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章　概　　述　

1.1　装饰图案与装饰画

1.1.1　装饰图案的含义

从广义上说，装饰图案是一种精神生产和意识

形态的产物，如图 1-1所示。它一直是美术家与艺

术设计家探讨和思考的问题。所谓装饰性、装饰风

格、装饰化，都是客观存在的艺术现象，如图 1-2所

示。装饰不论是作为一种美术样式或艺术的一个门

类，还是艺术实践中的一种技巧或手法，从其所发

挥的社会作用和效果来看，都在人类艺术史上写下

了辉煌的篇章。

图 1-1　具有象征意义的装饰图案

图 1-2　装饰图案

狭义上的装饰图案是一种规范的、对称的、平

衡的、平面的花纹样式。传统图案中，以二方连续纹

样、单独纹样、角饰（角隅）纹样、适合纹样和四方

连续纹样最为多见。

1.1.2　装饰画的含义

广义上的装饰画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

既可以表现相对抽象的人物图案，如图 1-3所示。

也可以表现相对具象的花卉造型，如图 1-4所示。

这种别具特色的艺术表现方法的出现，至少可以追

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已经作为一种比较成熟的

独立的艺术形式而广泛地应用在当时的社会生活

中。而它的产生和发展也经历了上万年的历史。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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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源首先是人类对装饰的欲求，也是人类最原始

的本能。

根据空间而定，可大可小。它可以把发生在不同时

间中的事物通过巧妙的构思将它们联系起来，使人

们了解事物的发展和变化。从一定意义上讲，装饰

画有壁画的含义，如图 1-6所示。

图 1-3　人物装饰画

图 1-4　花卉画

图 1-6　装饰墙画

狭义上的装饰画比较自由活泼，有现代感，有

主题和故事情节，图形可以是任意的形状，可以按

主观意愿任意组合，可以不对称、不重复，但构成的

图形一定是相对平衡的，如图 1-5所示。

装饰画可以表现时间、地点、人物、空间、季节、

场景的变化，可以装饰在物品上，也可以作为独幅

装饰图形装点在室内外墙壁上。装饰画的尺寸完全

图 1-5　遥远的梦  丁绍光

1.2　中外装饰图案的演变与发展

1.2.1　中国装饰图案的演变与发展

1．新石器时期的彩陶装饰图案

新石器时期的彩陶装饰纹样距今已有六七千

年的历史。分布很广，式样各异，造型完美，形象生

动，原始人在原始而简陋的条件下，创造了至今仍

然沿用和借鉴并具有生命力的完美图形装饰，不

能不使人们去深入地研究它，如图 1-7 和图 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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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新石器时期彩陶上的纹样（一）

图 1-8　新石器时期彩陶上的纹样（二）

2．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装饰图案

商、周时期青铜器的装饰图案以其独特的造

型、纹样及铸造技术闻名于世。商、周两代是青铜器

艺术的辉煌鼎盛时期，它不仅在造型上厚重坚实、

威严庄重（也反映了两代的繁荣与强大），而且在装

饰手段和艺术处理上有随形赋饰的绝妙配合，强悍

的造型赋予致密的纹饰，使整个器形增加了疏密变

化和节奏对比，远看造型博大精深，近看纹饰变化

无穷,如图 1-9和图 1-10所示。在商周时期，如

果没有相当的冶炼铸造技术是不可能有如此特点

的艺术形式的。

图 1-10　商周时期青铜器上变化无穷的纹样

图 1-9　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随形赋饰纹样

3．战国时期的装饰图案

战国是诸侯割据、纷争天下的动荡时期，也是

奴隶制社会与封建社会交替的时期，年年不断的战

争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

式也随之逐步改变，手工业制品形成了造型实用

化、图形生活化和工艺制作多样化的特点。主要有

青铜器、漆器、玉器与织绣，其纹样变化丰富、美观

实用，如图 1-11和图 1-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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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雀”“玄武”“青龙”“白虎”作为图案的。青龙、

白虎、朱雀和玄武又称四象，如图 1-14所示，是汉

族神话中的四方之神灵。在汉族民俗文化中，四神

有祛邪、避灾、祈福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五

行学说盛行，所以四象也被配色成为青龙、白虎、朱

雀、玄武。两汉时期，四象演化为道教所信奉的神

灵，故而四象也随即被称为四灵。四神在中国古代

的另一个主要表现就在于军事上。在战国时期，行

军布阵就有“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说

法，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布阵的方位图而已。

图 1-14　朱雀、青龙、玄武、白虎

图 1-13　汉代的画像石纹样

图 1-11　美观实用的战国纹样

图 1-12　变化丰富的战国纹样

4．汉代的装饰图案

历代王朝中，汉代是统治时间较长的朝代，前

后历经了 400多年。这之前，秦始皇统一了战乱的

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君主王

国，虽只有 15年的历史，但在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

下，生产力和生产水平得到了极大发展，对历史的

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有着重要的作用。秦之后便是历

史上强大而繁荣的汉代。汉代朝政稳定，经济发

展迅速，文化艺术得到了促进和繁荣，从而推动了

手工业制作及装饰工艺的进步。主要有画像石（见

图 1-13）、画像砖、织绣、瓦当等。

瓦当是中国古代绘画形式之一。特指东汉和

西汉时期，用以装饰美化和庇护建筑物檐头的建筑

附件。瓦当上刻有文字、图案，也有用四方之神的

关于龙的传说有很多。龙的出处也有很多的

说法，有的说是由印度传入的、有的说是由中国星

宿变成的，民间还有龙性淫的说法，和牛杂交时生

麒麟、和猪杂交时生象。但龙在印度的地位是不高

的，也是有对应实物的——蟒蛇。在五行学说盛行

的年代中，慢慢地也开始流传着有关青龙的故事。

五行家按照阴阳五行给东、南、西、北、中配上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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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而每种颜色又配上一个神兽与一个神灵。东

为青色，配龙；西为白色，配虎；南为朱色，配雀；

北为黑色，配武；黄为中央正色。

与龙相提并论的就是虎。虎为百兽之长，十分

威猛，虎在传说中都有能降伏鬼物的能力，使得它

也变成了属阳的神兽，常常与龙一起出动，“云从

龙，风从虎”成为降伏鬼物的一对最佳拍档。而白

虎也是战神、杀伐之神。白虎具有祛邪、避灾、祈丰

及惩恶扬善、发财致富、喜结良缘等多种神力。而它

是四灵之一，当然也是由星宿变成的。

朱雀又可说是凤凰或玄鸟。朱雀是四灵之一，

朱为赤色，像火，南方属火，故名凤凰。它也有从

火里重生的特性，和西方的不死鸟一样，故又叫火

凤凰。凤凰是神鸟，百鸟之王，古人说，雄的叫凤，

雌的叫凰。以后，凤凰合称；再往后，龙凤相配，凤

便成了宫廷后妃的代称。

玄武是由龟和蛇组合成的一种灵物。

5．南北朝时期的装饰图案

汉代灭亡后，出现了三国鼎立的战乱时期，经

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文化艺术和工艺品制

作也同样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时期留下

来的手工艺品远不如汉代那么丰富，如图 1-15

所示。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兴起为政局

的稳定、经济的复苏、艺术的形成又注入了新的

活力。

图 1-15　南北朝时期装饰图案造型

6．唐代的装饰图案

唐代的装饰艺术是中国发展历史上的鼎盛时

期，当时国强民富，人民安居乐业。随着与国外在

贸易和文化方面的频繁交流，工艺美术品逐渐进

入市场，成为人们所需的实用品和观赏陈设品，如

图 1-16～图 1-18所示。
图 1-18　唐代瓷碗

图 1-17　唐代瓷器——瓷鸟水滴

图 1-16　唐代装饰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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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宋元时期的装饰图案

宋元装饰艺术的特点和风格集中体现在陶瓷

艺术上。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又一高

峰期，出现了钧、汝、官、哥、定五大名窑，它们不同的

造型和装饰风格及制作工艺各具风采，如图 1-19～ 

图 1-21所示。

8．明清时期的装饰图案

明清两代已到了我国封建社会的晚期，而欧洲

正值工业文明的发端之际。明清时期已有资本主义

的萌芽，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对工艺美术品的造型、

装饰、工艺和品种的推陈出新起着直接的作用，那

时与国外的交流也已形成了规模。民间图案艺术

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其独特风格及特点也区别于宫

廷、皇族等上流社会的艺术装饰图案，基本上用作

老百姓生活日用品上的装饰，如图 1-22所示，很少

用作欣赏和陈设品。民间图案由于民族及其生活习

惯不同、审美情趣不同、地域的材料差异和工艺手

段不同，形成了很鲜明的地域特征。而朴素自然、无

图 1-22　馆藏明清工艺美术品——瓷器

图 1-21　宋元时期的瓷器

图 1-20　元朝瓷器大盘

图 1-19　青花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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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无束、自由灵活、活泼亲切的装饰风格和土生土

长的乡土语言又是它们的共同特征。而且图形的内

容大都反映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历史故事、民间传

说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如图 1-23所示。

个性特征。就日本纹样的表现手法和精神特征来

看，首先是吸收中国绘画的表现特征，近代受西方

绘画影响，逐渐形成了日本民族特有的细腻、优美、

纤巧的画风，如图 1-25和图 1-26所示。构成图

案的基本要素为线、色彩和构图。日本传统图案

给人的感觉是纤细和优美，一如日本传统的歌舞

伎。装饰图案类似浮世绘的版画风格，大面积的

单色和平面的构图，时间和空间应用散点透视，这

与中国画的散点透视有一脉相承的感觉，日本的传

统图案经过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其独有的标志性

特征。

图 1-23　明清时期的玉器纹样

1.2.2　外国装饰图案的演变与发展

1．日本传统纹样

日本的传统图案反映了日本的民族精神积

淀。日本的古代历史和中国紧密相连，文化往来一

向频繁，深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日本造型美术的

开始，可以上溯到古代，大约在公元前 7000年，也

就是开始制造绳文型陶时。

从外国进口的东西，大部分来自唐朝统治下的

有世界观念和异国情调的中国社会。在这一时期

中，唐代中国社会对日本的巨大影响，使日本间接

吸收了相当可观的国际文化。从日本图案纹样的

造型和色彩上都能看到，如图 1-24所示。它受中

国盛唐文化的影响，又通过唐朝接触到印度、伊朗

的文化，从而出现了日本第一次文化全面昌盛的局

面。遣唐使、派往中国的留学生在日本文化以及美

术繁荣方面起着极大的作用。日本人民面对外来文

化，通过吸收和变更的过程，一直不断地在创造新

文化、促进其成长。虽然有些现象多少还保持着他

们不同渊源所具有的色彩，但其他不少现象却经历

了去粗存精和加工琢磨的过程，已经有了独特的 图 1-25　日本风景装饰纹样

图 1-24　日本花卉装饰纹样



�

装

表

饰

案

与

装

饰

图

画

技

现

法

2．古埃及纹样

埃及位于非洲的北部，撒哈拉沙漠以东。与许

多古老文明一样，埃及文明由一条大河——尼罗河

所孕育。尼罗河三角洲称为下埃及。在河谷中，悬

崖峭壁举目可见，之外就是沙漠。三角洲则平坦无

际。由于自然环境不同，上、下埃及发展出不同的文

化与信仰。因此，自古以来埃及人和邻近民族都称

埃及为“两地”。而尼罗河是两地之间联系的要道，

也是维持埃及文明整体性的命脉。

古埃及以农耕为主，相信神明和来世，建造了

相当多的神殿和王坟墓室，建筑为石材构造，历经

千年，很多建筑现在已经成为埃及古老文明的地

标。在所有人类文明中，到今天为止所知道的最早

的植物母题的描绘，就是古埃及王国时期的莲纹。

当中国的文明还在新石器晚期的抽象几何线

条中徘徊时，古埃及的壁画上乃至陶罐上已经出现

了明晰的动植物图形，如图 1-27所示。由于所有

的古埃及艺术都有显著的象征特点，早期的植物如

莲花图形应该是取材于尼罗河中生长的白睡莲，每

年定期泛滥的尼罗河孕育了古埃及文明，也孕育了

一朵朵漂浮于河畔与大河网系下的睡莲。以睡莲为

国花的埃及，视睡莲的开合为不可思议的生命力，

如图1-28所示。统治尼罗河上下游的古埃及帝国，

期望生命的不朽，因此将肉身制成木乃伊，幻想生

命可以“如睡莲的开合”，因此睡莲常被用在葬礼

上，祈祝死者只是如睡莲般暂时闭合，仍有复活希

图 1-28　古埃及的睡莲纹样

图 1-27　陶罐上的动物纹样

图 1-26　日本装饰图案

望。莲花柱头太阳神也是从莲花中诞生。莲花装饰

的出现，在古埃及多年的历史中风格变化并不大。

其原因也和埃及的艺术观念有关，即“永恒”，陵墓、

木乃伊、庙宇，建筑形式都追求永恒，莲花作为永恒

光明的意义，被寄予了精神象征，造型没有多大变

化，也切合了“永恒”的主题。

3．古波斯纹样 

波斯兴起于伊朗高原西南部，靠近波斯湾。

公元前 9世纪时，波斯人还处在游牧部落阶段，直

到公元前 322年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对于被他

们征服民族的传统文化，波斯人采取兼容并蓄的态

度，形成了丰富多样且更为壮丽宏大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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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两河流域民族众多，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他

们相互竞争、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辉煌的美索不

达米亚艺术，使其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篇章。

虽然自此以后古老的东方文明逐渐走向衰弱，但美

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丰富遗产却为希腊、罗马社会及

东方各国继承。伊朗高原地处丝绸之路，古代波斯

织毯工艺就十分兴盛。在萨珊王朝时期，其织毯

甚至成为比银器更具世界性的高档工艺品。织毯

的装饰内容大都为圣树、鲜花及各类动物，色彩

艳丽，纹饰繁杂，具有享乐主义风格，如图 1-29 

所示。

腊的装饰艺术在形式上有着极强的形式美感，每一

根卷涡纹的曲线，如图 1-30和图 1-31所示，都有

着严格的数学的美感，对于对称、比例等形式法则

也是严格按照古希腊数学法则来进行安排。所以无

论是爱奥尼式的卷涡装饰，还是科林斯式的莨苕叶

装饰，都配合着整体建筑的典雅与严谨，体现“单纯

的高贵，肃穆而伟大的古典风范”。

图 1-29　织毯装饰上的古波斯纹样

4．古希腊纹样

希腊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它处于地中海东

端，爱琴海北岸，巴尔干半岛的南端。这里自然风光

美丽、气候宜人、交通方便，能从海陆域各国顺利地

交流各种物质和精神产品。这种交流会给一个民族

带来许多新的东西。另外，距离文明古国埃及和两

河流域也不是十分遥远，当上述两地的美术衰退、

分化、外溢之时，首先受益的便是希腊。希腊地理位

置优越，矿产丰富，这是古希腊的有利条件。另外，

其地理特点是土地贫瘠，不适于种植粮食。气候宜

人，适于花草树木生长。所以古希腊的装饰多以人

物和植物为主题，植物纹理有莨苕纹、棕榈纹和莲

纹。它的奴隶社会的历史是以城邦为核心的历史，

城邦国家的奴隶主民主政体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

有利的条件。城邦国家要求公民具有强健的体格和

完美的心灵，这成为艺术创造的理想形象。古希腊

美术实质上是奴隶主与自由民共同创造的美术。希

图 1-31　精美的卷涡纹样

图 1-30　卷涡装饰纹样

5．古美洲纹样

提起美洲，欧洲人习惯称为“新大陆”。其实，

早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当地的印第安人在此已

经生活和劳动了数万年时间。他们先后创造了举

世闻名的玛雅文化、阿兹特克文化和印加文化。大

约在公元前 1500年，在中美洲的危地马拉和尤卡

坦半岛，出现了印第安人最古老的文明——玛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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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玛雅人尚未进入铁器时代时，生产工具仅为木

器和石器。然而玛雅人却是出色的农艺家，他们培

育了许多作物。为发展农业生产，经过长期摸索，

他们制定了太阳历。他们还创造了自己的象形文

字，在建筑方面也达到了很高水平，如图 1-32 和

图 1-33所示。

义已无人记得。随着丝绸之路的频繁交流，成熟极

早的希腊植物装饰纹样开始频繁地出现在通往东

方的广袤大地上。这些发育成熟的、风格优美的希

腊装饰纹样，很快被从伊朗到中亚到印度的许多民

族接受并创造出了自己的风格。

无论是中国传统装饰图案还是世界装饰纹样，

都为人们今天的设计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参考和借鉴的资料源泉。让人们认真研究和继承

传统图案的设计理念和精华，同时开发现代设计潜

能，设计出既具有时代美感又具有传统文化内涵的

划时代纹样，用来装点现代生活。

图 1-33　体现玛雅文明的纹样

图 1-32　精致的卷涡纹样

思考与训练题

1．战国时期的装饰图案主要应用在什

么地方？

2．明清时期的民间装饰图案与宫廷、皇

族装饰图案的风格及特点有什么区别？

3．简述外国装饰图案的发展与演变历程。

4．学习装饰图案的意义是什么？

5．在卡纸上完成汉代四神纹瓦当。

要求：

（1）在 25cm×25cm 的白纸板上完成，须

使用绘图及相关工具。

（2）根据个人的审美和理解精心绘制。

（3）视觉感良好，有传统风格及特征。

训练目的：

检验学生对传统装饰图案的理解和动手实

践能力。

“任何宗教性质的符号，只要它具有艺术的潜

能，就能随着时间成为主要的装饰性的母题。”地

中海的莲花纹发展很早，莲花作为象征母题流行于

古埃及，但是古埃及的莲纹风格几千年来没有太大

变化，在后来的希腊人那里却得到极大的发挥和运

用，希腊人凭借无与伦比的艺术感觉将莲花纹发展

为复杂严谨的装饰形式，但莲花在埃及的最初的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