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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视域的福州乌山摩崖石刻景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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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实地调研，结合摩崖石刻的内容形式和空间位置，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张伯阳等题名”、“道

山亭”、“石天-双峰梦”和“天秀岩”为研究对象，以儿童和成人的视角分析微观视域下的摩崖石刻景观空间。“张

伯阳等题名”成人的欣赏方式为俯视，儿童经历俯视-平视-仰视的过程；“道山亭”成人的欣赏方式以平视为主，

仰视为辅，儿童则以仰视为主，平视为辅；“石天”-“双峰梦”和“天秀岩”成人和儿童多以仰视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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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cape Analysis of Stone Inscriptions in Wushan from Micro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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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field investigating，combining with content form and spatial position of the stone inscriptions，selecting typical research 

objects such as“autograph of ZHANG Bo-yang”，“Daoshan pavilion”，“Stone sky-Double dreams peak”，“Tianxiu rock”，then 

analyzed the  landscape space of stone  inscrip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ren and adults.The adults’way of appreciation  for 

“autograph of ZHANG Bo-yang”is  looking down，while children  is  looking down to  looking up； the appreciation of“Daoshan 

pavilion”of adults  is mainly  in  the  form of  looking up，supplemented by  looking up，while children are mainly  looking up，

supplemented by head up；the way of appreciation of “Stone sky-Double dreams peak”and“Tianxiu rock” for adults and children 

is looking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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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山是福州“三山”之首，是构成福州历史文

化名城的重要历史资源，是福州山体景观系统的标

志性节点。2021 年，福州迎来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

会，从微观视域分析乌山摩崖石刻景观的空间，为

合理开发和提升乌山历史风貌区具有重大意义。

国内学者将景观分析的方法运用到城市规划、

森林公园规划等不同领域。潘宜等以城市规划为

例，采用景观眺望的方法，提出城市规划的策略 [1]；

牟婷婷等人以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为例，运用景观

视线控制的方法对场地进行分析，完善景观视线，

优化公园设计方案 [2]；汪霞等人以滨水建筑为例，

对建筑平面布局、景观视线廊道、天际线等进行分

析，提出滨水建筑的设计策略 [3]；高源等人以武夷

山国家风景名胜区北入口（赤石旧村片区）的景观

设计为例，以游客动态和静态的观赏方式，对景观

进行视线分析 [4]；郑李兴对大运河周边的景观进行

视线分析，为运河周边的开发提供参考依据 [5]。

综上所述，学者们主要从宏观和中观的角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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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进行视线分析，较少从微观的角度进行分析研

究。本研究运用景观分析的方法，结合石刻内容和

石刻位置，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摩崖石刻进行景观的

微观分析。

1  对象界定

1.1 游客视高界定

人的眼睛可以获取外界 87% 的信息，视觉能

引起 75%-90% 的人体活动 [6]。人的视觉感受与视

点、视线、视角、视距和视域相关。其中视觉敏感度

主要受视距的远近影响，视距越近，视觉敏感度越

高。反之，只能观整体。

目前乌山游客较少，多为附近居住的老人。随

着乌山历史风貌区景观的不断提升，将会吸引更多

不同年龄层的游客。本研究以福建地区的成年人

为主、儿童为辅，分析不同类型人群在游览观看乌

山摩崖石刻过程的视角分析。7 岁儿童标准身高

在 122.5-124 cm 之间，8 岁儿童标准身高在 128.5-

130 cm 之间 [7]。从儿童认知能力考虑，选用 8 岁儿

童作为研究对象。闽方言城市的 20-29 岁男性身

高为 170.7 cm，女性身高为 158.1cm[8]。参照通用

型人体比例模型，儿童视高 =5* 身高 /5.5，女童视

高约 117 cm，男童视高约 118 cm，两者视平线相差

较小。成人女性视高 =6* 身高 /6.5，约 146 cm；成

人男性视高 =7* 身高 /7.5，约 160 cm。

根据高度与空间的比例关系 [9]，绘制儿童和成

人的视觉范围（图 1）。儿童在距离景物 4.37 m 处

可看清 2.34 m 高的物体；女性在距离景物 5.45 m

处可看清 2.92 m 高的物体；男性在距离景物 5.9 m

处可看清3.2 m高的物体。当成人和儿童在视距5.9 

m 范围内，视觉效果差异较大。当视距超过 5.9 m，

视觉效果不明显。

图 1 视高为 1.17 m、1.46 m 和 1.60 m 的视觉范围

1.2 摩崖石刻选择界定

经实地调研，从宏观上看，乌山石刻多位于石

林片区，与山地环境紧密结合，呈现出壮丽的石刻

景观。中观上看，石刻多位于道路转折处，其次位

于奇特的地质环境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中，较少位于

岩石峭壁处。微观上看，石刻和登山道的位置关系

密切，登山道可达之处均有石刻，参考刘兵对泰山

石刻与登山道的空间关系 [10]，将乌山石刻与登山

道分为紧凑型、扩充型、扩充围合型和离散型四类

（图2）。选取“张伯阳等题名”、“道山亭”、“石天”、

“双峰梦”和“天秀岩”进行景观分析。

图 2 石刻与登山道空间关系

2  摩崖石刻的自然景观

乌山的岩石在外力的作用下，形成肌理不同、

形态各异的石质景观。乌山三十六奇景中与石头

相关的占有 25 项，分别为：天章台、天秀岩、向阳

峰、薛老峰、清泠台、冲天台、邻霄台、射乌山、天香

台、石天、华严岩、般若台、霹雳岩、天台桥、鳞次台、

宿猿洞、落景平、初阳顶、长乐台、望潮峰、金蟒穴、

头陀岩、坐禅石、金刚迹、霸石。此外，丰富的植物

群落、珍稀的鸟类资源使得乌山的自然景观更为 

独特。

2.1 石块类型

黄河等人针对乌山、于山的摩崖石刻做了相关

的景观评价模型，其中“石头奇特性”因子的重要

性占据第二位 [11]。根据王翠芝《福州地区地质认

识实习指导》一书，将乌山奇石按照岩块组合形式

及岩石本身形状分为孤石型和组合型两类 [12]。“张

伯阳等题名”和“道山亭”为孤石型石块，形成独石

成山的奇特景观。“石天”、“双峰梦”和“天秀岩”

为组合型石块，又受石块组合方式的不同，“石天”、

“双峰梦”由石块围合成洞穴，道路穿插其中，形成

扩充围合型景观，“天秀岩”由石块平面排列，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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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直达石刻，形成离散型景观。

2.2 植物景观

乌山共有 45 种乔灌树种 [13]，其中，乔木 25 种，

主要为常绿植物：小叶榕、朴树、构树、芒果和香樟；

观花植物：碧桃、鸡蛋花、紫玉兰和紫薇；观叶植物

紫叶李。灌木 20 种，主要有观花植物：毛杜鹃、三

角梅、九里香和黄蝉；观叶植物：鹅掌柴、朱蕉、金

叶假连翘、红花檵木、八角金盘、棕竹和灰莉。此

外，有 16 棵市级名木古树，其中榕树 12 棵，占总比

75%，因榕树特有的气生根形成“瀑布榕”、“老叟

榕”等乌山独特的植物景观。

2.3 动物景观

乌山有着丰富的植物资源，为鸟类提供充足的

食物和庇护的场所，吸引 68 种鸟类前来栖息。林

恬田等人调查，乌山有 39 种留鸟，18 种冬候鸟，5

种夏候鸟，6 种旅鸟，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凤头鹰

等 14 种国家特有种 [14]。鸣声悦耳，羽毛亮丽的黄

眉姬、莺等候鸟形成了乌山独特的观鸟景观。此外，

还有常居林中的松鼠等。

3  摩崖石刻的人文景观

石刻赋予石头特殊的人文属性，它以多样的

文体记录历史，具有文献史料的价值；它以不同的

字体传情达意，具有书法审美的价值；它以优美的

文字表达情感，具有文学欣赏的价值。另外，通

过记录福州的农作气候表达福州人民安居乐业的 

情形。

3.1 史料价值

“张伯阳等题名”位于霹雳岩下西面，元代石刻。

文：至元后庚辰人日，建安张伯阳偕大名路仲达重

游，释觉山志。“重游”可知他曾游过乌山。由“天

历己巳仲冬八日，括苍林君则，偕建安张伯阳游道

山，子似祖侍书”得以证实。张伯阳第一次游乌山

是天历己巳（公元 1329 年）冬季，时隔十一年，于

后至元庚辰（公元 1340 年）的春季再次重游。“双

峰梦”位于石天南，明朝石刻，邵嘉明为歌颂唐朝

隐士周朴不从黄巢造反被杀而刻。“沙罗巴等题

名”位于石天北面，元代石刻。结合附近的“赵文

昌诗刻”，可知大德二年（公元 1298 年），来自吐蕃

萨斯迦（今西藏萨迦）的沙罗巴三藏大师两次游乌

山，季节为春季和秋季。由此可推测两地宗教文化

交流密切。

“天秀岩”位于双峰梦下，乌山三十六奇之一，

元代石刻。至正甲辰年（1364），朱元璋起义军逼

近福州，元太子为鼓励平章燕赤不华效忠朝廷，赐

字刻于岩石之上。“道山亭”位于蟠桃坞西。宋熙

宁初，郡守程师孟登乌山，惊叹乌山美景，镌“道山

亭”于石。明万历初，提学副使胡定重建道山亭。

3.2 书法价值

《中国书法大辞典》中说：“凡数寸至迳丈之字

皆可为榜书”[15]。自从唐代颜真卿开创颜体后，榜

书多以楷书为主 [16]，在研究的石刻中，有两例楷书

榜书：“双峰梦”（字径 0.43 m）和“天秀岩”（字

径 0.66 m）。虽楷书横平竖直，结构紧密，端庄雄

壮的视觉效果能与道教胜地和山海景色融为一体，

营造出和谐的氛围，但收放自如、笔锋多变的行书

“石天”（字径 0.47 m）和字形修长、端庄美丽的篆

书“道山亭”（字径 0.5 m）打破了榜书以楷书为主

的单调。乌山的书法价值不仅在于石刻的数量多，

还在于艺术风格的多样性。书者将对山川的赞美、

对名人的歌颂、对自己的勉励等情感融入文字中，

通过字体的形式和意韵得以表达，游者透过文字与

书者进行跨空间的情感交流，透过字体得以视觉美

的欣赏，让游者放慢脚步，沉浸在自然的环境中流

连忘返。

3.3 文学价值

榜书不仅字少还要精辟，寥寥数字提炼出景点

佳境，引发人的想象，正所谓“诗是无形的画，画是

无形的诗”。在榜书中有文字自带诗意景观的“天

秀岩”、“石天”，景物具有诗意景观的“道山亭”，言

志和抒情作用的诗意景观“双峰梦”。

3.4 气候生产价值

元朝的“赵文昌诗刻”位于石天东向，文：城绕

青山市绕河，市声南北际山阿。云来云去三晡雨，

霜后霜前两熟禾。东郭农人报丰稔，西皋老子亦婆

娑。肩舆到处皆名刹，时与高人醉踏歌。赵文昌济

南人，精明能干，曾经担任闽海道廉访使。诗歌透

过“城”、“青山”、“市”、“河”等自然景象的描写，

通过“三晡雨”记录福州地区夏季午后多雷阵雨的

气候特点，“两熟禾”交代福州一年两季稻的特点。

这刻画出当时的福州百姓安居乐业，闲暇时游逛名

刹的喜悦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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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微观视域的摩崖石刻景观分析

4.1 紧凑型石刻——“张伯阳等题名”

“张伯阳等题名”石刻高 1.35 m，宽 1.01 m，纵

4 行，楷书，字径 0.17 m，石刻与登山道成近垂直关

系，道宽 1.6m（图 3 示意图）。观者可在下行时距

石刻 16.8m 处看到石刻（图 3a），因道路曲折，前

行几步，石刻被周围植物遮挡，不可见。参照正常

人看书标准，眼睛距离书的最佳距离为 0.33 m，书

本字径约 0.005 m，估算观者可在 11.22 m 处看清石

刻。但因场地榕须垂挂，树冠笼盖，光线略暗，通过

实地测绘，在距石刻 10m 处可分辩石刻内容，场地

面积约为 16 m2（图 3b）。其中分为三段，4.2 m 的

坡道、2.8 m 长的 10 级台阶和 3m 的道路，距石刻

5.8m 处俯视石刻（图 3c）。

成人在场景中的视觉变化以俯视贯穿全程，儿

童则经历多次转换，俯视 - 平视 - 仰视的过程，尤

其在距离石刻 2.34 m 的范围内（图 3d），儿童需仰

视经过狭长的空间，心理变化较大。

在紧凑型石刻景观空间中，游客的流动性较

大，不适宜停留，但由于“张伯阳等题名”周围环境

较为开阔，视线没有遮挡，成人和孩子行走时不会

有压迫感。另外，场景中长短不一的榕须随风摇摆，

也给场景增加了几分趣味。

4.2 扩充型石刻——“道山亭”

以“道山亭”为中心形成一个宽约 8.6 m，长约

8.86 m，面积约为 76 m2 的景观空间（图 4a）。场

地较平坦，有较强的独立性，属于扩充型空间。“道

山亭”字高 2.1 m，宽 0.83 m，纵 1 行，顶部据地面

高 2.5 m。为了获得较为清晰的景物形象和相对完

整的静态构图（参照图 1），女性最佳平视视距为

A 点，距石刻 4.7 m 处，男性最佳平视距离为 4.6 m。

儿童最佳的平视对象为2.34 m高的物体，“道山亭”

高度超过儿童的平视对象，因此儿童需要仰视观察

石刻，在 A 点需仰视约 2°。郁郁葱葱的榕树作为

“道山亭”的远景，红色的石刻更加显眼。石刻旁

两株榕树一前一后从石缝中长出，阳光透过树冠射

下，石刻呈现出丰富的明暗变化。

场地内还有 9 块不同时期的石刻，宋朝 3 块、

元朝 5 块、清朝 1 块。站在 B 点可见 6 块石刻，其

中 4 块元代石刻：僧家奴等联句（隶书）、许从宣等

题名（八分书）、王伯颜不花等题名（楷书）和八都

儿丁等题名（楷书）；2块宋代石刻：蔡荃等题名（楷

书）和汪彦等题名（楷书）（图 4b）。站在 C 点

可见清代石刻赵胜非等题名（楷书）（图 4c），站

在 D 点可见宋代石刻刘辅之等题名（楷书）（图

4d），站在 E 点可见元代石刻焦德裕等题名（楷书）

（图 4e）。

在扩充型石刻景观空间中，场地较为平坦，适

宜停留，在欣赏“道山亭”石刻，成人主要以平视

为主，儿童以仰视为主。在 B 点，儿童平视可观 4

块石刻，仰视观 2 块石刻，成人则平视可观 6 块石

刻；在 C 点，儿童和成人均已仰视观赏；在 D 点，儿

童仰视，成人平视观赏；在 E 点，儿童和成人均平

图 3 “张伯阳等题名”周边示意图（左），实景图（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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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因空间中石刻较多，成人的观赏视角主要以平

视为主、仰视为辅，儿童则主要以仰视为主、平视为

辅。游者通过视觉的交互转化避免欣赏石刻的单

一性。目前场地只有一张休息凳，仅供两人使用，

但与“道山亭”同向，也不便于观赏其他石刻。随

着乌山历史风貌区的不断优化，游客数量将会大幅

度增加，建议空间的右下角虚线方框内安置仿石质

的休息凳。

4.3 扩充围合型——“石天 - 双峰梦”

“石天”位于“双峰梦”左，明代石刻。因三块

花岗岩相互支撑，形成以石为天的景象，周围树木

茂密，石刻被遮挡（图 5a），行至洞口约 16.3 m，成

人和儿童均需仰视可观洞穴外“沙罗巴等题名”和

“赵文昌诗刻”的石刻。因石刻面朝北，光线较差，

需行至洞穴前仰视，才可看清内容（图 5b）。“石

天”开口不大，内可容纳数十人。洞内有一休息

凳，可平视欣赏怪石的肌理美，可远眺山林之美，

可听风声鸟鸣。出洞穴，可回望仰视“石天”二字

（图 5c）。虽石刻面朝南，但石刻向内陷，光线的明

暗影响观赏的效果。向南行，下台阶，可见另一扩

充围合型石刻空间“双峰梦”，在其入口，依旧可见

“石天”二字（图 5d）。

“双峰梦”与“石天”相距约14.5 m（图5e），“双

峰梦”内约 14.4 ㎡，仅一块介绍牌（图 5f），在洞穴

内，不仅可见远观“双峰梦”和树木（图 5g），还可

近观石头的自然风化和当地人民用树枝和石块搭

构的精神世界（图 5h）。

在扩充围合型景观空间中，“石天”与“双峰

梦”外部空间开阔，树荫笼罩，内部空间封闭性较

强，适宜停留，但设置过于简陋，仅有一块介绍牌和

一张座椅，缺少石刻讲故事的情节。“石天”洞穴

里可使用场景重现的方法，复原沙罗巴、赵文昌等

人游乌山的场景，在“双峰梦”中以清代福州乡土

小说《闽都别记》开篇第一回“周太朴幻入双峰梦”

的故事为线索，通过影像方式呈现清代刘家谋《双

峰梦》诗：“仙鹤响远音，老松发高啸……”的场景，

巧妙地将秀美的自然景观、浓厚的人文精神和乡土

文化相结合，使得乌山更具有地域景观特色。游客

可以从多角度感受乌山摩崖石刻景观的魅力。

图 5 “石天”-“双峰梦”石刻周边示意图（左），实景图（右）

图 4 “道山亭”石刻周边示意图（左），实景图（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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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离散型石刻——“天秀岩”

抵达“天秀岩”前可先见三十六奇景之鸦浴池 

（图 6a）。因泉水清澈如镜，文人墨客常集池畔品

茶赋诗 [17]。前行约 10.5m（图 6 示意图 A 点），初

见石刻“天秀岩”（图 6b），再前行约 4 m，可达

“东壁亭”（图 6c）。东壁亭长宽均为 3.5 m，面积

约 12.25 m2，座面宽约 0.26 m，座面高约 0.06 m，坐

在亭内（示意图 B 点），成人和儿童均需仰视远观

相距约 26 m 的“天秀岩”及“天秀岩”下方两块明

朝石刻（图 6d）。“天秀岩”底部离地 10 m，高约

2.5 m，宽 1 m。示意图 C 点距石刻约 14 m 处，因下

三级台阶，加大纵向落差，敬畏之情油然而生（图

6e）。

行至示意图 D 点，距石刻约 4.25 m，可仰视看

清 10.5m 外的“天秀岩”石刻及裂纹，还可看清明

朝“薛梦雷诗刻”（楷书）和“叶向高题名”（草书）

的石刻（图6f）。两块石刻离地1.6 m，石刻高约1.7 

m。在 D 点，儿童仰角约 13°，女性仰角约 5°，男

性仰角约 1°。

示意图 E 点为下行临界点，“天秀岩”石刻虽

能看到，但视觉效果较差，当站在 F 点则能较好的

欣赏石刻（图 6g）。此外，另一条登山道因植物的

部分遮挡，石刻时而可见时而不可见，丰富观者的

视觉效果。图 6 示意图 G 点可见石刻（图 6h）。

在离散型石刻景观空间中，游客需仰视观赏石

刻，最佳观赏点的设置尤为重要。同一观赏点，不

同身高的观者，仰角不同，产生的视觉效果也会有

所差异。

5  总结

乌山摩崖石刻作为福州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

饱含史料价值、书法价值、文学价值和气候生产价

值。以石刻与登山道的关系，选取“张伯阳等题名”、

“道山亭”、“石天 - 双峰梦”和“天秀岩”四个景观

空间，从成人和儿童的视角，分析微观的石刻景观。

“张伯阳等题名”为紧凑型石刻景观，成人的欣赏方

式为俯视，儿童变化较多，经历俯视 - 平视 - 仰视

的过程；“道山亭”为扩充型石刻景观，场景内石刻

较多，空间开敞，石刻高度均在 3 m 左右，成人的欣

赏方式以平视为主，仰视为辅，儿童则以仰视为主，

平视为辅； “石天 - 双峰梦”为扩充围合型石刻

景观，石刻在洞穴外且高，成人和儿童多以仰视为

主。为了更好的打造洞穴空间，可通过影视手段进

行场景重现，增加游客视听享受；“天秀岩”为离散

型石刻景观，石刻距地 10 余米，不管是成人还是儿

童都需要仰视欣赏。沿途的植物和凉亭既有框景

的作用又有障景的效果，石刻忽现忽没吸引着游客

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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