ｆ ｉｇ
． ５

－

１ ２ Ｉｎ ｔｅｇ
ｒａ ｔ ｉ ｏ ｎｏｆ ｍｏｄｅ 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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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 ２ ． ３可视层模型 ｅ 的深度值分析

在在 只保留墙体 门洞的可视层的深度值图 ５
－

１ １ 中 ， 深度值高的 区域集 中在建

筑 内 部及入 口 处 。 这也与绝大多数游客
“

从主 门看并不像有庭院的宅 门
”

的观感

体验相契合 ， 既体现 了 园主 的低调 的为人处事 ， 也显示其在设计 中 细思巧构 。 因

为庭 园格局体量娇小 ， 所 以除 了 必要的住宅 ， 其余空间都是极为通透的 ， 后靠游

廊 、 矮墙 、 小桥 、 水面将空间再次划分 ， 构造轻盈 。

５ ．２ ． ４ 可视层模型 ｅ 的整合度分析

整合度 （ 图 ５
－

１ ２
）发现 了

一

个很有趣 的现象 ， 视线整合度最高的 区域是从二 门

向 西庭呈扇形发射状 。 说 明在二 门这个节 点 ， 视线 以北是大片完整水面 ， 无遮无

挡 ， 视线可达范 围最广 。 在传统分析 中 的游览路线上上看 ， 从入 口 处 曲折走到这

个位置的视域基本上同 图 中红 、 橙色方 向
一

致 ， 确有景观先抑后扬的变化体感 。

５ ．３ 余荫山房整体空间可视层模型 ｆ 分析

５ ．３ ． １ 可视层模型 ｆ 的连接值分析

在模型 ｆ 中 ， 因 为窗和柱 的加入 ， 空间 的通透性有 了 显著 的不同 。 图 ５ －

１ ３ 连

接值最高 的 区域有针对性地集 中在浣红跨绿桥廊及其两侧 ， 并且红色区域 向玲珑

水榭延展 。 现实情况也 的确如此 。 浣红跨绿桥廊本就是有分割空间 的功能 ， 但有

别 于实体分割 ， 桥上可 以很好地将两侧景观都纳于眼底 。 正对桥廊 的水榭花窗拥

有极大的窗户面积 ， 这两边居住者无论位于哪 ， 隔水相望的景观都是十分通透的 。

关于此水榭
“

八面八景
”

之
一

的
“

虹桥清晖映
”

正是对此人居观赏行为的描述 。

图 ５
－

１ ３ 模型 ｆ 的可视层 的连接值图 ５
－

１ ４ 模型 ｆ 可视层的控制度

Ｆ ｉ

ｇ
． ５

－

１ ３Ｃｏ ｎ ｎ ｅｃ ｔ ｉｖ ｉ ｔｙ
ｖａ ｌ ｕｅｏｆ ｍｏｄｅ ｌｆ Ｆ ｉ ｇ

．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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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

ＴＰ

Ｉｆ顯＿＿＿＿＿＿＿

图 ５
－

１ ５ 模型 ｆ 的可视层 的深度值图 ５
－

１ ６ 模型 ｆ 可视层 的整合度

Ｆ ｉ ｇ
． ５

－

１ ５Ｍ ｅａｎｄ ｅ
ｐ

ｔｈｏ ｆ ｍｏｄｅ ｌｆ Ｆ ｉ

ｇ
． ５

－

１ ６ Ｉ ｎ ｔｅ
ｇ
ｒａ ｔ ｉ ｏ ｎｏ ｆ ｍｏｄｅ ｌｆ

５ ．３ ．２ 可视层模型 ｆ 的控制度分析

图 ５
－

１ ４ 模型 ｆ的控制度最高值区域也 因 窗户作为考虑因素而整体缩小并偏移 。

从西层水庭转移并集 中在廊桥上 。 说 明廊桥不仅在人居视线游赏层面上对周边环

境掌控力较高 ， 在此处看到 的景观相较其他区域也更为丰富 。 除 了 这个区域 ， 零

星 分布在 由颇为封 闭 的 小空 间 向 开敞大空 间转换 的几处入 口 也有控制值高 的趋

势 。 从控制度 图上也可见 ， 玲珑水榭虽建筑体量巨大 ， 但窗户 的设计十分巧妙 。

关窗视线上可视作
“

开着小 门 的房
”

， 又 因其在水上 ， 路径和视线层面都有不 易

窥测 的独立空 间特质 。 水榭开窗
“

八面八景
”

， 是拥有绝佳视野 的与友人挥毫洒

墨之处 。 可见岭南庭 园上十分注重功能性 的 务实精神 ， 在经世致用 、 开放务实之

上 ， 对美有独具创意的 的诠释 。

５ ． ３ ． ３ 可视层模型 ｆ 的深度值分析

在 图 ５
－

１ ５ 视线范 围 内 ， 除居住者少使用 的 门庭两侧建筑 内 部 ， 其余的整体空

间深度都偏低 。 空间 各点视线可达性都非常强 。 说 明在建造小体量空间时 ， 如果

将空 间分隔打
“

虚
”

， 那么 整个空间都会有非常开 阔 的观感 ， 提高人居生活的舒

适指数 。

５ ．３ ． ４ 可视层模型 ｆ 的整合度分析

在 图 ５
－

１ ６ 中 整合度集 中在廊桥 区域说 明此处空 间视线可达性极高 。 因
一

个
“

跨
”

字而使在 园 内 的大 多数位置观赏都能看到横跨庭 园 中 的桥廊 ， 是视线焦点

所在 。 此外 图上斑驳的散点表示廊柱结构 ， 整合度分析图表 明廊柱结构虽在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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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虽有较强 的 隔断作用 ， 园 内 阻断视线 的具体情况还要 因其柱半径而定 。 岭南 园

林小体量的柱形支撑虽有视线影响但对总体视线通透度格局上影响不大 。

５ ．４ 余荫山房整体空间可视层模型 ｇ 分析

５ ．４ ．１ 可视层模型 ｇ 的连接值分析

在 图 ５
－

１ ７ 加入花木与 山石的景观要素后 ， 玲珑水榭的视域在东西庭 园 内 部较

之前都产生 了 明 显变化 。 西庭种植的攀藤植物炮仗花营造的
“

红花
”

处景观对 正

面视线起到隔断效果 ： 西侧 的丛植翠竹对视线有着 限制 与 围合的作 用 ， 视觉上软

化并丰富 了 空间边界 。 东庭的视线变化集 中 在英石石林区域 ， 石林对视线 的隔 断

非常 明 显 ， 在 山 石 中 穿梭视域值可视作与颇为封 闭 的室 内 相 当 。 东 南边界 的 丛植

林与桂花在 营造景观之时也是对模糊 了硬 朗 的 空 间线 。 余荫 山 房南部在 建造之吋

邻近街道 ， 除 了 门 房空 间 外 ， 临街庭 园空间都 用 山 石花木做 了 围合与装饰处理 ，

与 外界空间 分隔 的 同时美观兼具 。 在视觉和听觉两个方面都照顾到居住者 的感受 ，

使其脱离邻近街道 的杂乱与喧嚣 。

５ ．４ ．２ 可视层模型 ｇ 的控制度分析

加入 了 新的景观变量后 ， 代表高控制值的暖色 区域被进
一

步缩小与 分散 （ 图

５
－

１ ８ ） 。 游客的视线不仅聚集在西庭水面 ， 在 山石的 限制和植物元素的加入下 ， 西

庭夹在两侧 山石与植物 间 的水面 区域 ， 将水榭或廊桥上的使用者视线聚集至此 。

东北角落 的 的孔雀亭也因 周边植被群植 ， 与玲珑水榭产生具有导 向性的视觉牵 引 ，

置于水榭 内 的东北角凭窗眺望 ， 视线通畅可达
“

孔雀尽开屏
”

之景 。

５ ． ４ ． ３ 可视层模型 ｇ 的深度值分析

即便在加入更 多 的景观要素 ， 视域深度值也没有 明显 的变化 （ 图 ５
－

１ ９ ） ， 总

体依 旧 是通透疏朗 的 。 在深度 图解 中 ， 我们可 以注意到 的便是 ， 因软性元素 的加

入 ， 庭园 空 间边缘产生 了 富有节奏感 、 韵律感 的视觉 围 合 。

５ ． ４ ． ４ 可视层模型 ｇ 的整合度分析

在整合度分析 图 ５
－２ ０ 上 ， 视线 的可达的 整合度暖色 区与控制值

一

定程度上叠

合 ， 与 空 间 深度 图解在大格局上冷暖色调相反 。 同 其他变量而言 ， 山 石花木对视

线有限制作 用 ， 但从大的格局上并没有对视域造成更 多 的影响 。 即 在大 的格 局 已

定之时 ， 山 石花木因其设计的位置 ， 对可视空间 的影响仅是聚拢视线或者柔和视

线空间 的辅助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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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

１ ７ 模型 ｇ 的可行层 的连接值图 ５
－

１ ８ 模型 ｇ 可行层 的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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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

１ ９ 模型 ｇ 的可行层 的深度值图 ５
－

２ ０ 模型 ８ 可行层 的整合度

Ｆ ｉ

ｇ
． ５

－

１ ９Ｍ ｅａｎｄｅ
ｐ

ｔ ｈｏ ｆ ｍｏｄｅ ｌ

ｇ Ｆ ｉ

ｇ
． ５

－

２０ Ｉ ｎ ｔｅ
ｇ

ｒａｔ ｉ ｏｎｏ ｆ ｍｏｄｅ ｌ

ｇ

５ ． ５ 可视层面模型 ｅ 、 ｆ 、 ｇ 之间的对比分析

５ ． ５ ．１ 连接值对比分析

由 图 ５
－

２ １ 可见 ， 造 园要素对视域连接值的影响是十分可观 的 。 模型 ｅ 、 ｆ 、 ｇ

的连接值暖色 （ 数量值高 ） 的 区域在 由 东 西单侧覆盖的形态逐渐 向 中 心位置结构

的复杂程度使连接值的变化也更加丰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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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图 ５
－

２ １ 可视层模型连接值对比分析

Ｆ ｉ ｇ５
－

２ １ ．Ｃｏｍ
ｐ
ａ ｒａ ｔ ｉｖｅａｎ ａ ｌ

ｙ ｓ ｉ ｓｏ ｆ ｃｏ ｎ ｎ ｅ ｃ ｔ ｉ ｖ ｉ ｔｙ
ｖａ ｌ ｕ ｅ

５ ． ５ ． ２ 控制值对比分析

因空间结构的丰富 ， 控制值在元素不断添加时呈逐渐削弱 的趋势 （ 图 ５
－２２ ） 。

暖色 区域缩小但依 旧大 比例与东庭的水面空 间叠合 。 这与 园林设计 中 ，

“

设计者

设置大面积无隔断 的 的水面或草坪获得使用者视线 的极高吸 引 指数 ， 空 间 使用者

擅于追寻与凝视这份
“

空
”

而达到 自 身放松 目 的
”

的理念又
一

次不谋而合 。

ＬＭＪＭＨＫｉ
图 ５

－

２ ２ 可视层模型控制值对比分析

Ｆ ｉｇ ５
－２ ２ ．Ｃｏｍｐ ａ

ｒａ ｔ ｉ ｖｅａ ｎ ａ ｌｙｓ ｉ ｓｏ ｆ ｃｏｎ ｔ ｒｏ ｌｖａ ｌ ｕ ｅ

５ ．５ ．３ 深度值对比分析

从深度值对 比 （ 图 ５
－２ ３ ） 可知 ， 空间设置上非大体量的实体建筑 ， 对深度值

的影响不大 ， 空间周边的花木 山石对空间边界的深度有着美化与韵律感重定义作

用 。 窗 的加入对建筑深度产生影响 ， 引 发笔者对当代全玻璃式建筑幕墙对空 间深

度影响 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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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

２ ３ 可视层模型深度值对比分析

Ｆ ｉ

ｇ
５
－

２ ３ ．Ｃｏｍ
ｐ
ａ ｒａ ｔ ｉ ｖｅ ａｎ ａ ｌｙ

ｓ ｉ ｓｏ ｆ ｍｅａ ｎｄ ｅ
ｐ

ｔ ｈ

５ ． ５ ． ４ 整合度对比分析

整合度与控制值的走 向大致呈正相关趋势 （ 图 ５
－２４ ） 。 在研宄要素逐渐增加

之后整合度值最高 区域 向 中 部偏移与凝集 。 复杂研宄要素下 ， 整合度值区域大部

分都落在浣红跨绿桥廊上 。 浣红跨绿桥廊 的设置在双庭空间 中 的核心位置 ， 同时

也是余荫 山 房 的景观代表 。 可视层面上的整合度值与控制度值表达桥梁对视线 的

控制与吸 引 程度 ， 与设计理念契合 。

（Ｉ＂＂ｉ
ｌｌ

、

Ｉ
５＂

Ｋ－ 警 

ｆ

…

Ｉ

ｆｔ －ｌ廡 ．
．奴

图 ５
－

２４ 可视层模型整合度对比分析

Ｆ ｉ ｇ
５

－

２ １  ．Ｃ ｏｍ
ｐ
ａ ｒａｔ ｉ ｖｅａｎａ ｌ ｙｓ ｉ ｓ ｏ ｆ  ｉ ｎ ｔｅ

ｇ
ｒａ ｔ ｉ ｏ ｎ

５ ． ６ 小结

本章针对余荫 山 房就可行层和可视层分别做空间句法分析 。 可行层研宄其空

间布局 ， 可视层研究其视线范 围 。 借助空间句法软件 Ｄｅｐ ｔｈｍａｐ 进行大量相关变量

运算 ， 并将运算结果 以红蓝渐变色谱的形式在 图纸上呈现 。 可行层对 了连接值 、

控制值 、 深度值 、 整合度 的运算 ， 总结定量分析路径结果 ， 可视层则 以不 同 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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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做 比照 ， 依次 向 只考虑墙体和 门 的 因素 中继续加入窗和廊柱 、 花木石景等变量

因子 ， 总结不 同 的造园要素对空 间 的影响 。 并针对同
一

变量进行 比较 。

从可行层上看 ， 可行层的连通性受到矮墙 、 花池 、 假 山石 、 水面等不可穿行的

空 间分割影响较大 ， 控制值高的 区域大多呈均匀 分散之势 ， 多 分布在各个空间 的入

口 、 人行路线交汇处是控制值最大的 区域 。 深度值高的 区域集 中 在建筑 内 的划分空

间里 ， 经 由花基矮墙划分与 围合的空间 以及庭园 内 部边角 的 区域 ， 说明其私密指数

高 ， 庭院空间深度值低的 区域集中 在 门廊 、 连廊 、 桥廊 、 小径这样具有 明确指 向性

且不可 替代性的路径上 ， 说 明其可达性高 ， 又 因其唯
一

性与便捷性 ， 在人居生活中

也应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路径主线 。 整合度最高的 区域集 中在浣红跨绿桥廊的两个端

点位置 ， 说 明这两个 区域可达性是非常的高 的 ， 因 为这两点是东西庭交通路线上 的

两 个必经点 。

从可视层面的解析与 比较来讲 ， 可行层的连通性受到矮墙 、 花池 、 假 山石 、 水

面等不可穿 行的空间 分割影响较大 ； 造园要素对视域连接值的影响是十分可观的 ，

因 空间结构 的丰富 ， 控制值在元素不断添加时呈逐渐削弱 的趋势 。 深度值对 比 中 ，

窗 的加入增加 了视线通透度 ， 对建筑深度产生的影响最大 ； 整合度与控制值的走 向

大致呈正相关趋势 ， 复杂研究要素 中 ， 整合度值区域大部分都落在双庭空间 中 的核

心位置 浣红跨绿桥廊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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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结语与展望

本文对番 禺余荫 山 房 的构造 ， 运用 空 间 定性分析 （ 关系 图解法 ） 和定量分析 （ 空

间句法 ） 手段 ， 对空间开展综合性的 ， 更为客观的分析 。 相较传统分析方法对空间

构造有 了 更加科学客观深入的认识 。

尽管如此 ， 空间构型理论在 中 国 古典 园林空间 的研宄层面有许多局 限之处 。

一

是在

研宄过程 中 ， 可行层研宄 的 是忽略地形的高低起伏 的 水平面 ， 可视层研宄 的是 以

１ ６０ ｃｍ 为准 的视线平面 ， 无论何种方式所研究 的都是
一

个平面的布局 。 相较于建筑

研究 ， 该方法在 中 国 古典 园林的设计研宄上略有局 限性 。 二是很多 园林要素在空间

中 的特别之处不能得 以体现 。 例如我们在 园林设计 中使用大体积水面使空间在视觉

层面上更加层次丰富 ， 但这在句法软件 中无法计算 ； 与此类同 的还有园林 向远处空

间 的借景手法 ， 在小面积的 园林中经常得 以运用 ， 但在句法软件 中 ， 这些独特的造

景手法都难 以 以数据进行衡量 。

可见 ， 空间句法的分析结果尽管对 园林空间布局有着其特有的视角 ， 但如果想对空

间进行涵盖面更广 的丰富认知 ， 那么 就应该建立在传统手法与科学分析相结合上 ，

我们才能从古典园林中受到更 多对 当地现代建筑构造上 的启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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