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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园林艺术原理课程思政探索
——以花街铺地艺术为例

朱  静    李陈贞
（怀化学院  湖南怀化  418000）

本文以中国传统园林的园路铺装—花街铺地作为研究对象，以此来开展风景园林艺术原理的课程思政探索。首先，依据铺

装图案类型将其分为织锦图案、果木花卉、祥禽瑞兽、风雅器物四大主类。其次，结合实际案例揭示花街铺地的文化内涵，

传递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文化意识和思维方式。最终，引导园林专业的学生在作品设计中传承中华文脉、富有中国心、

充满中国味，为弘扬民族文化、铸建好民族精神家园而倍加努力。

风景园林艺术原理；课程思政；花街铺地

课程思政指构建全员、全程、全课堂育人格局形式将各类
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
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现今，各高校主要
通过价值引领、知识探究、能力建设和人格养成作为课程思政
建设理念。风景园林艺术原理课程作为风景园林专业学生必修
的专业课程之一，主要是传授园林规划设计原理和设计技巧的
综合性、理论性课程，在风景园林专业教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
地位。本文主要以价值引领作为接入点，紧紧围绕人才培养理
念和目标，以中国传统园林中的园路铺装艺术作为研究对象，
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民族精神。

1、中国传统园林的文化内涵

中国传统园林素有“凝固的诗、立体的画”的美誉，它
融汇了建筑、园艺、雕塑、美术、美学、绘画、书法、戏曲等
多种艺术形式，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文化意识和
思维方式。中国传统园林空间会晤外宾的场所已是司空见惯。
2019 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上海豫园玉华堂会见
法国总统及夫人布丽吉特。2014 彭丽媛邀请 APEC 部分领导
人夫人参观颐和园。正是因为在这样特殊的空间中，外宾浸润
在泱泱大国璀璨的文化里，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感受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待客之道。我们说会见外宾选择在传
统园林空间，这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更是隐性的文化输出。

2、风景园林艺术原理课程的思政意义

2.1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灿烂的文化长河中，传统园林像是一颗

耀眼的明珠发出无限的光芒。在传统园林空间中，从造园的选
址、勘探、立意再到造园的过程，最后到园林空间的使用，这
些无不体现了匠人的智慧营造，园主人的“文心”。这里是中
华民族美学的追求，这里是传统戏剧、文学、诗歌、楹联、绘
画、书法等多种艺术形式的交融之地。这里是中华民族适应自
然、崇尚自然、融入自然的场所，是展现中国深厚文化积淀的
文化场所。只有深入认识中国传统园林的空间特征和文化内涵，
区别其与其他三大园林体系的异同，掌握好专业基础知识，开
拓国际视野，提高文化自信，才能做好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和弘扬者。

2.2  提升国人文化自信
中国传统园林包含了科学素养、艺术素养和人文素养，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集合。[1] 同时，中国传统园林对世界园林的
造园手法、园林形式等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尤其是对日本
枯山水、英国的自然式风景园林影响深远。近些年，国内外掀
起了国潮热，许多经典的园林被复制到海外。这不仅是文化的

自知，更是文化的自信。
2.3  增强学生专业素养

3、“花街铺地艺术”的思政建设

中国传统园林具有移步异景、移天缩地的空间美学，园林
中的景观是一幅幅的画面，游人的视觉流动积累着视觉、嗅觉、
听觉和触觉的印象，这种流动依靠园路的指引，观察到园林的
美，与园林道路的艺术是分不开的。园林道路既有组织交通、
引导游览、分隔空间和为水电工程打基础的功能，更是直接构
成了园景。园林道路的颜色搭配能把园主人的“情绪”

赋予园林空间，一般来说园林道路铺装分为暖色调和冷色
调，受到铺装材质和空间性质的影响，一般来说冷色调更加常
见。

中国古典园林铺地图案大多“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吉
祥图案的组合主要运用了“谐音”和“象形”表达装饰的主体
和寓意，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文化意识和思维方
式。花街铺地中图案内容大致分为织锦图案、果木花卉、祥禽
瑞兽、风雅器物等。铺装形式常为用侧放的小板块和瓦片为花
纹的轮廓线，当中用卵石、碎瓦、碎瓷片、碎玻璃瓶等，做出
规律的填充，并将水泥沙子注入，使之稳定。这样的工艺手法
能有效的减少反光强度，起到很好的防滑作用。

3.1  织锦图案类
中国传统园林中织锦图案作为基础图案，有卍字纹不断铺

地、六角龟背锦铺地、八角橄榄景铺地、金钱锦纹铺地、海棠
锦纹铺地、六角冰花铺地、龟锦纹铺地。例如留园的冰花铺地，
模拟冰面破碎的声音，意为冰释前嫌，一切重新开始之意；上
海豫园亦舫前的龟锦纹铺地，与旱地船舫相得益彰，也提醒我
们，因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故称亦舫；拙政园的海棠春坞园
中的海棠锦纹铺地就很好的契合类庭院主题。

3.2  果木花卉类
古代的自然生态环境极好，无需像现代园林中的植物一样

承担改善城市环境的功能。所以，园林空间中的植物的选择更
多的是取其意，植物本身根据其形态、色彩、花果等特征赋予
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提炼成文化符号，用于园林建筑的细部装
饰中，体现着丰富的园林的文化内涵和园主人的精神追求。如

“四君子”梅、兰、竹、菊；“岁寒三友”；梅花；、牡丹、荷莲、
灵芝、石榴、海棠、贝叶、葫芦等。这都成为人们感物喻志的
美丽载体和高风亮节的人格象征。在园林空间中，常见的果木
花卉类有梅花，梅花神凊骨爽、娴静优雅、遗世独立的隐士姿
态颇为相契，文人将植梅看作陶情励操之举或归田守志之行。
梅花花开五瓣，人称“梅开五福”，象征快乐、幸福、长寿、
顺利与和平。葫芦同样因为美好的谐音“福禄”而广为运用，
例如留园中的“五福临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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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祥禽瑞兽类
中华先民信奉“万物有灵”原始多神教，他们将大量的鸟兽虫鱼作为膜拜祭祀的神灵，它们是自然力量的代表。这些鸟兽虫

鱼被刻绘在祭祀的器具比如人面鱼纹彩陶盆，扮演着沟通人神世界的使者角色。如蝙蝠：谐音通五福捧寿五福为富、康宁、好德、
善终、也有蝙蝠和桃、如意组合，谐音“福寿如意”，常与铜钱、寿字纹、卍字纹、夔龙纹、暗八仙等组合。多用于铺地、山墙、
家具和隔扇门等。例如留园中的“五福捧寿”。再如蝴蝶因为造型美丽常用来比喻甜蜜爱情和美满婚姻；繁殖能力强而象征子孙兴旺。
蝶，谐音“耋”，象征着健康长寿，常与牡丹纹、海棠纹、梅花纹、如意纹、卍字纹等组合。多用于铺地、窗棂、花窗等。留园
铺地的图案中就有有余（鱼）有暇（虾）、凤凰、蜻蜓点水、虾钳（钱）、鹿纹、松鹤图等祥禽瑞类图案。当然，还有龙、麒麟、
大象、乌龟、鱼等图案都广泛的运用中园路铺装中。

3.4  风雅器物类
本无生命意识风雅器物因是仙佛手中的法器，所以被赋予了神秘的色彩，在古典园林中风雅器物除了在园路铺装上出现，还

大量的出现在花窗和门洞的设计中，大多寓意求吉辟邪、聚财祈福的美好愿景。常见的暗八仙：葫芦纹、宝扇纹、宝剑纹、鱼鼓
纹、荷花纹等。通过象征隐喻、谐音取义、夸张变形等方法的综合运用，在赋予纹样更加丰富的含义的同时也使其成为民间艺术
中一组约定俗成的符号。[2] 求吉辟邪聚财的器物：长胜纹、盘长纹、如意纹、厌胜钱纹。人文风雅器物：渔网、四艺等。例如豫
园的厌胜钱纹，表明园主人辟邪祈福、压抑阴邪的心理诉求，期望财富福禄、去晦消灾。[3]“厌胜钱纹”常与海棠纹、鹿纹等组合；
多用于铺地、花窗、木雕、塑雕等。又例如留园的“宝扇纹”，有着神仙来临、化凶为吉的美好寓意，多用于铺地、窗棂、花窗等。

表 1 传统花街铺地在现代设计中的运用

现
代
设
计

游憩区趣味铺装 居住区新中式地面铺装 常德钵子博物馆铺装 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

四、结语
中国古典园林铺地图案的组合主要运用了和“象形”表达装饰的主体和寓意。 “谐音”有“五福捧寿”、“平升三级”、“连

生贵子”、“海清河晏”、“一路连科”等。“象形”有“花开富贵”、“多子多福”、“松鹤延年”、“梅开五福”等。这无
不体现了中国汉字文化的博大精深，汉字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早在甲骨文时期，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的造字
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曾经的玛雅文、婆罗米文等等都已经销声匿迹。只有汉字久盛不衰，独矗世界文字之林，还
不断地得以发展，影响也越来越大。为此，我们应该倍感自豪，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作为一名园林人，我们应该
充分了解中国传统铺装的材料特性和图案寓意，使用现代技术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增强文化自觉、增加文化自信，为弘扬民族文化、
铸建好民族精神家园而倍加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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