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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园耕:苏州园林10年纪》由衣学领著作，内容新颖，结构严谨。
记述了苏州10年来园林绿化事业建设、管理和发展的历程。
主要内容包括：确立新理念建设绿苏州；因地制宜，彰显城市绿化个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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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衣学领，男，河南正阳人，1954年7月出生，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
1973年12月参军，2003年从正师职岗位转业到地方，任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副
市级），同时兼任苏州市风景园林学会理事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
（苏州）名誉主任；2012年起任苏州市人大常委会环境资源城乡建设工作委员会主任，苏州市园林和
绿化管理局党委书记。
工作期间，勤于思考，积极实践，笔耕不辍，先后发表论文数十篇，主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
典园林》、《苏州园林文化丛书》等，其中《苏州园林旧影录》、《苏州园林山水画选》、《苏州园
林历代文钞》获江苏省档案文化精品奖，《苏州园林魅力十谈》获苏州市社科优秀成果奖。
2012年获中国风景园林“优秀管理者”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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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个性 加强理论研究 走科学化管理之路 苏州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战略研究 加强世界遗产管理体制
建设的一点思考 从园林城市到生态城市之思变 努力构建传统与现代相融的生态园林城市 苏州市风景
名胜事业科学发展的战略选择 以生态文明营造发展后劲 苏州市湿地和湿地公园保护与发展的几点思
考 建立技术和人才高地 为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运用国际理念，坚持科技领先 论园林绿
化在城市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苏州园林绿化部门在政府机构改革中巩固提升 关于加强苏州市城乡园林
绿化管理一体化的意见 苏州园林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对策研究 回顾城市绿化六十年 “苏州园林甲
天下”再续新篇 努力把苏州城市园林绿化工作提高到新水平 山水文章 城市与园林的话题 苏州古典园
林成为世界品牌的奥妙 苏州古典园林的有形遗产与无形遗产的价值 艺术精华的展示 苏州古典园林修
复工作价值及对策研究 苏州园林 园林苏州 记住历史 记住文化 苏州园林六十年历程 履行政府职能 强
化世界遗产保护责任 苏州盆景的传统和发展 虎丘，永远是苏州的文化标志 三角嘴——苏州城中的湿
地公园 向UNESCO捐赠“易园”始末 石湖随想 对国际承诺的思考和实践 庭院散叶 苏州园林 华夏瑰宝
苏州园林 魅力永存 天堂苏州园林城 百年诗文 其泽也长 如诗如画 理想家园 世界遗产，要完整地留给
下一代 说不完的话题，写不尽的文章 2500年古城之魅——苏州古典园林 经典的传承 胸有丘壑可造园
——明代造园大家计成 诗意再现 谱写青史 服务当代 惠及子孙 灌园人杂说 从盆景想起 再说盆景 园林
和戏曲 读书与造园 “岁元”话园 从《世界遗产公约》说起 “3·12”和金山石 石和水的融合 博物馆
日说“博物” 世界遗产日记 在“巴黎总部” 滑铁卢和布鲁塞尔大广场 比利时一荷兰的两个遗产地 瑞
典的皇家花园 西班牙的托莱多 两个小镇 希腊——世界遗产的圣殿 雅典一日 “罗马中心” 那不勒斯－
庞贝－苏莲托 银色魁北克 新西兰，只有三个世界遗产 凯恩斯－大堡礁 悉尼歌剧院——年轻的世界遗
产 看遗产，要懂点宗教 象岛石窟，就是埃勒凡塔石窟群 让人有点感动有点感伤 阿根廷－巴西，都有
伊瓜苏 阿根廷的大冰川 肯尼亚的东非大峡谷区域 南非的开普和罗本岛 吴门烟雨话园林——吴门画派
绘苏州园林山水画漫谈 鸿爪泥痕 东方风来满眼春 内外兼修，看苏州如何打磨“园林”品牌 城市的理
想：苏州将率先以生态园林激活未来 苏州：打造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群 留给后世最美的苏州园林 古典
园林蕴涵苏州软实力 行走在身边的“园林仙境” 苏州园林以“标准引领”形成品牌优势 苏州腾飞启
示录：文化自豪与自觉铸就城市发展原动力 苏州用概念构架“城市大景区”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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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从园林城市到生态城市之思变 苏州因其古典园林遍布古城内外，在历史上有“园
林城市”之誉。
如今，一个新的城市生态系统正在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而然，如何既能保护好传统风貌，又能体现出现代气息，正是我们城市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作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和重要的风景旅游城市，改革开放30年以来，苏州园林和城市绿化工作，经历
了保护——整修——利用——研究——借鉴与弘扬的历程。
苏州这座古城也随着现代化发展和变迁日新月异。
苏州在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进程中，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强化“环境优先、
生态立市”的理念，把建设生态园林城市放在全市“两个率先”发展的突出位置，园林的概念也已经
从有围墙的园子发展到没有围墙的城市绿化中去，生态园林城市概念已成为新的行动指南，从而全面
提升了苏州城市品位和综合竞争力，为实现苏州发展新跨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园林入选世遗进入保护新时代 在园林博物馆中有一张留园“又一村”80年前的老照片。
那时候，曾被俞樾称为“吴下名园之冠”已渐见荒芜，活生生一幅“乱草蓬生没楼台”图景。
是苏州市人民政府1953年决定修复留园，邀请一批专家、技师，累年修整，终于使一代名园重现天日
，继而名列中国四大园林，又作为苏州古典园林的首批“典型例证”纳入世界遗产名录。
试看今日留园盛景，与当年旧影对照，真不啻天壤之别。
 环秀山庄面积仅2179平方米，却因其湖石假山为清代叠山大师戈裕良手垒，巧夺天工而“独步江南”
。
但全园景物多毁损于战乱，至1949年时仅存一山、一池、一舫（“补秋舫”），原址也为工厂占用。
1984年起，苏州市园林管理局等共同出资，对环秀山庄原址进行全面整修，加固假山、清理水池、补
栽树木、复原建筑。
环秀山庄恢复旧貌后不久，就“连跳三级”，先后成为江苏省、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并于1997年底
与拙政园、留园、网师园一起成为“世界遗产”。
 园林景色虽美，但究竟是人工造设，容易受外部影响而遭受毁损，必须时时监测才能加强保护。
如何避免以往凭个人经验观察、手工记录造成的粗放疏漏，数据量化基础上实现规范化的精确管理？
从2004年10月起，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制定出一套《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管理动态信
息和监测预警系统》方案，并于2005年下半年开始在狮子林、拙政园、艺圃中试点性建设实施。
2006年11月中旬起，作为首家运行该系统的苏州园林，狮子林整个儿“钻入”了电脑。
 只消一架能连进局域网的电脑，轻击键盘，屏幕上随即会显出狮子林的全息信号。
随后，“真趣亭”、“指柏轩”、“问梅阁”、卧云室”、“立雪堂”、“暗香疏影楼”、“双香仙
馆”、“连中三元峰”等建筑物，便可依鼠标命令一一出现，所有建筑物的平立面、构件、细部雕刻
等标准的测绘图纸，甚至连家具尺寸、样式、摆放部位等，都一一明确记载。
在监测记录里，还有不同建筑的历次维修养护的详细记录，一旦发生人为或自然的损坏变动，也会自
动记录，并在累积到一定数值时发出预警信号，提示园方采取相应措施。
建筑以外，园中的其他构筑物、陈设物、植物的大量数据也都被采集、显示在信息库中。
如此一来，整座狮子林角角落落有何风吹草动，便都可受到监控。
而且万一受到天灾人祸的损害，也能够在较快的时间内修缮恢复甚至重建。
 狮子林是苏州园林信息化的“先锋”，其他8座“遗产园林”将相继跟进，一一建立“基因库”和信
息监测预警系统。
如今所有重要的苏州园林都能植入电脑，从而使苏州园林全面进入“信息化时代”。
这对保护苏州园林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均将有不可估量的功效。
 2007年12月4日，是苏州园林一个盛大节日。
这一天，苏州园林庆贺自己的代表“人世”十周年；这一天，苏州园林有了自己全新的俱乐部——“
苏州园林博物馆”。
通过博物馆收藏“记忆”，是人类对自己过去的行为与智慧进行回顾思考总结的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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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博物馆又是全方位展示人类劳动精华、智慧成果、文化结晶的好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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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园耕:苏州园林10年纪》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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