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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在建筑史视野下概述陕西建筑瓦当的生成、演变、盛衰和发展的
历史，在梳理古代陕西先秦至隋唐时期瓦当遗存田野调研的基础上，重在
从学术层面上，以瓦当题材的演进史为主线，以瓦当的中国文化精神为内
涵，以瓦当艺术语言为核心，从陕西古代先秦至隋唐时期瓦当的装饰风格
和审美特征入手，提出瓦当装饰新理论。以突破传统对瓦当当面图案单纯
从题材解释和不一的诠释的局限，融传统的题材、图案、构成等艺术分析
方法三位一体，运用现代图像学、视觉传达和后现代诠释，着重对陕西瓦
当艺术、文化重新进行了二度诠释。旨在用当代新理念、新理论、新方法
探究陕西瓦当艺术语言的基本特征，以重新审视瓦当艺术在中国建筑史、
中国美术史、中国装饰史乃至人类文化史上独特的地位和艺术价值。
本书整体结构：上篇以中国古代瓦当概述，梳理瓦当基本概念，探究

其渊源，使人们对瓦当在历史维度上有一个总体的概况了解；中篇以陕西
先秦至隋唐时期瓦当遗存田野调研与文化遗产保护，描述追寻陕西各地遗
址上的瓦当遗迹，从而使人们从中国文化精神和遗存保护维度，有一个高
度和自觉的认知；下篇以陕西先秦至隋唐时期瓦当纹样的艺术语言探究为
核心，对瓦当以及瓦当艺术进行新的现代诠释，利用新理念、新理论、新
方法进行全新的研究。综上所述，陕西先秦至隋唐时期瓦当研究主要由以
上三大部分组成，并通过其研究内容予以递进论证。
关键词：建筑；瓦当；大装饰；图像学；诠释；艺术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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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瓦当的研究，从北宋金石家始，古今学者已从金石学、考古学、
建筑史、美术史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收集、整理和研究，成果丰硕。但也尚
有不足，随着考古学科学条件的发展，当代青年学者从田野考古方面取得
了新进展。
黄缨的 《陕西瓦当艺术研究》一书是在建筑视野下和田野调研的基础

上，把瓦当作为艺术对象，着重从瓦当艺术自身的艺术语言学术层面做了
研究，别开新面，体现了许多自己的独到见解。
西安曾是古代十三王朝的都城，宫殿建筑盛行，民居形制规范，由此

带来瓦当艺术形式的多样性和内容的丰富性。作者由西安美术学院附中开
始，至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专业博士，长期致力于艺术研究工作，为研
究和撰写 《陕西瓦当艺术研究》奠定了必要条件。
综观 《陕西瓦当艺术研究》一书，具有三个比较显著的特点。
一是整体结构严谨。此书以瓦当题材的演进为主线，以丰富的瓦当遗

存为资料，以瓦当蕴含的文化精神为内涵，梳理了瓦当的相关概念，探究
其渊源，阐述了瓦当的产生、形成、演变和发展的历史，论及了瓦当与建
筑的关系，包括了瓦当的功能、结构、传统制作工艺等。

二是资料丰富。此书在陕西先秦至隋唐时期瓦当遗存田野调研与文化
遗产保护的章节中，追录了陕西各地遗址上的瓦当遗迹，收集了千百幅瓦
当图案，在陕西各地做了大量的田野调研。包括了陕西的先秦瓦当遗存、
秦汉瓦当遗存、隋唐瓦当遗存等，涉及陕西境内的扶风、岐山、凤翔、临
潼、咸阳、秦芷阳、秦东陵、丹凤、华阴、洛南、兴平；秦始皇陵、汉长安
城、武库、未央宫、桂宫、长乐宫、黄陵、长陵、茂陵、杜陵、阳陵、平
陵、甘泉宫、望夷宫、咸阳宫、长安兴庆宫、西明寺、青龙寺、大明宫、实
际寺、唐砖瓦窑遗址、泰陵、唐贞陵、仁寿宫等，为论著奠定了丰富的资
料基础。
三是瓦当文化精神内涵的系统诠释。此书有关瓦当与中国文化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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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占据了相当篇幅。在此研究基础上，专门阐述了陕西瓦当与中国文
化精神，重点提出了当今比较关注的三个学术问题：瓦当与天圆地方的宇
宙观，瓦当与四象法，瓦当与太极图，并阐明了自己的见解。
此书可贵之处是突破了传统对瓦当艺术孤立和分割研究的局限。确立

了以瓦当纹饰的艺术语言为核心研究的重要地位，富有创新意义，弥补了
瓦当艺术性研究的不足。
《陕西瓦当艺术研究》对先秦的理性精神、秦汉的浪漫主义、隋唐的大

气胜象的阐释，及对瓦当图像之美、线条之美、几何之美、韵律之美、分
割之美、书法之美、天趣之美、残痕之美等的分析，都是此书值得阅读的
地方。最后，期望作者对瓦当的艺术研究做出更进一步的贡献。
以此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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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瓦当与历史

一、瓦当产生的时代背景
（一） 瓦当产生的政治背景
（二） 瓦当产生的经济背景
（三） 瓦当产生的文化背景
（四） 瓦当产生的建筑背景

二、瓦当研究的历史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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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考古学研究范式
（三） 文化学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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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美学研究范式

三、瓦当的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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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丹凤商邑遗址瓦当选
（六） 洛南祝塬秦宫殿遗址

二、陕西秦汉瓦当遗存田野调研选
（一） 秦始皇陵遗址瓦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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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本文旨在以历史为纲，建筑为目，在陕西瓦当遗存田野调研的基础上，
以瓦当演进史为主线，从多种角度研究陕西古代 （先秦至隋唐）瓦当建筑
艺术的起源、形成、发展、分期、类别等本源和历史关系，以揭示陕西古
代瓦当发展的基本情况。本文从学术层面上，以瓦当艺术语言研究为核心，
运用图像学、视觉传达、大装饰观念等新理念、新理论、新方法，在中国
文化、哲学、审美观视野和大背景中，从瓦当的题材、图案、构成、三位
一体的装饰新观念等方面研究入手，以突破传统方法对瓦当当面图案单纯
从题材解释和不一的诠释的局限，探究瓦当艺术语言的基本特征，以重新
审视瓦当艺术在中国建筑史以及建筑装饰艺术史、中国美术史、中国艺术
史乃至人类文化史上的地位及艺术价值。

一、 研究范围与意义

（一） 研究范围

瓦当是中国古代建筑屋檐顶端的盖头瓦，俗称筒头瓦，是筒瓦最前端
下垂的部分。它既有保护椽头以免受到风雨侵蚀的实用功能，同时还是一
种装饰，起到美化建筑物的功能。它被置于建筑物最显著的地方，通过瓦
当当面的纹饰、文字和图案变化，宣示着建筑物的设计者与使用者的哲学
理念与人生追求，及其自身的演进历程。从建筑功能上分析，瓦当的使用，
不仅可保护屋檐椽头免受日晒雨淋，延长建筑物的寿命，而且以其图案与
文字的美妙生动，达到装饰与美化建筑物的艺术效果。它是实用与审美相
结合的产物，是我国古代建筑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高的美学
价值和文化内涵。
瓦当属于中国古代建筑物不可缺少的构件，也是古代装饰艺术源流的

具体体现之一。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发展演变，瓦当由最初的建筑构件发展
为中国古代建筑物中不可缺少的装饰艺术。瓦当作为一种实用意义上的装
饰品，使用区域广泛，沿用时间较长，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等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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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美学、哲学以及艺术学、美术学、建筑学等
方面具有相当重要的研究价值，所以对中国陕西古代瓦当进行研究不仅必
要，而且更具有自身的重要意义。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陕西又是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

朝的都城所在地，宫殿官署、离宫别馆、陵墓苑囿、寝殿庙宇遍及全省各
地。这些建筑虽遭严重破坏，有的甚至荡然无存，留下来的建筑遗物也为
数甚少。但是，古建筑遗址的断垣残壁，破砖碎瓦却俯拾即是。 “秦砖汉
瓦”素为人们津津乐道，特别是具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瓦当，更是引
人瞩目。我们可以通过众多神采各异的瓦当遥想和领略当年建筑的雄伟与
华丽。这些瓦当，不但是研究古代建筑的实物资料，而且在文物考古、文
字嬗变、金石书法、雕刻绘画、工艺美术等方面都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
因此，瓦当是中国古代遗存下来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本文主要是在建
筑史视野下，研究陕西古代先秦至隋唐的瓦当艺术与文化特征。在陕西古
代瓦当遗存田野调研基础上，以瓦当装饰史为脉络，探究瓦当的起源、形
成、分期和特征。重在从学术意义上打破传统对瓦当当面图案的单一解释
方法和混乱不一的解读现状，寻求在瓦当的题材、图案、构成三位一体的
装饰观念的新诠释，使其更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图像学和视觉传达特征，从
而揭示瓦当艺术深层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审美特征。

（二） 研究意义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陕西瓦当同其他文
化艺术一样，不是独立的社会现象，不是游离于纷繁复杂的社会活动之外
的人类活动。而是由于受人类生存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人的思想意识
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而与人们生产、生活、宗教、交流等众多社会活动
紧密相连，因而它既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象征。因此，研究陕西瓦当具
有诸多的重要意义。

1. 史学意义 瓦当研究，自北宋的金石学家开始，后又经考据学、考
古学进展，但多为瓦当收集。任何事物都有一个起源、演变、发展的历史
过程，然而在瓦当这方面历史研究著作甚少。因此，研究瓦当首先应从史
学入手，这具有填补历史空白的实际意义。

2. 建筑意义 瓦当是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建筑材料，是中国古代建筑
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们被置于建筑物最为显著的地方，通过瓦当当面
的文字和图案，宣示着建筑物的设计者与使用者的哲学理念与人生追求，
据此可见古代瓦当研究有着重要建筑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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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装饰史学意义 瓦当研究史上，很少有人在建筑史视野下，研究瓦
当当面图案自身的装饰衍生、形成和发展演变的历史，因此研究瓦当装饰
史是有填补建筑中空白的意义。

4. 当面图像学意义 瓦当当面图案解释，当前多为孤立地就图案而言
图案，必然涵义不清。因此运用图像学、视觉传达、装饰新观念等新理念、
新理论等诠释是具有创新意义的。

5. 美学意义 陕西建筑瓦当艺术是中国艺术重要组成部分，它浑朴而
刚劲的造型、精美而多样的纹饰、朴质而淳厚的特征、写意而整体的风格
有其独特的美学价值。尤其是瓦当艺术显现的写意神韵，是中国艺术精神
的重要体现。对此项研究工作在目前中国艺术史和建筑史乃至世界艺术史
和世界建筑史的研究中显得更有其特殊的意义，使我们在与世界的对话中，
更有中国自己的建筑和艺术的话语权。

6. 哲学意义 中国瓦当艺术中渗透着 “两仪生四象” “天圆地方”
“天人合一” “左祖右社” “左文右武” “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等等哲学理念。中国古代以 “和”为最高的价值体现，是几千年传统文化
的基本精神和内涵。老子把人与地、天、道同举，列为宇宙 “四大”之一。
这是和谐、道法自然的艺术表现之哲理所在。

7. 宗教意义 东汉明帝时佛教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广为
流传。随着佛教昌盛，佛教艺术渗透在各个方面，莲花纹瓦当在佛教广为
流传的情况下应运而生。它有着佛教向善、和谐的宗教普世意义。

8. 交流意义 陕西瓦当在中国历史上，对于研究文化传播过程中物质
和精神两种体系的转换，以及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尤其是写意艺
术语言独特的艺术精神魅力，在世界文化交流中都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

9. 生态意义 建筑中的瓦当讲述了人与自然、动物、植物等共存的漫
长历史。人类关照神兽、植物等，就像同时关照两个意义世界———人和自
然的世界。研究对照瓦当就要揭示其人与自然环境和谐依存共生的重要意
义。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动物时而为神，时而为役；时而为敌，时
而为友。认识和研究瓦当艺术，也是人类建立自我意识的历史。此外，笔
者认为此项课题研究对生态学、动物学的研究建设，也有参照价值。

10. 遗产保护意义 在正视我国城市化的 “文化生态”发生巨大变化，
城镇化基本建设热潮及旅游热等使文化遗产受到严重威胁的现实，强调反
对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必须意识到今日中国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已经到
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世界中，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

003

3



保护，既自由地飞驰着想象，又渗透着对于自然、社会、城市、文化的忧
患意识。建筑与遗产保护其特点在于不断寻求 “平衡”，传统与现代建筑风
格和空间的平衡、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平衡，而其所采取的也是一种综合的、
对不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不利于保护的现象进行 “干预”，从而达到新的
“平衡”。

11. 民俗意义 瓦当的拟人化特征，表现出中国古代的审美特质和艺人
独具匠心的艺术造诣。而瓦当艺术又是芸芸众生、喜闻乐见的中华精灵之
作，是以小观大、以点带面，具有极其典型的民俗研究价值。

12. 民族意义 瓦当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信息码，具有很强的民族艺术
特色，中华民族与中国瓦当装饰之间的关系就如同根与花果。历朝历代，
从远古到现今，中国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与各个时期的习俗风尚，对当时
的瓦当匠师们从创作手法到观念，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从另一个相反的角
度上看，也恰恰是这些或生动优美或威严庄重的瓦当装饰艺术，让世人有
机会一窥古人的生活轨迹或更深层面的信仰，以及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
只有深入了解瓦当的民族历史根源，才能更好地弘扬民族的文化。瓦当元
素构成是互相影响和借鉴的产物，同时也是研究中外民族关系史和陕西古
代民族发展史的珍贵资料。
总之，瓦当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一种文化传承的载体。陕西瓦当依旧散

发着独特的艺术魅力，从古至今就有无数文人学士对此进行过不懈的考古
研究，使我们对各朝瓦当的发展变化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但是对
于瓦当的艺术内涵及其所寄寓的民族内涵与文化价值，一直以来都缺少深
入系统的学术研究。因此，深入了解瓦当的艺术魅力，满足现代审美需求，
进而弘扬民族文化，使得瓦当艺术在现代文明中更显辉煌。
世界进入全球化的普遍的历史交往时代，地域性的文化传统，如果不

能行之有效地适应交往的开放扩展趋势，就可能失去而不再成其为传统。
开创中国艺术民族化、本土化和多元化的新空间，是摆在当今艺术界和建
筑界的一个系统课题。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
而作为数千年人类创造的瓦当艺术，是我们民族情感、道德传统、个性特
征以及凝聚力与亲和力的载体，也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的精神资源与民族
根基以及综合国力中不可或缺的坚实的精神内涵。随着对其的重视和研究，
不仅在个体，更为新的研究提供了参考。笔者认为，无论是从认识历史出
发，或是作为现实的参考，还是留做将来的借鉴，对陕西古代建筑瓦当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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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研究方法

（一） 研究的主要内容

研究的主要内容由以下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中国古代瓦当概述；
第二部分：陕西先秦至隋唐时期瓦当遗存田野调研与遗产保护；第三部分：
陕西先秦至隋唐时期瓦当纹饰艺术语言的新理论与新诠释。

（二） 研究的主要方法

1. 以历史学为纲梳理我国古代瓦当的起源、演变、发展的历史轨迹。
2. 以建筑学为目调查、研究陕西瓦当遗存田野调研状况。
3. 以艺术语言学为核心运用图像学、视觉传达、大装饰观念等新理念、

新理论、新方法诠释陕西瓦当当面纹样的艺术语言特征。
4. 同时以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视角，扩展研究视野。
探讨瓦当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记忆和传承载体，挖掘其重要的传统文

化价值。以上四条正是当前瓦当研究所缺之处和存在的四大主要问题。而
我的瓦当研究，通过纲举目张，并突出艺术语言研究重点，从而达到：具
有弥补不足、充实研究方法的创新意义。同时，也明确了主要研究方法：
史料、文献研究；考古、遗存田野调研；图像学、视觉传达、装饰新观念
等艺术语言研究的新方法和新理论。
经过仔细和周密的调研发现，在研究此课题时需要多学科综合的研究

方法，并且同时必须具备每一文化要素具体学科的专门知识，否则难以进
行深入的研究。其中包括：建筑学、美术学、历史学、考古学、美学、人
类学、文化学、哲学、民族学、民俗学、地理学、宗教学、装饰学、图像
学、文字学、语言学、工艺学、比较学、心理学、统计学等等相关学科。
从历史遗迹中探寻考古遗存和有明确纪年的文物，并建立可供比较研究的
体系。进行工具类别和文字考据、造型辨析等途径采取的逻辑与整体分析
法、层次与环境分析法、比较与归纳分析法，对陕西古代瓦当艺术自先秦
至近现代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艺术发展状况、语言特征、风格演变、文化
流源、中国艺术精神、学术价值以及与该地区艺术发展密切相关的民族关
系、宗教信仰、民俗风物等做综合性论述。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

瓦当随着陶瓦的出现应运而生，自从它一出现，就注定它承载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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