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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装饰雕塑造型概述

1.1.1 概述

装饰雕塑是造型艺术设计中最古老的一门艺术，是一种表现静态立体和三维空间体积的艺

术表现形式。它是一门以物质为载体，表现人的思想情感与精神理念的艺术，在现代艺术设计

与制作中被广泛应用。一件优秀的装饰雕塑不仅起到美化物体造型的作用，更具有特殊的社会

功能，由于装饰雕塑所使用的材料坚固耐用，大量作品可以被永久地保存。现代装饰雕塑不仅

可以起到装饰美化和陶冶人们心灵的作用，而且是一种凝固的文化符号与产品（图 1-1-1），

可以成为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时代文明象征。

装饰雕塑同时作为创意设计与制作融合的艺术，每件作品都有手工加工的痕迹。在崇尚手

工至上的装饰雕塑作品，随着时

代的发展，其艺术产业的生产方

式也在相应地发展变化。具有创

意的装饰雕塑原作，基本都是独

件作品，只要有市场需求，就可

以批量翻制或用电脑机械加工工

艺等复制生产。在文化产业蓬勃

发展的今天，装饰雕塑不局限于

单一的表现形式和发展领域，其

发展的外延也日趋宽泛，表现题

材丰富多彩。表现技法随着新材

料、新技术、新工艺的日新月异，

装饰雕塑体现传统与现代科技结

合就显得尤为重要（图 1-1-2）。

在当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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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好形势下，装饰雕塑作为人的精神、认知和劳动的产物，它必然要受到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

的影响。装饰雕塑同时作为文化创意产业中的一部分，随着创意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在生活

质量上的需求也不断提高，追求优质的人居环境和审美情趣，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给装饰雕塑

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与空间。

装饰雕塑作为文化的载体，大到城市文化雕塑、

园林景观雕塑、建筑雕塑，小到旅游文化纪念品、玩

具雕塑造型、动漫与衍生产品雕塑，以及其他功能

性雕塑等。装饰雕塑表现的内容极广，表现形式也

多姿多彩。它在美化环境的同时，也丰富了环境的文

化元素，让人们在生活的细节中感受到雕塑之美（图

1-1-3）。

1.1.2 装饰雕塑概念

进行装饰雕塑的设计与制作，首先必须了解“雕

塑”与“装饰雕塑”的基本概念。那么，什么是装饰

雕塑呢？首先应从雕塑的属性进行分析。

图 1-1-2

图 1-1-3

雕塑是通过雕、琢、刻、塑等手段制作出

具有一定空间体量方式存在的造型艺术，具有

可感、可知、可视、可触的艺术形象，借以反

映社会生活，表达设计制作者的审美情感和审

美理想的艺术。装饰雕塑的产生主要源于实用

与审美，两者又都出于“装饰”的需要，而装

饰雕塑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结合装饰

性和雕塑属性分析，以下归纳较有代表性：

装饰雕塑是指在各种物体表面附属的能使

之美化，能令人赏心悦目的，而不一定表达作

者思想和产生审美联想的雕塑作品。

由此可见，装饰雕塑是以归纳、提炼、美化、

夸张、变形等装饰表现手法，也可以采用具象、

抽象以及其他装饰手法，美化主体功能的各类

圆雕、浮雕和动感雕塑等。更多的是注重雕塑

的装饰性和视觉效果（图 1-1-4、1-1-5）。

1.1.3 装饰雕塑分类与特性

雕塑的分类各异 ,品种繁多 ,主要归纳为

雕塑材料、表现形式、题材内容、功能区域、

图 1-1-4

图 1-1-5

图 1-1-6

装饰雕塑造型基础    Decorative  Sculpture 
Formative Arts and Modeling002

003

第
一
章 

装
饰
雕
塑
造
型
基
础
理
论



大好形势下，装饰雕塑作为人的精神、认知和劳动的产物，它必然要受到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

的影响。装饰雕塑同时作为文化创意产业中的一部分，随着创意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在生活

质量上的需求也不断提高，追求优质的人居环境和审美情趣，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给装饰雕塑

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与空间。

装饰雕塑作为文化的载体，大到城市文化雕塑、

园林景观雕塑、建筑雕塑，小到旅游文化纪念品、玩

具雕塑造型、动漫与衍生产品雕塑，以及其他功能

性雕塑等。装饰雕塑表现的内容极广，表现形式也

多姿多彩。它在美化环境的同时，也丰富了环境的文

化元素，让人们在生活的细节中感受到雕塑之美（图

1-1-3）。

1.1.2 装饰雕塑概念

进行装饰雕塑的设计与制作，首先必须了解“雕

塑”与“装饰雕塑”的基本概念。那么，什么是装饰

雕塑呢？首先应从雕塑的属性进行分析。

图 1-1-2

图 1-1-3

雕塑是通过雕、琢、刻、塑等手段制作出

具有一定空间体量方式存在的造型艺术，具有

可感、可知、可视、可触的艺术形象，借以反

映社会生活，表达设计制作者的审美情感和审

美理想的艺术。装饰雕塑的产生主要源于实用

与审美，两者又都出于“装饰”的需要，而装

饰雕塑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结合装饰

性和雕塑属性分析，以下归纳较有代表性：

装饰雕塑是指在各种物体表面附属的能使

之美化，能令人赏心悦目的，而不一定表达作

者思想和产生审美联想的雕塑作品。

由此可见，装饰雕塑是以归纳、提炼、美化、

夸张、变形等装饰表现手法，也可以采用具象、

抽象以及其他装饰手法，美化主体功能的各类

圆雕、浮雕和动感雕塑等。更多的是注重雕塑

的装饰性和视觉效果（图 1-1-4、1-1-5）。

1.1.3 装饰雕塑分类与特性

雕塑的分类各异 ,品种繁多 ,主要归纳为

雕塑材料、表现形式、题材内容、功能区域、

图 1-1-4

图 1-1-5

图 1-1-6

装饰雕塑造型基础    Decorative  Sculpture 
Formative Arts and Modeling002

003

第
一
章 

装
饰
雕
塑
造
型
基
础
理
论



方法与时间几方面阐述雕塑的分类特性。

1．雕塑按使用的材料可分为木雕、石雕、泥雕、金属雕塑、

根雕、陶瓷雕塑、面塑、玻璃钢雕塑、竹雕、冰雕、贝雕、骨雕、

沙雕、牙雕、漆雕、石膏以及其他综合材料构成的雕塑等（图

1-1-6）。

2．雕塑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三种：圆雕、浮雕和透雕。

（1）圆雕是指非压缩的，可以多角度欣赏的三维立体

雕塑。圆雕使用的材质广泛，手法与形式丰富多彩，也是人

们最常见的一种雕塑形式（图 1-1-7、1-1-8）。

（2）浮雕一般附属在另一平面上，用压缩的方法来表

现对象，靠透视等视觉因素表现三度空间，并只供一面或两

面观看。浮雕在内容、形式和材质上与圆雕一样丰富多彩。

浮雕又可分为高浮雕、浅浮雕、单层浮雕、多层浮雕、浅刻

和镂空式等几种形式（图 1-1-9、1-1-10）。

（3）透雕又称镂空雕。透雕是一种没有底板的浮雕，

图 1-1-9

图 1-1-10

图 1-1-7 图 1-1-8

通透的表现从而产生一种变化多

端的负空间，并使负空间与正空

间有一种相互转换的节奏与变

化，也可供两面观赏（图1-1-11）。

3．按雕塑的题材内容可分

为人物、动物、山水场景、植物

及其组合雕塑等（图 1-1-12）。

雕塑题材的选择，首先根据所表

现的主题与环境要求进行设计与

制作。也可在同一环境里用一组

圆雕或浮雕共同表现一个主题中

的多个内容，这种表现形式又叫

组雕。

4．按雕塑的方法与时间分

类。雕塑的艺术表现方法主要是

具象雕塑、抽象雕塑和意象雕塑

等形式。如从雕塑的时间概念梳

图 1-1-11

图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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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的负空间，并使负空间与正空

间有一种相互转换的节奏与变

化，也可供两面观赏（图1-1-11）。

3．按雕塑的题材内容可分

为人物、动物、山水场景、植物

及其组合雕塑等（图 1-1-12）。

雕塑题材的选择，首先根据所表

现的主题与环境要求进行设计与

制作。也可在同一环境里用一组

圆雕或浮雕共同表现一个主题中

的多个内容，这种表现形式又叫

组雕。

4．按雕塑的方法与时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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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1

图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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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又可分为传统雕塑、现代雕塑、

当代雕塑、前卫雕塑以及动态雕塑、

软雕塑、观念雕塑、波普雕塑、装置

雕塑、声光雕塑和多维度雕塑等形式。

5．按雕塑的功能效用分类，可

分为文化纪念性雕塑、标志性雕塑、

观赏性雕塑、礼品雕塑、实用性雕塑

等类别。根据雕塑的应用区域分类，

又可分为室内架上雕塑、案头雕塑、

建筑雕塑、环境景观雕塑，以及寺庙、

陵墓、城市园林雕塑等（图 1-1-13、

1-1-14）。

随着雕塑的新材料、新工艺的不

断出现，雕塑的表现形式和方法也在

不断地变化，现有的分类随着雕塑的

外延不断拓展变得更加丰富和广泛。

图 1-1-13

图 1-1-14

1.1.4 装饰雕
塑应用

装饰雕塑有室

外装饰雕塑和室内

装饰雕塑两大类，

都具有明显的图案

化和夸张变形的

造型，色彩上注重

对比空间关系以及

三维空间的实际应

用。室外装饰雕塑

主要是城市雕塑、

建筑雕塑、环境景

观 雕 塑（ 图 1-1-

图 1-1-16 图 1-1-17

图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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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这方面的作品主要以美化环境和

观赏性的装饰艺术雕塑为主（图 1-1-

17）。室内装饰雕塑主要包括架上雕塑，

实用品雕塑和文化工艺品雕塑等（图

1-1-16）。室内装饰雕塑具有雕塑规格

较小，便于近距离观赏等特点，其制作

技艺精致，面面俱到。制作材料主要有木、

石、铜、陶、泥以及复合树脂等多种材料，

表现手法主要有具象、抽象和意象装饰

雕塑。规格多数在 60－ 130cm，规格小

便于搬迁和携带。室内装饰雕塑作品展

示陈列与视觉效果，容易起到装饰美化

环境的作用（图 1-1-18 ～ 1-1-21）。

图 1-1-18

图 1-1-19

图 1-1-21

图 1-1-20

1.2	 中外装饰雕塑

的历史发展及艺术

特征

1.2.1 中国装饰雕塑概述

1. 艺术为始 , 雕塑为先

雕塑最早始于石器时代，夏商

周时代的雕塑除了用于宗教和祭祀

的神像以外，主要以礼器和实用器

物的装饰出现，并延续了原始社会

的泥塑、陶塑和玉石雕刻工艺，表

现手法和创造能力比原始社会有了

很大的进步。

商周时代的装饰雕塑在造型设计和装饰纹饰方面

有很高的艺术成就。青铜雕塑主要表现为拟形青铜器

和铜器上的各种动物装饰附件，以及独立的青铜像。

造型庄严稳定，纹饰繁缛富丽，体现了商周时期的社

会思想、宗教意识及美学观念。如兽面纹（又称饕餮纹）

是商代至西周中期青铜器上最常见的装饰主题，龙纹

图 1-2-22

图 1-2-23

图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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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夔纹或夔龙纹）和凤鸟纹饰等多

种纹饰与青铜器形设计结合（图1-2-22、

1-2-23），构成了中国古代青铜艺术的

完美统一，体现了古代高超的创作技巧

和装饰表现技能。

如湖南安化出土的具有独立雕塑特

点的《人虎相抱卣酒器》（图 1-2-24），

夸张造型，饕餮纹和夔纹、人和猛兽组

合成统一的整体。湖南醴陵出土商代的

《象尊》（图 1-2-25）和西部四川广汉

三星堆出土的雕像（图1-2-27、1-2-28），

图 1-2-25

图 1-2-27
图 1-2-26

图 1-2-28

具有很强的装饰变形和审美取向。在青铜雕塑鼎

盛时期，各种雕塑造型相异，同样相异也体现在

玉器雕刻上。

战国时期青铜雕塑在体现实用性质的同时，

特别注重造型设计与制作工艺。如安徽寿县出土的

《大府卧牛》（图1-2-28）就是一件圆雕与镶嵌

工艺结合的小型精致艺术品。造型生动，体量感强，

装饰的流云纹美观大方，白银嵌错，工艺精湛。

2. 秦汉时期雕塑艺术

秦汉时期国家统一,雕塑艺术风格平朴写实，

形成了中国雕塑史上第一个高峰。秦代最具代表

性的雕塑是以明器雕塑为主的秦始皇兵马俑，规

模宏大，气势磅礴，造型准确，姿态自然，栩

栩如生。表现技法精练，运用了塑、堆、捏、

图 1-2-29

图 1-2-30

图 1-2-31 图 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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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画等技法进行了精细的塑造（图1-2-29、

1-2-30）。整个兵马俑规模，体现个体写实，

整体写意，并具有刚健豪迈之美。

汉代的雕塑艺术风格寓意丰富深刻，构思

精巧，造型深厚简朴，注重力量、速度、运动、

气势的表现。作品采用夸张手法，具有很强的

艺术感染力。如《霍去病纪念性大型装饰石雕》

（图 1-2-31），造型简洁质朴而厚重雄强，

内意深邃而有力；《陶舞女俑》（图 1-2-32）

图 1-2-33

图 1-2-37

图 1-2-35

图 1-2-34

图 1-2-36

和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的东汉《陶说唱俑》

（图 1-2-33），造型动态自然洒脱，诙谐风

趣，生动传神。表现手法简练概括。东汉动

物形象塑造，各具风采。如被用作中国旅游

标志图案的《马踏飞燕》（图 1-2-34），具

有造型和装饰艺术价值很高的实用生活用品

《长信宫灯》（图 1-2-35）。这些写实而传

神、造型自然的作品，体现了浪漫主义激情，

是精湛艺术技巧的杰作。青铜透雕作品如《二

豹噬猪铜饰牌》（图 1-2-36）、玉雕《羽人飞马》（图 1-2-37），以及建筑装饰雕塑等。秦

汉装饰雕塑，注重圆雕、浮雕与线刻有机结合，手法丰富多样，体现了艺术性与实用性完美结

图 1-2-39

图 1-2-38

图 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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