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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假山是中国自然山水园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其形状变幻莫测 , 轮廓起伏多致 , 所

以 , 施工的正确与否对假山艺术具有巨大影响。假山施工要把握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 , 一般

采用桩基和砼基础 , 并要求充分打实 , 要分层堆叠 , 注意各自特点。施工中 , 山石码放要垫

稳填实 , 有浑然一体之感 。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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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山对于形成中国园林的民族形式有重要的作用 。通常称呼的假山包括假山和置石 2部分 。本文

主要谈前者 , 即以造景游览为主要目的 , 充分结合各方面功能 , 以土和石等为材料 , 以自然山水为蓝

本并加以艺术的提炼和夸张 , 用人工再造的山水景物
[ 1]
。假山形状变幻莫测 , 轮廓起伏多致 , 非图文

所能状清 , 并且许多假山有一定体量。工程技术在掇山中举足轻重 。笔者近年来参加了宁波丹凤公园

和义乌孝子祠公园内的几处假山施工 , 略有体会 , 遂作初探。

1　总体布局 , 成竹在胸

唐朝王维 《山水论》 云:“凡画山水 , 意在笔先” 。假山施工同此理。按照园林总体规划
[ 2]
, 结合

自然山水地域变化 , 设定假山主 、 次峰的位置 、 高度 、体量和山势变化的方位 , 同时还应考虑山和水

的结合。山和水是自然景观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 山无水不活 , 有水则灵。处理好山水关系 , 使山水间

互相依承 , 相得益彰 。假山上部的水可用瀑布形式来表现 , 预定瀑布出口位置和宽度 , 借山势转变来

达到水随山转 , 或露或藏的效果。

确立假山布局后 , 绘制平面图和效果图 , 有条件的可做成橡皮泥小样 , 以便参照施工。

2　基础坚实 , 宽打窄用

堆石叠山的基础必须坚实牢固 , 范围应大于山体 50 cm 左右。为达到这一目标 , 主要有以下 2种

做法 。

2.1　桩基

这是一种古老的基础做法 , 但至今还有实用价值 , 特别是水中的假山或驳岸用得很广泛 。木桩多

选用松木桩或杉木桩 。木桩顶面的直径约为 10 ～ 15 cm , 平面布置按梅花形排列。桩边至桩边的距离

约为 20 cm 。桩必须打到硬层 , 顶端露出湖底十几厘米至几十厘米 , 其间用块石嵌紧 , 用条石压顶 ,

条石上面才是自然形态的山石 。



2.2　混凝土基础

目前最常用的是浆砌块石或混凝土基础 。这种基础耐压强度大 , 施工速度又快 。陆地上选用不低

于C10混凝土 , 水中采用 C15混凝土浆砌块石或 C20的素混凝土作基础为妥 , 必要时还得采用钢筋混凝

土基础。具体得根据山体的高度 、 体积 、质量和土层情况而定 。

3　分层处理 , 融为一体

假山施工过程中 , 要分层处理 , 便于形成层次深远和富于变化的效果 。一般分顶层 、中层和拉底

等3部分施工 , 层次之间应相互衔接 , 连贯相通。

3.1　拉底

拉底就是在基础上铺置底层的自然山石 , 是叠山之本 。因为假山空间的变化都立足于这一层 , 这

层山石大部分在地面以下 , 只有小部分在地面以上 , 所以不需要形态特别好的山石 , 但它是受压最大

的自然山石 , 要有足够的强度 。为使施工方便 , 增加山体的稳定性 , 最好用大块石头。安放基石要考

虑好整座山的山势 , 凡主要观赏面应重点照顾好 , 非重点观察面也力求牢固。安放基石要灵活运用石

料 , 避免大小相同和形态近似的石块整齐排列在一起 , 要做到犬牙交错 , 高低不等 , 首尾相连;同一

组的假山基石要并靠牢固 , 互相咬茬;基石顶须平 , 大面朝上 , 下部用质地坚硬的碎石支垫平放 。整

座山应有断有续 , 疏密相间 , 参差错落 。

3.2　中层

即底石以上 , 顶层以下的位置 , 是体量最大 , 触目最多 , 最为重要的结构部分 , 也是假山造型的

主要部分 。根据 “漏 、透 、瘦 、皱” 的原则 , 应注意以下几点 。

3.2.1　接石压茬　山石上下的衔接要求严密 , 上下石相接时除有意识地大块面闪进以外 , 避免在下

层石上面闪露一些很破碎的石面 , 即 “避茬” 。但这也不是绝对的 , 有时为了做出某种变化 , 故意预

留石茬 , 待更上一层时再压茬 。

3.2.2　偏侧借安　即力求破除对称的形体 , 避免成四方形和长方形。要因偏得致 , 错综成美;要掌

握各个方向呈不规则的三角形变化 , 以便为向各个方向的延展创造基本的形体条件 。

3.2.3　仄立避 “闸” 　山石可立 , 可蹲 , 可卧 , 但不能像闸门板一样仄立 , 因为它很难和一般布置

的山石相协调 , 而且往上接山石时接触面往往不够大 , 影响稳定性 。

3.2.4　等分平衡　掇山到中层以后 , 平衡问题就很突出 。如理悬崖必一层层地向外挑出 , 这样重心

前移了 , 因而须用数倍于 “前沉” 的重力稳压内侧 , 把前移的重心再拉回到假山的重心线上 。

3.2.5　纹理通顺　山石最好按自然纹理码放。切忌不管横纵纹理 , 随意乱堆 。

3.2.6　错落有致　假山总体的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都要有所错落 , 不宜过于零碎 , 最好是大伸大缩 ,

注意总体效果。安石错落得宜 , 不仅美观 , 而且由于石块之间搭拉咬茬 , 从而提高山体稳定程度 。

3.2.7　绿化相映　红花需绿叶相衬。同样 , 没有花草和树木相映 , 假山就会显得呆板 , 缺少活力 ,

所谓 “山无草不活” 。堆砌假山时要按照整体造型要求在适当地方留置种植穴 , 种植花草和树木 , 使

整座假山显得生机勃勃 , 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

3.2.8　山水结合 , 相映成趣　假山建成后 , 在假山前面或左右 , 可挖土筑池。以精巧细腻的艺术手

法理好水景 , 用太湖石和黄石驳岸 , 把假山上的流水引入池中 , 使水得山而活 , 山得水而媚 。

岸边还可配以置石 , 石旁配植古梅和古松 , 或临水 , 或斜干。在动静结合的水上 , 疏影横斜 , 暗

香浮动 , 明月松间照 , 清泉石上流 , 平添游人诗意
[ 3]
。

3.3　顶层

山的最上部位即顶层 , 是山体最重要的观赏部位 , 无疑在技术上和艺术手段方面都应作重点处

理。在堆山前应预留出姿态和纹理最好的石块作收顶用。顶层用石 , 特别是主峰顶的石块体积应大一

些 , 以便显示出山体气魄之大 。收顶可以有多种山峰形式 , 主要有以下几种。

3.3.1　剑立式　利用瘦长直立 , 以竖向取胜的剑石矗立于山顶 , 峭拔挺立 , 有刺破青天之势 。用石

不宜过多 , 尽量造成一峰突起的景象 , 避免刀山剑树 , 最忌 “山 、 川 、小” 效果。剑立峰的基石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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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固 , 峰底必须与下部四周的石块落实卡牢 , 求稳定安全 。

3.3.2　流云式　横石之上前蹲一石称 “挑” 。由于挑的质量就造成了前沉现象 , 为使重力回收 , 可在

横石后部压一巨石作收头 。形似云朵飞流 , 即可造成优美的外观景象 , 又可稳定山势。

3.3.3　斜劈式　势如倾斜岩石 , 斜插如削 , 有明显的动势 。

3.3.4　悬垂式　主要用于某些洞顶 , 犹如钟乳倒悬 , 滋润欲滴 , 以奇取胜。

4　垫稳填实 , 浑然一体

码放山石力求亲靠牢稳 , 咬茬坚固 , 但也不可能完全严丝合缝 。为保证石块受力均衡 , 山体稳

定 , 必须采取以下填补措施。 ①石塞。码放山石 , 一般都将大而平坦的表面朝上。为使上下二石衔接

牢固 , 保证上面水平 , 宜用石质坚硬的楔形小石垫在山石底部 。在受力部位塞石 , 可以填高石块 , 传

导和承受压力;在非受力部位 , 则可填补缝隙 , 便于勾缝 。②撑。又称戗 , 竖向立石。为确保山石稳

定 , 沿受力方向用石块支撑者称 “戗” 。戗石质地应与主石相同 , 并注意亲牢靠固 , 不留缝隙。 ③筑。

山石堆放结构确定后 , 若内部视线不及之处仍有较大空隙 , 可以用混凝土 , 通过振捣 , 使之填放严

密 , 连成一体 , 增强整体性。 ④抹 。假山堆好后 , 表面缝隙用砂浆匀抹填严。颜色应用石色相同 , 勾

缝越细越好 , 水泥砂浆的比例宜为 1∶1 , 待稍干后用毛刷刷光 , 并将粘在石头表面的砂浆刷净 , 尽量

不留人工痕迹 , 力求整座山浑然一体 , 自然成趣 。

中国园林有 “无园不石” 之说 , 且有 “三分设计 , 七分施工” 之谚 , 可见假山与中国传统园林的

亲密关系及假山施工的重要性 。假山施工要做好构思 、定基 、 分层处理和总体整饰 4项工作。

假山施工技术在不断发展 。本文以总结传统方法为主 , 但笔者也在探索假山施工中的新手段 、新

技术及新材料 , 如计算机模拟等。这些新技术很快会得到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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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rtificial hill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natural mountain and water gardens.Whether artificial hill

is constructed properly or not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its artistic quality because of its various shapes and outlines.

The construction of artificial hill requires the closest coordination of the whole and the part , and should adopt dolly

and concrete base which must be firmed.Artificial hill must be piled up in stratification , and stones must be

stabled so as to gear artificial hill to an integral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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