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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的传统铺地艺术
远在四五千年前，我国十分重视

市镇建设中的道路规划和设计。从考

古发现和现代保存的古代文物来看，

我国的铺地无论从结构还是地面的图

案和纹样来看，都是丰富多彩的。如战

国出土的米字纹、几何纹铺地砖；秦咸

阳宫出土的太阳纹铺地砖；唐代以莲

纹为主的各种宝相纹铺地砖，其中晚

唐时期的胡人引驼纹、胡人牵马纹等，

不仅做工精美，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唐代不同民族的商旅们，来往于丝绸

之路上繁忙的情景。可以说，铺地已成

为中国建筑艺术的重要部分。

铺地到底是什么呢？简单说来，对

人类活动较为频繁的场所地面予以铺

妆处理，这就是所谓的铺地。在现存的

园林和传统民居可以看到，各种不同

的铺地组成了园路和不同活动空间。

在嘉定，铺地分为园林铺地和民

居铺地两大类，广泛采用砖、瓦、石、碎

瓷、缸片等材质组成，在设计时通常根

据不同场所和用途，使用相应的材料。

例如：房舍的室内地面为了防潮及减

少起沙，一般都要铺设水磨方砖；室外

月台大多使用条石铺地取其平坦；而

在园路、走廊、庭院、山坡蹬道等处，为

防止积水或风雨浸蚀，则常以砖、瓦、

条石、不规则的石版、卵石以及碎瓷、

缸片等材料，或单独使用，或相互配

合，组成丰富多彩的各种精美图案，极

具装饰效果。

嘉定的园林和民居铺地中，常见

的纹样有：完全用砖的席纹、人字、间

方、斗纹等；砖石片与卵石混砌的六

角、套六方、套八方等；砖瓦与卵石相

嵌的海棠、十字灯景、冰裂纹等；以瓦

与卵石相间的球门、套钱、芝花等，以

及全用碎瓦的水浪纹等；还有用碎瓷、

缸片、砖、石等镶嵌成寿字、鹤、鹿、狮

毽、博古、文房四宝，以及植物纹样的。

除了显现出本身的造型很美之外，铺

地还能寄予人的各种思想意识，大多

体现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中华传

统理念，如“鹿”通“禄”，“蝙蝠”通

“福”，“象”代表万象更新等。因此，它

又富有积极的生活意趣，与周围环境

相配合，使它更具有诗意。

随着经济科技的飞速发展，嘉定

的铺地艺术也在传承中发生着变化。

民国时期，水门汀的出现，让铺地不再

局限于传统材质，融入了更多创新。如

今嘉定老城最为繁华的博乐路上，同

样有着以“四蝠捧花”“十字海棠”“梅

花纹”为主体的铺地，这些铺地虽已经

是机械化产物，但仍无声诉说着嘉定

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底蕴。

“莲生袜底，步出个中来。”嘉定的

传统铺地艺术，或精致、或素雅、或大

气、或灵巧，但都有着极高的艺术造

诣，也从一个方面展现了嘉定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如今不断

推进的老街改造中，希望在古典园林

与传统民居的修复与改建中，能够重

拾起人们足下的这一方天地。

漫步在江南园林中，除了小桥流水式的亭台楼阁和树枝抚水面外，会发现园林中的铺地和山水植物
建筑，共同构成了园林的统一体。明代的计成在《园冶》中说道：“花环窄路偏宜石，堂回空庭须用砖”。这是
对江南铺地艺术的精辟总结与高度概括。

铺地，是指园林或民居中的道路、庭院及各种休憩、活动等场地的地面铺装。其形式多样，图案丰富，蕴含了意境之美，充分反
映了匠人的智慧和想象力，方寸之间尽显乾坤。在地处江南的嘉定，也有不少极富地域特色的铺地，它们分布于古典园林与传统
民居中，与建筑中的一草一木、亭台楼阁、水榭长廊融为一体，颇具诗意。

花街铺地：古代匠人的智慧凝结
中国传统园林往往在游人活动较

为频繁的地方都要对地面予以铺妆处

理，这就是所谓的铺地。明清园林中的

铺地充分发挥了匠人的智慧和想象

力，创造出变幻无穷的铺地图案，其中

以花街铺地最为著名。

花街铺地多利用砖瓦、石片、卵石

和各种碎瓷片、碎陶片等材料，在阳光

的照射下，能产生很好的光影效果，不

仅具有很好的装饰性，还减少了路面

的反光强度，提高了路面的抗滑性能。

同时将其拼成多种多样图案精美和色

彩丰富的地纹，其形如织锦，颇为美

观。常见的图案有几何纹样如大角、攒

六角、套六角、套钱、球门、芝花等以及

一些动物或植物纹样，形象精致、紧

凑。

嘉定，坐拥上海五大古典园林中

的两个——古猗园与秋霞圃，还有汇

龙潭公园以及明李流芳的檀园。这几

处园林可谓是城市山林，美不胜收。

古猗园，始建于明嘉靖年间，原名

“猗园”，取自《诗经》中“绿竹猗猗”一

句。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更名“古

猗园”。她古朴、素雅、清淡、洗练。园中

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唐代经幢，原在云

翔寺中，解放后迁入古猗园微音阁前。

修整后的唐经幢高大挺拔，四周的铺

地以白瓷片为界，填以暗红色缸瓦残

片为心，铺成莲花式样，烘托出这座唐

经幢的清雅高洁，给人一种浓浓的禅

意。莲花外则是棋盘格铺地，设计简

洁，不喧宾夺主。

逸野堂是园中的主厅，用于会客，

故而堂前的铺地格外壮观，是一组“暗

八仙”铺地。民间有“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的说法。暗八仙铺地是一种由八仙

纹派生而来的宗教纹样，此种纹样中

并不出现人物，而是以道教中八仙各

自的所持之物代表各位神仙，既有吉

祥寓意，也能代表万能的仙术，体现园

主八面玲珑之意。该铺地用不同颜色

和外形的石块拼铺而成，配色清丽脱

俗，其形制之大在别处难以一见。此

外，逸野堂堂北的小云兜前，还有两条

黄龙盘绕，龙腾云间，与小云兜互相映

衬。

古猗园中俯拾皆是的竹子铺地，

与园内几十种竹子一起，暗喻了古猗

园的园名——“绿竹猗猗”。竹子是中

国传统“四君子”之一，它中空、有节、

挺拔的特性，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成为

中国人所推崇的谦虚、有气节、刚直不

阿等美德的生动写照。每一年，古猗园

还会举办竹文化节，以传承这样的传

统美德。

园内还随处可见荷花铺地。荷花

“出淤泥而不染”，古时若想表达对为

官清廉者的敬意，就会摘上一朵“青

莲”，这里的荷花铺地就寓意着园主清

廉为官、不同流合污的圣洁品质。即便

是寒冬时节，游人漫步园内、脚踏荷花

铺地，似仍有荷花清香，妙趣横生。

梅花厅前的场地上，以“六角橄榄

景”铺地，以弹石铺成梅花为心。场地

的正中是五朵硕大的梅花，与建筑梅

花厅，暗相呼应，互相印证。每年三九

寒冬，园内暗香浮动，厅、地、景融为一

体，不知香味从何而来……

此外，园中一座座小桥堍边，均有

着漂亮的盘长结纹、铜钱纹、方纹铺地

插花，可谓足下生花；登山小道上，拾

级而上，有象征长命富贵的平安锁、如

意、倒垂的蝙蝠等，使人步步好运；园

内的一条条小径中更有碎冰纹、海棠

纹、龟背锦、十字纹等各类式样……

始建于南宋时期的秋霞圃，是上

海五大古典园林中较为古老的一座，

被认为是中国江南古典园林艺术的代

表之一，有小中见大、曲折有致、布局

精致、环境幽雅、小巧玲珑的特点。秋

霞圃内小径主要以“碎冰纹”和弹石方

块铺地为主，几处主体厅堂采用的均

是花岗石板铺地，大气简洁。东南侧的

凝霞阁、屏山堂等六七个建筑的天井

中，则分别采用“八角橄榄景”和“六角

冰花”铺地。丛桂轩门前以盆栽荷花加

以点缀。薲藻风香室前以桃花式样，突

出该处为屏山堂的入口。

汇龙潭始建于明朝，原为孔庙的

一部分，因此在铺地的设计装饰中也

体现了中国传统科举的内容。应奎山

下的铺地，以“蝴蝶”寓意天下无敌，以

“鲤鱼”“龙”寓意中举，而最令常人不

解的是一只只的螃蟹，其实并非寓意

横行霸道，而是代表“一甲传胪”，祝愿

学子能金榜题名。

原廖家大院从人民街迁此的缀华

堂、怡安堂前的铺地，分别为“十字菱

花格”和“十字海棠穿花”。铺地中还有

序分布着一朵朵舒展的荷叶，这些荷

叶不仅起到引导游客参观的作用，还

暗喻为官清廉，此前缀华堂和怡安堂

已作为嘉定廉政教育点。

天井铺地：自然与人文的结合
天井是传统民居的建筑中心所

在，是整幢建筑的转折点和十字路口，

也是家庭内部的公共空间。俗话说：

“风在天井的上端，水在天井的下端，

他们汇合了‘风水’的神奇，天井是风

水的象征”。而一方方小小天井中的铺

地更是体现了自然与人文的结合。

天井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在气

候湿润细雨绵绵的江南，天井难免变

得泥泞不堪，甚至有滑倒摔伤的危险。

因此有一定财力的人家，便在天井内

的地上铺上了青砖或者石头，用来起

防滑，避免泥泞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

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情趣与审美

追求也在不断的提高，这时候铺地所

带来的不仅是实用功能，也慢慢被赋

予了文化观赏和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特

殊含义。这些传统民居天井铺地，虽不

如园林铺地精巧，但仍有其可圈可点

的地方。通常有青砖素纹铺地、地插

花、花岗岩石板铺地以及水门汀铺地

等几种。

青砖素纹铺地，《园冶》中称为“诸

砖地”，主要是用青砖侧铺的方式拼成

各种几何形纹样。这种铺地集中分布

于嘉定乡间的传统民居之中，究其原

因，一是因其建筑装饰较城镇民居及

园林来说较为简洁，采用太过繁复、花

哨的铺地会显得喧宾夺主，因此铺青

砖素纹在美学角度上更为好看；二是

青砖素纹典雅清新，与乡间多姿多彩

的植被一起形成和谐景象，若在天井

墙角栽植几株天竹子、木樨也不失为

美景一幅。

现存的青砖素纹铺地，有嘉定新

城（马陆镇）大裕村涵春堂的“席纹九

宫格”式样、安亭镇星塔村种德堂的

“只只锦”式样，嘉定工业区娄塘地区

润德堂的“回纹”式样，是区内保存最

为完好的三处青砖素纹铺地。此外，还

有外冈镇北龚村李家宅铺成的“回字

纹”式样，嘉定工业区朱桥冯家宅的

“席纹”式样等几处青砖素纹铺地。

民居天井内繁复的铺地，一般称

地插花。主要分布于城镇，现存较多。

这类铺地因地制宜以织锦纹和吉祥图

案居多。通常以砖、瓦为界，铺成各种

图案，取材多样，颜色丰富，寓意颇多。

织锦纹样繁多，例如：西大街顾维钧故

居的天井铺地，为“套八方”式样，其形

外圆内方，似一枚枚清代钱币，与其父

顾溶为大清银行总裁的身份相匹配；

嘉定工业区娄塘地区春蔼堂天井的

“龟背锦”式样，其大形里还有多种小

纹路，与仪门题字“竹苞松茂”一道展

现了百年春霭堂人丁兴旺，福泽延绵

的和谐景象；还有西大街218号的“六

角橄榄龟背锦”式样，西城河北街王宅

的棋盘格和花型式样，中下塘街朱宅

的海棠花式样，以及潜研堂、西大街

458号、江桥镇王家祠堂、集庆堂等处

的“三联方胜”铺地式样……其中，“三

联方胜”铺地的式样虽然名字相同，但

其填心却因匠人、房屋主人等因素而

有所差异，不仅填心有青、棕、绿、白等

多种颜色，铺砌方式也有对角线、横

向、竖向铺砌等方式，产生了完全不同

的视觉感受，此外“方胜”还有辟邪的

寓意，是广为流传的中国传统吉祥式

样。

吉祥图案的铺地，则体现了中国

传统建筑师的匠心独具和主人的独特

审美。在农村地区，有华亭镇连俊村项

家宅天井，主体采用青砖侧铺，中间用

青瓦和小砖铺成一个“回转轮”图案，

寓意家宅宁和，万物平衡有序；安亭镇

东大街集庆堂天井的“元宝铜钱”式

样，寓意招财进宝；还有西大街218号

第一进天井内，铺有三个元宝与铜钱

结合而成的“聚宝盆”式样，顶端还有

灵芝仙草一棵，寓意富贵吉祥，是嘉定

现存传统民居中地插花最为精致的一

个式样。

花岗岩石板铺地，因取材、搬运、

铺地都较困难，多为富户所有。嘉定现

存的花岗石板铺地有西大街的唐氏住

宅、人民街的郑晴波住宅、中下塘街的

朱宅，以及安亭镇黄渡地区的冯忠恕

堂、徐行镇盛桥地区的盛家宅、嘉定新

城（马陆镇）戬浜地区的张家宅等。其

中，唐氏住宅内的天井铺地为“瓶升三

戟”，希冀子孙后代能够“平升三级、官

运亨通”；张家宅的天井铺地为花纹石

板，不失为嘉定现存花岗岩石板铺地

中的精品。

民国以降，下水道的进一步完善

与水门汀运用技术的出现和成熟，铺

地形式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材质，水门

汀铺地应运而生，为铺地加入了更多

的创新。嘉定工业区娄塘地区的敦谊

堂内，两个天井均采用水泥压花纹样，

压成“龟背锦寿字纹”式样；位于南翔

镇胜利街上的王宅内，天井铺地为

“卍”字与斜纹式样，正中还有一自由

钟图案，体现了当时东西方文化已相

互交融，并表现在传统建筑技艺上，相

得益彰。

值得一提的是，在传统民居的入

口有时也有较微型的点缀型的铺地装

饰式样，如徐行镇新潭村居家宅客堂

门前的“三联方胜”式样，起到了突出

和导向作用。

① 古猗园内随处可见

的荷花铺地

② 古猗园逸野堂前的

“暗八仙”铺地之一的“蓝采

和的花篮”

③ 中下塘街朱宅天井

的海棠花式样铺地

④ 西大街 458 号天井

的“三联方胜”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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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猗园唐经幢四周的莲花式样铺地及棋盘格铺地古猗园唐经幢四周的莲花式样铺地及棋盘格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