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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黄山抗战遗址博物馆 

景观特色分析与保护探讨 

冯静 曹一丹 尹春力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摘 要】：陪都时期是重庆城市发展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其经历的民族保卫战更是为这座城市留下了极富价

值和代表性的资源——抗战遗址。本文以重庆黄山抗战遗址博物馆为例,通过实地调研,从选址布局、山石理水、建

筑风格、道路设计、造景手法、植物配置等方面进行分析,归纳了黄山抗战遗址博物馆的景观艺术特色,并通过问卷

访谈等形式对重庆抗战遗址的保护现状进行了调查,提出了相应的保护建议和措施,有助于此类遗址的保护和利用

工作,同时利于延续重庆的历史文脉、丰富城市形象和增加城市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重庆 抗战遗址 景观特色 遗址保护 

从 1937 年 11 月中华民国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到 1946 年 5 月 5 日还都南京的八年半时间中,重庆一直具有

“战时首都”和“永久陪都”的“双都”的身份。散落在重庆各处的抗战遗址,铭刻了 70 年前的那段烽火岁月在这块土地上留

下的厚重历史印痕,以抗战的悲壮与惨烈书写了城市近代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这些抗战遗址不仅是研究重庆城市发展的珍

贵史料,还对传承抗战精神、发展社会文明、构建重庆市民集体记忆有着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对重庆抗战遗址进行保护和利用,

本文对黄山抗战遗址博物馆进行调查分析,针对其保护现状提出相应的保护措施,为同类遗址景观的保护和利用提供参考和借

鉴。 

1 重庆抗战遗址概况 

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结果,重庆市共有抗战遗址 767处,现存 395处,占 51.5%
[1]
。这类遗址具有以下特点:(1)数量大、

规格高,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重庆的抗战遗址数量和规格都是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在现存的 395 处抗战遗址中,(省)市级以上

的便有 193处;(2)多依山布局,由于重庆特殊的山地地形,遗址在布局上都有类似特点;(3)空间分布相对集中,目前这些抗战遗址

分布在全市 22个区县,其中以渝中区、沙坪坝区、南岸区最为集中,在主城区的分布则呈“一岛三山三坝”的格局,即渝中半岛、

南山、歌乐山、缙云山、沙坪坝、夏坝、白沙坝七处的抗战遗址最多;(4)种类十分丰富,第三次文物普查统计中,重庆抗战遗址

分为 12 类,几乎囊括了文物普查的所有类型,特别是重要史迹和重要机构旧址、外事机构、名人旧居、文教卫生建筑等就达 232

处,占总数量 58.9%。其中,黄山抗战遗址博物馆是西南地区乃至全国对外开放的抗战遗址中保护最完好、规模最大的一处抗战遗

址群[2]。 

2 黄山抗战遗址博物馆景观特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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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概况 

黄山抗战遗址博物馆位于重庆市南山生态带黄山风景区内,占地约 0.33km
2
,为民国洋行大买办黄云阶的私人别墅群。抗战时

期为躲避日机轰炸,国民政府将其购来改造为蒋介石黄山官邸,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改造,强调防卫与安保,着重营造难以被识别的

阴蔽环境[3]。解放后,黄山官邸成为川东行署所在地,后又改为黄山干部疗养院,现为重庆黄山抗战遗址博物馆,其内保存完好的文

物建筑遗址有 13 处,总面积 4053m2[4]。此外还有丰富的人文资源、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是一处兼具山地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综合

性景区。整体景观质朴简约、大气粗犷,局部和细微之处却体现了南方园林景观的雅致和秀丽。在空间功能、性质、形式上有着

西方所提倡的规则理性,而布局和景观意境中则有鲜明的中国传统园林特点。 

2.2选址与平面布局 

重庆黄山抗战遗址博物馆地处重庆南岸区,沿山脊分布在马蹄形地带上,植被茂盛、种类丰富,是市区主要的避暑点,也是为

数不多的可观两江交汇、俯瞰渝中半岛全景的制高点[5],居山林水畔,区位优势极佳。 

蒋介石旧居云岫楼是整个区域的制高点,以云岫楼为核心,分布着 13 处建筑遗址,这些建筑顺应山形地势散布于云岫楼周围

(图 1),主要有松厅(宋美龄别墅)、云峰楼(宋庆龄别墅)、孔园(孔二小姐别墅)、蒋介石侍从室、望江亭、松籁阁(何应钦办公居

住地)、莲青楼(美军顾问团办公居住地)、草亭(马歇尔旧居)、周至柔旧居、黄山小学(抗战将领遗孤学校)以及蒋逵旧居等[6]。 

2.3山石理水 

1913年,白礼洋行买办黄云阶在此购地修建宅邸,“黄山”之名由此而来。黄山别墅群充分利用山林地之优势,无刻意堆山叠

石,自有其野趣与质朴;园内大面积的水体并不多见,多以小尺度水景为主,或借助溪流、山泉、瀑布等,或在建筑前添置水池。如

侍从室旁有一方小水池,铺设小桥,尺度宜人(图 2);莲青楼门前山壑内有一莲池,雨天可蓄水,晴天可观鱼赏荷,一池莲、几尾锦鲤

足矣。 

2.4园路设计 

整体道路以功能性为主,与所处环境、地形亦有紧密关系。自东南角的主入口进来,沿着道路前行约 200m,可抵达中心区域的

抗战广场。广场东西两侧的道路串起了局部的建筑群,最终又汇聚到中部广场上。在道路处理上,随形就势,充分利用高差变化。

从背倚堡坎的孔园出发沿西侧台阶拾级而上至较高处的松厅,可沿山脊而行至观两江交汇景色的望江亭,亦可沿蹬道到达西侧山

峰最高点云岫楼,此后随地势的降低到达草亭、黄山小学,直至莲青楼,最终回到广场。在营造不同空间的同时,也暗示了各建筑

主人的地位。曲折道路中设置观景平台,游人漫步其间,既可控制游览速度,以缓解上山的劳累,可俯瞰,或仰望,欣赏山林美景、

壮阔江景,整理思绪,忆古思今。 

2.5园林建筑 

现保存完好的 13处文物建筑遗址大都为 20世纪 30至 40年代建造的官邸式别墅,具有典型中西合璧的折衷主义风格和浓郁

的山地特色,是抗战时期具有现代风格建筑的代表作,也是中国西南地区近现代建筑发展变革的例证之一。所有建筑均分散融入

在自然山林中,大部分建筑形态简朴却造型优美,脱离了中国传统形式和西式风格的局限,简化旧的建筑形式,并采用一些新技

术、新材料,在满足功能的前提下营造具有重庆本土特色的建筑[7]。 

云岫楼屹立于黄山主峰之上,建于 20 世纪 30 年代,为三层砖木结构建筑,时为蒋介石别墅,取自“白云出岫,隐居南山”,虽

在密林中深藏不露,却是国民政府抗战决策重地之一,其他各国使馆、达官显贵的别墅建筑如众星拱月般分布在云岫楼四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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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楼又名国母楼,乃蒋介石为宋庆龄准备的寓所。该楼位于别墅群东南侧山顶的陡坡上,坐南朝北,看似不起眼,却是别有洞天。

自南面看只是一间普通平房(图 3),实则为一楼一底二层土木结构建筑,每层均有独立与外界相连的出入口,北面为一座两层八角

攒尖式楼阁(图 4)。 

 

 

孔园和莲青楼不仅融合了东西方近现代的建筑风格,还具有公寓建筑特色,功能齐全,分区明确。孔园是面积最大的一处建筑,

有正房 26间,约 503m
2
,由主楼及附属建筑构成。主楼为一楼一底砖木结构,一层及二层均有独立连接室外的出入口。莲青楼始建



 

 4 

于 20 世纪 40 年代,由主楼和附楼构成,主楼为砖木结构,外观为欧式风格,屋内结构布局却是传统的中轴对称式。最能代表近代

中西合璧建筑的形式是其建筑立面——华丽壮观(图 5)。望江亭是现存的唯一观景建筑,建于 20 世纪 30 年代,单层八角攒尖顶,

钢筋混凝土结构,基座为八边形,素面青石砌筑而成,可将长江、嘉陵江两江胜景一收眼底(图 6)。 

2.6植物配置 

黄山别墅群建造之初便是避暑,因而充分利用原有的森林植被,建筑隐于自然环境中,总体景观效果要突出“山林”的韵味。

如园区入口以香樟为行道树,高挑通直,冠大阴浓,与东侧山体、西侧植被构成“隧道式”空间[8],引导性极强(图 7)。孔园遍植桂

花,每到秋季,整个黄山都是桂花的香味,所以孔园又称为桂园。松厅栽植马尾松,建筑四周被高大的松林环绕,林下山坡遍植杜

鹃。目前别墅群生长的乔木多为黄葛树、香樟、马尾松、杉木、柳杉、桂花等,灌木如山茶、杜鹃、八角金盘等,藤本如木香、

地锦等,多以乡土植物为主,部分树龄较长,如侍从室后的古雅园庭院中心是一株三百年古铁树(重庆一级保护树 001 号)[9],由六

个栽植紫薇的盆景式种植池围合(图 8)。部分建筑附带庭院,虽然建筑本身绿化比重并不大,却有花坛植栽,与周边的自然环境融

合协调。如孔园主体建筑外的规则式花园设计。 

2.7造景手法 

借山水之景,效自然之工。充分发挥山林地的优势,因借苍翠远山、大江东流、山城美景、古刹佛塔等景物,仰借、俯借、远

借、邻借等各种借景方式,结合晨昏变幻,季相交替,使黄山抗战遗址有着丰富而独特的景观。借景于山运用较为突出。从园中任

一处望去,四周皆为起伏的群山和繁盛的树木,建筑成为其中的点缀,顺应地形,巧妙安排,多背山面壑,环境幽雅,绿树掩映,与自

然环境融为一体(图 9)。借景于水多为高处远眺,两江交汇之波澜壮阔尽收眼底。此外,框景、夹景等手法亦有所体现,如云峰楼

北面的两层八角攒尖式楼阁,四脊与主体屋面相连,四脊起翼,廊柱间恰成框景,近可观香樟摇曳,听松涛阵阵,中景可览黄山浅谷,

远处则是山城盛景(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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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庆抗战遗址的保护思考 

3.1抗战遗址景观保护现状 

重庆抗战遗址的保护工作已历经了半个多世纪,三十年前行业前辈们曾对黄山抗战遗址进行了抢救性的规划和保护,并强调

了外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管理工作的不到位,使得部分遗址被破坏或毁坏,黄山浅谷的风光正在逐

渐丧失(图 11)。如草亭(马歇尔别墅)修建于 20世纪 30年代,为中西式土木结构围廊式平房建筑,修建别致典雅,着重表现了空间

意境和外观为主的审美观念,房顶为精选的进口茅草铺盖而成,隔热保温,冬暖夏凉,在 2016 年却因意外事故被烧毁;莲青楼得名

于楼前莲叶田田,满池青色,而今池塘早已干涸(图 12);蒋逵旧居素有“清水蒋莲”之称,曾为抗战“陪都八景”之一,也不复昔

日风光。黄山抗战遗址博物馆有不少古树名木,但实际状况令人唏嘘,如侍从室古雅园原有古紫薇现仅剩一株。而黄山抗战遗址

博物馆已是重庆众多抗战遗址中保护最完好的一处,其他抗战遗址的状况更令人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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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重庆抗战遗址有更深入和全面的了解,笔者以调查问卷方式调研发现,此类遗址的保护现状不容乐观,主要存在以下

问题:(1)部分遗址被机构或个人使用,保护难度较大,破坏程度较严重;(2)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地产开发等因素使得很多遗

址的外部空间或植被林地遭到严重破坏,仅剩下独立的建筑,而失去原有的空间环境,导致景观黯然失色,丧失活力;(3)年轻一代

的重庆本地人对抗战遗址了解不多。参与问卷调查的重庆本地人占 57%,年龄在 18～30 岁之间的占 63%[10],而对抗战陪都时期历

史仅只有了解的占了 59.57%,表明大部分年轻人对于陪都时期的重庆历史与文化是不熟悉的,仅停留在知道、听说过的层面。 

3.2抗战遗址景观保护措施 

《威尼斯宪章》中提到历史遗迹保护需要注重遗址本身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使遗产资源得以世代传承、永续利用,这无疑应

是实现当代人与子孙后代平等地享有遗产价值的唯一正确选择。引申到遗址景观的范围,还应考虑其空间格局、地形地貌、植物

要素等,为遗产的保护划定原则性范围[11]。因此对于重庆抗战遗址景观而言,除了建筑的修复和加固外也应考虑遗址整体外环境

的保护和景观提升,避免使遗址陷入失真的窘境,具体可以从三方面考虑: 

(1)充分挖掘抗战遗址的历史文化价值。重庆抗战遗址数量庞大,是研究重庆近代史、抗战史的直接材料,是抗战精神、爱国

精神、民族精神的直接载体,是重庆市的城市名片和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更是遗址的灵魂。在不破坏遗址或遗迹本身的基础上,

充分发掘遗址的历史文化价值,保障遗址的可持续发展。 

(2)遗址的合理开发与协调保护。所谓的开发,并非完全的不保护,而是有一定的开发强度来控制,主要以保护为主,适当的开

发或商业性运作,以获取资金等来维护遗址。需要注意的是商业运作与历史文脉的传承延续,而并非简单的筹钱渠道。 

(3)城市规划与区域发展的紧密配合。很多遗址保护区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即遗址本身为核心区,周边也有相应的控制区和建

设开发地带。但遗址的保护范围以外,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不论是生态环境或空间环境等,使得遗址反倒格格不入,成为异类。

这就需要规划、管理等部门相互沟通,建立密切、完整的管理反馈机制,减少一些本可避免的问题。 

4 结论 

黄山抗战遗址博物馆充分利用山林地的优势,在保证特殊时期安全性和隐蔽性等功能的基础上,将各种自然景观融入到构思

设计中,不仅有着完整的生态环境,还形成了独具特色、雄奇壮阔、江山纵览的自然景观格局,不失为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相融合

的典范,直到今天仍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而其当前的保护与利用状况却并不理想。充分挖掘遗址的历史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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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开发与协调保护、城市规划与区域发展的紧密配合是改善部分遗址保护和利用不充分现状的有效措施,此外还应考虑改善资

金管理模式,引入专家、公众参与机制,提高市民保护意识等。在合理保护的前提下能够有效利用的遗址,才是活的、有价值的、

能激发本身及周边地区活力的遗址,这对于国家、民众及遗址本身才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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