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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故宫御花园石子路面修建主要
有 3 种做法。一是就砖雕组成花
纹；二是以瓦条组成花纹，然后在
花纹空间填镶五色石子。铺成的各
种花样多至十数种，这样就形成
了 砖 雕 石 子 路 面 和 瓦 条 石 子 路
面 ； 三 是 全 部 使 用 石 子 拼 花 铺
地。铺墁石子路面的主要材料为
尺七方砖、瓦条、白、红、黑、
黄、绿五色的天然卵石以及生石
灰、沙子、桐油等。

石子路面按照纹饰图案分为
动物、植物等题材，每幅图案都
蕴含了吉祥、快乐的生活愿景和
文化内涵。

石子路面的图案异趣纷呈，
集镶嵌与雕刻工艺于一体。技艺
高超的工匠才思飞扬，其智慧借
石子路面图案得以充分地显现与
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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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子路面主要由灰嵌石子、砖
雕或瓦条构成，它们的耐磨性不
强、抗压性不高，经过长时间、高
频次的踩踏和自然环境影响等因
素，就会磨损砖雕瓦条，破坏石子
之间相互挤压的稳定状态，进而产
生大面积残损。

晚清时期，御花园石子路面采
用灰嵌石子的传统做法，路面强度
尚可满足当时的皇家观赏需求。在
当代，观光人数日益增多，御花园
又是通往观众出口的必经之路。持
续的踩踏摩擦石子路面，极易造成
石子脱落和砖雕瓦条磨损，加剧石
子路面破坏，缩短使用寿命，破坏
石子路面纹饰图案的完整性。

如何在保留灰嵌石子传统做
法 的 前 提 下 ， 进 一 步 提 高 强 度 ，
提升修补石子路面的效率，保持
石子路面健康稳定状态，就成为
保护新课题。

故宫御花园的石子路

有多久的历史？

1987 年 ， 故 宫 被 列 入 《世 界 遗 产 名
录》，成为中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

故宫是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
群。在故宫的御花园地面上，铺有一条条纵
横交错的石子路。这些精美的拼花石子路面
有非常独特的风格。其中砖雕石子路面是故
宫御花园特有的石子铺地形式，在方砖甬路
的两侧铺墁石子，用砖雕、瓦条等勾勒出图
案纹饰，再用黑、红、黄、白、绿五色天然
卵石填嵌。造就了题材丰富、工艺做法特殊
的皇家建筑园林铺地，与其他皇家建筑、奇
石和树木一起，构成了令人流连的景观。

故宫御花园南北长 80 米，东西宽 140
米，占地约1.2万平方米。其中，石子路总面
积约530平方米，共有 1700 余幅石子组成的
拼花路面。按照图案，这些拼花路面内容可
分为动物、植物、昆虫、历史典故、神话故
事、吉祥器物、人物、博古等题材，展现出

“鹤鹿同春”“多子多福”“龙凤呈祥”等吉
祥寓意以及“玉兔捣药”“桃园结义”等神
话传说和历史典故。每幅路面图案都反映了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拼花石子路面丰富的图
案纹饰和精细的手工雕刻，具有不可替代的
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代表人类文明的文
物古迹。

根据 1901 年拍摄的故宫照片比对分析，
当时影像中显示的御花园地面为砖地，没有
看见拼花石子路面；在之后拍摄的清末代皇
后婉容等人在御花园中的照片，则可清晰看
到石子路面。由此推测，这些故宫御花园石

子路面的修建形成年代应在1901年之后清晚
期，距今已有百年历史。它们也同样成为了
故宫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

游客脚下的石子路

其实非常“娇气”

现在，御花园早已不再是清净、神秘的
皇家园林，成为了去故宫参观游览的人们

“打卡”的热点区域，每天人流量极大。说到
底，御花园拼花石子路面是道路上铺地砖的
一种特殊装饰形式，同样要担当供人行走的
功能。于是，开放环境就给石子路带来不可
逆转的伤害。石子路面一旦有了破损缺口，
就会加速砖雕、瓦条、石子的损坏，最终会

造成大面积残损和路面图案的丢失。早期对
于这些石子路面修复工作仅仅是委派工匠师
傅在御花园进行石子路面修补工作，哪里坏
了就修补哪里，随坏随补。随着故宫的名气
越来越大，游客越来越多，御花园的日常使
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零星、日常的
修补进程已经无法满足每年数以千万计游客
的踩踏；再加上古树树根支系生长发生的支
顶等环境因素影响，御花园石子路面就频繁
发生诸如石子脱落、砖雕磨损、大面积残损
等病害，有时为了满足开放需求和观众安
全，便会紧急进行石子填充修补，工艺上甚
至产生了“错活”偏差；而如果不及时修补
残损的石子路面，就会导致破损面进一步扩
大，最终丢失石子路面的纹饰图案、材料等
有关历史信息，造成对石子路面本体的严重
破坏。

故宫御花园的石子路面，作为世界文化
遗产的细节内容，需要延续与其相关的社
会、历史、情感内涵。这就为保护整修提出
了新的要求，在确保真实性、完整性的文化
遗产原则下，寻求“修旧如故，以存其真”，
坚持“不改变文物原状”和“最小干预”原
则，恢复 100 年前御花园增建石子路面的历
史环境，让历史文化得到延承和持续。

使用新修复工艺

最大程度延续历史信息

从2017年开始，故宫御花园石子路面的
修复工作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并纳入古建筑日
常保养维护项目。以自然年为时间节点，故
宫管理部门制定计划，开始科学规范地对石
子路面进行保护修复。按照“原形制、原结
构、原材料、原工艺”的技术要求，专门配
备了解相关历史文化背景的画工，对雕花石
子路面图案进行拓印复原，力求做到与原始
图案信息保持一致；雕刻工匠则随后按照图
谱手工雕刻砖雕，瓦工师傅再进行石子路面
铺墁，确保修复后石子路面不失原状。

故宫御花园石子路面的修复使用传统油
灰嵌石子的做法。步骤包含起谱子 （绘图）、
拓活、制作砖雕、浸泡桐油、铺墁砖雕、拌
制油灰、铺底层油灰、嵌石子、拍石子及清
理养护等十余项工序。石子路面里油灰的强
度和干燥程度直接影响着修复质量。当嵌石
子时，如果使用的油灰未完全干燥，就意味
着尚未完全具备理想的牢固程度，这时，最
应避免所嵌石子受外力影响——那么难题来
了：起初，对御花园石子路面的修复步骤是
按照传统做法，在现场一道道工序衔接完成
的，比如，先分块制作砖雕，然后在现场铺
墁拼接砖雕图案，最后再使用油灰镶嵌卵
石。但是，现在御花园每日的繁忙开放环境
已经无法允许修复现场长时间进行围挡养
护。一旦撤走围挡，又极易使得石子脱落，
让石子路面再次破损，造成前功尽弃。

为了提高油灰强度，确保填嵌后石子牢
固持久，故宫的修复团队经过反复实验，采
用“预制整幅石子路面”工艺替代以往“现
场操作”的方法，在原有预制砖雕的基础
上，先将分块砖雕拼接在一起，形成整幅砖
雕，将现场灰嵌石子改为预制工艺，提前用
油灰将石子填嵌完成，制作完成砖雕和嵌石
子的整幅石子路面，并在库房经过充分养护
干燥，让油灰达到理想强度后再进行现场整
幅石子路面的更换铺墁。这样可以缩短现场

养护时间，满足开放游览需求。
现在，对御花园石子路面的修复工作也

比以前更加科学化了。镶嵌所用油灰如何掌
握配比？以往多为工匠师傅口传心授。为使
油灰强度满足使用要求，修复团队进行了油
灰配比试验，将石灰、沙子、桐油以不同配
比制作试块，通过测试不同的干燥时间和压
力，筛选出最有利于经济指标、使用强度、
干燥时间和满足工期进度的油灰配比。

小小的拼花石子

现在仍然紧俏难寻

修复石子路面时，故宫坚持使用同材
质、同颜色的石子。御花园石子路面所使用
的拼花石子，多为北方河套中经常年水流冲
击而得的天然卵石，不同于市场上售卖的鹅
卵石，其特点是尺寸较小且没有明显光泽。
依据老师傅们的描述，早些年间，在永定河
畔就能找到合适的石子。修复人员猜想，路
面修建之初，石子材料可能就来源于故宫周
边的水系河道。然而现在的河道都修建了堤
岸或者被保护起来，这样的石子就很难找
到，更别说能找到供应渠道了。修复人员随
后也多次前往北京门头沟山间河流的浅滩处
人工捡拾，然而那里石子的颜色单一，多以
红、黄色石子为主，尺寸又都偏大，最终找
到的能够满足尺寸、颜色的石子少之又少。
尤其是绿色的石子，目前仍无法满足施工需
求数量。

无奈之下，故宫的修复团队扩大了寻访
范围。但近年来，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增
强，五色石子就变得不再常见，十分难寻。
于是，“找石子”现在成了故宫修复御花园石
子路面首要面对的难题。

1700余幅石子拼花路面

每段都有了自己的编号

御花园的石子路，蕴含了故宫古建筑群
的特征和文化内涵，有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石子路面需要科学的保护，定期勘察和测
绘，做好文化遗产的价值评估工作并制定相
应的修复方案，这样也有利于文化遗产的再
利用，产生一定的社会价值。

历史留下的遗憾是，这些修建于清晚期
的石子路面，没有存下建造档案；历史的修
复过程，也没有形成系统的方法。现在，故
宫将原本在人们心中毫不起眼的御花园石子
路面列为古建筑日常保养维护项目，筹建石
子路面信息资料库，建立御花园石子路面的
定位编号档案系统。现在，每一幅石子路面
都有了自己的“名字”，以御花园东西区作为
划分，以每条甬路为单位定位出一级编号，
石子路面按照分布于甬路两侧的方向定位出

二级编号，再以每条甬路单侧方向定位三级
编号。通过对御花园内1700余幅石子路面逐
一定位编号，厘清石子路面历史修缮资料，
统计出每幅石子路面的尺寸、纹饰图案、形
制、历史照片等信息，将单幅石子路面的修
复工作都进行统计归档，做到石子路面的保
护修复有据可依，有据可查。

御花园内纵横交错的石子路面，由五色
匀称的石子组成一幅幅生动的画面，人们足
下的千幅画卷，是故宫一道特别的风景。观
众每每游览御花园都会驻足观赏脚下的石子
画。经常有研学机构带领孩子们寻找石子路
面，探索图案内涵。作为日常天天和这些美
丽拼花石子路打交道的技术人员，我也常
带着自己的孩子，一步步走过修复好的路
面和画幅，触摸着光滑的石子，数着上面
的 花 鸟 鱼 虫 。 看 着 孩 子 兴 奋 、 认 真 的 样
子，那时的感觉，就如同历史完整地再现
于我们的面前。

修复修复御花园御花园
拼花拼花石子路石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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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御花园内纵横交错的石子路面上，有五色

匀称的石子拼成的许多生动图画。1700 余幅石子

画是故宫一道特别的风景线。

▲整幅砖雕石子路面——按照图谱颜色要求，将石子逐个嵌入底层铺好的油
灰，再拍平石子，要求石子码放工整自然，嵌好的石子上皮略高于砖雕上表面。

“狮子滚绣球”，寓意吉祥如意。

▲石子路面制作图谱——根据石子路面纹饰图案，使用宣纸现场拓活，将砖
雕图案完整地拓在谱子上，局部残损缺失部位应根据纹饰题材、造型特点和历史
资料进行补绘，要求图案纹饰准确、线条流畅自然，并在谱子上注明各区域嵌石
子颜色。

房晓明
故宫博物院工程师，御花园石子路面保

护修复技术负责人、项目负责人，研究方向
为古建修缮、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研究。

故宫御花园里的石子路和方砖共同组成特殊的铺地形式，凸显了御花园作为皇
家园林的特别之处。

◀石子路面
制作砖雕——以
錾子和敲手沿着
拓好谱子的线条
轻凿出图案纹饰
走向，再用小錾
子粗雕图案轮廓
及落地留白处，
后用刻刀细雕图
案纹饰，整体雕
刻深度需达到 3
厘米以上。

▶ 拓 活 ——
将谱子上的石子
路面纹饰图案拓
在砍制好的方砖
上 并 描 绘 清 楚 ，
通常一幅石子路
面 需 要 2-3 块 尺
七方砖拼接而成。

◀孩子
们将石子路
面的图案打
印出来，在
御花园里寻
找对应的路
面，让在博
物馆里的不
可移动文物
也“活”了
起来。

◀ 捡 石 子 ——
过了梅雨季，山下
散落的石子便露了
出来，御花园石子
路面保护修复团队
在山区捡拾可供使
用的石子，由于我
国铜矿稀少，绿色
的石子仍很少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