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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式纹样在北京建筑景观中的应用

孟祥彬ꎬ朱晓暐

(中国农业大学观赏园艺与园林系ꎬ北京 １００１９３)

摘　 要:通过对北京藏式建筑的调研分析ꎬ发现了各时期建筑的藏式纹样根据建筑

功能、应用部位ꎬ使用情况有所不同ꎻ北京的藏式纹样与传统藏区相比ꎬ形式、寓意、技
艺都发生了演变ꎮ 提取设计符号ꎬ从“形、情、境”３ 个层面着手ꎬ通过类比、借喻和同

构、重构的手法与景观设计相融合ꎬ以期为当今藏式建筑景观设计提供新思路ꎮ

关键词:藏式纹样ꎻ北京ꎻ建筑景观ꎻ符号

中图分类号:ＴＵ￣０９２ ８　 　 　 文献标志码:Ａ

　 　 北京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ꎬ各民族

文化集结于此ꎬ成为百花齐放的会聚地ꎮ 其

中ꎬ藏族文化绚丽多彩、独具特色ꎬ是中华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笔者对北京藏式建筑景观中的藏族装饰

纹样进行调查分析ꎬ探究藏式纹样在园林景

观中的应用和发展ꎮ

一、北京的藏式建筑景观概况

选取元、明、清时期建立并留存至今的北

京市 １１ 个藏传佛寺以及 ８ 个现代藏式风格

建筑(见表 １)为研究对象ꎬ进行文献查阅、实
地调研和分析归纳ꎮ

二、北京建筑景观中的藏式纹样分析

１.文化历史背景

北京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之一ꎬ藏传

佛教的传入对北京的历史、文化、政治都产生

了较大影响[１]ꎮ 藏传佛寺为僧徒们提供居

住和诵经的场所ꎬ人们在此接受宗教的训导、
思想的教化ꎬ北京大多数藏传佛寺的修建都

缘于一定的政治历史原因ꎬ是特定历史条件

的产物ꎮ
　 　 藏族文化传入大都(今北京)ꎬ要追溯到

藏传佛教在元朝的传播和发展ꎮ 当藏传佛教

传入北京以后ꎬ很多汉人也开始信奉ꎬ藏传佛

教逐步与汉传佛教互相渗透、协同发展ꎮ 元

朝统治者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ꎬ并大力尊崇

藏传佛教ꎬ被任命为帝师的萨迎派领袖统管

全国佛教事务总制院ꎬ居住在北京ꎮ 藏传佛

教快速发展得益于元朝政府的一系列扶持政

策ꎬ藏传佛教也因此成为联系中央政府和西

藏边疆地区的重要纽带ꎮ 明朝“广行诏谕ꎬ
多封众建”ꎬ对藏区的统治方式继承了元朝

的做法ꎮ 而清朝的藏传佛教政策比元明时期

更加完善ꎬ因其作为最后的封建王朝ꎬ具有总

结性的特点ꎮ
藏传佛教文化以各种形式在内地传播发

展ꎬ如被译成汉语的藏密术语在寺院的传播ꎬ
以及寺院建置、寺院构筑物的形式及纹样等ꎮ
藏式纹样也因此逐步在北京兴起并流行ꎮ 北

京建筑景观中藏式纹样的出现ꎬ具有一定的

纪实性与历史意义、民族性与文化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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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选取的北京市藏传佛寺及现代藏式风格建筑

建筑景观 始建朝代 建筑类型 现代功能 寺址

妙应寺 元朝 文物保护单位 寺庙寺观 西城区阜成门内

真觉寺 明朝 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石刻文物博物馆 海淀区白石桥东侧

法海寺 明朝 文物保护单位 以殿内壁画远播中外 石景山区模式口

永安寺 清朝 文物保护单位 寺观园林、旅游景点 西城区北海公园内

西黄寺 清朝 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 德胜门外黄寺路

福佑寺 清朝 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会址 东城区北长街东

普度寺 清朝 文物保护单位 名家美术展(大殿) 东城区南池子大街

雍和宫 清朝 文物保护单位 寺庙寺观、旅游景点 东城区雍和宫大街

阐福寺 清朝 文物保护单位 寺观园林、旅游景点 西城区北海公园内

须弥灵境 清朝 文物保护单位 寺观园林、旅游景点 海淀区颐和园内

宗镜大昭之庙 清朝 文物保护单位 寺观园林、旅游景点 海淀区香山公园内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现代 现代仿古建筑 博物馆 朝阳区北四环东路

北京西藏中学 现代 现代仿古建筑 学校 朝阳区北四环东路

北京西藏书店 现代 现代仿古建筑 书店 北四环东路高原街

北京天堂时光书店 现代 现代仿古建筑 咖啡厅 东城区北锣鼓巷

北京西藏大厦 现代 现代仿古建筑 酒店 朝阳区北四环东路

中华民族园——— 现代 现代仿古建筑 文化公园 朝阳区民族园路

藏族园

玛吉阿米西藏餐厅 现代 现代仿古建筑 餐厅 建国门外大街

雅拉香波藏式茶艺馆 现代 现代仿古建筑 茶馆 朝阳区松榆北路

２.种类及其应用

得益于中原地区汉族文化的滋养ꎬ经过

消化与融合ꎬ藏式纹样也随之向细腻与精美

转变ꎮ 经调研ꎬ藏式纹样多运用于北京藏式

景观的阁楼、宫室殿堂、牌楼、亭、门、佛塔、

坛、台中ꎬ包括额枋、飞子、檐椽等装饰彩画及

雕刻图样ꎬ门帘、香布、经幡等软配件的纹样ꎬ
室内墙体、藻井、地面铺装的装饰图样ꎬ园林

小品本身或其上的雕刻纹样等ꎮ 藏式纹样的

代表性题材及其相关应用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藏式纹样的基本题材及在北京建筑景观中的应用

类别 基本题材 表现形式 审美感受与象征意义 主要应用

几何纹 圆形
方形
三角形

基本形交错组合ꎬ或进行旋转、套叠、
纽结等ꎬ产生新图形ꎮ 如十字纹、卍
纹、回纹、长城纹、涡旋纹等

简洁明晰、变化有致ꎬ具符号性意
义ꎬ又与人的心理和生理机制相关
联相适应[２]

建筑额枋、 飞子、 檐
椽ꎻ门饰、窗饰

几何化
植物纹

四瓣花纹
半花纹　
团花　 　

规范在菱形结构中ꎬ四花瓣高度提炼
规范在三角形结构中ꎬ呈现半花形态
规范在圆形结构中ꎬ花瓣层层叠压

有上下和左右严格对称的特点ꎬ营
造整齐规范、重复韵律的感受ꎬ强调
严谨统一

建筑额枋、 飞子、 檐
椽ꎻ门饰、窗饰ꎻ室内
藻井、铺装装饰ꎻ园林
小品图样或雕刻ꎬ如
转经筒、香炉、置石、
神兽、幡杆石座、井口
石基、栏杆上的纹样

缠卷类
植物纹

卷枝纹　

卷叶纹　
缠枝纹　

只出现草蔓或枝茎ꎬ枝蔓造型比较抽
象ꎬ并且没有花果
只出现叶子无茎蔓ꎬ叶子翻卷[３]

细分为花卉缠枝型、人物缠枝型、瑞
兽缠枝型、宝物缠枝型 ４ 种

具有缠卷繁缛、装饰丰满的视觉效
果ꎬ象征圆满完整[３]

枝叶繁茂ꎬ象征生长
以波状形线条为基准ꎬ由枝蔓支撑
花叶为点缀

枝生类
植物纹

枝生花卉

折枝花　
瓶花　 　

果实　 　

细分为牡丹、芍药、桃花、莲花等各种
菊科花卉植物[３]

受工笔花鸟写实画派影响ꎬ自然写实
主要出现在家具上ꎬ追求花卉色彩的
层次ꎬ突出染色和勾线的表示手法
常见题材有寿桃、石榴、佛手、葡萄

从唐卡或壁画上移植过来ꎬ修饰后
成为独立装饰纹样
自然写实
通过纹样多样化的设计组合ꎬ打破
单调乏味的效果
果肉丰满新鲜ꎬ枝叶挺拔

动物纹 猕 猴、 牦
牛

多为猴面、牦牛面、耕牛等 图腾文化 祖先信仰及图腾崇拜 佛塔外墙的故事雕
刻ꎻ建筑额枋及墙壁
上的彩画ꎻ室内装饰ꎻ
园林小品图样或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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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 基本题材 表现形式 审美感受与象征意义 主要应用

动物纹 狮 子、 大
象、孔雀、
金 翅 鸟、
金鱼 (一
对)

表现形式多种多样ꎬ多突出画面整体
性与灵动性ꎬ通过一定的创新手法演
变成型

佛教文化:佛的唯我独尊ꎬ弃除自身
污垢的力量ꎬ长寿、吉利、勇猛、正
义ꎬ解脱的境地

佛塔外墙的故事雕
刻ꎻ建筑额枋及墙壁
上的彩画ꎻ室内装饰ꎻ
园林小品图样或雕刻

龙、 凤、
鹤、鹿

多注重身体形态的表现ꎬ通过一定的
创新手法演变成型

汉族文化:有吉祥纳福、辟邪趋吉、
美好的寓意

文字纹 梵 文、 藏
文 字 母、
汉文符号
等

如六字真言ꎬ丁、福、寿字纹ꎬ最具代
表性的是朗久旺丹ꎮ 文字缩写后由
字母或符号表示ꎬ绘制不同的颜色加
以区分和暗示ꎬ配饰莲瓣等纹样[４]

有美丽的装饰效果ꎬ有宗教含义 建筑额枋及墙壁上的
彩画ꎻ室内装饰ꎻ园林
小品图样或雕刻

人物纹 人物　 　 以自身为中心予以突出表现ꎮ 风格
属于写实性的神化、美化、丑化或异
化

以特有形象传达不同精神ꎬ给人训
导、震慑、慰籍等

佛塔、寺庙外墙装饰ꎻ
室内装饰

法器纹 金刚杵 常见的金刚杵法器是古印度的武器ꎬ
多为二股或四股

体现了所向无敌、坚韧不摧的智慧
和真如佛性[５]

器皿纹 宝 伞、 右
旋 海 螺、
法 轮、 金
幢、宝瓶、
盘长

独立出现ꎬ或堆成一个整体图案ꎬ如
藏族“吉祥八宝”

佛陀教诲的权威ꎬ达摩回荡不息的
声音ꎬ佛陀教义ꎬ修成正果ꎬ永生不
死的灵魂ꎬ回环贯彻ꎬ一切通明

建筑额枋及墙壁上的
彩画ꎻ室内装饰ꎻ园林
小品图样或雕刻

佛塔纹 聚 莲 塔、
神 变 塔、
天 降 塔、
尊 胜 塔、
涅槃塔等

以立体建造形式为主ꎬ平面化的形象
表现较少

原始功用为存放佛陀和大师的舍
利ꎮ 发展后与象征符相联系ꎬ成为
解脱方式的纪念物ꎬ或成为修行圆
满的替代物

园林小品

曼陀罗纹 大曼陀罗

三昧曼陀
罗
法曼陀罗

中央绘制本尊佛、菩萨ꎬ青黄赤白黑
５ 种颜色分别代表地水火风空
不直接绘出本尊佛、菩萨ꎬ以物代人ꎬ
画法器、手印[６]

主尊与法器皆不绘ꎬ以种子指代诸
尊ꎬ只写出代表诸尊的首个梵文字母

意为聚集、坛城、圆满等ꎮ 曼陀罗图
纹或方或圆、方圆相间的形态ꎬ给人
以构图严密、层次分明、物象繁复、
内涵丰富的印象ꎮ 包含洞察幽明、
变换无尽、超然省悟的精神

空间构成、建筑布局ꎻ
室内藻井、地面铺装
纹样

自然星象
纹

须 弥 山、
太 阳、 月
亮、云、波
浪、火焰、
水波

或单体出现或连续出现ꎬ多作为其他
纹样的边角配饰ꎬ营造气氛

藏族人对自然的崇拜 佛塔上的雕刻ꎻ小品
纹样雕刻

３.调研结果分析

(１)不同功能建筑景观中的藏式纹样丰

富度

针对各时期的藏式建筑景观外观纹样和

建筑构件、园林小品上的藏式纹样丰富度进

行调查分析ꎬ可发现ꎬ各时期的藏式建筑景观

使用的藏式纹样种类呈不规律变化ꎬ藏式纹

样的使用情况与建筑类型及功能有较大的关

系ꎬ且在古建中的使用多于现代建筑ꎮ 其中ꎬ
真觉寺、雍和宫、须弥灵境的藏式纹样使用丰

富度最高ꎮ 因为真觉寺作为北京地区石刻专

题博物馆ꎬ陈列了大量的石刻艺术品ꎬ而且金

刚宝座塔保护较完好ꎻ雍和宫作为北京最大

的藏传佛寺ꎬ现在已经成为人们烧香祈福的

主要去所ꎬ因其较大的体量和较高的政治地

位ꎬ藏式纹样的种类及应用较为丰富ꎻ须弥灵

境的藏式建筑群也很庞大ꎬ园林构筑物也相

对较多ꎬ 室内装潢较丰富ꎮ 而中华民族

园———藏族园的藏式纹样应用较多ꎬ是因为

其基本仿制西藏的建筑原貌ꎮ
(２)不同类型藏式纹样的应用部位

通过调研分析ꎬ发现不同类型的藏式纹

样的使用位置有所差别ꎬ由表 ３ 可见:几何纹

如卍纹、点纹经常出现在建筑檐椽或飞子上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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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纹因形态较复杂常出现在石基雕刻、室
内装饰中ꎻ文字纹如六字真言常常出现在建

筑额枋、园林小品(如转经筒)、室内天花板、
藻井、地面铺装等部位ꎻ藏式曼陀罗纹样常常

用在院落的空间布局、建筑结构上ꎬ在室内的

藻井或天花板也多有使用ꎻ佛塔纹则多以立

面的形式作为园林小品出现ꎻ植物纹、器皿

纹、自然星象纹因其较自由的外形ꎬ应用部位

较广泛ꎮ 除此以外ꎬ石基雕刻、园林小品、室
内装饰运用的藏式纹样类型很多ꎬ题材多种

多样ꎬ包容性较强ꎮ

表 ３　 不同类型藏式纹样的应用部位分析

纹样类型 檐椽 额枋 飞子 门窗 外墙 院落空间 建筑结构 石基雕刻 园林小品 室内装饰

几何纹 √ √

植物纹 √ √ √ √ √ √ √ √

动物纹 √ √ √ √

文字纹 √ √ √ √ √ √

人物纹 √ √ √ √

法器纹 √ √ √ √ √

器皿纹 √ √ √ √ √ √

曼陀罗纹 √ √ √

佛塔纹 √

自然星象纹 √ √ √ √ √ √ √

　 　 (３)不同题材藏式纹样的使用频率

通过统计分析ꎬ可以得出不同题材藏式

纹样的使用频率从大到小依次为植物纹ꎬ器
皿纹ꎬ自然星象纹ꎬ动物纹ꎬ文字纹ꎬ法器纹ꎬ
人物纹ꎬ几何纹ꎬ曼陀罗纹ꎬ佛塔纹ꎮ 筛选出

现频次较高的 ３７ 个题材纹样ꎬ对其使用频次

做具体分析ꎮ 如图 １ 所示ꎬ纵坐标为纹样在

１９ 个建筑景观中的使用频次ꎬ不难发现不同

题材的藏式纹样使用频次是不同的ꎮ

图 １　 不同题材藏式纹样的使用频率

　 　 使用频次最多的依次为卍纹、缠枝纹、卷
叶纹、莲花纹、龙纹、藏族八宝、云纹、摩羯鱼、
梵文、兽面、巴达玛ꎬ团花纹、半花纹、四瓣花

纹、卷枝纹、折枝花纹次之ꎬ而孔雀、象、马、狮
等动物纹ꎬ牡丹、仙桃等果实纹的应用频次相

对较低ꎬ究其原因ꎬ是因为牡丹、仙桃等多为

中国传统吉祥纹样ꎬ所以在藏传佛寺这样的

宗教性质建筑中出现较少ꎮ 由此可以得出在

现代设计中最常用的藏式纹样ꎮ

三、北京建筑景观中的藏式纹样与藏区

传统纹样的比较

　 　 西藏传统纹样在和内地文化相碰撞以

后ꎬ逐渐衍生出一种新的用于建筑景观的纹

样ꎬ加之以材料、色彩、工艺的特殊性处理ꎬ成
为具有北京特色的装饰图案ꎮ



５６４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０ 卷

１.形式演变

多文化交融使纹样形式发生了变化ꎬ如
最早传入中原地区的佛教的莲纹和北京地区

广为流传的莲纹有着本质上的区别ꎬ造型特

点各异ꎮ 前者是以印度莲花和希腊水草叶为

原型ꎬ创造出来的莲花瓣数较多ꎬ并且花瓣较

为窄长ꎬ直观地表现出佛教尊崇的静穆端庄ꎮ

而北京明清时期藏式建筑的莲纹除部分有以

上特点外ꎬ有的莲纹瓣数较少ꎬ并且透露出规

整大气之美ꎮ 这种造型在美学意义上是宗教

性与世俗性的结合[７]ꎮ 此外ꎬ北京藏式建筑

中的莲纹多以组合的形式出现(见图 ２)ꎬ体
现了藏族及汉民族传统文化的融合ꎮ

图 ２　 莲花纹

　 　 再如藏族的卷草纹造型保留了形象单

纯、简练的特点ꎬ具有一定秩序感ꎬ体现出佛

教教义趋于理性的形式特点ꎮ 而传入北京的

藏传佛教文化迎来了全新的发展环境ꎬ作为

佛教纹饰中重要的一种ꎬ卷草纹在原本简练

的基础上将汉族的祥云纹等融入己身ꎬ动感

增强ꎬ与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审美情趣基本

一致ꎮ 造型样式越发丰富多样ꎬ并尝试将简

单的纹饰进行组合ꎬ衍生出复杂多变的纹理

样式(见图 ３( ａ))ꎬ已是我国经典的传统图

形样式之一ꎬ在明清时期北京藏式建筑中也

较为常见ꎮ 如图 ３(ｂ)所示ꎬ真觉寺内石基上

的雕刻纹样ꎬ卷枝纹主体中出现了西蕃莲、莲
花和四瓣花ꎬ中间的莲花上放着宝物ꎬ图案左

侧还加入了云纹ꎬ传递着藏式纹样的古韵和

美好寓意ꎮ

图 ３　 卷草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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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寓意演变

在不同的场合、环境中ꎬ即使是同样的纹

样表露的内涵也往往会千差万别ꎬ这和社会

历史的变迁、文化背景以及意识形态的变化

有着密切的联系ꎮ 元、明、清封建王朝都将北

京作为国都ꎬ其政治地位不言而喻ꎬ北京的纹

样符号在衍变的过程中剔除了藏式纹样传统

的象征寓意ꎬ使其拥有了更多天赋神权的味

道ꎬ彰显王权统治的威严ꎮ
例如ꎬ藏传佛教中的莲花纹样体现了生

与死、往生与轮回的佛学思想ꎮ 北京的传统

莲纹多以莲花装饰来直观地表达生死轮回的

宗教意义ꎬ多用于束腰转角处的处理(见图

４)ꎮ 近现代建筑中ꎬ例如当下广泛使用的

“缠枝莲纹”建筑装饰纹样ꎬ枝叶以环带形式

缠绕ꎬ陪衬着分布于中心的莲花ꎬ这种纹样一

般称为“并蒂(莲)同心”ꎬ表达着民间对生殖

的崇拜ꎬ以及盼望祥和美好的心愿[７]ꎮ

图 ４　 真觉寺束腰转角处的莲花纹

　 　 再如藏族卍纹原先有着浓郁的宗教气

息ꎬ渐渐衍生出期盼富贵安康、祛灾避祸等追

求吉祥的意义[８]ꎬ且审美意义突出ꎮ
又如龙纹的寓意演变ꎬ藏传佛教中的龙

是神灵的坐骑和守护神[９]ꎬ存在一种“神灵

作用”ꎮ 北京藏式建筑中的龙纹常出现在建

筑梁枋彩画、石碑底座的雕刻等ꎬ其中“双龙

戏珠纹”最为普遍(见图 ５)ꎬ皇家寺院中龙纹

是权威和尊贵地位的象征ꎬ代表了一种民族

精神ꎮ

图 ５　 真觉寺石碑底座上的双龙纹

３.技艺演变

北京作为五朝古都ꎬ拥有大量手艺高超

的工匠ꎬ雕刻工艺一直处于上乘水平ꎬ高生产

力条件下汉族工艺会更精细更复杂ꎮ 尤其明

清以后ꎬ随着生活水平提高、科学进步、技术

推广ꎬ纹样也愈加精美与精细ꎮ 最为典型的

为明代北京的法海寺壁画ꎬ绘画艺术之精湛ꎬ
制作工艺之高超ꎬ时代特色之鲜明ꎬ线条精

细、工整ꎬ色彩鲜艳ꎬ堪称一绝ꎮ 再如西黄寺

中的清净化城塔是我国现存古塔中建筑技术

和建筑艺术极高超的精品ꎬ塔台前面和后面

放置的仿木结构的石牌坊、台阶两侧放置的

石雕辟邪以及佛教题材的浮雕纹样ꎬ都是使

用汉民族雕刻艺术手法表现藏民族特点ꎮ
印、藏、汉三位一体ꎬ融会贯通ꎬ使清净化城塔

具有独特的风韵[１０]ꎮ

四、藏式纹样在园林景观中的应用方法

园林景观包括新修建的寺庙园林和现代

藏式风格主题的建筑景观ꎬ以下统称“藏式

园林”ꎮ 寺庙园林应多注意藏族纹样在建筑

院落或建筑本身空间格局中的运用ꎬ藏式风

格的主题建筑景观则应注重细节的把握ꎬ注
重整体意境的创造ꎮ 无论是古建景观还是现

代景观ꎬ给人的情趣感受主要是传达民族意

蕴ꎬ因此ꎬ其间多是可以融合发展的ꎮ
１.纹样形式美与色彩美的应用

藏式纹样的造型与现代艺术图案存在相

对大的差异ꎬ它隐含着藏族独特的民族性及

文化艺术性ꎮ 藏族纹样作品体现出其特有的

“形式美法则”:对称与平衡、比例与权衡、对
比与调和、节奏与韵律、动感与静感ꎬ如图 ６
所示ꎬ都统一于亦繁亦简的美的法则之中ꎬ给
人以独特的视觉感受与精神冲击ꎮ 园林艺术

可以吸收这种造型艺术ꎬ并在原来图案的基

础上进行深化和创新ꎮ 将现代与传统的审美

观进行融合并加以提炼ꎬ使其不但保留传统

纹样的意蕴美ꎬ而且富有艺术的时代性ꎮ 例

如ꎬ现代藏式建筑中ꎬ北京西藏大厦的外墙引

入了藏族的传统纹样ꎬ通过色彩、肌理、图案

的变换ꎬ产生了一种传统和现代、藏文化和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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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鲜明对比的效果ꎬ体现了形式美法则ꎬ使 人感受到藏族的异域风情ꎮ

图 ６　 藏式纹饰形式美样例

２.类比与借喻的应用

园林渗透着造园家的“情”思ꎬ“韵”是我

国古代艺术的重要鉴赏标准ꎬ画作中将“气
韵生动”作为品画的关键ꎮ 同样ꎬ园林也讲

究“韵”ꎬ要透过具体的景观形象去发现其所

要表达的文化内涵ꎬ即文韵ꎮ 藏族纹样具有

文化情感ꎬ它与园林景观融合后形成文化景

观ꎮ 藏式纹样的传统性、地域性和园林景观

的现代性ꎬ对立的只是地域与观念ꎬ而和谐的

却是历史文化及情感的延续ꎮ
藏式园林传递宗教的气韵ꎬ常通过“借

景抒情”的手法ꎮ 历代文人常赋予植物以性

格和情感ꎬ如须弥灵境入口牌坊院落中的白

皮松ꎬ昭庙琉璃牌坊周边的多株油松ꎬ雍和宫

雍和门院内列植的国槐古树ꎬ尽显高风亮节

与森严气派ꎮ

除植物外ꎬ景观设计通过运用现代的创

新手法ꎬ将具有代表性的藏式纹样(吉祥八

宝、八瑞物、七政宝、六长寿、五妙欲、和谐四

瑞、植物花卉)直接应用到设计当中ꎬ更能体

现鲜明的民族特色ꎮ 如西黄寺入口墙上的八

瑞相图ꎬ颐和园须弥灵境四色塔上的佛教法

器ꎬ真觉寺金刚宝座塔、西黄寺清净化城塔上

佛教故事的呈现ꎬ妙应寺白塔基座上的“二鹿

听经”ꎬ藏传佛寺檐椽间的梵文ꎬ以及大殿内藻

井、天花板的纹样ꎬ幡杆石座的纹样等ꎬ如图 ７
所示ꎬ都是以符号化的象征手法将藏式纹样装

饰在建筑景观上的艺术处理ꎮ 同样的ꎬ小品承

载着大量文化思想内涵、传统工艺技艺、文化

历史等信息ꎬ在牌楼、碑褐、置石、香炉、神兽的

形态中雕刻繁冗的纹样ꎬ给庄严肃穆的藏式园

林氛围注入了些许活泼灵动的气息ꎮ

图 ７　 古建中民族情感的体现

　 　 现代藏式园林中一些硬质铺装、景窗景

墙、建筑纹饰、门帘布品以及园林雕塑的设计

等是对西藏纹样艺术的拓展与延续ꎬ如“玛
吉阿米”西藏风情餐厅的彩色经幡ꎬ潘家园

“雅拉香波”藏式茶艺馆大门的缠枝莲花装

饰ꎬ北京西藏中学围墙上的“藏八宝”图案

等ꎬ如图 ８ 所示ꎬ体现了民族情感与现代文化

气息的融合ꎬ传递着引人注目的“有亲近感”
的异域风情ꎮ 这些纹饰利用图形结构的虚实

对比ꎬ给人以借景类比的感觉ꎬ也使得装饰性

与功能性得到了良好的统一ꎮ 将典型藏式纹

样运用到现代园林景观的设计当中ꎬ赋予了

园林设计作品新的艺术形式及内涵ꎮ
３.同构与重构的运用

“同构”表示抽象化纹样与园林景观之间

的同构ꎬ也可表示现代创造的精神意蕴与原始

先民的精神意蕴之间的同构ꎬ有利于纹样符号

的精神传达ꎮ 对人们的生活理想、人文精神进

行加工提炼ꎬ以抽象符号化的方式(见图 ９)ꎬ通
过各种景观意象ꎬ并结合知觉、视觉等多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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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ꎬ深入到纹样的精神领域ꎬ摆脱表面物质的影 响ꎬ营造景观想要传递的精神意境ꎮ

图 ８　 现代建筑中民族情感的体现

图 ９　 昭庙琉璃牌坊中纹样的提取

　 　 藏式园林具有朴实自然的情趣ꎬ由于藏

族元素的鲜明性ꎬ为使其与整体景观相协调ꎬ
可以抽象提取纹样自身的核心元素ꎬ用以打

散和重构新的图形ꎮ 针对不同需求来搭配和

组合恰当的纹样符号ꎬ使之兼收并蓄、恰到好

处地传递纹样的美好寓意ꎬ在尊重原始地貌

特征与景观特点的前提下ꎬ合理规划与设计ꎬ
从而适宜地表现园林景观的个性ꎮ 如图 １０
所示ꎬ在建造现代藏式景观时ꎬ可以适当运用

钢结构ꎬ使钢结构构件和木结构一起显露出

来ꎬ采用现代喷漆的方法ꎬ涂上红色或黑色ꎬ
色彩和主题与传统保持一致ꎬ并与灰瓦白墙

相互映衬ꎮ 除此之外ꎬ玻璃由于其透明特质ꎬ
不会破坏有着鲜明特征的藏式建筑的基本形

象ꎬ所以ꎬ在民族气息较重的建筑设计中容易

取得理想的效果ꎮ 再通过传统藏式装饰手法

及材料的补充ꎬ使整个院落更为活泼ꎬ与整体

环境更为协调ꎬ同时ꎬ在使用功能和装饰格调

上也更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ꎮ

图 １０　 藏式建筑景观效果图

４.典型藏式符号的提取

　 　 对典型的藏式纹样进行符号提取ꎬ能够

为现代建筑设计中藏式纹样的应用提供素

材ꎬ对藏式纹样的传承与发展起促进作用ꎮ
　 　 藏式纹样具有饱满完整、韵律感强的特

点ꎬ图案繁复却有秩序ꎮ 如常见的植物纹

(见图 １１)ꎬ抽象的植物沿着周围重复式扩

展ꎬ每一透孔间的大小和距离严谨ꎬ图案和谐

对称ꎬ整体优美ꎬ使人能够在变化中寻求统

一ꎮ 对常见的卷叶纹、缠枝纹的形态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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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与提炼ꎬ使其图式化、几何化ꎬ从植物的自

然形态升华为多种多样的抽象化形式ꎬ可适

用于藏式园林景观的设计ꎮ

图 １１　 符号提取示例

五、结　 语

藏式纹样是藏族传统艺术中意义深刻而

古老的一部分ꎬ藏式纹样表现的情感和意境ꎬ
与景观融会贯通ꎮ 将藏式纹样融入现代建筑

景观ꎬ不仅可以延续藏族文化的意蕴ꎬ突显鲜

明的民族特征ꎬ而且能够与时代潮流相适应ꎮ
在景观营造中要充分把握藏式纹样的形式

美、造景方法、情感表达与意境内涵ꎬ使其与

现代景观有机融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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