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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窗是中国园林中极具魅

力 的 部 分 ，一 般 出 现 于 园 林 中

的 隔 墙 或 游 廊 侧 墙 之 上 ，既 分

隔 空 间 又 透 映 景 色 ，同 时 自 身

又 有 丰 富 多 彩 的 造 型 图 案 ，成

为 园 中 之 景 ，与 墙 面 一 同 形 成

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花窗又

称“漏窗”，后者的“漏”字强调

了 其 透 景 作 用 的 一 面 ，而 前 者

的“花”字则强调了其作为造型

效果的一面。

历史上，作为园林隔墙一部

分的花窗在明代集中出现，此时

的江南园林开始大量采用内部

的隔墙和游廊来丰富空间效果，

明末的造园专著《园冶》中称其

为“漏砖墙”或“漏明墙”，并已列

出了许多式样。清代更发展出

了难以计数的各类花窗样式，大

量案例遗存至今，在苏州就有上

千种之多。据说仅沧浪亭这一

个园林就有花窗 108 个，精美生

动，无一雷同。

样式

古典美学异彩纷呈

花 窗 样 式 丰 富 ，对 其 认 识

可从与墙交接的窗框与主体图

案的窗芯两方面去把握。大多

园 林 花 窗 的 边 框 方 整 ，为 方 形

或长方形，但也有一些变化，如

多边形、圆形、扇形等相对规整

的 几 何 形 ，有 的 则 更 为 自 由 灵

活 ，如 海 棠 形 这 样 的 相 对 复 杂

的几何形，以及如石榴形、宝瓶

形 等 多 样 的 自 然 形 ，更 有 甚 者

已突破完整窗框而与墙面图案

融合一体。

窗芯图案则更加异彩纷呈，

大体也可分为以线条构成而相

对抽象的“几何形”、突破线条而

相对具象的“自然形”

两 大 类 ，也 有 二 者 的

混合。

几何形图案又分

规则式、自由式及混

合式。规则式多由直线或弧线

组 成 ，有 的 全 用 直 线 ，如 八 方

纹 、万 字 纹 、龟 背 纹 等 ；有 的 全

用 弧 线 ，如 古 钱 纹 、银 锭 纹 、灵

芝 花 纹 等 ；有 的 则 直 线 与 弧 线

混 用 ，形 成 更 丰 富 的 组 合 。 自

由式的几何形图案往往是基于

各种规则图案的变形、重组，通

过 各 种 曲 折 迂 回 的 线 条 ，可 以

较规则式更为生动而丰富地表

现 主 题 ，但 比 起 自 然 式 的 直 白

写 实 ，又 是 较 为 写 意 的 图 案 表

达。还有一类特殊的自由式图

案 是 直 接 呈 现 文 字 ，如 拙 政 园

中 的 双 喜 图 案 花 窗 ，退 思 园 中

存在自由式图案中间直接写上

文字的做法。规则式之间或规

则式与自由式之间也可组合成

各 类 新 的 图 案 ，如 冰 裂 纹 与 梅

花 纹 组 合 、海 棠 纹 与 银 锭 纹 组

合 以 及 多 种 图 案 的 并 置 拼

合等。

自然形图案则较为细腻逼

真地描绘出人们喜闻乐见的各

类事物题材，取材广泛，形态活

泼。由于要较为写实地呈现具

体细节，表达方式往往超越平面

的线条，会运用类似雕塑的块面

方式。其中有动植物题材，如沧

浪亭中的石榴花窗与桃形花窗，

有器物类题材，如虹饮山房中的

拂尘、花篮图案花窗，甚至还有

人物故事等。自然形图案也有

组合，如狮子林中的花卉与棋盘

图案花窗。

自然形图案与几何形图案

也有混合使用的情况，如网师园

几何形图案花窗中的蝙蝠纹加

入了自然形象；也常以几何形图

案作为外框或背景，自然形图案

为中心，如狮子林中以冰裂纹为

底的琴图案花窗。

这 些 变 化 万 千 的 图 案 ，都

表 达 着 一 定 的 意 蕴 内 涵 ，既 有

民 俗 文 化 中 常 见 的 吉 祥 象 征 ，

也 有 传 统 文 化 中 的 古 典 风 雅 。

一 般 而 言 ，自 然 形 图 案 多 变 化

奇巧，营造难度较大；而几何

形图案相对简洁雅致，尤其是

一些规则形抽象图案，更受到

文人雅士的青睐，如《园冶》中

收录的都是此类，书中还提到

“ 古 以 菱 花 为 巧 ，今 之 柳 叶 生

奇”，也都是这类形态，既适用

于 室 内 装 饰 ，也 可 用 于 花 窗

样式。

传承

古韵悠长续写新篇

园林花窗形式的多样，也决

定 了 其 制 作 材 料 与 工 艺 的 多

样。传统上，规则几何形图案以

砖、瓦、木三者为主要材料，图案

中短直线多用望砖，弧形常用板

瓦，小圆形则用筒瓦，长直线和

其他曲纹等则用木片；自由几何

形与自然形图案，常以木片、竹

筋作骨架，也用铁片、铁条，骨架

上以灰浆、麻丝逐层裹塑成各种

形象，成型后也可涂上色彩和油

漆；此外，自然形图案的花窗也

常结合灰塑和砖雕营造。近代

以来有了更多的材料与工艺选

择，做法更简洁也更牢固，常用

的是钢丝网水泥砂浆筑粉工艺，

以钢丝网、钢筋、水泥作主要骨

架，然后以面层粉刷修饰，也有

用钢筋混凝土和水磨石的做法，

可进行预制和组装。而在当代，

还 出 现 了 钢 、塑 等 材 料 的 创 新

工艺。

花窗在园林艺术中有着出

色的景观效果，发挥空间与装饰

的双重作用，而且承载着深厚的

传统文化，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喜

爱，因而当代对其传承与创新倍

加重视。一方面，作为传统营造

艺术的重要组成内容，花窗在当

代新建的传统园林中延续其作

用，如园林大家陈从周设计、20
世 纪 80 年 代 新 建 的 昆 明 楠 园

中 就 采 用 了 花 窗 的 设 计 ；

又 如 建 筑 大 师 贝 聿 铭

设计、2006 年建成

的苏州博物馆新馆中也运用了

花 窗 艺 术 ，从 而 增 添 了 设 计 的

魅力。

另 一 方 面 ，作 为 传 统 审 美

艺 术 文 化 的 载 体 ，花 窗 的 魅 力

超 越 了 空 间 营 造 文 化 ，在 越 来

越多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类

当 代 艺 术 中 发 挥 着 深 远 的 影

响 ，尤 其 是 其 丰 富 多 彩 的 图 案

类 型 被 用 于 各 类 造 型 设 计 ，如

家具、灯具、服装、首饰以及文

创产品等，都可见到对花窗艺

术的创造性运用。通过这样

的传承与创新，传统园林文

化 中 的 花 窗 艺 术 ，正 在 当

代延续着持久的魅力，焕

发出勃勃的生机。

（作者为东南大学

建筑学院副教授，本

报记者姚雪青采访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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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岭深处，古道幽深，草木葱茏。

在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与广东省南雄市交界的隘口

处，修筑有一座两层高的关楼，门洞深 5.5 米，内宽 3.5 米，上

层为楼阁，下层为驿路通道，雄跨赣粤两省，名“梅关”。梅

关不远处，蜿蜒着一条历经风霜的古驿道，遗存约 1875 米，

被称为“梅关古道”。

梅关古道，是古代连接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最近的陆

路通道，也是古代中原通往岭南的重要关隘。2006 年，梅

关和古驿道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始自秦汉的一条狭窄陡险的山道，可谓梅关古道的雏

形。唐开元四年（公元 716 年），张九龄回老家韶州曲江（今

广东韶关）时，路过梅关附近，见此处山路险峻难行，故上书

建议开凿驿道。次年，一条宽 1 丈余、长约 30 里的驿道被开

凿出来，变成了可并行两辆马车的宽敞山路。

由此，一条“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的古道，如

同一道筋脉，深深盘生于崇山峻岭之间，并在此基础上，一

步步建设起经贸交流的便捷之道。

“驿道的开通，带来了经济和文化的开放交流。”大余县

博物馆馆长黄敏介绍，历代商旅队伍沿着梅关古道到达岭

南，完成粤盐、赣米等交易，并将中国丰饶的物产，特别是享

誉世界的瓷器、丝绸、茶叶等，运往世界各地。古驿道上一

时“商贾如云，货物如雨”。“明清时期，梅关古道的经贸税收

占江西税收的 1/4，这样繁荣的盛景持续到近代粤汉铁路、

雄余公路修通。”黄敏说。

不只是商路，更是“诗路”。梅关和古驿道所在地——

梅岭，也因种植的万株梅花而久负盛名。“梅关古道上，历代

贤达留下咏梅诗词 2000 余首、故事 450 多个，梅岭也成为历

史上有名的探梅胜地之一。”黄敏介绍，每年 12 月到次年 2
月，万株梅花凌寒傲然绽放，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访

古寻梅。

比繁花盛景更打动人心的是铭记于古道之上的红色记

忆。1935 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期间，陈毅、项英率部从中

央苏区突围来到赣粤边红色根据地，正是在梅岭附近开展

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传奇

故事。

“在梅岭，陈毅写下了壮志凌云的绝笔诗《梅岭三章》，

让红色文化成为梅关古道上永不熄灭的光芒。”黄敏说。如

今，《梅岭三章》诗碑成为红色研学必去的热门“打卡地”，梅

关和古驿道也被列入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为加强对梅关和古驿道保护修复与活化利用，县里公

布了梅关和古驿道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所在单位与

县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签订文物保护协议，建立文物保护单

位档案，并安排了专门的文保员。”黄敏说。

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

针，大余县还积极争取专项资金，对梅关和古驿道内的梅关

诗碑林、驿站、关楼等多处遗迹进行保护性修复，同时启动

梅关古道生态景区建设项目，在道路两旁广植全国各地梅

树品种，打造连片旅游景点。

漫寻历史，细赏梅花。如今，大余县将梅关古道和南方

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丫山旅游度假区等文旅资源有

机融合，一条串联田园、乡村、古迹的保护利用之路正在南

岭大地绵延。

珠帘暮卷 遥见梅岭

登上江南名楼滕王阁，目光越过浩渺的赣江，遥望西

北，依稀可见远山如黛，那便是梅岭。王勃在《滕王阁序》中

写到“珠帘暮卷西山雨”，梅岭便位于这西山山脉中段。

驱车从南昌市中心城区出发，一路沿着高架快速路通

行，不过半小时车程就能到达梅岭。处于鄱阳湖西南岸，北

与庐山对峙，森林覆盖率达 73.27%……前不久 ,梅岭生态旅

游度假区获得“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称号。

梅岭虽没有名山大川的雄伟壮观，但历史悠久，人文荟

萃。最具代表性的要数洪崖丹井，相传在数千年前，乐祖伶

伦在此断竹制乐，创制了十二律，梅岭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古

典音律的发祥地。如今，梅岭以音乐为载体，每年都会举办

多种形式的音乐会。连续 4 届的伶伦音乐节，每次都有数

以万计的音乐爱好者来此感受梅岭的独特魅力。

图：梅关古道风光。 刘照志摄（人民视觉）

江西赣州大余县梅关古道

崎岖越雄关
梅香延千载

本报记者 王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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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至图至图⑧⑧：：江苏苏州江苏苏州

各大园林不同的花窗样式各大园林不同的花窗样式。。

顾顾 凯凯供图供图

图图⑨⑨：：在上海豫园在上海豫园，，游廊游廊

侧墙的花窗为园林增添了丰侧墙的花窗为园林增添了丰

富的艺术效果富的艺术效果。。

靖艾屏靖艾屏摄摄（（影像中国影像中国））

图图⑩⑩：：在江苏苏州博物在江苏苏州博物

馆新馆馆新馆，，窗户的设计融入了窗户的设计融入了

花窗艺术花窗艺术。。透过窗洞透过窗洞，，可见可见

室外园林景致室外园林景致。。

冷冷 文文摄摄（（影像中国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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