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装饰的概念及发展史 1

装
饰
的
概
念
及
发
展
史

第
一
章 



装 饰  基  础2

装饰的概念和理念已经不断地充溢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它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装饰

的一条线或一个面都超脱于现实的物象，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美化世界的重要途径。

第一节  装饰的概念

美国著名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在其《情感与形式》一书中写道：“天底下谁都会在原为空白的

物体表面上（如墙壁、织物、陶瓷、树木、金属、石板等的表面上），看到图示和彩绘的某些因素，它

们只诉诸视觉，而且悦人眼目。有时它们作为魔力的象征，有时充当自然物的代表或标志。不过，无

论有无这样的功用，它们总是要达到一个目的——装饰。它们之所以被明显地采用，就是为了这一目

的。”a 从苏珊·朗格的话中可以知道，装饰需要一个表面，在任何平面的表面都可以使用美术元素进

行装饰，使得某一物品具有赏心悦目的外观。图 1-1 所示

的清代首饰就是作者在不同造型的表面运用不同的技法和构

图方式，并娴熟地加入不同的材料，使得首饰达到一定的审

美高度。艺术史学家沃尔夫林说：“一个民族的艺术意志在

装饰艺术中得到了最纯真的表现。装饰艺术仿佛是一张图

表。在这张图表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绝对艺术意志的和

固有的东西。因此，人们充分强调了装饰艺术对艺术发展的

重要性。”b 著名的美学家宗白华认为：“装饰（decoration），

梁柱栋石之雕刻及墙壁之花纹，皆属之，颜色亦在内，如

Gothic（哥特式艺术）之用灰色。”c 宗白华以一种空间的造

型作为装饰的概念。他还说：“艺术的装饰性是艺术中美的部

分。但艺术不仅满足美的要求，而且满足思想的要求，要能

从艺术中认识社会生活、社会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规律。艺

术品中本来有两个部分：思想性和艺术性。真、善、美是

统一的要求。”d 宗白华同时认为，装饰作为抚慰人们精神的

重要方式，是主体对现实物象进行美化，且达到一定的审美 

需要。e

从苏珊·朗格和宗白华以及沃尔夫林三位美学家关于装

a 朗格 . 情感与形式 [M]. 刘大基，傅志强，周发祥，译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72.

b 沃尔夫林 . 艺术风格学 [M]. 潘耀昌，译 .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57.

c 宗白华 . 宗白华全集：第一卷 [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522.

d 宗白华 . 宗白华全集：第一卷 [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453.

e 王金华 . 中国传统首饰：簪钗冠 [M].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3.

图 1-1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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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的论述可以得知，首先，装饰需要建构在一定的表面上，这一表面可以是三维的，也可以是二维的，

只要具有一定的平面即可。其次，装饰具有一定的目的性。装饰前，要预先制定一些方案和图样。装

饰的目的就是修饰、打扮。最后，装饰必须经过主体对现实物象的夸张变形，进行概括，在创构过程

中追求一定的秩序美感，使画面产生一定的平面化效果。如图 1-2 所示的布老虎，作者将现实中的老

虎经过拟人化、夸张化以及概括化处理，“野兽之王”被瞬间表现成一只可爱的玩具，已经失去原有物

象的颜色，而形成了具有主观化的情感色彩。又如山东潍坊杨家埠的年画（图 1-3），一些神话中的人

物被形象化了，作者将形象人物进行平面化和夸张化处理，使用民间艳丽的单色进行填涂，使得画面

极具装饰意味。

装饰遍布于整个社会，主要有建筑装饰、陶瓷装饰、染织装饰、书籍装饰、商品装饰、金属浮雕装

饰以及漆艺装饰等。这些装饰种类贯穿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把日常的或者自然的物象用装饰的

语言展现出来，不但体现出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而且自然中的物象能够以一定的形式被巧妙地运用于

社会生活，从而培养学生热爱生活的审美情趣，使得学生在一定层面上能够担当起社会的历史责任。

总之，装饰具有一定形式化的审美意味，将生活中的现实物象进行概括和夸张，形成一定的审美

意象，画面中的形象已经不是原来的形象，而是一种具有主观意象化的图像。人们把这些主观化的形

象置于平面这一载体之上，使得平面成为表达其情感和目的的重要阵地。

图 1-2 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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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原始社会

装饰这种艺术种类可以追溯至四五万年的史前社会时期，目前考证最早的是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

洞穴壁画和法国的拉斯科岩洞穴壁画，先民使用最简洁的图形表现他们对宇宙、生活以及大自然现象

的认知和崇拜。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以及大洋洲均发现了类似的艺术形式，带给人们比较直

观的、稚拙的、单纯化的视觉装饰艺术。

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最初发展形式，在这一时间段中，人类过着原始而又俭朴的生活，对自然

物象进行最原始的技术加工（凿刻和研磨），将要表达的情感和巫术精神表现在不同的界面上，“充分

显示了他们对美的向往与智慧，其简练的形式与寓意的内涵为后人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借鉴”a。

原始社会的装饰艺术种类有岩画、陶器等。这两种艺术种类的装饰纹饰有动物图案、植物图案、

人物图案以及几何图案，这几种装饰图案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简化与平面，作者使用最基本的点、

线、面将物象表示出来。如图 1-4 所示，作者使用了几何纹饰，这种几何纹饰源于现实的渔网结构，

还有一部分是对宇宙进行观察所得到的素材。

中国装饰艺术的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至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在 1973 年出土于青海大通县

孙家寨的舞蹈纹彩陶盆是黄河中上游仰韶文化装饰艺术的典型代表。在陶盆的内侧，有 15 个人手牵手、

肩并肩地正在舞蹈，以 5 人一组，每一组人物的姿势都比较一致，尤其是马家窑人已经熟练地使用点、

线、面、半圆形、圆形等多种美术元素，这从另外一个侧面真实地记录了仰韶文化时期马家窑人的生

活常态（图 1-5）。

a 赵茂生 . 装饰图案 [M].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13.

图 1-4 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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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前岩画是人类最古老的并具有世界性的原始视觉语言，它跨越了时空，用最质朴的艺术形

式和艺术手法在史前和当下架起了一座可以相互沟通的感性“桥梁”，是史前先民在宗教、巫术感应下

的一种主观意识的物态化反映。它用一种世界性的并具有宗教意味极强的视觉图像描绘古代先民的生

活场景、生活秩序、宗教风俗、经济生产以及审美观念，它浓缩了先民对物象的审美寄托与情感需求，

鲜明地建构了史前先民内心宗教化的神圣审美“场域”。

正如德国学者格罗塞所说：“史前民族对自身的装饰元素大多来自自然界，他们对自然界的形态进

行惟妙惟肖的模拟和再现。”a 图 1-6 所示为内蒙古阿拉善曼德拉山的《双人猎羊》岩画。这里的先民往

往强调以形为基础，形是轮廓，而不是内在的一些造型细节，通过“笔笔取神而溢乎笔之外，笔笔用

意而发乎笔之先”的思想对物象进行形态的勾勒和神韵的选取。每一幅岩画上的人像都具有对客观现

实人物形象的高度概括。这些高度概括的形态是先民对物象进行主观取舍的结果，他们只取物象的整

体结构和姿势，去掉依附于物象上的各种装饰品。在该作品中，作者再现了狩猎的场景，岩画中的人

和山羊的造型经过主观取舍，与现实物象的差别很大，现实的图像具有三维状态，而岩画中的形象则

呈现为二维剪影模式，即作者把现实场景中的羊压缩成平面式样，原来具有厚度的羊躯体被由流畅的

线条勾勒出来的剪影形象取而代之，而这些线条均呈现一维性。作者提取物象中主要的部分，主观地

舍掉了物象中烦琐的内容，每一个物象均被意象性地呈现外形，用简约的线条把物象的姿态呈现在受

众面前，这充分体现了作者娴熟的造型表现手法和朴拙的审美意识。

总之，在原始社会，不论是岩画还是陶器，都彰显了古代先民对生活的装饰，他们在一些平面上

进行不同花样、不同纹饰的装饰，都是源于他们对自然物象很少的认知和对巫术的尊重，他们把这些

物象表现成不同的艺术形式，使得所装饰的物象上形成了具有巫术性、造型性以及生活性的装饰作品。

a 格罗塞 . 艺术的起源 [M]. 蔡慕晖，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90.

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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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奴隶社会

夏、商、周三代是人类从原始社会走向具有礼仪观念的社会的阶段，中华民族的礼仪文明从这时

开始慢慢萌发，一直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传统文化体系。

这段时间内，比较著名的艺术种类是青铜器。拥有青铜器是奴隶主的权力和生活的象征。根据古

书记载，当时奴隶主在宴饮和祭祀时用的青铜器的数目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即“天子九鼎，诸侯七，

大夫五，元士三”。因此，青铜器成为奴隶主祭祀祖先、占卜以及进行宗教活动的重要物象。

青铜器的种类比较繁多，有烹饪器、酒器、乐器、兵器、食器以及一些简单的青铜工具。工匠为

了对这些不同种类的青铜器进行装饰，使其不仅是权力的象征，还具有一定的审美，就在上面雕刻饕

餮纹（图 1-7）、夔龙纹（图 1-8）、凤鸟纹（图 1-9）、象纹以及几何纹等。这些纹饰并非现实中的动

物形象，而是具有主观化的特点，是风格化了的、虚幻的神秘动物形象，有的动物来自自然，但是被

几何主观化了。如图 1-9 所示的凤鸟纹，中间一只鸟站立，作者将其平面化，省略了鸟身上的一些细

节，有意夸张了鸟的嘴巴和尾翼。

图 1-7

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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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商周青铜器之所以表现出沉重、严肃和神秘的色彩，不仅是因为它们的器物造型和纹饰造型，纹

饰组织构成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大小相间、阴阳共存的密集图案均以对称的形式构成，这种

粗制的形式无疑加强了青铜器的雄浑神秘之感，也反映了当时铸造技术的进步。a

战国时期的装饰纹饰将商周时期狞厉而又神秘的风格去除，转而形成了更具贴近生活的造型，并

在自然中选取一些动物和植物的造型应用于画作之中。从构图来讲，这时的装饰构图以弧线和斜线为

主，改变了商周时期严肃而又呆板的构图形式。例如，战国著名的宴乐狩猎纹壶（图 1-10）的装饰纹

饰比较繁密，各层之间呈现不同造型的人物图像。在画中，最上层的是王宫贵族，从上到下分别是舞

蹈图与采桑狩猎图；中间层是宴乐弋射图；最下层是水陆攻战图。人物繁密、工艺娴熟、结构严谨，

装饰意味极为浓郁。

图 1-10

a 赵茂生 . 装饰图案 [M].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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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奴隶制度存续的时间段内，青铜器是奴隶主的代言者，他们雇用一些雕刻师，将对现实

物象的寄托雕刻在青铜器上，这种情感寄托包括宗教精神、祭祀寄托、人丁兴旺、平安吉祥等。他们

把青铜器装饰得极其华丽，成功地抓取了历史上的一些事件，将具有特定环境下的人物以及事件书写

在青铜器上。

第四节  封建社会

封建社会时期是我国古代艺术历史发展最长的时间段。这一时间段中，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也开始

酝酿和开花，从秦汉到明清时段涌现出不少的装饰艺术种类。

漆艺是两汉的重要装饰制品，它的装饰要比战国时期的纹饰更为复杂，常见的纹饰有鸟云纹、几

何鸟纹以及人物纹（图 1-11），还有些像卷草纹（图 1-12）、四瓣花纹等植物纹饰。如图 1-13 所示的

春秋彩绘几何纹漆豆，整个作品以朱红色和黑色构成，豆上绘制有几何纹，线条清晰且具有一定的装

饰效果。唐宋时期，漆器走向进一步的华美和繁丽。在唐宋时期，漆艺被工匠施以平脱、描金、螺钿

等多种技法，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有的漆器作品上更是被加入了黄色、绿色、蓝色或者白色

等多种色彩，使得漆器的纹饰更加绚丽多彩。如图 1-14 所示的凤鱼纹，作者将鱼与凤相结合，利用朱

红色和黑色两种色彩，充分表达了古代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热爱。

两汉时期，除了有著名的漆艺艺术，更有瓦当和画像石（砖）两种装饰艺术形式。瓦当是建筑中

的一种部件，位于屋檐与屋顶，在瓦的端部。这一部件不但起到一种保护建筑内部材料的作用，而且

还能够美化瓦片，使瓦片产生一种审美效果。瓦当采用模具压印而成，图案大多以适合的方式创构的，

有云纹瓦当、文字瓦当以及动物瓦当等。例如，两汉著名的四神纹饰瓦当（图 1-15）采用规整的圆形，

使得外在形式呈现出独特之处。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因为古代的瓦当端部都用圆形，主要体现圆形在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价值以及符合房屋建筑的样式。青龙、白虎、朱雀以及玄武四神纹分别象征东、西、

南、北四个方向和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这四种纹饰形象都是古代人类主观意象化的产物，在现

实中是不存在的，都是古代人类对物象象征意义的主观赋予。

图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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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图 1-13

图 1-12

图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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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代的画像石和画像砖也是具有装饰意味的装饰形式。两汉的贵族阶层为达到了在死后可以

像阳间一样地生活，在墓室的墙壁上绘制不同的故事来记载生前的辉煌。每一个形象均使用深浅浮雕

形式进行雕刻，平面性的绘画特点比较显著。在画幅中，大量的题材被古人展示在画像石和画像砖之

上，有“东王公”“西王母”“泗水捞鼎”“后羿射日”“骑马”“射猎”“歌舞”“杂技”等，题材和种类

涵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图 1-16 所示的泗水捞鼎，作者有意抓取了叙事的高潮，把鼎要出水的场面

以及各个人物形象的视觉焦点全部对着鼎的场面用一瞬间的造型展示出来，形成了静中有动、动中含

静的视觉效果。画中的人物形象各种姿势都有，人物的情态变化增加了画面的视觉点，特别是在左上

方飞行的鸟具有鲜明地引导人的视线的作用。如图 1-17 所示的猎虎，图中的人物和老虎都被夸张了，

狩猎者拉弓射箭蓄势待发，而老虎试图扑倒狩猎者。

图 1-16

图 1-17

唐朝的装饰艺术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由于唐朝的国力强盛，中外文化交流频繁，文化异常活跃，

直接使得国外的装饰纹饰也被引入中国。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装饰图案有卷草纹图案、折纸花纹饰、团

花图案、宝相花等。这些装饰图案形象均来自现实物象，经过作者的创构，营造出了有节奏、庄严、

神秘、富贵的气氛。卷草纹图案又称唐草，继承了南北朝忍冬草的造型优点，把牡丹、莲花以及石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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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组合在一起，每一支花头都有下卷的痕迹，再点缀一些鸟兽和仙女的形象。图 1-18 所示的折纸花纹

饰比较常见，可独立使用，也可与鸟、云纹连用，并被组织成二方连续、四方连续（图 1-19），使花

卉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团花（图 1-20）是适合采用圆形的图案，由不同的花果植物或动物图案构成，

“分对称和均衡两种形式，对称形式比较多见。团花具有纹样集中饱满、内容丰富、装饰性强的特点。

这种图案既可以其独特的装饰形式直接用于某些器物，同时也可组合二方连续、四方连续”a。宝相花 

（图 1-21）又称宝仙花、宝莲花，是中国传统的吉祥纹饰之一。宝相花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造型以

写实为主，莲花瓣向四周均匀地呈现多层次的放射状排列。在隋唐时期，宝相花的造型更加饱满，从

而形成了一种流行趋势。宝相花主要以某种花卉（如牡丹或者莲花等）为主体，中间镶嵌着不同形状、

大小粗细有别的其他花叶，特别是在花蕊和花瓣的基部用圆珠做有规则的秩序排列，加一些多层次的

退晕色，使得圆珠像闪闪发光的宝珠，显得富丽堂皇，格外夺目。

a 赵茂生 . 装饰图案 [M].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30.

图 1-18 图 1-19

图 1-20 图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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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的装饰图案多在陶瓷这一载体上进行绘制，有莲花图案、牡丹图案等。在南北朝时期，

莲花作为佛教的主要装饰内容，隋唐时期同样延续这种用法。到了宋元时期，一些写实化的莲花图像

出现在宋元的瓷器上，作者不仅突出了与莲花相关的叶子、枝，同时还将莲花放置在一个圆形的规制

中，形成一个适合的图像。宋元的莲花图像讲究线条流畅，在莲花的中间也有忍冬花作为衬托，形成

了一种独特的清秀风格。如图 1-22 所示，作者将莲花绘制在一个圆形的规制内，有花朵，有枝叶，线

条流畅且疏密有致。

牡丹图像也是宋元装饰的主要呈现形式。牡丹图像在唐朝已经被广泛使用，如在铜镜、金银器以

及一些丝织品上都出现过。在宋元时期，牡丹花卉呈现了与唐朝不一样的绘画风格：“花头造型多为侧

面，有的接近自然，有的更具装饰性，也有的与莲花组合；叶子也有近似自然和装饰性强的区别。在

制作方面有剔刻和绘制两种工艺。”a 如图 1-23 所示的宋瓷中的牡丹纹，作者将牡丹绘制在一个多边形

的空间内，形成了适合图像，三朵牡丹的朝向不一致，中间有枝叶相连。

明清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两个专制王朝，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统治比较长的两个朝代。这两

个朝代不论是在美术上还是在工艺上都被后代人所赞许，因为它们的美术和工艺都彰显了中华民族的

人文性格。明清两代所有的装饰艺术种类均具有华丽、多彩、繁密和艳俗的视觉效果，如图 1-24 所示

的清代粉彩描金水壶。装饰的主要种类有瓷器装饰、丝织装饰、雕漆装饰、景泰蓝装饰等。

a 赵茂生 . 装饰图案 [M].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33.

图 1-22

图 1-23 图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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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蓝（图 1-28）是一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源于国外的技术，14 世纪传入我国。其是以景

泰年间所特有的一种蓝色的珐琅釉作为主要材料，为了表现某些形象，作者就用一种掐丝珐琅技术将

物象展现于瓷器上，要经过铸胎、掐丝、焊丝、上药、烧制、打磨、上光等七道工序才能将一只器皿

制作完成。其主要装饰题材有花卉、植物、动物以及文字等。

“景泰蓝并非指特定的时间，而是指一种特定的形式，凡是中国的掐丝珐琅器，不论制作年代在景

泰（明朝第七位皇帝明代宗朱祁钰的年号）之前或景泰之后，还是现在，都统称为景泰蓝”a。这种技术

大量地被用于制作香炉、仿古器皿以及常用生活用品。

图 1-28

第五节  中国民间装饰图案

中国民间装饰艺术是源于古代劳动人民自发地对生活的装饰和美化的心理，取材均源于大自然。

他们将一些现实物象的造型经过主观加工赋予一个载体的表面之上，形成不同民族自身具有的民族文

化标志。赵茂生在《装饰图案》一书中这样说：“民间图案根植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它土生土长，有

着浓厚的乡土气息，与宫廷图案、专业图案的区别不仅是设计者不同，使用对象不同，产生的影响不

同，而且在内容与形式以及工艺制作方法方面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它才处处都体现出自己的独有的特

a 赵茂生 . 装饰图案 [M].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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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a 因此，在看待民间装饰艺术时，要尽量使用一种朴素的和纯真的艺术语言去描述它。

在艺术表现上，民间装饰艺术多使用一些夸张、变形和象征的方法进行表达。民间装饰艺术与民

俗紧密联系，用这些图案来产生一定的联想和象征内涵。

从表现材料上来看，民间匠人使用多种物质材料，如石、木、金属硬质材料，这些材料在民间可

以很容易地找到。图 1-29 所示的作品是用纸质材料做成的，民间匠人借用了喜鹊和梅花的造型，用谐

音寓意的方法表达对于吉祥生活的期盼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喜鹊和梅花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被认为是一

种吉祥的象征，喜鹊的出现常常代表着有喜事登门；梅与眉梢的“眉”谐音，喜鹊站在梅花枝上鸣叫，

象征着喜事就在眼前。

一、剪纸

剪纸是我国传统装饰艺术的一种重要类型，每逢过年，在中国的大江南北人们都在窗户和门上张

贴各种各样的剪纸作品。剪纸作品的题材浓缩了古代人类的思想，人们借用剪纸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剪纸尤其在北方比较多，一些妇女在家或者在胡同中拿着剪刀在一张有造型的红纸上来回穿梭，

最后一件艺术作品诞生。作品中的物象都比较单纯、简约和粗犷，艺人用阴刻和阳刻的方法刻绘属于

他们心中的形象（图 1-30）。

a 赵茂生 . 装饰图案 [M].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39.

图 1-29 图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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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按色彩可分为单色剪纸和多色剪纸。单色剪纸就是以一种颜色的纸张进行阴刻剪裁，而多色

剪纸采用阳刻进行形象的塑造，使得物象呈现出鲜艳夺目的审美情调。如图 1-31 所示，对于钟馗的形

象，作者使用多种色彩的纸张，使图像更加丰富。

图 1-32 所示的陕西剪纸名为《鸳鸯探莲》。画面上以黑白两色将传统的吉祥寓意呈现出来，整个

画面左右对称，整体的编排效果比较紧密；画面中央有一只罐状结构的瓷瓶，瓶中伸出来植物并开花

（莲花）；四个角落中有四只鸟（鸳鸯）的形象。在民间，鸳鸯象征着爱情，莲花象征着安宁与多子，

用鸳鸯和莲花这两种物象比喻家庭幸福安康。实际上，鸳鸯探莲深刻地反映了陕西当地的民俗民风以

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

二、年画

民间装饰图案的另一种形式是年画。年画在民

间广泛流行，一般在过年时将其贴在大门的两边，

作为一种吉祥和辟邪的装饰物。年画制作（图 1-33）

的主要区域有苏州的桃花坞、河南的朱仙镇、天津

的杨柳青、潍坊的杨家埠以及四川的绵竹。这五个

年画区是我国年画质量、风格以及样式的代表。年

画主要以木板套色印刷，多用黑线勾勒，加入中国

画的某些元素，整体的装饰纹样比较繁杂。年画经

常以吉祥作为画面的传达内容，在母题设计上常以

天下太平、招财进宝、福寿双全、门神、五子夺

魁、东王公、西王母、灶王爷等为主题。“这些内 图 1-33

图 1-31 图 1-32



  第一章　装饰的概念及发展史 17

容丰富的年画在表现形式上强调完美，追求完整的构图，将所表现的内容全部收入画面，或使所表现

的内容适合于一定的形状内，如圆形、菱形、福字形、寿字形等。”a 因此，年画在民间的表现形式和内

容比较丰富，对人们的休闲、娱乐以及祈福纳祥有着一定的心理作用。

（一）苏州桃花坞年画

苏州桃花坞年画源于宋代的雕版印刷，是江南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木版年画。它构图对称、饱满，

刻工细致，色彩比较绚丽，与天津杨柳青年画、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四川绵竹年画以及河南朱仙镇

年画并称为中国五大木版年画。

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兼用着色和彩套版，主要表现吉祥喜庆、民俗生活、戏文故事以及驱鬼辟邪等

中国民间传统审美内容。在人物塑造上，每一个人物身上都有着很多的装饰纹样，对人物形象或者动物

形象采用了比较写实的手法。特别是人物的面部表情栩栩如生，既能将民俗化的特征呈现出来，又能用

憨态可掬的面部表情表现积极乐观入世的心态。人物服饰比较精美，色彩明快丰富，人物姿势呈现出多

样化。2006 年，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加以保护。

如图 1-34 所示，门神是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的重要题材之一，两位门神呈现出威严而又憨态可掬

的神情，左手手握兵器，昂首挺胸，被布置在门的左右两侧。人物颜色艳丽，描写细致，呈现出写实

化的艺术风格。

 

图 1-34

a 赵茂生 . 装饰图案 [M].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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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送子是中国祈子风俗的反映，在民间各地广泛流行。中国民间认为麒麟是仁义之兽，是吉祥

的象征。中国民间就有“麒麟儿”“麟儿”的美称，在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将聪颖可爱的男孩称为“吾家

麒麟”。如图 1-35 所示，画面颜色艳丽，呈现出寓意浓厚的民俗色彩；一成人身着长袍骑坐在麒麟之上，

在麒麟的头部有一可爱的男童正在玩耍；对人物和动物都采用了比较写实化的艺术语言，整体描绘细

致，画面形象饱满。

图 1-35

（二）潍坊杨家埠年画

在潍坊杨家埠，农民一般按照自己的思想要求、风俗信仰、审美观念、生活需要创构适合本地风

俗的山东年画，并形成了比较稚拙、鲜明简雅的艺术风格。杨家埠年画在题材方面比较广泛，有门神

类、金童子、戏剧人物、山水花鸟等，人们用这些题材表现年年有余、荣华富贵、恭喜发财等吉祥话

语，从而构成了农民期盼富贵、平安的心理话语。如图 1-36、图 1-37 所示，与苏州桃花坞年画相比，

画面中的形象就比较粗糙，人物的装饰也略少于苏州桃花坞年画，形成了比较简洁化的审美视觉。

     

图 1-36                                                                                              图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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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津杨柳青年画

天津杨柳青年画是采用木刻水印和手工彩绘相结合的办法呈现的。相对于苏州桃花坞年画和潍坊

杨家埠年画，天津杨柳青年画更具有工笔画的观念，很细致，每一种形象或者每一个局部都具有晕染

的视觉效果，人物形象和动物形象都比较写实，物象的比例、结构比较正常。图 1-38、图 1-39 所示

为年年有余和连生贵子的年画，这类带有吉祥寓意的年画在天津杨柳青年画中比较多。这两幅年画中

的人物形象均为写实，人物比较符合正常的人体比例，中国画中的工笔技法在其中使用得比较多，颜

色亮丽、简明。

（四）河南朱仙镇年画

与其他地域的年画相比，河南朱仙镇年画（图 1-40、图 1-41）有着非常大的区别。首先，朱仙

镇年画夸张的成分大于其他地域的年画；其次，朱仙镇年画多使用黑、红色以及蓝绿色；而且朱仙镇

年画的抽象性比较强。

图 1-39图 1-38

图 1-41图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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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川绵竹年画

四川绵竹年画（图 1-42）以彩绘见长，构图上追求新颖；在人物塑造上，人物的脚小，上身略长

于下身，人物的头部均歪着，正面很少，夸张、变形以及象征的手法被广泛运用。绵竹年画分为红货

和黑货两种，红货指的是彩绘年画，黑货指的是以烟墨或朱砂拓印的木板拓片。

图 1-42

三、蓝印花布

蓝印花布（图 1-43 至图 1-45）也是我国传统民间装饰艺术的一个种类。这种艺术广泛存在于我

国西南地区。它的制作方法是：“先将所设计的图案用油纸刻成花板，再用石灰、豆粉和水调制成防染

浆料，通过花板刮印在白色的布上。晾干后，在蓝靛中浸泡染色。浸染后去掉防染浆料，即显示出经

防染的图案。”a蓝印花布的题材有人物、走兽、禽鸟、鱼虫以及植物等。蓝印花布主要用作被面、床单、

头巾、门帘或者家用品。

                  

                                                     图 1-43                                                                             图 1-44

a 赵茂生 . 装饰图案 [M].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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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5

四、刺绣

刺绣也是我国传统民间装饰艺术的一个种类。刺绣俗称绣花，在一些地区，刺绣成为少数民族女

子的重要手艺。刺绣被大量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它以花鸟、鱼虫、风景、人物作为装饰图案，

人们常用这些图案表达吉祥的审美观念。刺绣者使用夸张、变形等手法对物象的造型进行概括，使得

刺绣的视觉形象展现出更加传统、民族性的艺术风格。

图 1-46、图 1-47 所示为贵州苗族刺绣。作者结合了苗族的崇拜物——蛇对现实物象进行描绘，

蛇被大大地夸张了，蛇的身体来回缠绕，使得蛇的形象遍及整个幅面，有疏有密。

      

   图 1-46                                                                                               图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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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中国传统民间装饰图案非常丰富，除了本章介绍的外，还有泥玩具、皮影、木刻、陶器、风

筝、蜡染等种类。这些传统民间的装饰图案都源于民间，是民间艺人对美好生活期盼的外在表现。

他们使用夸张、变形以及概括等手法，将现实物象按照形式美的规律进行艺术处理。民间艺人总是

喜欢使用对称等手法将物象的雄伟、稳重以及庄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在题材方面，民间艺人多

使用具有吉祥寓意的物象（如卷草、瑞兽、珍禽、石榴、牡丹、藤蔓、灵芝、桃子、梅花等），还

有一些民间艺人使用一些生活和戏曲中的场景和情节（如战争、狩猎、乐舞、车马、比射以及采桑

等）。民间艺人希望通过具有吉祥化和拟人化的物象表达祈求生育、延年益寿、子孙满堂、长命百

岁的美好愿望。他们通过这些装饰图案实现功能化和审美化，从传统装饰中找到人类的心理归宿。

中国传统民间装饰图案是物我的主客结合。现实中的物象是客观存在的，是大自然中的一部分。

现实中的物象是极其详细的，造型非常复杂，而民间艺人则通过对主体的夸张、概括以及对民间风

俗的理解，向人们呈现出一种极其感性化的视觉图像。因此，民间装饰图案成为人们创构其他种类

的艺术作品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