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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华峰林的风景特征及景观设计

马 军 山

(浙江林学院
, 11击安 3 1 1 3 0 0 )

摘 要 仙华峰林的风景特征是景 象奇幻
,

结构完美
,
四面成景

。

景观设计的重点

在于合理地开拓游路
,

形 成结构 良好的风景序列
,

使 自然景观得到最佳展示
。

建筑
、

石 刻和植被等设计
,

须 因地制宜
,

突 出山脊风景特 色
。

关键词 仙华峰林 , 风景区 , 浙江省 , 仙华山 , 自然资源开发

中图分类号 T U 9 8 6

仙华山风景区位于浙江省浦江县城北 4 km 处
,

面积 18 km Z , 包括 仙 华 峰 林
、

仙湖碧

水
、

宝掌幽谷和梅坞香雪四大景区
。

其中
,

仙华峰林是风景区的核心
。

正确认识仙华峰林的

风景特征
,

做好景观设计
,

对整个风景区的合理开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1 风景特征

仙华峰林位于仙华山脊
,

是一处流纹岩经风化侵蚀而成的峰林地貌景观
。

那里群峰簇拥
,

怪石峥嵘
。

明代文臣宋镰赞日
: “
拔地而起

,

奇形伟观
,

如族旗
,

如宝莲花
,

如铁马临关… …

实天地间秀绝之区也
。 ”

l[J

仙华峰林含 2 1峰
、

35 奇石
、

5 洞
、

3 石刻
、

2天 门
、

2 泉和 1 池
。

其风景特征是景象奇

幻
,

结构完美
,

四面成景 ( 图 1 )
。

1
.

1 景象奇幻

景象
,

指人所感受到的风景现象 (状况及表征 )tz
〕。 在自然风景中

,

由于构成风景的三要

素 (景物
、

景感和景因 )都可能具有很大的变化性
,

所以
,

常产生
“
一景多象

”

现象
,

并因此使

景象显得神秘
,

有趣
。

这一点
,

在仙华峰林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

仙华峰林
,

呈带状展开
,

随景因 (人体
、

时间和地点 )等构景元素的变化而产生不同的景

象
。

仅横看
,

就有多种观感
。

宋代方凤称其如
“

截置珊瑚树
” ; 元代吴莱谓其

“

静拥珠拼虎独

行
” ; 明代宋滚则形容它为

“

如铁马临关
” , 清代倪仁吉感叹道

“
玉华屏奇秀峭列

,

灵妙窈怪不

可名
” 。

若考虑其他各个侧面
,

各种不同视距
、

视角和时间
,

则景象变幻之丰富可想而知
。

仙华峰林不仅整体景象富于变幻
,

而且具体峰岩也有
“
一景多象

”
现象

。

观音岩
,

因形似

观音菩萨而得名
。

但走近看
,

则犹如巨柱冲天 ; 若俯视之
,

则看到的分明是巨石上的一头石

熊
。

诸如此类
,

还有母子鹰
、

迎客猴
、

双笋峰等 10 余处
。

收稿 日期
: i , 9 5

一

0 5
一

3 1



1期 马军山
:

仙华峰林的风景特征及景观设计

图 1仙华峰林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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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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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景象的变幻性
,

使仙华峰林常看常新
,

魅力无穷
。

1
.

2 结构完美

结构
,

这里指景物在空 bIJ 中的相互关系
。

清代王原祈曰
“

作画但须顾气势轮廓
,

不必求好

景
· ·

一若于开合起伏得法
,

轮廓气势 已合
,

则脉络顿挫转折处
,

天然妙景自出
。 ” [“ ]作画如此

.

风景欣赏也如此
。

所以
,

风景之关不仅在局部
,

还要求整体结构合理
。

仙华峰林的整体结构相当完美
。

其具体表现为
:

旷奥相间
。

一般山脊风景的特点是高
、

旷
、

远
。

仙华峰林则旷奥相间
。

在 整 条 游 览线

上
,

分布着许多奥区
,

如清虚洞景点
,

数峰围拥成一个封闭式有限空间
,

其间
,

芳草姜萎
,

古洞幽室
,

恍如仙界
。

通过空间的起伏开合
,

并
“
从此参透

,

则小块积成大块
,

焉有不臻妙境

者乎?
” : 31

疏密有致
。

仙华峰林共分东西两组
。

每组内诸峰岩又三五成群
,

并间隔得当
,

真所谓
“
密

不嫌迫塞
,

疏不嫌空松
。

增之不得
,

减之不能
。 ” 〔“ ]

参差天成
。

从立面上看
,

仙华峰林参羞错落
, lllf 且宾主得当

,

不愧为自然之杰作
。

1
。

3 四面成景

就峰岩本体而言
,

仙华峰林与雁荡群峰有许多相似之处
。

如两者都是森立峭拔
,

景象多

变
。

但由于两者所处位置不同 (前者为山脊
,

后者为山谷 )
,

故景观效果上也就有所差异
。

徐霞客曰
: “

夫雁荡灵峰
,

黄山石笋
,

森立峭拔
,

己为瑰观
,

然俱在深山中
,

诸峰互相掩

映
,

反失其奇… …不若此峰特出众山之上
,

自为变幻
,

而各尽其奇也
。 ” [月这里

,

虽然仅是对

浙江省的江郎山的评价
,

但却准确地揭示了山顶峰林景观的长处
: “
突出众山之上

” ,

以天空

为背景
,

四面成景
,

丰富 了观赏面
,

可以给游人更多的景观感受量
。

2 景观设计

风景区景观设计的主要任务在于发掘景点和组织景点
。

其具体表现为空间组织和景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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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

风景区景观设计的原则是尊重自然
,

突出自然风景特征
,

建筑
、

石刻等人工设施须因地

制宜
。

2
。

1 空间组织

2
.

1
.

1 空 间分析 中国人的空间感可 以上溯到老子的一句名言
“

蜒值以为器
,

当其无
,

有器

之用
。

凿户腌以为室
,

当其无
,

有室之用
。

故有之 以为利
,

无之以为用
。 ”

s[J 此话告诉我们
,

空间与形体的互补关系
,

即形体依存于空间之中
,

空间籍形体作限定
。

在山岳风景中
,

我们

分别根据空间围护物与观景点水平距离的远近和清晰距离 ( s o o m )内对观景点 的 包围程度把

空间分为无限
、

半无限
、

有限空间和开放
、

半开放
、

封闭空间 (附表 )
。

附表 山岳风景空间类型

T a b l e T h e s P a e e t y P e s o f m o u n t a i n la n d s e a p e

( 水平向 )包围角 /
。

水 平 距 离 / m

困护程度

— —
> 2 7 0 2 7 0~ 9 0 < 9 0 > 1 00 0 1 0 0 0~ 5 0 0 < 5 0 0

空间形式 封 闭 半 开 放 开 放 无 限 半 无 限 有 限

仙华峰林 的空间形式相当丰富
,

空间结构非常完美
,

为空间组织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图 2 ~ 3 )
。

2
.

1
.

2 游路开拓 游路开拓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好地展示景点和合理地组织空间
。

仙华峰林原来仅开辟了东段游线
,

游路从中间楔入
,

不仅浪费了西段大好景观
,

使游时

过短
,

而且原游路前半段尽在松林中穿行
,

郁闷又无景可赏
。

规划游路由仙华村 西
“
平岗云

起
”
景点开始

,

顺时针沿山脊线展开
,

串联了各主要景点 (图 2 )
,

使空间结构更加合理
。

在游

路开拓时注意了以下几点
:

珍惜奥区
。

仙华峰林位居山脊
,

以
“
旷

”

为主
。

游路开拓时尽量利用每一处奥区
,

如岩石

节理
、

峰岩围成的封闭空间
、

岩洞等
,

以形成空间感受的开合变化
,

从而产生动观之美
。

利用边际
。 “
边际

”
一般理解为一样事物的空间边缘〔6 J

。

它具有广泛的含义
。

但在这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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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仙华峰林空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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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两个景观单元或一个景观单元的两部分发生关系的
“

地方
” 。

边际也是风景信息最集中的区

域 [
” 〕。

在游路开拓时合理地穿行崖际
、

山脊等边际
,

将有助于风景感受量的提高
。

重视突变点
。

突变点
,

指出乎意料突然变化的
“

地点
” ,

如道路的急转处
,

平地突起的异

石
、

奇树
,

突然出现的沟壑等
。

游路开拓时
,

要处理好与这些突变点的视觉关系 (视角
、

视距

等 )
,

以提高游客的游兴
。

注意展示峰岩的多个侧面
。

仙华峰林四面成景
,

游路开拓时要因景而设
,

尽可能展示峰

岩的多个侧面
。

2
.

1
.

3 景点及风景序列组 织 规划仙华峰林有 20 个景点
,

以黄帝少女仙升的神话故事为主

题
, 通过游路串联

,

构成了一个起承转合
、

脉络分明的二段式风景序列 (图 2 )
。

其主要景点

及序列展开如下
:

序景— 平岗云起
。

该景点位于仙华村西 岗地
。

遍布大小不 同的赤色岩石
,

在青翠草地

的衬托下
,

似朵朵彩云
,

配植桃
、

樱等植物
,

形成进入仙界的序幕
。

起景—
西坞铁城

。

该景点地处狭谷 口
,

于谷 口建石城
,

示为仙城
。

发展— 华柱丹光
。

该景点是西
.

区峰林的主景
,

比高百米
,

南侧为绝壁
。

规划于峰顶崖

际建飞凤亭
,

南侧绝壁施石刻
,

形成整个序列的第二高潮
。

转折— 天门云路
。

该景点由比高百米的栖鹰峰和中峰相夹而成
。

一

石缝窄处仅 1
.

m
。

有

清代石刻
“

天 门
” 、 “

云路
” 。

过此 门
,

突变成封闭有限空间
,

如入武陵仙境
。

高潮— 少女峰高
。

该景点为仙华山主峰
,

海拔 7 20
.

8 m
,

比高百米
。

登顶
,

则如入半空
,

漂渺欲仙
。

传说此处即是黄帝少女仙升之处
。

尾景— 仙峰幻影
。

该景 点位于仙华村东
,

仙池倒映着仙华群峰
,

美不胜收
。

2
。

2 景点设计

自然风景是千万年来自然力作用的结果
。

正因为它的自然性
、

历史性
、

唯一性和不可替

代性才倍受人们珍视
。

所以
,

所谓景点设计
,

实际上是指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
,

加以人工点

染
,

使自然风景的特征更鲜明
,

更适合于游客欣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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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 仙华峰林多峰岩
、

峭壁
,

景观 以奇险胜
。

同时
,

山脊地形局促
,

风景建筑应因

势利导
,

适地随形
。

飞仙阁
,

在岩体节理缝上部构架
,

强化了万丈深涧的险势
。

同时
,

又在本来难以建筑的

局促之地满足了宗教朝觑的功能需要 (图 4 a )
。

华柱峰顶地形狭长
,

规划沿崖际建长方形的飞凤亭
,

一

与原有的松石同构
,

适地随形
,

与

环境融为一体 (图 4 b )
。

清虚洞
,

位于数峰围拥成的奥区
。

但原先岩洞较浅
,

规划于洞口建清虚亭
,

使古洞变得

幽深 (图 4 c o)

物淤蜘
图 4 仙华峰林的风景建筑

F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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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

2 峰岩 仙华峰林的奇峰怪石大多自然成景
,

但适当的人工点染将会使其锦上添花
。

对

于原属埋没状态的岩石
, “

点石成金
”
将更为必要

。

人工点染的手段之一是石刻
。

规划石刻 10

余处
,

共分 3 类
:

①风景绝佳处
。

此类石刻文字要少而精
,

重在点题
,

如少女峰石刻
。

②风
景空白处

。

此类 以石刻造景
,

文字 内容可适当丰富
,

并可兼用石雕
,

如
“
平岗云起

”

景点石刻
。

③大块岩壁或顽夯 巨石
。

此类应注意文字的布局及章法
,

使石与书同构成景
,

如华柱峰崖壁

和双笋峰下巨石
。

手段之二为抽提和强化石景
。

柳宗元《永州八记》曾写道
“
铲割秽草

,

伐去

恶木
,

烈火而焚之
,

嘉木立
,

美竹露
,

奇石显
。 ”

这是一个很好的抽提石景的例子
。

在 乱石 丛

生处
,

要善于发现有观赏价值的岩石
,

选定并辟出观赏面
,

去除杂灌
,

开辟透景线
。

在土层

极薄只有稀疏茅草处
,

甚至可根据需要铲去表土
,

露出富有力感的基岩
,

改良底界面的景观
。

2
.

2
.

3 植被 仙华峰林位居山脊
,

植被 以地被
、

矮灌和灌木状树种为主
。

地被和矮灌注意整

体培植
,

如成片的景天 ( S e d : 。 。 r夕th r o s t ie t u 二 )
、

杜鹃 ( R几o do d e
n
d
; o n s f沉s f i )

、

摧木 ( L
o : p e t a l城

c
h宕n e n s e )

、

绣 线菊 ( S p i
: a o a b l um e i )等

,

以适应大尺度的自然景观
。

野樱 ( P r u n “ 5 d ie l s I’a n a )
、

黑松 ( P i超 s : hun 肠 r g l’i )等树种以衬托石景为主
,

切忌挡景
。

注意蓄留苍劲多姿的孤立木
,

以

显山脊植被特色
。

2
.

2
.

4 其他 景点设计中
,

还应注意观景点
、

游路和安全设施的景观设计
。

对它们的共同要

求是尽量选用自然材料
,

因地制宜地设置
。

3 结论

3
。

1

3
。

2

仙华峰林奇峰林立
,

怪石纷呈
,

主要风景特征是景象奇幻
,

结构完美
,

四面成景
。

风景区景观设计的原则是尊重自然
,

突出自然风景特征
,

建筑
、

石刻等人工设施须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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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宜
。

3
。

3 仙华峰林位居山脊
,

由济激岩经风化侵蚀而成
。

为了区别于浙江雁荡山
、

云南路南石林

等峰林类型
,

本文暂称其为流纹岩山顶峰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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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积寅
.

中国画论辑要
.

南京 : 江苏美术 出版社
,

1 9 85
.

4 00 ~ 4 4 2

徐宏祖
.

徐霞客游记 (上 )
.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 87
.

3 3~ 3 4

〔日〕芦原义信著
, 尹培桐译

.

外部空 间设计
.

北京 : 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
,

丁文魁
.

风 景科学导论
.

上海 :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 1 9 9 3

.

5 ~ 2 2

中华书局
, 1 9 8 3

.

2 7

南京
:

南 京出版社
.

19 9 4
.

3 7了~ 8 8 0

1 9 8 5
.

1

M a J u n hs a n ( Z h e j ia n g F o r e s t r y C o l l e g e
,

厄L i n
’
a n 3 1 1 3 0 0

t u r e a n d L a n d s e a P e D e s i g n o f t h e X i a n h u a P e a k F o r e s t
。

P RC )
.

cS e n e r y F e a -

1 Zh o ji a n g oF r C o l l
,

1 9 9 6
, 1 3 ( 1 )

: 8 2~ 8 7

A b s tar e t : S e e n e r y f e a t u r e s o f th e X i a n h u a P e a k f o r e s t a r e w o n d e r f u l l i n v i e w
,

P e r f e e t i n s t r u e t u r e , a n d b e a u t i f u l iu a l l s id e s
.

T h e k e y P o i n t s o f l a n d s e a P e

d e s ig n a r e h o w t o o P e n u P t o u r P a t h r e a s o n a b ly
,

f o r m a g o o d la n d s ca P e s t r u e
-

t u r e , a n d s
ho w n a t u r a l la n d 3ca P e a s f i及 e a s P o ss i b le

.

B u i ld i n g
, s t o n e ca r v e

a

dn
v e g e t a t i o n s h o u ld b e d e s ig n e d a e e o r d in g t o t h e a e t u a l e o n d i t i o n s , s t r e e

-

s s i n g la n d s e a P e f e a t u r e o f 期以o u n t a i n r i dg e
.

K盯 w o r d s : t h e

M o u n t X ia n h ua ;

X ia n il u a P e a k f o r e s t

n a t U r a l 1’ e S o u r C e S e X P

; sc e n ie r e的 r t s ; Z h e j ia n g P r o v i n e e :

lo i t a t i o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