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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摇 概摇 述

第一节摇 风筝历史

中国风筝的历史

大多数的人认为风筝起源于中国，而后广传于全世界，是一

种传统的民间工艺品。风筝在古时称为“鹞”，北方谓“鸢”。风

筝真正的起源，现在已无法考证。据古书记载：“五代李郑于宫

中作纸鸢，引线乘风为戏，后于鸢首以竹为笛，使风入竹，声如筝

鸣，故名风筝。”故而不能发出声音的叫“纸鸢”，能发出声音的

叫“风筝”。有些民俗学家认为，古人发明风筝主要是为了怀念

故世的亲友，因而在清明节鬼门短暂开放时，将慰问故人的情意

寄托在风筝上，传送给死去的亲友。实际上，中国最早出现的风

筝是用木材作的。春秋战国时，东周哲人墨翟（公元前 源苑愿 耀

猿怨圆 年），曾“费时三年，以木制木鸢，飞升天空……”墨子在鲁山

（今山东潍坊境内）“斫木为鹞，三年而成，飞一日而败”。这是

说墨子研究试制了三年，终于用木板制成了一只木鸟，但只飞了

一天就坏了。墨子制造的这只“木鹞”（或“木鸢”）就是中国最

早的风筝，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风筝。（约公元前 猿园园 年左右），

距今已有 圆源园园 百年。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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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墨翟的学生鲁班用竹子，改进墨翟的风筝材质，更而演

进成为今日多线风筝。

从历史资料看，最初风筝常被利用为军事工具，用于三角测

量信号、天空风向测查和通讯的手段。有一个故事说一名将军

包围了王宫，利用风筝测量宫墙与己方军队的距离。后来，风筝

才作为游戏娱乐的工具。公元前 员怨园 年，楚汉相争，汉将韩信攻

打未央宫，利用风筝测量未央宫下面的地道的距离。而垓下之

战，项羽的军队被刘邦的军队围困，韩信派人用牛皮作风筝，上

敷竹笛，迎风作向（一说张良用风筝系人吹箫）汉军配合笛声，

唱起楚歌，涣散了楚军士气，这就是成语“四面楚歌”的故事。

在正史中也有关于风筝的记载，时间较五代更早，其一是南

朝的“侯景之乱”，梁武帝被侯景围困，城墙被包围。曾放风筝

向外求援，据南史卷八十“侯景传”中所述，在梁武帝萧衍大清

三年（公元 缘源怨 年）时，侯景作乱，叛军将武帝围困于梁都建邺

（即今南京），内外断绝，有人献计制作纸鸦，把皇帝诏令系在其

中，当时太子简文在太极殿外，乘西北风施放向外求援，不幸被

叛军发觉射落，不久台城即遭攻陷，梁朝从此也衰微灭亡。这是

简文施放风筝向外求救不幸失败的故事。

直至东汉期间，蔡伦发明造纸术后，坊间才开始以纸做风

筝，称为“纸鸢”。到南北朝，风筝开始成为传递信息的工具。

从隋唐开始的。因为造纸业的发达，民间开始用纸来裱糊风筝。

唐代晚期，因为有人在风筝上加入了琴弦，风一吹，就发出像古

筝那样的声音，于是就有了“风筝”的叫法。

到了宋代，放风筝成为人们喜爱的户外活动。宋人周密的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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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林旧事》写道：“清明时节，人们到郊外放风鸢，日暮方归。”

“鸢”就指风筝。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宋苏汉臣的《百

子图》里都有放风筝的生动景象。

明代以后，风筝又成为科学研究的工具。接着，人们又发现

了放风筝的医疗保健功能。在历史进程中，风筝和放风筝活动

不断地发展和升华。

风筝和放风筝活动有两个不同的含意。但它们都属于大文

化范畴，又超越了这个范畴。因为，这已发展成为外事交往、经

济交流的媒介和桥梁、纽带，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风筝

精神、风筝艺术（即风筝美术）、风筝雕刻、风筝音乐、风筝医学、

风筝技术面广量大，学问多多，都需要人们进一步在学习中不断

提高认识，使之发扬光大。自 圆园 世纪 愿园 年代以来，风筝开始广

受我国人们的喜爱，不仅更多的人从事放风筝的活动，其制作也

有了不断的更新和改进，除原来的双线外，演变成三线、四线的

技术风筝或特技风筝。当今，我国放风筝活动，在对外文化交

流，加强与世界各国人民友谊，发展经济和旅游事业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

从文化的分类说，风筝文化可列入体育文化，因为体育文化

包括体育观念、体育思想、体育理论科学、体育精神、体育艺术、

体育道德、体育法规、体育风尚。风筝文化的出生地是民间，风

筝文化根在民间，又可称之“民俗体育文化”。

国外风筝的历史

相传在公元前 缘 世纪时，希腊的阿尔克达斯就发明了风筝，

·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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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后来失传。又从其他考据证实，约第 员园 世纪时，中国风筝

传至韩国再至日本，直到 员猿 世纪时，意大利马可·波罗自中国

返回欧洲后，始传到世界各地。

美国也有放风筝的故事，当时的人们以为雷电与闪光，是神

的怒吼而心生恐惧，富兰格林则利用风筝，证明了雷电与闪光是

空中放电的现象，而发明了避雷针。风筝飞上天空为飞机飞上

天空提供了原理和灵感。

员怨 世纪英国发明家克雷由风筝产生灵感而发明滑翔机。

得克萨斯州演员科迪“上尉”，曾利用风筝拖动折叠式小艇，横

渡英伦海峡；员怨园员 年再接再厉，乘坐双箱形风筝飞行，使英国陆

军部大感兴趣。不久，飞机取代了军用风筝，而科迪“上尉”也

在 员怨员猿 年驾驶他的新双翼飞机时失事遇难。二次世界大战美

军曾用特技风筝做活动靶，训练打靶。也曾因军事的理由禁止

放风筝，因为鲜艳的风筝可传递给敌方讯息，并提供飞机轰炸的

目标。员怨苑园 年，美国太空计划设计了各种“飞行翼”，使风筝再

次成为成年人的玩意儿，例如罗格乐乐折叠飞行翼，本是专为水

星号太空船舱安全着陆而设计的，后来被降落伞取代了；但这种

折叠翼，结果成为今日悬挂式滑翔机的机翼。

第二节摇 传统风筝与吉祥寓意

中国的风筝已有 圆园园园 多年的历史。从传统的中国风筝上

到处可见吉祥寓意和吉祥图案的影子。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

的祖先不仅创造出优美的凝聚着中华民族智慧的文字和绘画，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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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创造了许多反映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和追求、寓意吉祥的图

案。它通过图案形象，给人以喜庆、吉祥如意和祝福之意；它融

合了群众的欣赏习惯，反映人们善良健康的思想感情，渗透着我

国民族传统和民间习俗，因而在民间广泛流传，为人们喜闻

乐见。

有着 圆园园园 多年历史的风筝，一直融入在中国传统文化之

中，受其熏陶，在传统的中国风筝中，随处可见这种吉祥寓意之

处：“福寿双全”“龙凤呈祥”“百蝶闹春”“鲤鱼跳龙门”“麻姑献

寿”“百鸟朝凤”“连年有鱼”“四季平安”等这些风筝无一不表

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

吉祥图案运用人物、走兽、花鸟、器物等形象和一些吉祥文

字，以民间谚语、吉语及神话故事为题材，通过借喻、比拟、双关、

象征及谐音等表现手法，构成“一句吉语一图案”的美术形式，

赋予求吉呈祥、消灾免难之意，寄托人们对幸福、长寿、喜庆等愿

望。它因物喻义、物吉图案，将情景物融为一体，因而主题鲜明

突出，构思巧妙，趣味盎然，富有独特的格调和浓烈的民族色彩。

例如一对凤鸟迎着太阳比翼飞翔的图案，称为“双凤朝阳”，它

以丰富的寓意、变化多姿的图案，体现了人们健康向上的进取精

神和对美好幸福的追求。

中国吉祥图案内容丰富，大体有“求福”“长寿”“喜庆”“吉

祥”等类型，其中以求福类图案为多。

员援求福

人们对幸福有共同的追求心理。蝙蝠因与“遍福”“遍富”

谐音，尽管它形象欠美，但经过充分美化，把它作为象征“福”的

·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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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图案。以蝙蝠为图案的风筝比比皆是，如在传统的北京沙

燕风筝中，以“福燕”为代表，在整个硬膀上，可以画满经过美化

的蝙蝠。其他的取其寓意的风筝有：“福中有福”“福在眼前”

“五福献寿”“五福捧寿”“福寿双全”“五福齐天”等，周代《洪

范》篇载“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

考终命。“修好德”谓所好者德，“考终命”谓善终，不横夭。按

五福寓意，福已包含富和寿。其他的求福吉祥图案还有“鱼”和

“如意”（如意原是竹木制的搔杖，专搔手够不到的地方，因能尽

如人意而得名）。与此有关的吉祥图案与风筝有：“连年有鱼”

“喜庆有余”“鲤鱼跳龙门”“百事如意”“必定如意”“平安如

意”等。

圆援长寿

古往今来人们都希望健康长寿。寄寓和祝颂长寿的图案很

多：有万古长青的松柏，有据说能享几千年寿命的仙鹤及色彩缤

纷的绶带鸟，有据说食之可以长命百岁的“仙草”灵芝和能够使

人长生不老的西王母仙桃等。追求和表达长寿的“寿”字有三

百多种字形，变化极为丰富。源于佛教的“万”字纹样，寓“多至

上万”之意。在沙燕风筝中，腰部的图案就多为回转“万”字纹

样。与此有关的吉祥图案与风筝有：“祥云鹤寿”“八仙贺

寿”等。

猿援喜庆

表达人们美好、愉快、幸福的心情。喜字有不少字形，“喜

喜”是人们常见的喜庆图案。喜鹊是喜事的“征兆”，风筝中有

“喜”字风筝，“喜喜”风筝等，与此有关的风筝和吉祥图案有：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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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上眉梢”“双喜登眉”“喜庆有余”“福禄寿喜”“双喜福祥”。

喜庆图案颇具情趣的还有百蝶、百鸟、百花、百吉、百寿、百福、百

喜等图案，如“百鸟朝凤”。寓人间美满婚姻、夫妇和谐的有鸳

鸯图案风筝等。

源援吉祥

龙、凤、麒麟是人们想象中的瑞禽仁兽。龟在古代是长寿的

象征，后来以龟背纹代替。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关于龙的话题，中

国是个尚龙的国家，在我们国家里龙是有着特别的意味，龙是有

着鹿的角，牛的头，蟒的身，鱼的鳞，鹰的爪的神奇生物，被视为

中华古老文明的象征。以瑞禽仁兽及其他物象构成的传统吉祥

图案有：“龙凤呈祥”“二龙戏珠”“彩凤双飞”“百鸟朝凤”等。

中国传统风筝———龙头蜈蚣长串风筝，尤其是大型龙类风筝，以

其放飞场面壮观，气势磅礴而受人喜爱。

第三节摇 中国风筝技艺概况

中国风筝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高超的技艺，虽然为世人所公

认，但要认真研究起来，记述中国风筝的详细资料却不多，而专

述中国风筝具体技艺的资料就更少。

传说曹雪芹所著的《南鹞北鸢考工志》是一个记述中国风

筝技艺的专著，但至今不只还见不到此书的全文，就连此说是否

属实，曹氏是否确有《废艺斋集稿》这套著作，也还缺少足够的

旁证材料，学术界还在争论之中，没有结论。从主观愿望上讲，

我们很希望曹氏或其他先人能为后代留下一本有关中国风筝技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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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的宝贵资料，供今人继承和发展。但希望不能代替事实，我们

只能等待着这方面新的发现。除此之外，就是一些流传的谱

式了。

如传说宋徽宗的《宣和风筝谱》是较早的一本，但至今仍未

见到。其他就是各风筝世家或风筝玩家个人收集的谱式了，今

天还能找到一些。中国虽然这些谱式各有局限，但毕竟是可贵

的资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圆园 世纪 猿园 年代金铁庵著的《风筝

谱》一书较有价值，不足之处是没有图，这也许是因为当时印刷

出版条件和资金的限制，有图而未印出来。中国除“谱”外还有

一种可贵的实物资料———“条”，即制作某种风筝骨架所用的标

准竹条，这一般都是在大批生产风筝的世家中代代相传的，如北

京“风筝哈”家就有一捆流传几代的“条”。这就补充了“谱”上

只有画面，没有骨架或只有骨架而没有具体竹条尺寸和粗细变

化的不足，使风筝技艺的流传更加完整。在文字、图画和实物之

外，中国民间工艺的技艺传授主要靠“口传心授”，这就是在民

间艺人中使用的“诀”。这是为了好教好记和保密所用的“歌

诀”或“切口”。因为艺人的文化水平所限，这些歌诀或切口往

往有音无字、或有字无形，在流传中丢失、修改、讹误很多。

中国对风筝技艺的讨论主要是以上述流传下来的有限的文

化遗产作为历史背景的参考，以现存的传统中国风筝为根据，用

科学的工艺技术和飞行力学原理进行分析，希望它能为今后中

国风筝技艺的推广和发展提供一点参考。传统中国风筝的技艺

概括起来只有四个字：扎、糊、绘、放。简称“四艺”。简单地理

解这“四艺”即扎架子、糊纸面、绘花彩、放风筝。但实际上这四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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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内涵要广泛得多，几乎包含了全部传统中国风筝的技艺内

容。如“扎”包括：选、劈、弯、削、接。“糊”包括：选、裁、糊、边、

校。“绘”包括：色、底、描、染、修。“放”包括：风、线、放、调、收。

而这“四艺”的综合运用就要达到风筝的设计与创新的水平。

中华文化的精神血脉，之所以而能绵绵沛沛，传扬久远，正

是在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手段创新、与时俱进的优秀品格。这

里的“进”就是变。内容不变就会与时代脱节；形式不变，就要

与生活错位；手段不变，就会失去年轻人的广泛参与。变，就是

换装、就是革新、就是升华。

第四节摇 风筝的做法

员援风筝的形状

主要是模仿大自然的生物，如雀鸟、昆虫、动物及几何立体

图形等，而图案方面，主要由个人喜好而设计，动物、蝶、飞鸟等。

风筝的建造材料除了丝绢、纸张外，还有塑胶材料造的，骨杆有

竹篾，木材及胶棒来造，近来有人设计一种无骨风筝，它的结构

是引入空气于绢造的风坑之内，今风筝形成一个轻飘飘的气枕，

然后乘风而上。中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及日本等，亦有一种大

型的风筝，每到风筝节就将它放到蔚蓝的天空，这些风筝的尺码

由十至二十尺不等。骨杆则用大竹升来造，由百多人来放。

圆援做风筝的工具

糨糊、纸刀。

猿援做风筝的材料

·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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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篾、纱纸条、马拉纸等。

源援方形风筝的特点

（员）这种四方形的风筝，是目前用得最多，最为普遍的风筝

样式。

（圆）风筝的骨架，单单用两支组成，非常简单。

（猿）做法虽然简单，可是样子的变化非常多，加些工夫可以

做出很多东西。

缘援做法

（员）首先将竹篾浸水，令竹篾软身，再用刀将竹篾破开，约

三分之一粗度，然后修半形，稍后要将竹篾贴在马拉纸上，假如

太粗，竹篾会拉破纸张，同时竹篾太粗，纱纸条就贴不稳。将修

好的竹篾裁成两条长短适当的长度，约为 员远 耀 圆猿 寸。下一步，

就将马拉纸裁成一个四方，边长约 圆源 寸，马拉纸是一种非常粗

糙的纸张，最适合作风筝之用。

（圆）此时，可以将竹篾贴在纸上，但要记着将长的竹篾，用

纱纸扎在短的三分之一处，然后慢慢弯曲，直至长竹篾两端触到

纸的对角之上，再将它贴好。

（猿）最后一步就将风筝的尾巴贴在风筝的下方，校好线与

风筝的角度后，就可起放。

（源）风筝的尾巴是平衡风筝的主要工具，当风筝乘风而上

之时，假如一方较重，风筝就会偏向这方，而尾巴最好比较长，因

为越长就会有一个重量使风筝头部升起，使全身受风，平衡了斜

的一方。

（缘）风筝的丝线可以用牛皮线、棉线、玻璃线等，线辘可分

·园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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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线辘及排辘。将线扎在风筝上，要成一斜角。

第五节摇 中国著名风筝节

潍坊国际风筝会

中国潍坊自古以来就有春季放风筝的习俗，员怨愿源 年当地政

府发扬这一优秀民间文化传统，倡导举行国际风筝会，当年就有

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新加坡、日本、原联

邦德国、香港等 员员 个国家和地区的 员苑 个风筝团、队，员园园 多名

放飞员前来赴会。首届风筝会于 员怨愿源 年 源 月 员 日在潍坊市体

育场举行，潍坊市风筝协会主席邹立桂和美国西雅图风筝协会

主席戴卫·杰克列，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词，员圆 园园园 名风筝爱好者

参加了开幕式。当天下午，各风筝团、队进行放飞表演，近 员园 万

观众到场观看。会后，国外近百家新闻机构、国内 源缘 家新闻单

位对这届风筝会做了报道。原来在国内外知名度不算太高的潍

坊市，随着风筝会的举行，一下子名满天下。从此，每年 源 月 圆园

日到 圆缘 日，都在潍坊市举行一届国际风筝会，规模越来越大，规

格越来越高，内容越来越丰富。因为有这样一个风筝会，潍坊市

当之无愧地成了世界风筝之都。自 员怨愿源 年开始，迄今已连续举

办 圆圆 届，吸引着大批中外风筝专家和爱好者及游人前来观赏、

竞技和游览。旅游者以 源 月 圆园 日前抵达潍坊为宜。整个风筝

节期间伴有丰富多彩的民间传统艺术活动。传统的民族花灯展

览，在夜幕下呈千姿百态，栩栩如生；民族焰火，以其绝妙的燃放

·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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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展现历史戏剧故事场景，令人不胜激动和赞叹。

风筝音乐会上，艺坛明星的精彩演唱使人陶醉。潍坊风筝

历史悠久，扎工精巧，造型优美，放飞平稳，易于起飞。位于市区

东北 员缘 千米的杨家埠村，便是风筝的故乡。杨家埠风筝以做工

考究，绘制精细，起飞高稳而闻名，分为串子类、板子类、立体类、

软翅、硬翅和自由式六大系列，六十多个品种。杨家埠木版年

画，则是驰名中外，与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并列齐名，被称为

中国的三大画市。年画与风筝为姊妹艺术，始于明（代）而盛于

清。均有着 缘园园 多年的历史。在这里可以看到明清时期典型的

民间建筑四合院式的风筝与木版年画作坊，并能看到艺人们刻

制年画，扎制风筝的技艺全过程。历届风筝节的中外风筝佳作，

在潍坊风筝博物馆──迄今世界上最大的专业博物馆──陈列

展出，题材广泛，花样繁多，扎技精湛，造型各异，令人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流连忘返。

在潍坊第 远 届风筝会上成立了国际风筝联合会，其总部设

在潍坊，办事机构就设在潍坊。每年 源 月 圆园 日举行隆重的开幕

式，大型民间传统歌舞表演，变幻多姿，焰火礼花，绚丽多彩。圆员

日于浮烟山或渤海滩举行国际风筝赛暨中国风筝精美比赛。中

外风筝，各以自己独特的造型，色彩和风格及放飞技巧吸引着数

以万计的观赏者。圆圆 日起，客人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游览

“千里民俗旅游线”，尤其潍坊的民俗风情，给客人留下极为深

刻的印象。这里的传统婚礼表演，坐花轿、拜天地、交杯酒、入洞

房，再现古代婚俗，令人心驰神往。村内的民俗博物馆，可让人

了解鲁中农村的百年习俗。“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学农家活，

·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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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农家俗”，在这里客人可尽情地体验享受农家生活。同时，风

筝节又是与发展外向型经济相结合的盛会，期间举办潍坊市对

外经济技术贸易洽谈会，吸引着大批中外客商前来洽谈贸易，投

资办厂，进行技术交流和观光游览。

潍坊风筝经过历史演变和横向传播，逐渐形成了选材讲究、

造型优美、扎糊精巧、形象生动、绘画艳丽、起飞灵活的传统风格

与艺术特色，和京式风筝、津式风筝等交相辉映，鼎足而立。

阳江风筝节

山东潍坊风筝，早已闻名于世。其实，广东也有一个风筝之

乡———阳江。早在宋代，阳江已有重阳放风筝的习俗。据说那

时有一位州官叫王亘，他在北山一块“仙掌石”上凿了一个“流

杯池”，每到重阳佳节，就邀请各界名流，集于石上，一面“曲水

流觞”，一面放风筝观赏，周围百姓也在山间支起帐篷观看。

《阳江县志》载：“重九日，结伴携酒选胜登高，士人赋诗，儿童放

纸鸢较高下。”到了清代，场面更为壮观。清人林葆莹诗云：“浮

屠七级北山坳，纸鹞参差万影交。”可见当时之盛况。

阳江的风筝，品种繁多，构思精巧，格调古雅。传统风筝又

叫“生气风筝”，有“百足”（蜈蚣）“灵芝”“崖鹰”等 员园 多种，放

起来随风飘舞，栩栩如生。其中有一种能鼓风而上，在高空定

位，任人观赏的，叫“排蓬风筝”，常见的造型有花鸟虫鱼、飞禽

走兽等 员园 多种。还有一种“风蛾风筝”，能在空中自动点燃炮

仗，犹如飞机发射火箭似的，更有趣味。大型的风筝高达 员园 米，

直径 猿 米多，重 员园 多千克，要十几个人拉着跑，乘五六级风才能

·猿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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