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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中心，作为一种强

大的区别于西方文化的地域历史文化，自身具备很大的价值，作为中国转型

以及未来发展的根源；中国传统文化是融合了中国所有民族习俗与特征的风

貌民族文化，其涵盖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思想文化形态，以儒、佛、道文化

作为伦理道德精神，现今在中国各方面多少都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洋溢着

特别的地域性与独特的东方审美。文化的形成取决于某一特点的地点与空间

环境，所以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因为复杂的地理地貌以及差异性气候等因

素，所以形成了差异性区域文化，在先秦时就有了各不相同的齐鲁文化、荆

楚文化、吴越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岭南文化、巴蜀文化等[1]，这些

文化发展至今，是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早已缺一不可。  

四川传统文化概述；四川是四川传统文化的所在地，与中国传统文化保

持内在的一致性。广义上四川传统文化要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四川土地有人类

活动说起，人们使用新的思想、技术从事生产开发活动时，就开始渐渐形成

文化，至今已有数万年甚至超过十万余年了，历史久远。狭义上讲，四川地

区古称蜀，原有的巴文化、蜀文化融合形成了巴蜀文化，巴蜀文化被认为是

秦国统一之前的四川地区文化，时间推移巴蜀文化也流入四川传统文化文脉

中，四川文化的核心可解读成巴蜀文化，从古蜀王国经历了五代王朝（蚕

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就形成特色的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金

沙文化、十二桥文化[2]，而“巴蜀文化”概念在 1941 年提出[3]。 

四川传统文化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一部分，两者有着内在一致性，

但在转换成生活中具体表现时，四川传统文化往往表现出属于四川地区独有

的特色，比如语言、饮食、建筑、民俗节日等多方面。 

（1）巴蜀方言：四川地区除了普通话是通用语言之外，还用四川的巴

蜀方言进行交流，而两种话有些区别，比如四川地区在表达方位词时，会以

自己作为方位参考说向左向右等方式，而其他地区会说东西南北的方位词，

相比之下，四川更加凸显以人为中心的思维方式。（2）饮食习惯：因为特

别的地势，古时四川交通不便，盐不方便运输，所以饭菜味道淡，调味首选

辣椒，另外四川空气潮湿，吃辣出汗排毒等原因，所以四川菜相对中国其他

普遍菜要辣一些。（3）房屋建筑：中国地大物博，中国的建筑在不同地方

有着个性与共性。但受地方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影响，中国有许多将传统文化
元素完美融合的现代建筑案例（如浙江美术馆运用中国山水文化、上海世博

会中国馆运用中国文化中斗拱的建筑文化元素、苏州博物馆等）[4]；另外中

国建筑的分为粤派、 皖派、闽派、京派、苏派、晋派、川派，其中川派是指

四川地区的建筑风格，四川除了很多如今成为城市保护古迹或者旅游景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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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还有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下的民族建筑，比如川西的吊脚楼、侗族的

鼓楼、傣族的竹楼等，川派建筑俨然是中国建筑的重要一部分。（4）文化

图腾：在中国龙这一图腾是各民族都崇拜的精神图腾，在古代的中国龙是身

份与地位的象征，平民不可以穿关于龙图案的衣服，到了现代对于龙的图案

运用广泛，如苗族的服饰运用龙纹图案，除此之外，各民族各地方还有自己

的文化图腾；在四川，有代表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商周太阳神鸟图案金饰，

有非常好的寓意，太阳神鸟图案体现出远古时期关于当地人们对太阳以及鸟

的崇拜，是中国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志代表，也是四川省城成都的城市标识与

城市设计元素。（5）色彩：中国的传统喜爱颜色为红色，普遍认为红色代

表喜庆和吉祥，如中国结以及皇室建筑中的中国红，众多喜庆节日时都会运

用红色装点，相对不喜爱白色与黑色，但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在中国各个少

数民族都有自己中意的色彩；四川生活着 56 个少数民族，所以严谨地说，

在符合中国普遍色彩审美的基础上，还单独具有每个少数民族的色彩爱好，

比如说不少民族喜爱黑色，就纳西族来说，纳西族崇拜黑色，因为在历史上

纳西族曾往西迁移，在迁移路中经过秦国、秦朝、汉朝，当时这些地方都以

黑色为贵为大，这段历史差不多有 500 年，另外纳西族曾一起聚集的少数民

族都以黑色为贵，所以纳西族在传统文化影响下喜爱黑色，以及佤族以黑色

作为自己的象征，侗族的黑木青瓦，苗族服饰以黑色作为底布……对这些少

数民族而言，黑色不只是意味着颜色，更是表达着民族历史文化与精神。

（6）园林与景观：传统园林与景观设计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因中国传统

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委婉含蓄”等思想，中国传统园林与景观上呈现出“不

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诗情画意，这是属于中国的独特味道；但许多地方园

林会依据自己的民俗文化、自然环境以及审美作为标准，比如北京作为中国

的政治中心，有的园林呈现皇家园林的风格，而四川没有靠近中国的政治中

心，多是文人墨客，在当地的传统文化影响下，渐渐形成了符合当地审美的

淡雅而不拘一格的风格，成为了川派园林。 

不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国家的具体地方文化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

文化土壤多少被破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以及部分传统文化的转型要求

已成为一项人人有责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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