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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文化，一个民族使用谐音、借喻、双关、比

拟、象征等手段表达出来的最原始、最本真的生活理

想。

吉祥文化，一个民族用图形符号描绘出来的最绮丽

的风俗画卷和艺术长卷。

吉祥文化，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战略中十分

重视的传承内容。

吉祥文化，一个民族用图纹符号描绘出来的最绮丽

的风俗画卷和艺术长卷。吉祥文化，国家非物质文化保

护战略中十分重视的传承内容。认识吉祥文化，也就是

在了解中国民俗，中国艺术，乃至最有韧性的中国人的

情感愿望。

即使有破坏，加上现代化、全球化的冲击，也改变

不了中国人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中吉祥文化所占据的重

要位置。

本书帮助读者认识常见的吉祥图形的寓意和功能，

准确把握其使用场景，让它们适宜地出现于我们的服

饰、家居、建筑、器物、年节礼仪中，带着完美祝愿去

过普通人的生活！

                                     编　者

200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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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仙

【画外音】

“八仙”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惩恶扬善、济世济贫的八位神仙，共七男一

女。他们分别是汉钟离（钟离权）、张果老、韩湘子、铁拐李、曹国舅、吕洞宾、

蓝采和、何仙姑。八仙故事多见于唐、宋、元、明文人笔记的记载。明代以前姓名

还是不固定的，民间传说中的八仙是明代以后固定下来的八个人。

有关“八仙”的吉祥图形有“明八仙”和

“暗八仙”之别。顾名思义，“明八仙”指出现

“八仙”的人物形象，如《八仙过海》、《八仙

献寿》等吉祥图形；“暗八仙”是指不出现人物

形象，而出现八仙各自手持的法器，即汉钟离的

扇、吕洞宾的剑、铁拐李的葫芦、曹国舅的玉

板、蓝采和的花篮、张果老的渔鼓、韩湘子的笛

子、何仙姑的荷花。

【图形寓意】

《八仙过海五彩瓷盘》：盘内描绘旭日东

升、祥云环绕、海潮翻涌、八仙过海的场景。八

仙人物各自施展自己的法术渡海，谈笑自若，如

履平地，显出他们神通广大。该吉祥图形反映了

中国人崇尚各有所能、各显神通，寓意“福乐长

寿”。

《暗八仙斗彩瓷盘》：盘内正中绘万寿菊和

莲花、寿桃，四周为暗八仙图案，寓意借助神仙

法术，“骧灾辟邪、福乐长寿”。

【其他图形】

《八仙献寿》：这是作为民间祝寿使用较广

的吉祥图形，有时八仙以全体形象出现，有时则

仙翁张果老等单独出现。

【应用】

广泛应用于建筑装饰、家具、染织、文具、绘

画等，尤其是祝寿场合使用较多。暗八仙斗彩瓷盘

白描暗八仙

八仙过海五彩瓷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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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神

【画外音】

财神有文财神与武财神之分。财神的供奉在民间社会十分普遍，祭祀时要盘

供、点灯、烧香、燃烛等。祭祀财神目的明确，就是为祈求富贵、财运亨通。

比较常见的财神有：文财神——比干、范蠡、文昌帝君，武财神——赵公明、

关羽。

文财神陶瓷雕塑 武财神年画武财神木雕文财神年画

比干，商纣王的叔父，生性忠正耿直，

因死谏而被商纣王剖心，心被挖空后成了无

心之人。民间传说在比干荫佑下做买卖的

人，都不会使心眼儿，大家公平交易，互不

坑骗。所以比干被后人奉为文财神之一。

范蠡，字少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

人，春秋末年越国大夫。越为吴败时，他曾

随越王勾践赴吴做了三年人质。回越国后，

他辅佐越王富国强兵，终于打败了吴国。后

来他游于齐国，改名陶朱公，以经商致富。

商贾之家拜其为文财神。

文昌帝君，也称为“文曲星”，是道教

供奉的主宰功名和禄位的神仙。古代读书人

将他奉为文财神，以为他既然可保功名，自

然也可保财富。自汉朝始对文昌帝君的祭祀

从未中断过，明朝时天下学馆都立文昌祠。 文财神彩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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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帝君的形象大多是雍容慧颜，骑白驴，有两个书童陪伴。

赵公元帅，姓赵名朗，字公明，终南山人，与钟馗同乡。他原是日精之一，后

羿射九日后，他变化为九鸟，墬落于青城山，变成九鬼王，避隐蜀中，成为张天师

之徒，精修至道，颇有神力。明代小说《封神演义》记载：姜子牙封赵公明为金龙

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率领招宝天尊、纳珍天尊、招财使者和利市仙官等，统管

人世间一切金银财宝。所以，赵公明是最重要的武财神。

关公，作为中国文武“全能”之神，财神只是其功能之一。

【图形寓意】

《文财神彩塑》：这尊彩塑神像，头戴文官帽，身着文官服，锦衣玉带、冠冕

朝靴，白脸长须，左手托聚宝盆，右手托金如意。这是从古至今供奉者最多的财神

形象了。

《武财神彩塑》：这尊彩塑塑造的是面黑而多须、身着盔甲、头戴铁冠的赵公

明神像，只是其手中的铁鞭和胯下的猛虎已残缺不全。武财神以其自身的神力保佑

各行各业招财进宝。

【其他图形】

民间除了有文、武财神之外，还有金

元总管、利市仙官、招财童子、和合二

仙、沈万三等准财神崇奉。

路头财神，又称“五路财神”、“路

头之神”，其来源说法不一。

利市仙官，名姚少司，根据《封神演

义》的记述，他是赵公明的徒弟，姜子牙

封其为迎祥纳福的利市仙官。“利市”在

俗语中为“走运”、“吉利”的意思，又

指做买卖赚得的利润。宋元期间，利市仙

官已经流行。旧时商家在新年到来之际，

将其像广贴门庭，以图吉利。

【应用】

财神形象多见于寺观雕塑和民间木

版年画。闽台地区崇奉较多的是武财神关

公。潮汕地区的商家商户，不论生意大小，

每年6月24日有奉拜“财神爷”的习俗。

武财神彩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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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公

【画外音】

关公名羽，字云长，河东解县（今山西临猗西南人），是三国时期蜀国的一员

名将。东汉末年亡命奔涿郡，跟随刘备起兵，与刘备、张飞结为异姓兄弟。建安五

年，刘备为曹操所败，关羽被俘后极受优待，封汉寿亭侯，他不为所动，最后回归刘

备处。建安十九年，他镇守荆州。二十四年，围攻曹

操部将曹仁于樊城，又大败于禁所领七军，因后备空

虚，被孙权袭取了荆州。关羽败走麦城，兵败被杀。

关羽是《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等史志和小说

中的重要人物。尤其是在《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

中，关羽集忠、孝、节、义、信五伦于一身，加上勇

武有智，在宫廷社会和民间社会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自宋以后，他的事迹被历代当权者不断渲染，屡屡加

封，最终被尊为道德之神——俗称“关公”、“关

帝”、“关圣”。

民间社会则把关公视为保护神和财神，他具有

司命禄、佑科举、消除灾病、株罚叛逆、招财进宝

等职能。

【图形寓意】

《年画关公》：年画中的关公内穿盔甲，外穿锦

袍，足踏虎皮，左手执书卷，显得文武双全，身后站

立着周仓和关平。寓意“造福百姓，消灾辟邪”。

《木雕关公》：这是典型的武关公形象，长期以

来，民间社会就有“文拜孔子，武拜关公”一说。

【其他图形】

关公的图形变化较多，与他身份的复杂性有关，

有些地方甚至把他做成傩神面具。

【应用】

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能见到关公庙，塑造关公神

像的方式方法也有很多种，既有各种材质的塑像，也

有各种材质的画像和绣像等。

年画关公

木雕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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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

【画外音】

观音梵文Avalokitesvara，又称“观自在”，是佛教四大菩萨之一，全称是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在佛教各种菩萨造像中，观世音菩萨像种类最多，这是因为观世音菩萨有32种

化身。唐朝以前，佛教观世音菩萨造像全部是男身。后来儒、道、佛三教互相渗

透、互相吸收。尤其是道、佛二教共同信仰观音，观世音形象因此发生了很大变

化。中国化了的观音菩萨是一位高贵、丰满、端庄的成年女性形象。道教认为观世

音善于救助妇女儿童，协助孕妇顺利生产，因此又称之为“观音大士”、“慈航真

人”、“慈航大士”等。民间社会则常尊称她为“送子观音”，或亲切称她为“送

子娘娘”。在一贯道中她又被称为“南海古佛”。

观世音集美丽与慈爱于一身，深受百姓崇敬，是最

深入人心的佛教神衹。

【图形寓意】

《送子观音像》：白衣观音怀抱婴儿，寓意“有求

必应”。

《慈航大士像》：观音手持净瓶。据《历代神仙通

鉴》卷记载：普陀落伽岩潮音洞中有一女真，商朝时

修道于此，已得神通至道，发愿欲普度世间男女，常

常以丹药及甘露水济人。《慈航大士像》寓意“大慈大

悲”。

《观自在像》：“观自在菩萨”是唐玄奘的译法，

寓意“不起妄念、恢复内心光明，成就伟大人格”。

【其他图形】

观音有32种变化，因此有

数不尽数的造像图式，比如

“鱼篮观音”、“千手观音”

等都是很常见的观音形象。

【应用】

造像、佩饰、木版年画等。

观自在像慈航大士像

送子观音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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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二仙

【画外音】

“和合二仙”又名“和合二圣”。相传唐朝有一父母因为挂念远在战场上的长

子而哭泣，于是派小儿子万回外出打探消息。令他父母意想不到的是，万里之遥，

万回居然能朝发夕返。自宋代开始，民间社会把他当作“和合”神来祭祀，以象征

家人之和合。

这种祭祀延续至清代雍正时，复以唐代师僧“寒山”和“拾得”二人为“和合

二圣”。相传这两人同居一村，亲如兄弟，又共爱一女。寒山临婚时得知详情，随

即决定离家为僧。拾得随后舍女去寻觅寒山，相会后两人俱为僧人，立庙“寒山

寺”。从此开始，民间社会所崇祀的“和合神”一化为二，并逐渐确立了“和合二

仙”的标准形象：一人手持荷花，一人手捧圆盒，意

为“和（荷）谐合（盒）好”。“和合二仙”是我国

民间社会影响甚广的欢喜爱神。

【图形寓意】

《和合二仙瓷碗》：瓷碗上彩绘的和合二仙像是两

个天真的少年，他们交头接耳，相亲相爱，一起手捧

圆盒。荷叶变成了两人小披肩，整个图形因此趋向圆

形开光，强化了和谐寓意。

《和合二仙蘑菇伞风筝》：风筝上所绘和合二仙形

象为小沙弥，一个手捧圆盒，一个手持荷花，此为寒

山和拾得二人初入佛门时的形象。

《和合二仙剪纸》：该和合二仙做童子装扮，长

发垂肩，盒子与荷花、如意、蝙蝠组合在一起，寓意

“和合如意、招祥纳福”。

【其他图形】

“和合二仙”的形象有老有少，手中的物件除了常

规的荷花和盒子外，还时常出现如意、金元宝等吉祥

物件。

【应用】

在我国传统的婚礼喜庆仪式上，常常挂有和合二仙

的画轴。 和合二仙剪纸

和合二仙蘑菇伞风筝

和合二仙瓷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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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塑哼哈二将（左为哈将　右为哼将）

哼哈二将

【画外音】

哼哈二将有历史人物原形，经过神话加工后形成具有特别功能的吉祥符号。据

《封神演义》记载：哼将原名郑伦，是商纣王的大将，曾拜度厄真人为师。真人授

他窍中二气，一遇强敌时，郑伦只要鼻子一哼便声响巨大，还可从鼻腔射出二道精

光，吸人魂魄。哈将也是商王大将，曾得异人指点，练就了一种异术。与敌对阵

时，他张嘴一哈，黄气喷涌，吓得对手魂飞魄散。哼哈二将法力相当，周灭商之

后，姜子牙封神，特封此二人一起镇守寺门。

【图形寓意】

《彩塑哼哈二将》：哼哈二将为寺庙中守卫山门的两武将，这是最为常见的彩

塑形象，即两个大力士模样。两神皆手持金刚杵，眼睛圆睁，鼻翼暴起。只是一作

哼状，一作哈状。哼哈二将可以帮助信众辟邪魔、断烦恼。

【应用】

只用于寺庙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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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

【画外音】

刘海，即刘蟾，海蟾

子，名操，字昭远，又字

宗成，以号行，北京市西

南部人氏，唐五代时期的

道士，是全真道北五祖之

一。他做过燕主刘守光的

丞相，因爱好黄老之学，

弃官隐居在华山和终南山

一带。传说他得道做了神

仙之后，喜欢周游四海，

降魔伏妖，布施造福人

间。他用计降服了长年危

害百姓的金蟾妖精，自此

金蟾臣服于刘海门下，

为求将功赎罪，金蟾使

出绝活咬进金银财宝，

助刘海禅师造福世人，帮

助穷人。

【图形寓意】

《刘海戏金蟾年画》：年画表现了活泼顽皮的刘蟾用一小串铜钱钓取井中金蟾

的传说，寓意“财源滚滚”。

《刘海戏蟾陶瓷雕塑》：该雕塑塑造了刘蟾与三足金蟾嬉戏的场景，反映他带

着金蟾周游四方，向百姓散发钱财的传说。寓意“财源广进”。

【其他图形】

民间年画、剪纸、彩塑等艺术形式中大量出现这一“刘海戏蟾”情节的描绘。

刘海的形象多穿红挂绿，满脸笑容，手提金蟾或金钱（蟾、钱谐音），又时常与和

合二仙、财神、麒麟送子等一起出现，寓意幸福吉庆。

【应用】

应用于年画、剪纸、彩塑、建筑彩绘等。

刘海戏金蟾蓝印花布刘海戏蟾陶瓷雕塑

刘海戏金蟾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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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姑

【画外音】

“麻姑”是道教神话人物。据《神仙传》记载，其为女性，修道于牟州东南姑

馀山。自称“已见东海三次变为桑田”，所以古时候以麻姑喻高寿。

有关麻姑的传说有两种：一种说法是，东汉桓帝时，神仙王远降临在江苏吴县

一个名叫蔡经的人家里，复又派使者请仙女麻姑赴宴。不多久，天上响起了喧腾的

声音，麻姑下凡来，只见麻姑是个十七八岁俏美的姑娘，头顶结了一个髻，剩余的

长发乌溜溜垂至腰际，穿着光彩夺目，她在酒席上施展了异能，令众人惊叹。另一

种说法是，麻姑为麻秋之女，麻秋为人猛悍，筑城严酷，督责工人。麻姑有息民之

心，学作鸡鸣，众工役得以休息。麻秋得知后大怒，麻姑逃入山中，其父竟放火烧

山欲置麻姑于死地。正巧王母路经此地，急忙降下大雨，将火熄灭。王母了解了事

情的始末之后对麻姑爱民之心大加赞赏，收下她作为弟子，并带她去南方的一座山

中修炼。麻姑在山中利用泉水酿造灵芝酒，13年酒乃成，麻姑也修道成仙。正好这

一天是王母寿辰，麻姑就带着灵芝酒前往瑶台为王母祝寿。王母大喜，封麻姑为虚

寂冲应真人。这两种传说以后一直影响力较大。

旧时祝女寿者多以麻姑像相赠，有“麻姑献寿”、“瑶池进酿”等吉祥图案。

【图形寓意】

《泥塑麻姑》：麻姑在民间是作为寿星来崇拜

的，其风俗主要起源于麻姑给王母娘娘献寿的传

说。泥塑麻姑像为一美丽女子形象，她侧身骑坐在

一雌性梅花鹿上，一手执拂尘。

《麻姑献寿图》：麻姑飞鹤腾云，翩然下凡，

手中的托盘里放着仙桃、佛手、灵芝、梅花等物，

象征给人们送来寿运。

【其他图形】

麻姑形象各异，或腾云，或骑鹿，或伴以青

松，或伴以寿星，也有直身托盘作献物状。手中托

盘一般有仙桃、美酒或佛手等。

【应用】

麻姑形象多应用于绘画和陈设用工艺品的装

饰上。

泥塑麻姑

麻姑献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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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神

【画外音】

门神是道教和民间共同信仰的守卫门户的神灵。

门神信仰由来已久，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各路门神，比较著名的有神荼、郁

垒、秦琼、尉迟恭等。根据《山海经》的记载：沧茫大海上有一座度朔山，山上有

一棵巨桃，还有一个万鬼出入的鬼门。门口有两个神人，一个叫神荼，一个叫郁

垒，他们把守着鬼门，专门监视那些害人的鬼，一旦发现便用苇索把鬼捆起来，扔

到山下喂老虎。黄帝敬重他们，岁时祀奉，在门上画神荼、郁垒和老虎的像。从

此，神荼和郁垒成为了辟鬼之门神。

又据明《正统道藏》中的《搜神记》和《三教搜神大全》及《历代神仙通鉴》

等文献记载：相传唐太宗身体欠佳，寝宫门外有鬼魅号叫，夜无宁日。太宗将详情

告诉众大臣，武将秦叔宝上奏说：“臣平生杀人如摧枯，积尸如聚蚁，何惧小鬼

乎！愿同敬德戎装以伺。”太宗准奏，夜晚让他和尉迟恭立于宫门两侧，夜里果然

平静无事。太宗嘉奖二人后，觉得整夜让二人守于宫门，实在辛苦，于是命画工画

二人像，全装怒发，手执玉斧，腰带鞭练弓箭，一如平时，悬挂在两扇宫门上，从

此邪祟得以平息。一直到元代以后，民间社会才把这二人祀为门神。此后，秦琼和

尉迟恭逐渐成为最著名的两位武门神。

【图形寓意】

《年画门神》：画中二神为秦琼和尉迟

恭。两人均为历史人物，秦琼，字叔宝，唐

代历城人，隋末归附李渊，后事唐太宗李世

民，官至左卫大将军。尉迟恭，字敬德，唐

代朔州人，事唐太宗，立下无数战功。将其

画像贴于门上，用以驱邪避鬼，卫家宅，保

平安，助功利，降吉祥等，是民间最受人们

欢迎的保护神之一。

【其他图形】

武门神中还有钟馗等。除了以上这些武门

神之外，还有文门神、财神等门神样式。

【应用】

主要用于家宅用的年画、彩绘和剪纸等。

年画门神

剪纸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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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勒佛

【画外音】

弥勒佛是民间社会中认同度较高的佛教神祇，他又被称为“布袋和尚”或“大

肚弥勒”，其形象身宽体胖，袒胸露肚，笑容可掬，因此，弥勒佛被视为“宽宏大

度”之神。

弥勒佛原为佛祖如来的弟子，即未来佛，“弥勒”是梵文Maitreya的音译简

称。此佛常怀慈悲之心，据佛经记载，弥勒出生于古印度波罗奈国的一个婆罗门家

庭，与释迦牟尼佛是同时代人。后来随释迦出家，成为佛弟子，他在释迦入灭之前

先行入灭。在兜率天内院与诸天演说佛法，直到释迦佛灭度后，他复从兜率天宫下

生人间。

在我国弥勒信仰的流行很早，西秦时就已出现了手绘的弥勒像，如甘肃炳灵寺

石窟中即有。五代、宋以前的弥勒像，主要有菩萨形和如来形两大类，分别根据

《弥勒上生经》和《弥勒下生经》创作。菩萨形的弥勒像主要表现了弥勒菩萨上

生兜率天宫为诸天说法时的形象。大致从北魏开始，中国逐渐流行对弥勒下生的信

仰，同时也开始出现穿上佛装的弥勒佛像。五代以后，我国江浙一带的寺院中出现

笑口弥勒佛的塑像，这是按照布袋和尚的形象塑造的。

布袋和尚，明州（宁波）奉化人，或谓长汀人，世人不知道他的族氏名字，自

称契此，又号长汀子。布袋和尚世传为弥勒菩萨的化身之一，他身体胖，眉舒而腹

大，出言无定，随处寝卧，常用杖挑一布袋入市，见物就乞，别人供养的东西统统

放进布袋，却从来没有人见他把东西倒出来，然而那布袋又始终是空的。很多弥勒

菩萨像两侧都有意味深长的对联，如北京潭柘寺的弥勒佛两边的楹联写道：“大肚

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弥勒佛经过汉化以后，成

为宽容旷达精神的象征，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能从中获得教益。

【图形寓意】

《铜镏金弥勒佛》：所铸造的弥勒佛铜像光头现比丘相，双耳垂肩，脸上满面

笑容，笑口大张，身穿袈裟，袒胸露腹，左手提葫芦，右肩用桃枝挑着一个布袋。

人们见此像，易受他那坦荡的笑容感染而忘却自身的烦恼。

《陶瓷弥勒佛》：弥勒佛左手持佛珠，右手抓布袋，任凭五个童子在他身上随

意嬉闹，他保持笑口常开，一副欢喜模样。

【应用】

佛教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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