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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中“桃花源”植物景观营造

厉泽萍，卢　山，陈　波
（浙江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中国文学中所体现的“桃花源”思想源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作为理想生活 境 界 的 代 表 而 历 代 传 承。

《聊斋志异》作为“桃花源”思想的载体之一，其中与“桃花源”意象植物有关的内容颇多。将小说中描写的现实环境中

的植物、幻化世界中的植物景观、成精或仙化 的 植 物 以 及 人 物 名 字 中 的 植 物 进 行 总 结 分 析，从 空 间 和 意 境 两 个 方 面

总结“桃花源”植物景观的营造方式，窥探明末清初文人心中的“桃花源”形象，为“桃花源”植物景物营造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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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源”源于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对理想社

会生活的描绘。在历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文人以“桃
花源”为意象表达自身对超脱的生活模式的向往，而
这种“桃花源”意象是中国人不断将心中的景观理想

进行模式化、典型化的结果［１－３］。蒲松龄 所 著 的《聊

斋志异》内容看似妄语鬼、怪、狐、妖的志怪故事，实

则多以社会现实为根基，寄托着他对现实社会丑恶

的强烈不满和对理想“桃花源”的热切向往［４－５］。



《聊斋志异》中有关植物的描写颇丰，作者用丰

富的辞藻描绘理想的“桃花源”景观，其中包括了现

实生活环境中的植物描写、由植物成精的花妖形象

以及幻化世界中的植物景观。当前，许多学者对《聊
斋志异》中的植物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邹学慧［６］从

花、花镜和花人入手，探析《聊斋志异》中“花”的价值

与意蕴；王莉莉［７］则从植物精怪的人物性格、人物关

系和结局入手，探讨了植物精怪形象的意蕴；王芳［８］

从花妖的人物形象与花妖世界的成因两方面探讨花

妖世界的文化意蕴；蔡文［９］将《聊斋志异》中的植物

分为实体植物与虚拟植物，从不同的维度分析植物

的文 化 内 涵；丁 蕾［１０］以 其 中 的《婴 宁》篇 为 研 究 对

象，从婴宁爱笑与爱花的特质中解读其在社会层面

的思考与批判。综上，对于《聊斋志异》中的植物研

究主要是通过植物本身的色彩或是植物精怪的行为

去研究人物形象和性格，解读作者的审美追求和理想

信念，从而探讨《聊斋志异》中植物的文化价值，而从

园林艺术和植物欣赏方面还未有较为整饬和工谨的

解读。本文将对《聊斋志异》中的植物进行深入分析，
解读明末清初文人描绘的“桃花源”景观营造方式。

一、《聊斋志异》中的“桃花源”意象植物

《聊斋志异》中有关植物的内容涉及园林植物景

观营造，其 中 有 众 多 人 物 是 植 物 成 精 或 仙 化 而 来。
本文研究的植物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现实环境

中的植物，第二类是幻化世界中的植物，第三类是成

精或仙化的植物，第四类是人物名字中的植物。
在《聊斋志异》中有关现实和幻化世界的环境描

写体现了园林植物的应用，可反映“桃花源”景观意

象中的植物应用情况，本文将第一类和第二类植物

归入“桃花源”意象植物种类的统计分析，第三类和

第四类植物虽未出现在园林应用相关的描写中，却

可窥探出植物的“桃花源”文化，从而归入“桃花源”
意象植物文化的统计分析。

（一）“桃花源”意象植物种类

将《聊斋志异》中的第一类和第二类植物进行汇

总统计。书中２９篇对相关植物的描写共涉及１９种

植物，其中桃树、荷花、竹子、柳树出现的频率较高，
有６篇出现荷花，有５篇写到柳树，有４篇描写桃树

和竹子，如表１所示。
表１　《聊斋志异》第一类和第二类植物统计

序号 植物 篇目

１ 桃树（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　ｐｅｒｓｉｃａ） 《苏仙》《刘姓》《粉蝶》《婴宁》

２ 荷花（Ｌｏｔｕｓ　ｆｌｏｗｅｒ） 《荷花三娘子》《仙人岛》《晚霞》《乐仲》《寒月芙蕖》《阎罗》

３ 竹子（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ｖｉｒｉｄｉｓ） 《汤公》《驱怪》《粉蝶》《婴宁》

４ 柳树（Ｓａｌｉｘ　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ｃａ） 《汤公》《褚生》《婴宁》《柳秀才》《西湖主》

５ 菊花（Ｄｅｎｄｒａｎｔｈｅｍａ　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宦娘》《黄英》

６ 牡丹（Ｐａｅｏｎｉａ　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葛巾》《香玉》

７ 梅花（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　ｍｕｍｅ） 《江城》《婴宁》

８ 桂花（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白于玉》

９ 山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香玉》

１０ 兰花（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ｇｏｅｒｉｎｇｉｉ） 《陆押官》《瞳人语》《西湖主》

１１ 合欢树（Ａｌｂｉｚｚｉａ　ｊｕｌｉｂｒｉｓｓｎ） 《王桂庵》

１２ 美人蕉（Ｃａｎｎａ　ｉｎｄｉｃａ） 《王桂庵》

１３ 榆树（Ｕｌｍｕｓ　ｐｕｍｉｌａ） 《陈锡九》

１４ 芦苇（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田子成》

１５ 杏树（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粉蝶》《婴宁》

１６ 海棠（Ｍａｌｕｓ　ｓｐｅｃｔａｂｉｌｉｓ） 《婴宁》

１７ 木香花（Ｒｏｓａ　ｂａｎｋｓｉａｅ） 《婴宁》

１８ 松树（Ｐｉｎｕｓ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 《罗刹海市》《粉蝶》《王者》

１９ 橘树（Ｃｉｔｒｕｓ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橘树》

　　桃树主 要 是 出 现 在 田 埂 和 庭 院 之 中，例 如《刘

姓》中“苗勤，田畔多种桃，桃初实，子往攀摘”，桃树

成为乡野桃花源中的代表性植物，桃花的种植能够

营造生活无忧、风景如画的桃园仙境，桃花也象征着

美好的生活。

莲花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伴随采莲这一活动展现

在“桃花源”景观中。例如，《荷花三娘子》中“苟迷所

往，即视堤边有短干莲花隐叶底，便采归，以蜡火爇

其蒂，当得美妇，兼致修龄”，《仙人岛》中“于舱中携

所采莲花一握，导与俱去”，足见当时文人士大夫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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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采 莲 插 花 的 热 爱。同 时，荷 花 既 可 远 观，也 可 近

赏，《寒月芙蕖》中“亭故背湖水，每当六月时，荷花数

十顷，一望无际”道出了成片的荷花需要远眺，可在

远处设一亭子远观以体会那成片荷浪的壮观。而对

单株的品鉴，则在于对花瓣和形态美的观赏。
竹子在园林景观中主要有两种种植方式，一种

是片植，选择在殿宇或者庭院的入口处，可以起到分

隔或遮挡外 部 空 间 的 作 用，如《汤 公》中：“因 指 以

路。公又趋之。俄 见 茂 林 修 竹，殿 宇 华 好。入，见

螺髻庄严，金 容 满 月；瓶 浸 杨 柳，翠 碧 垂 烟。”竹 林

掩映，不 似 墙 体 遮 挡 般 太 实，可 依 稀 透 入 一 些 景

致，从空间处理上 达 到 先 抑 后 扬 的 效 果，创 造 幽 静

的环境 氛 围。第 二 种 种 植 方 式 是 丛 植，在 庭 院 内

部，竹子常用作点 缀 空 间，与 桃 树 混 栽，形 成“竹 外

桃花三两枝”之意境。
柳树是滨水景观打造中运用最频繁的树种，为

展示出柳树的独特魅力，常将其与不同的园林植物

组合，再采用多种种植形式加上不同的构图方式营

造不同的空间氛围。《褚生》中“但见水肆梅亭，喧啾

不得入。过 水 关，则 老 柳 之 下，横 一 画 桡，相 将 登

舟”，柳树孤植于水边，再泊一画舫，诗情画意尽显其

中，展现了极具观赏价值的古柳以孤植形式存在，展
现岁月沉淀的美感。在门前则可柳树对植，引导视

线、形成夹景。
（二）“桃花源”意象植物文化

《聊斋志异》中有关“桃花源”植物景观的展现，
不仅仅依托于落英缤纷、桃花夹道的植物实景，同时

借助了 植 物 的 文 化 内 涵 来 创 造 独 特 的 景 观 意 境。
《聊斋志异》中的植物，不再是大自然中纯粹的植物

客体，植物的描写或作为结局的铺垫，或是主人公人

格品性的反映，植物成为含蕴丰富的文化符号和人

物的情感载体。本文对《聊斋志异》中的第三类和第

四类植物进行汇总统计，得出其中主要植物的文化

内涵以及植物景观的意境表达方式。在《聊斋志异》
中有１８篇出现有关成精或仙化的植物、人物名字中

的植物，出现的植物有１１种，如表２所示。
表２　《聊斋志异》第三类、第四类植物统计

序号 植物 篇目 人物 人物形象

１ 柳树（Ｓａｌｉｘ　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ｃａ）

《细柳》 细柳 贤德能干

《柳生》 柳生 占卜吉凶、不论贫贱

《柳秀才》 柳神 忧民护民

《织成》 柳生 富有文采

２ 梅花（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　ｍｕｍｅ）

《梅女》 梅女 忠贞自爱、果敢刚正

《邵士梅》 邵士梅 性情豪爽、轻财好义

《小梅》 小梅 温淑秀美、不怒自威

《青梅》 青梅 聪明、秀美、坚定

３ 竹子（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ｖｉｒｉｄｉｓ）
《竹青》 竹青 重情

《锺生》 竹君 忠义

４ 菊花（Ｄｅｎｄｒａｎｔｈｅｍａ　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黄英》 黄英 不厌贫穷，性格豁达

《黄英》 陶生 丰姿洒落、谈言骚雅

５ 荷花（Ｌｏｔｕｓ　ｆｌｏｗｅｒ）
《莲香》 莲香 贤淑、秀丽

《荷花三娘子》 荷花三娘子 纯洁、温婉

６ 牡丹（Ｐａｅｏｎｉａ　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葛巾》 葛巾 华贵雍容、爱的热烈

《葛巾》 玉版 华丽美艳、爱的热烈

《香玉》 香玉 热烈情深

７ 凤仙（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ｓ　ｂａｌｓａｍｉｎａ） 《凤仙》 凤仙 美丽贤淑

８ 八仙花（Ｈｙｄｒａｎｇｅａ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凤仙》 八仙 美丽

９ 水仙（Ｎａｒｃｉｓｓｕｓ　ｔａｚｅｔｔａ） 《凤仙》 水仙 稳重温婉

１０ 菱角（Ｔｒａｐａ　ｂｉｓｐｉｎｏｓａ） 《菱角》 菱角 聪慧多情、天真纯洁

１１ 山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香玉》 降雪 孤芳高洁、淡雅冷静

　　在《聊斋志异》中有关柳树的人物出现很多，除

了《细柳》篇中的女子，在《柳生》《柳秀才》《织成》中

均以书生形象出现。不同于其他篇章中沉浸于男欢

女爱，这些以书生面貌出现的人物形象更为丰富、高
大：柳秀才以柳神幻化，忧民护民；《柳生》中的柳生

能占卜吉凶，帮助朋友避灾解难；《织成》中的柳生则

富有文采。柳树的种植常常有两重含义：第一，宗教

中柳树代表着消灾解难，柳神驱邪，安神护佑，视为

吉祥的象征，柳树也被视为神灵之物；第二，柳姿翩

翩，袅娜美丽，柳 树 是 才 情 与 美 貌 兼 具 的 女 子 的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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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同时君子植柳，情致雅韵，强调花木和人相似的

清高绝俗。
《聊斋志异》中 人 物 的 性 情 常 常 是 与 其 名 字 中

所带有的“梅”字呼应，《梅 女》《邵 士 梅》《小 梅》《青

梅》中，梅 女 忠 贞 自 爱、果 敢 刚 正，邵 士 梅 性 情 豪

爽、轻财好义，小梅 温 淑 秀 美、不 怒 自 威，青 梅 则 是

聪明、秀 美、坚 定。人 们 历 来 喜 爱 梅 花 的 清 淡 神

韵、刚毅精 神、苍 劲 姿 色 和 崇 高 品 质，在 园 林 的 营

造中会选 择 种 植 梅 花，以 梅 为 景，应 时 赏 梅，诗 文

赞梅，成为古代文 人 的 雅 举，借 以 表 达 园 主 人 清 新

脱俗的品格追求。
《竹青》《钟生》均出现了与竹有关的人物，竹青

虽为女子，刚毅重情，竹君则忠义。文人爱竹，视其

为聚刚、柔、忠、义于一身的形象，文人所追求的雅趣

与竹子体现出来的各种气质契合，于是，一些有着隐

逸情怀的文人便将自己的追求寄托于竹子。正因如

此，竹子在营造园林意境中成为“比德”的重要题材。
《黄英》篇中黄英姐弟均是菊花幻化人形，黄英

不厌 贫 穷，性 格 豁 达，陶 生 则 丰 姿 洒 落、谈 言 骚 雅。
故事中的 人 物 名 字 和 性 情 的 塑 造 与《桃 花 源 记》中

“芳草鲜美，落 英 缤 纷”相 联 系，黄 花 便 是 菊 花 的 代

称，黄英即菊花。在陶渊明的笔下，菊花是文人心中

远离尘念、避世隐居的精神寄托和表征，例如《饮酒》
诗第五首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两句，又如

《饮酒》第七首“秋菊有佳色，浥露缀其英。泛此忘忧

物，远我遗世情”，正与黄英姐弟的性情一致。
荷花在《聊斋志异》中常用来烘托女子贤淑、温

婉、秀丽的形象，周敦颐在《爱莲说》中写道：“草木之

花，可爱者甚繁，予独爱莲之出污泥而不染，濯清莲

而不妖，……香 远 益 清，亭 亭 净 直……诚 花 之 君 子

也。”荷花不仅具有香清幽远、沁人心脾的芬芳和飘

飘欲仙、亭亭玉立的姿态，还能够不受污浊的环境影

响，始终保持自己的纯真本性，于是，文人雅士常用

荷花自比清洁高雅、洁身自好。同时，荷花也是三教

共赏之物。佛教以淤泥秽土比喻现实世界中的生与

死、痛苦与磨 难 所 带 来 的 烦 恼，以 荷 花 比 喻 清 净 佛

性，佛教有步步生莲的传说，象征着走向清净解脱，
在《聊斋志异》中也常出现这样的情景，带有浓厚的

神圣意义。因此，园中植莲，既可营造清洁高雅、廉

洁朴素的意境，也可营造清净解脱的神圣意境。

二、《聊斋志异》中“桃花源”植物景观的

空间与意境

　　造园者受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其审美追求也

有所不同，在植物配置中，景观的风格和特色能够通

过造园时山、水、植物及建筑等要素的组合来实现，
其审美效果的差异也是通过每个造园者不同的追求

而展现的。明末清初的文坛弥漫着对封建礼教、封

建价值体系的批判，现实生活中的困境是理想中的

生活的根源，蒲松龄将《聊斋志异》中的植物赋予了

明末清初之际文人崇尚感情和浪漫的精神内涵，其

中有关植物意象的描写反映了文人心中对“桃花源”
景观构建的追求，通过对《聊斋志异》中植物的统计

分析，本文从空间和意境两个方面总结《聊斋志异》
中的“桃花源”植物景观的营造方式。

（一）“桃花源”植物景观的空间营造

在蒲松林的笔下，其“桃花源”植物景观的营造

中，运用植物同其它造园要素，创造出一个“入狭而

得景广”的壶中天地，从而产生“世外桃源”的景观效

果。“桃花源”植 物 景 观 的 空 间 营 造 主 要 有 三 个 过

程，即“开 敞－闭 合－打 开”，如 表３所 示，这 三 个 过 程

主要通过时间、空间、光线和声景的变化得以实现：
在时间上，由复行数十步到豁然出现在眼前的变化

引起人们时间感的变化；在空间上，由狭道通人到豁

然开阔；在光线上，由仿佛若有光到豁然明亮；在声

景上，则是在 开 敞 处 以 旷 远 之 声 烘 托，声 源 相 对 单

一，闭合处声景减弱，至打开处，声景则来源于近处，
丰富多样。

表３　“桃花源”植物景观的空间营造

序号 过程 营造方法 常用植物 种植方式 典例

１ 开敞
ａ空间———大中见小

ｂ声景———远中简约
松 群植

星月已灿，芳 草 迷 目，旷 无 逆 旅……听 松 声 谡 谡，
宵虫哀奏，……庭 院 宛 然；一 丽 人 坐 石 上，双 鬟 挑

画烛，分侍左右。

２ 闭合
ａ光线———由明到暗

ｂ时间———重复延长
松、竹、柳 群植、列植 见一门北向，松竹掩蔼。

３ 打开

ａ空间———小中见大

ｂ光线———由暗到明

ｃ声景———静中多变

桃树、海棠、
山茶、牡丹、
菊花、兰花

孤植、从植
北向一家，门前皆丝柳，墙内 桃 杏 尤 繁，间 以 修 竹；
野鸟格磔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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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源”植物景观空间的“开敞”是在一处空旷

寂然的大环境中引出，从全局突出局部，大中见小，
实现环境氛围的渲染。例如《粉蝶》篇中“村中寂然，
行坐良久，鸡犬无声”，以大环境中自然野趣的植物

景观烘托淳朴脱俗的环境氛围，以大面积群植的植

物来营造微风吹来树叶沙沙作响的声景，通过在大

环境里极远的植物声音来营造极静的境界，声景远

中简约，增加环境的纵深感。
“闭合”的效果则是通过充满野趣和自然式群植

的植物景观实现，常以松竹桃夹道，形成内外空间的

分隔，例如《驱怪》篇中“园构造颇佳胜，而竹树蒙翳”。
最后以植物营造出一个个小的景观空间单元对

环境进行“打开”。“桃杏繁盛，间以修竹，野鸟格磔

其中”是外部进入内部的空间转变，在这个过程中通

过空 间 变 化 来 丰 富 景 观 体 验。结 合 房 屋、山 石、亭

廊、池水等分段配置不同的花木，用花木衬托掩映不

同的景观构筑，以植物主题的变化展现内部空间序

列的变化。例如《婴宁》篇中描绘的庭院景观：“从媪

入，见门内白石砌路，夹道红花，片片堕阶上；曲折而

西，又启一关，豆棚架满庭中。肃客入舍，粉壁光明

如镜，窗 外 海 棠 枝 朵，探 入 室 内，裀 藉 几 榻，罔 不 洁

泽。”先是“夹道红花”，随着园路转折，则以“豆棚架

满庭中”，随着观赏者位置的变化，便能看到不同的

植物景观，空间感觉由此得到丰富，达到“步移景异”
的效果。同时，将不同种类植物有意组合，通过植物

冠形、高低、色彩、叶形的变化，使观赏者感受到植物

景观中空间、光线、声音以及气味的变化。
如《婴宁》篇中，婴宁生活的环境乱花飞舞，蜂飞

蝶舞：“伶仃独步，无可问程，但望南山行去。约三十

余里，乱山合沓，空翠爽肌，寂无人行，止有鸟道。遥

望谷底，丛花乱树中，隐隐有小里落。下山入村，见

舍宇无多，皆茅屋，而意甚修雅。北向一家，门前皆

绿柳，墙内桃杏尤繁，间以修竹，野鸟格磔其中。意

是园亭，不敢遽入。回顾对户，有巨石滑洁，因据坐

少憩。”从“空翠爽肌，寂无人行”到“隐隐有小里落”，
再 到 院 内 的 美 丽 丰 富 的 景 象，通 过 空 间 上“大－小－
大”的转折和色彩上由“简”到“繁”的变化引起了不

同的感官体验。这与《桃花源记》“林尽水源，便得一

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 入。初 极

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异曲同工。
（二）“桃花源”植物景观的意境营造

《聊斋志异》中“桃花源”植物景观的意境营造是

借助植物自身的文化内涵，与造园主的人格观、审美

观、宇宙观互相融合的过程。因此，植物景观的“意

境”包括了文化内涵和形象表现，可反映天地自然和

园主内心世界。
《聊斋志异》中的“桃花源”植物景观意境营造会

选择一些与“桃花源”理想相匹配的植物，对于“桃花

源”景观的表达，常运用富有文化内涵的植物营造，
而“桃花源”隐世、和谐的意境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积

累下来的，有其自身的构成结构，通过对《聊斋志异》
以及“桃花 源”中 的 植 物 内 容 与 文 化 内 涵 的 组 合 解

读，植物的选择与文化内涵息息相关，其意境也是各

种富有自身特征的个体经过有意的组合而形成的。
在“桃花源”景观中主要营造桃杏、莲花、菊花、

梅花、松竹五种主题景观，打造春可观桃杏、夏可采

莲花、秋可看菊花、东可赏梅花以及四季听松竹的植

物景观，如表４所示。
表４　“桃花源”植物景观的意境营造

主题景观 主要植物 文化内涵 形象表现

春观桃杏 桃、杏、柳 生活无忧、美好的象征 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夏采莲花 莲、柳 走向清净解脱之道的神圣意义 万朵莲花，悉变霞彩，障海如锦。

秋看菊花 菊花 远离尘念、避世隐居的象征 荒庭半亩皆菊畦，数椽之外无旷土。

冬赏梅花 梅 清新脱俗的品格追求 拈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

四季听松竹 松、竹 刚、柔、忠、义的隐逸情怀 见一门北向，松竹掩蔼。

　　在《聊斋志异》的“桃花源”植物景观中，“春观桃

杏”的主题景观主要是通过香花植物的配置，运用香

气和落花营造出了落英缤纷的空灵美感，在主园路

两旁配置桃花、杏花，以竹子间隔其中，入口选择用

桃花夹道打造主景，营造出世外桃源的景观氛围，拉
开全园的景观序幕。桃树是乡野桃花源中的代表性

植物，蕴含了对于生活无忧的向往。在《聊斋志异》
中，女子居住的环境中，桃柳和桃杏是经典的景观组

合，桃是美好的象征，柳树也是才情与美貌兼具的女

子的象征，《婴宁》篇中“门前皆丝柳，墙内桃杏尤繁”
象征着婴宁美好的天性。

《聊斋志异》中，“夏采莲花”的主题景观主要是

围绕水景来营造，为展现出圣洁的特征，其植物选择

主要是莲花和柳树，莲花寓有走向清净解脱之道的

神圣意义，常 用 来 比 喻 清 净 佛 性，柳 树 具 有 消 除 疾

苦、安神护佑的吉祥象征，因此水景驳岸边及湿地上

点缀垂柳，水中种植荷花，渲染出环境的情致雅韵和

圣洁纯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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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看菊花”的主题景观营造则是取意于陶渊明

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远离尘念、避世隐

居的象征。“冬赏梅花”是在庭院中孤植一棵梅花，
园主人“拈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表达了

清新脱俗的品格追求。“四季听松竹”则是在园林的

外围用松竹搭配片植，形成山林野趣，如汤公按帝君

指路所见，“茂林修竹，殿宇华好”。这与文人追求的

超凡世外以及刚、柔、忠、义的隐逸情怀相一致。

三、结论与展望

本文对通过分析《聊斋志异》对“桃花源”植物景

观进行物化的景观塑造，将植物景观与人们需要的

精神调剂相结合，从“桃花源”植物景观的空间营造

和意境营造两个方面总结“桃花源”植物景观的营造

方式。首先，“桃花源”景观的植物选择有其特定的

文化内涵，营造具有人文哲理的植物意境，主要选择

桃树、荷花、竹子、柳树等具有鲜明的宗教象征意义

和世俗文化内涵的植物营造景观。其次，“桃花源”
植物景观的空间营造主要有“开敞－闭合－打开”三个

过程，并通过时间、空间、光线和声景的变化得以实

现。最后，在“桃花源”景观中主要营造桃杏、松竹、
菊花、梅花、荷花五种主题景观，打造春可观桃杏、夏
可采莲花、秋可看菊花、冬可赏梅花以及四季听松竹

的植物景观，并 有 其 自 身 的 文 化 内 涵 和 意 境 表 达。
“桃花源”景观的形成有其内在的规律性，由一个个

文化符号进 行 有 机 的 组 合 而 构 成，从 人 的 心 理、审

美、社 会 因 素 出 发，展 现 出 一 幅 赏 心 悦 目 的 自 然

画卷。
蒲松龄笔下的植物是从原始的自然植物到人化

的植物，植物成为文化载体，并以此为依托，实现蒲

松龄自身以及当时文人心中理想“桃花源”的外现。
随着历史的发展，“桃花源”充满了独特的民族情感，

更成为一种深刻的文化现象，至今，对于生活在快节

奏环境中的现代人来说依然是一剂精神良药。但如

今“桃花源”景观的营造常陷入单纯复制《桃花源记》
中的“桃花 源”景 观 空 间 模 板 的 泥 潭，缺 乏 对“桃 花

源”景观要素进行深入的梳理。“桃花源”景观的营

造，不能只拘泥于它的内容，更不能刻意模仿其中的

故事情节，把片段式的故事一一叠加，这样的景观缺

少了文化内涵和使人沉浸思考的氛围，“桃花源”植

物景观的营造应从其本源出发，窥探人们心中的“桃
花源”形象，为“桃花源”植物景物景观营造提供更多

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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