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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传统装饰艺术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种艺术形态，是人类

社会普遍认同的一种艺术形式，它是人类为生存、生活而进行

的一种创作性活动。任何一种传统装饰艺术都是对一个年代、

一个地区、一个时期人们生产、生活文化和艺术水平的反映。

我国的传统装饰艺术来源于生活，装饰元素异常精彩，具有淳

朴的艺术样式，显示出民族文化所特有的生命力。新中国成立

后，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人们的设计理念发生了较大改变，

传统文化的装饰艺术和装饰元素因其历史的悠久和承载文化的

厚重性，以及传统装饰艺术源于生活、源于传统，而又高于生

活、抽象生活的特征，被越来越多的设计者引用，并在越来越

多的举世闻名的作品中得到体现。比如传统的剪纸艺术、脸谱

文化、祥云元素、陶瓷文化等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所在，在

现代设计中的出现，尤其是视觉传达设计中的运用体现了这些

传统装饰元素强大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

　　中国传统装饰艺术图案始于原始的彩陶，每一个历史时期都

留下了其独有而丰厚的文化艺术遗产，经过历史的锤炼和锻造，

经过不同器材和工艺的锻造，形成了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

                            魏  芳

                         2012年4月于大连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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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装饰艺术品

在我国历史的长河中，传统装饰艺术品是十分典型的一种

传统文化。剪纸、中国结等都是我国传统装饰艺术品的经典之

作，流传至今。

1．剪纸

剪纸又名刻纸，是中国

传统装饰艺术的典范。剪纸是

一种传统的镂空装饰艺术，这

一艺术在视觉上给人们一种透

空的感觉。每当过年、过节或

新婚喜庆之时，人们会在窗户

上、墙上和门上贴各种具有象

征意义的剪纸，例如龙、鱼

（如图1-1）等吉祥物。

剪纸在我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6世纪便出现

了窗花和剪画，它们是剪纸的最初存在形式。唐朝著名诗人李

商隐在《人曰》中提到：“镂金作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

风。”唐朝的段成式《酉阳杂俎》说：“立春日，士大夫之

家，剪纸为小蟠，或悬于佳人之首，或缀于花下，又剪为春

蝶，春胜以戏之。”从这些古代诗词典籍中，我们可以很明显

地感受到剪纸艺术在当时人们心中的重要地位，也是我国传统

图1-1  双鱼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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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文化中的经典所在。

我国的剪纸艺术分为南方派、江浙派和北方派，南方派的

代表有湖北沔阳剪纸、广东佛山剪纸和福建民间剪纸，江浙派

的代表为江苏扬州剪纸和浙江民间剪纸，北方派的代表为山西

剪纸、蔚县剪纸、陕西民间剪纸、磁性剪纸和山东民间剪纸。

1.1 南方剪纸代表

【沔阳剪纸】

沔阳属于荆楚地区，被誉为“湖北省剪纸艺术之乡”。南

朝梁人宗懔的《荆楚岁时记》

对沔阳的剪纸艺术便有相应的

记载，人曰：“剪彩为人，或

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或戴

之头鬓。”当时民间的“镂

金”和“剪彩”（如图1-2）

等都属于剪纸艺术，在民间广

为流传。

与我国其他地区的剪纸

相比，沔阳剪纸的特点在于高

超的刀法技艺。“握刀要正，

下刀要顺，开片要严，行刀

要匀”，这一套较为完善的雕

花妙招是当地雕花艺人在实践工作中总结出来的，是我国传统

装饰艺术的精髓。湖北沔阳的剪纸艺术构图完整、黑白虚实分

明、刀法流利、点划秀美、线条圆润等特征推动了沔阳剪纸艺

术的发展，逼真的花草树木和栩栩如生的人虫鸟兽使得湖北沔

阳的剪纸艺术受到人们的喜爱和广泛流传，成为南方派剪纸艺

图1-2  农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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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代表。

【广东佛山剪纸】

最初产生于宋代而盛于明清，明清时期便有行业专门进行

剪纸生产，并销往国内乃至国外。

广东佛山剪纸艺术的特

征在于剪纸制作材料和方法

上的新意，当时剪纸艺人充分

利用当地的特产——铜箔、银

箔（如图1-3）来作为剪纸的

原材料。另外，人们还用剪、

刻、凿等技法来将各种图案绘印

在铜箔或银箔上，最终形成色彩

鲜明、金碧辉煌的南方剪纸。

在我国古代，剪纸属于一种节日、祭祀装饰。但是随着社

会的发展和不断地深入人们的生活，剪纸由原本的装饰物逐渐

演变成一种艺术，而广东佛山的这种以铜箔和银箔为制作原料

的剪纸更是推动了剪纸艺术的发展，在我国剪纸艺术中具有较

强的代表性。

【福建民间剪纸】

在当地的作用十分广泛，例如节日的窗花、灯花及刺绣的

稿样（如图1-4-1），泉州的剪纸艺人

还将刻纸运用到家具设计中，作为复印

漆画的底版。

福建各个地区的剪纸都各具特色，

例如山区的南平和华安地区的剪纸作品

主要以山禽家畜为主，这类剪纸作品淳

厚朴实；沿海的闽南和漳浦等地区的剪

纸作品则主要以水产动物为主，这类

图1-3  银箔剪纸

图1-4-1  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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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作品造型生动；而莆田、

仙游等地区的剪纸作品则主要

以礼品花为主，这类剪纸作品

华丽纤巧（如图1-4-2）。在

这些地区中，莆田的礼品花是

最具特色和最受人们喜爱的剪

纸作品。当地的人们在馈赠他

人礼物和摆放供品之时，都会

附上一枚剪纸花。这种习俗使

得很多毫无美感的东西变得趣

味横生，如人们会在难看的猪

肚子上附上一朵肥嘟嘟的猪崽剪纸花。同时，人们也给这类剪

纸花取了十分有趣的名字，例如将鸡爪式的剪纸称之为“凤爪

花”。

【江浙剪纸代表】

扬州民间剪纸

扬州剪纸是江浙剪纸的主要代表，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

见证了我国剪纸艺术上的辉

煌。扬州是我国剪纸艺术最先

流行的地区之一，当地的剪纸

图案十分丰富。

扬州剪纸（如图1-5）的

历史要从隋炀帝时期说起，当

时隋炀帝三次下扬州，在扬州

广筑别馆游乐。每到冬天，别

馆中的花树全都凋零。于是隋

炀帝便命令宫女们仿照民间的

剪纸，用彩锦作为剪纸材料，

图1-4-2  蝴蝶剪纸

图1-5  扬州剪纸代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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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成花和树叶，从而弥补已经凋零的枝条。另外，还用彩锦剪

成荷花、菱角等物体，放入池塘，形成一种春夏共存的景象，

让人在其中怡然自得。唐朝时期，扬州地区已经形成了剪纸迎

春的习俗。“立春之日，民间剪纸为花，又剪为春蝶、春钱、

春胜，或悬于佳人之首，或缀于花下，相观以为乐”。剪纸艺

术逐渐深入人们的生活，除了在节日之际会用剪纸进行装饰之

外，很多民间剪纸人会剪成马和钱的图案，来祭奠鬼神之用。

唐代诗人杜甫写道“暖汤濯我足，剪纸招吾魂”，有效地证明

了当时剪纸的又一用途。1980年，扬州剪纸艺人们为了迎接鉴

真大师回故乡探亲，特意作了《鉴真大和尚》的剪纸作品。赵

朴初先生为之写了一首名为《忆江南》的词，词中提到：“明

目满城歌过海，神工剪纸与招魂。”该句是对扬州剪纸艺人作

品的最大肯定。明清时期，剪纸的用途得到了更大的扩展，做

到了欣赏与实用相结合，既

能作为妇女儿童的装饰，如

刺绣的底样、鞋花、枕花和

床单花等，也用于民间的风

俗衣饰，如年节图案、门前

花式、灯彩花和龙船花等。

浙江民间剪纸

浙江剪纸图案主要是以

花卉瓜果、虫鱼鸟兽、戏曲故事（如图1-6）为主，有些剪纸图

案是女子在年轻时候积攒下来的花样，还有一些剪纸图案出自

民间画佛像的匠人之手，有些民间巧手会在看完戏之后剪出一

套戏文剪纸。

《武林梵志》中在记载五代时期时，提到“吴越践王于行

吉之日……城外百户，不张悬锦缎，皆用彩纸剪人马以代”，

这一段话描绘了吴越故地上的一个较宏大的剪纸景观。1953

图1-6  戏曲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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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相关调查者曾记述：“浙江省各个地区都有窗花剪纸，以

金华地区的永康、浦江、磐安，温州地区的乐清、平阳等地为

主，各地的剪纸艺术风格和用途都各有不同。”金华地区的剪

纸多用作灯花和窗花，乐清的细纹刻纸用作装饰龙盘灯，平阳

的太平钿剪纸则用作装饰礼物，这是浙江地区最具特色的一种

剪纸传统。

1.2 北方剪纸代表

【山西剪纸】

山西的剪纸是北方剪纸艺术的首要代表，在山西当地剪纸

属于一种十分普遍的群众艺术，许多民间老大娘和小姑娘，常

常会用一把小刻刀在纸上镂空剪刻成各种各样的花样。

总体来说，山西民间剪纸具有北方地区的粗犷、雄壮、纯

朴的风格特点。从地域差异来说，审美观念和生活习俗上的差

异也导致了剪纸风格的不同。例如晋南、晋中、晋东南和晋西

北等地区以单色剪纸为主，此类剪纸风格质朴、粗犷；而雁北

地区则以染色剪纸为主，此类剪纸风格婉约、典雅，“广灵窗

花”为这类剪纸的典型代表。

晋城的磁性剪纸在我国的剪纸

文化中有着一千五百多年的历

史，而且晋城剪纸在普通的剪

纸艺术中加进了许多科技元

素，使其更实用、更时尚。

【陕西民间剪纸】

陕西的民间剪纸较为完

全地传承了我国古代的剪纸造

型，如狮身人首、鱼身人面、图1-7  窗户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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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周文化相似的“抓髻娃娃”

（如图1-8）、与汉画像相似

的“牛耕图”等，因此专家称

陕西民间剪纸为“活化石”。

另外，陕西民间剪纸也传承了

中华民族生殖繁衍的观念，如陕

北剪纸中的“雁踏兔”、“鱼戏

莲”等。

在陕西剪纸文化中，值得

一提的便是陕北民间剪纸。近

百年来，陕北地区地域偏僻，

很难接触外来文化。由于剪

纸艺人大都是农民，所以很多老年剪纸艺人都将蔬菜、花草树

木、放牧、纺织和民间传说作为剪纸对象。

2．中国结

中国结，是我国传统装饰艺术的又一代表之作，它是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里程碑。中国结不仅拥有优美的造型，也象

征着十分浓郁的祝福。中国结是由一根丝线编织而成的，每一

个基本结都有根据结的形、意来命名的。将不同的结相互结合

在一起，或者和其他有吉祥寓意的饰物搭配在一起，从而形成

造型独特且寓意深刻的中国传统装饰品。

2.1 中国结的发展

中国结是我国独有的传统民间编结艺术，它凭借其独特的

东方神韵、千变万化的造型受到了国内外人们的喜爱，也充分

图1-8  抓髻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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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在北京申办奥

运会的过程中，中国结作为体现我国传统文化的艺术品，受到

了外国友人的喜爱和称赞。

【古代中国结】

“结”在我国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重

要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其是一种十分实用的技术。

最早的衣服上都是借助将衣带打结来将衣服系牢的，当时

的“结”相当于如今的纽扣或拉链；先人们都有佩戴玉佩的习

惯，很多玉都是用绳连结后系在衣服上的；古代铜镜背面的中

央都会铸有镜纽，可以系上绳以便于手持；古人还喜欢用锦带

编成回文式的结来表达对他人的爱恋，这种结被人们称为“同

心结”；在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的作品——《女史箴》中仕女的

腰带上，都会有简易的蝴蝶结来装饰。通过以上的描述，我们

不难发现“中国结”在我国古代人们生活中的运用十分广泛。

【近代中国结】

清朝时期，绳结艺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样式越来越丰

富、名称越来越巧妙，人们将中国结当作一种艺术品来鉴赏。

在曹雪芹的《红楼梦》的第三十五回中，有一段便讲述了宝玉

与莺儿谈论编结络子，说明了结子的用途、结子颜色搭配、样

式和名称等问题。结子在当时的用途十分广泛，亲友间相赠的

礼物都会缀有样式丰富的结子和流苏。在当时的轿子、扇坠、

香袋和发髻等日常用品中，也会发现十分美观的结子。

【现代中国结】

民国时期，在西方观念的影响下，我国的社会形态和人

们的生活方式都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很多传统的文化遗产并没

有得到较好的保存和发扬，甚至在社会中湮没。由于中国结的

原材料经不起各种物理和化学的侵蚀，导致其无法长久流传下

来，能找到的最古老的中国结也只是清朝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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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历史用途

【结绳记事】

中国结最初的作用是人们用来结绳记事（如图1-9），很

多史书对此都有相关记载和解

释。例如《易•系辞》中记载

道：“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

人易之以书目契。”东汉时期

的郑玄在《周易注》中记载

道:“结绳为记，事大，大结其

绳。”在古代，“结”被人们

赋予了“契约”的法律意义，

其还具有记载重要历史事件的

作用。由于“结”在人们生活

和工作中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因此其备受人们尊重。

【情感寄托】

在 汉 语 中 ， 有 许 多 与

“结”组成的词语都包含着

向心力较强的寓意（如图

1-10），如结义、结拜、团

结等，而男女之间的婚姻也用

“结”来表示，如结发、结

婚、结合等。在我国古典文学

中，“结”一直象征着男女之

间的思念情感，“结”和人

类情感都是丰富多彩、千变

图1-9  结绳记事

图1-10  中国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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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化的。在古代，人们通过编

织“同心结”来赠予情人，作

为象征海誓山盟的定情信物。 

“结发夫妻”一词源于古代时

期人们洞房花烛夜的习俗，男

女双方各取一撮头发相结在一

起以此来发誓彼此爱情会永

恒，“交丝结龙凤，镂彩结云

霞。一寸同心缕，百年长命花”便很好地诠释了“结发夫妻”。

【服饰装饰】

我国先民将绳结盘曲成“S”形状系于腰间做装饰之用，后

来又演变为周的“绶带”、南北朝的“腰间双绮带，梦为同心

结”、唐朝盛世的“披帛结绶”、宋朝的

“玉环绶”、明清旗袍上的“盘扣”（如

图1-11）等，且中国结还在很多传统装

饰物中得到了充分地表现，例如玉佩、扇

坠、发髻等。

【吉祥结】

中国结自古以来就有着十分深刻

的吉祥寓意，中国结存在形式有很多

种，其中与其他中国传统艺术相结合的

意识形态更好地诠释了中国结的吉祥意

义。例如将“吉字结”、“罄结”和

“鱼结”组在一起便形成了寓意“吉庆

有余”的中国结，又如将“蝙蝠结”和

“金钱结”组合在一起便形成了寓意“福

在眼前”的中国结（如图1-12）。同理，

便衍生出“长寿安康”、“团圆美满”、图1-12  福在眼前

图1-11  纽扣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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