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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装饰纹样分类与特点探析

周　 耀ꎬ张　 卓

(沈阳建筑大学设计艺术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

摘　 要:以不同物质材料的载体为依据ꎬ将汉代装饰纹样分为七大类:瓦当纹样、青
铜器纹样、漆器纹样、印染织绣纹样、画像石画像砖纹样、玉器纹样和墓室壁画纹

样ꎮ 分别对其纹样特点进行了探析ꎬ总结出不同物质材料上的装饰纹样的共性与

特性ꎬ以期在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文化方面ꎬ为现代装饰纹样设计的应用范围和使

用场景提供更准确的参考ꎮ

关键词:汉代ꎻ装饰纹样ꎻ分类ꎻ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Ｊ５２５ꎻＪ５２３　 　 　 文献标志码:Ａ

　 　 “两汉四百年ꎬ奠定中华民族性的基础ꎻ
汉代装饰艺术ꎬ开创中国文化的崭新格局”ꎮ
汉民族不仅有着文字记载的恢弘历史ꎬ还有

图形纹样所呈现的艺术世界[１]ꎮ 汉代是中

华民族第一次基本形成统一的民族意识和文

化传统的时期ꎬ因此ꎬ汉代的装饰纹样体现了

原生态的汉民族风格ꎮ 笔者对汉代装饰纹样

的分类与特点进行初步探究ꎬ以期从一个新

的视角去拓展和丰富现代装饰设计理论ꎮ
从共时性上讲ꎬ在同一时代出现的主体

装饰纹样ꎬ即使表现在不同材质的载体上ꎬ也
都会集中体现时代特点和集体无意识性所表

现的文化特征ꎮ 而不同物质材料所表现的装

饰纹样之间ꎬ必然既有较大区别又有丰富的

内在联系与交织ꎬ后人可以从各个类别的纹

样中寻觅出具有时代性的装饰纹样ꎬ为今所

用ꎮ 笔者按照汉代装饰纹样载体材质的不同

来划分其类别ꎬ共分为七大类:瓦当纹样、青
铜器纹样、漆器纹样、印染织绣纹样、画像石

画像砖纹样、玉器纹样和墓室壁画纹样ꎮ

一、汉代装饰纹样分类及特点

１.瓦当纹样及特点分析

瓦当是用于屋顶排水、保护椽头的建筑

装饰构件ꎮ “秦砖汉瓦”的古风遗韵自北宋

便有这一雅称ꎬ汉代是瓦当纹样艺术发展的

高峰时期[２]ꎮ 瓦当当面纹饰种类繁多ꎬ主要

有文字、云纹、动物及四神等装饰图案ꎬ主要

特点是纹必有意且意必吉祥ꎮ 瓦当为陶土烧

制ꎬ所形成的装饰纹样不会特别精细ꎬ多以粗

线形、面块等构成圆形或半圆形轮廓内的当

面纹样ꎮ
(１)文字瓦当(见图 １)ꎮ 文字瓦当绝大

多数为阳文篆书ꎬ少数为隶书ꎮ 当面纹样装

饰特点是以凸起乳丁纹为中心延伸出 ４ 条界

格装饰线ꎬ将圆形当面分割为 ４ 个部分ꎮ 因

此ꎬ内容常为 ４ 字ꎬ如“千秋万岁” “延年益

寿”“富贵未央”“永保子孙”等有吉祥寓意的

文字ꎮ 此外ꎬ也有单字、双字和多字在当面中

心排版的文字瓦当ꎮ 整体纹样常常表现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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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刚健、蓬勃与雄浑的风格特点ꎮ 写意、神
韵与联想一直是我国传统审美文化的核心ꎬ
汉字与图形纹样的交织影响着整个民族的原

生心理构成ꎬ由此产生的新装饰纹样应用于

瓦当的装饰之上ꎬ形成了汉民族传统的视觉

文化象征ꎮ

图 １　 西汉“与天无极”文字瓦当

　 　 (２)云纹瓦当ꎮ 当面中心一般是乳钉纹

或其他圆形纹样ꎬ当面同样由双线或单线的

界格纹线分割为 ４ 部分ꎬ每部分则以中心对

称分布云纹纹样ꎮ 汉代云纹瓦当纹样将线条

的丰富变化运用得淋漓尽致ꎬ整体纹样干净

利落ꎬ给人以简约大气之感ꎮ
　 　 (３)动物纹瓦当ꎮ 汉承秦制ꎬ秦人早年

以游牧狩猎生活为主ꎬ骁勇善战ꎬ亲近自然ꎮ
这些习性特征体现在生活中便是动物装饰纹

样的大量应用ꎮ 因此ꎬ汉代动物纹样也是瓦

当纹样的一大重要分支ꎮ 其特点为以写实为

主ꎬ呈现出动静相宜、活灵活现、变化多端且

富有浪漫想象的装饰形象ꎮ
　 　 (４)四神瓦当ꎮ ４ 个一组ꎬ成套出现ꎮ 在

汉代四神为朱雀、玄武、青龙、白虎ꎬ主 ４ 个方

向和春夏秋冬 ４ 个季节等ꎮ 其中ꎬ朱雀是百

鸟之王ꎬ并与升仙思想有关ꎻ玄武为龟蛇合体

的神物ꎻ青龙更是祥瑞和至高无上的代表ꎻ白
虎是力量的象征ꎬ可以降伏鬼物ꎮ 四神瓦当

当面图案造型栩栩如生ꎬ寓意吉祥ꎬ是汉代人

图腾崇拜的一种体现ꎮ
２.青铜器纹样及特点分析

汉代青铜器纹样逐渐摆脱前代青铜礼器

咄咄逼人的厚重之风ꎬ其形式静雅、精细、唯

美ꎬ表现内容多为体现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死
后羽化升仙的渴望[３]ꎮ 汉代青铜器纹样好

似“无字的汉书”ꎬ错金银纹样的铜器光彩华

丽ꎬ并演化出鸟篆纹这种“有字的图案” [４]ꎮ
但是ꎬ汉代的青铜器铸造业已整体上渐趋衰

落ꎬ唯有铜镜的铸造工艺却愈发成熟发达ꎮ
在工匠不断调校铜锡比例、精心配置下ꎬ汉代

铜镜历经两千余年纹饰依然栩栩如生、亮洁

如新ꎬ并得以传承至今ꎮ
以汉代错金银鸟篆纹铜壶和“ＴＬＶ”纹

饰铜镜为例ꎬ分析汉代青铜器纹样特点ꎮ
(１)错金银鸟篆纹铜壶(见图 ２)ꎮ 壶身

(见图 ２(ａ))以纤细的金丝银丝交错出精美

的艺术字体鸟篆纹和动物纹带ꎮ 上盖(见图

２(ｂ))中心以错金银工艺描绘一条蟠龙ꎬ周
围嵌 １２ 字鸟篆纹“为荃盖ꎬ错书之ꎬ有言三ꎬ
甫金鯠” (见图 ２(ｃ))ꎬ大意是“这是贵重的

盖子ꎬ上面嵌有文字ꎬ文字是 ３ 字为一句ꎬ字
间镶嵌鱼纹”ꎮ 壶身上中下有 ３ 部分突出的

宽带ꎬ以怪兽和云纹装饰ꎬ中间共书 ３２ 字吉

语ꎮ 器具整体装饰纹样低调却又奢华ꎬ凝结

了匠人极高的工艺技巧与设计智慧ꎮ 复杂的

错金银工艺配合鸟篆纹是汉代青铜器纹样独

特的装饰风格ꎬ这种“似书似画”富丽又灵动

的静美纹样ꎬ传递着汉代悠远又深厚的古韵

之美ꎮ
　 　 (２)“ＴＬＶ”纹饰铜镜(见图 ３)ꎮ “ＴＬＶ”
纹饰铜镜的命名至今仍有争议ꎬ有学者称之

为“博局镜”“规矩镜”ꎬ无论“ＴＬＶ”代表博局

也好ꎬ暗示规矩也罢ꎬ都是“宇宙象征主义艺

术”的图像表现[１]ꎮ “ＴＬＶ”纹饰铜镜基本图

形元素“ＴＬＶ”和方圆纹样的组合ꎬ象征着天圆

地方、东南西北及四面八方ꎮ 除了以上特点ꎬ镜
心的花纹钮座、以中心对称分布的 ８ 颗乳丁、环
绕其间的仙人神兽以及外圈的锯齿纹等都是

“ＴＬＶ”纹饰铜镜纹样的基本组成部分[３]ꎮ

３.漆器纹样及特点分析

汉代是我国漆器发展的“大跃进”时期ꎬ
此时ꎬ漆器纹饰的施纹手段呈现出比青铜器

的纹饰更加流畅精湛、品类多样、色彩鲜艳、
制造工艺发达等特点ꎮ汉代漆器成为继周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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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错金银鸟篆纹铜壶

图 ３　 “ＴＬＶ”纹饰铜镜

衰微之后ꎬ新的社会文化所形成的物化代表ꎬ
逐步取代了青铜器ꎮ
　 　 汉代漆器装饰纹样的色彩搭配ꎬ是其区

别于其他类别载体纹样的重要特点ꎮ 汉代尊

崇色经历了水德、土德和火德 ３ 个时期ꎬ即从

黑色到黄色再到红色的过程ꎮ 正朔的改变并

未使前一种颜色消失ꎬ随着时间的推移ꎬ３ 种

色彩同时通行于汉代ꎮ 因此ꎬ黑、黄、红色是

漆器装饰纹样中“最汉代”的色彩元素ꎮ 在

此基础上ꎬ汉代漆器也常常采用高纯度的黄、
白、红、青、黑五色ꎬ对应中、西、南、东、北 ５ 个

方位ꎮ
　 　 南齐谢赫«画品»中的“六法论”总结出

２４ 字中国传统绘画理论体系框架ꎬ即“气韵

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

置、传移摹写”ꎮ 而早在汉代ꎬ漆器装饰纹样

的“随类赋彩”绘画表现便已成熟[５]ꎬ即依据

所绘物体不同ꎬ对其进行灵活分类ꎬ每一类施

以一种代表色ꎮ 例如ꎬ马王堆辛追墓出土的

黑地彩绘棺装饰图案(见图 ４)ꎬ主纹采用灰

白、粉绿等偏冷色调ꎬ一组组怪兽栩栩如生ꎬ
一百多个神仙形态生动ꎬ适当配以红、黄、橙
等暖色调ꎬ突出了线的动感和画面的韵律感ꎮ
黑色底面配色起到了稳定整体画面的作用ꎬ
衬托得一朵朵云彩云涌风飞[６]ꎮ
４.印染织绣纹样及特点分析

汉代印染织绣制品虽受到材质难以长久

保存、织造工艺复杂等种种限制ꎬ但其装饰纹

样依旧在中国艺术史上具有很高的文化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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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黑地彩绘棺局部放大图“怪神击筑”

史价值ꎮ 汉代印染织绣纹样构图丰富多变ꎬ
特别是多种图案打散再重构所形成的装饰纹

样更加多姿多彩ꎬ其中较为简单的组合方式

是将两种不同的图案变形再进行组合[７]ꎮ
　 　 由于长沙马王堆汉墓未经盗扰且墓室密

封相当好ꎬ木器、印染织绣等有机材质文物得

以最大程度的完好保存ꎬ因此马王堆出土的

织物是汉代印染织绣装饰纹样的典型代表ꎮ
(１)在织物上印花是马王堆的新发现ꎬ

被称作印花敷彩(见图 ５)ꎬ用印花和彩绘相

结合的方法进行印染加工ꎮ 纹饰的主要特点

是在菱形单元框架内绘有抽象穗状流云ꎬ上
方一朵流云为浅棕红色ꎬ下方为朱红、深绿两

色ꎮ 流云周围是深绿色的变形藤本植物纹样印

花ꎬ间以若干朱红色的叶瓣、蓓蕾及花穗彩绘ꎮ
印花敷彩纱构建的多层抽象纹饰细腻柔美ꎬ色
彩明淡相间ꎬ整体纹饰立体感、节奏感强ꎮ

图 ５　 印花敷彩纱单元图案

　 　 (２)“长寿绣”(见图 ６)ꎮ 纹样的主要特

点是绢面底色为黄色ꎬ用浅棕红、深蓝和橄榄

绿丝线绣制花穗状流云ꎬ大朵的流云之间是

深绿色的变体云纹ꎬ并且每组花纹中间都绣

有两个橄榄绿色的圆点作点缀ꎮ 马王堆“长
寿绣”纹样设计抽象大胆ꎬ复杂华丽但又流

畅自然ꎬ别有一番浪漫韵味ꎮ 另外ꎬ云纹花纹

具有明显的象征意味ꎬ反映了当时人们希望

长生长寿的美好愿景ꎮ

图 ６　 长寿绣纹样之一

５.画像石画像砖纹样及特点分析

汉画像石画像砖都是在石质材料上的镌

刻窑烧而成ꎬ因此ꎬ流传下来的实物相对较

多ꎮ 汉画像石画像砖来源以出土的墓葬为

主ꎬ在汉代文化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ꎬ其装饰

纹样特征的本质意义是祭祀性的丧葬艺术ꎮ
砖面石面的装饰构成形式多变ꎬ题材更是广

泛涉及历史社会写实、升仙祥瑞等ꎬ可以说犹

如今天的照片影像一样全方位、多角度、多层

次地记录着汉代的生产生活[８]ꎮ 以抽象几

何图案类的装饰纹样为例ꎬ分析汉画像石画

像砖的纹样特点ꎮ
(１)“十字穿环”纹样(见图 ７)ꎮ 其纹样

特点为ꎬ由直线组成的十字呈垂直或任意角

度ꎬ交叉穿过圆环中心ꎮ 这种“十字穿环”纹
样是汉代一种象征观念的体现ꎬ十字将大地

分为东南西北四方ꎻ圆环象征玉璧ꎬ“以苍璧

礼天”是中国古代祭祀的传统ꎮ 由此可知ꎬ
“十字穿环”纹样象征天地四方汇聚于此ꎬ天
人合一ꎬ带有巫术色彩[１]ꎮ “十字穿环”的前

身为“十字穿璧”ꎬ具体纹样(见图 ８)为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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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间饰幔纹ꎬ互相垂直的直线以圆环为中

心延伸ꎬ璧中雕刻一条蜷曲欲动的神龙ꎮ 两

种纹样在汉画像石画像砖中都是典型又常见

的装饰纹样ꎮ

图７　 折家坪乡出土的东汉十字穿环画像石局部原拓图

图８　 铜山黄山汉墓前室东壁出土的东汉十字穿璧石刻

　 　 (２)“二龙穿璧”纹样(见图 ９)较之“十
字穿环”纹样稍微具象些ꎬ可以说“十字穿

环”是“二龙穿璧”纹样的提炼与简化ꎮ “二
龙穿璧”纹样同样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ꎬ
“二龙”应为一雌一雄的龙身ꎬ象征着阴阳世

界ꎬ“二龙” 形态交织盘绕ꎬ寓意孕育万物ꎮ
这类装饰纹样画面整齐古朴、单一而有序ꎬ反
映了汉代人的生活与审美观念ꎮ

图 ９　 二龙穿璧

６.玉器纹样及特点分析

«礼记»中有言“君子无故ꎬ玉不去身”ꎬ
千百年来中国人对玉的喜爱从未间断ꎮ 汉代

玉器装饰纹样种类繁多ꎬ根据器形的不同ꎬ装

饰纹样也随之有所变化ꎮ 这里重点分析片状

玉器纹样中的两大类:动物纹样和几何纹样ꎮ
以西汉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玉器为例ꎮ

(１)韘形佩ꎬ也叫鸡心佩(见图 １０)ꎬ原
是打猎射箭保护手指之用ꎬ后来实用功能渐

退ꎬ演变为装饰物悬挂在颈部和腰间[６]ꎮ 海

昏侯墓出土的几件韘形佩造型都十分精美ꎬ
其动物纹样也具有西汉玉器纹样的代表性ꎮ
韘形佩透雕部分的花纹总体上左右对称ꎬ但
仔细看却不是完全对称ꎬ一边是龙纹缠绕ꎬ另
一边是凤纹连着虎纹ꎬ线条自然流畅ꎬ生动活

泼ꎬ十分精致ꎮ

图 １０　 西汉海昏侯墓韘形佩

　 　 (２)汉代玉器的几何纹样较之动物纹样

更加抽象简洁ꎬ分类上有云纹、谷粒纹和蒲纹

等ꎮ 玉璧作为礼器在汉代非常流行ꎬ海昏侯

墓出土的玉璧(见图 １１)纹饰为卧蚕类谷粒

纹ꎬ其颗粒饱满大气ꎬ布局排列整齐ꎬ密度较

低ꎬ颗粒间展开后行列间夹角４５°ꎬ每个颗粒起

凸比较浅且上部浑圆ꎬ谷粒边饰有印刻的涡状

纹ꎮ 这款玉璧造型及纹样设计极为简练ꎬ整体

给人以现代装饰艺术作品的错觉[９]ꎮ
７.墓室壁画纹样及特点分析

汉代壁画均为汉代墓葬中以图绘手段装

饰墓室的形式出土ꎬ汉代壁画较之前代逐渐

衍生出情节、思想和观念ꎬ是汉代独特厚葬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汉墓壁画主题多为墓主

人生前辉煌的生活场景和死后羽化升仙的愿

景ꎬ装饰手法以写实为主ꎬ因此ꎬ墓室壁画也

被称为汉代的历史画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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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西汉海昏侯墓谷粒纹玉璧

　 　 东汉后期出土的壁画绘画技巧、构图比

例都日趋成熟ꎮ 东平汉墓壁画是保存较完

好、艺术水平也相对较高的东汉时期壁画ꎬ主
体内容丰富ꎬ既有历史故事又有乐舞礼俗和

升仙神异等情景ꎮ 其画面特点是人物形态生

动ꎬ栩栩如生ꎬ色彩艳丽协调ꎬ造型关系匀称ꎬ
画风虽豪放不羁但轮廓刻画精细柔美ꎬ绘画

技法高超ꎮ 东平汉墓墓顶的壁画(见图 １２)ꎬ
彩绘云纹和金乌ꎬ线条颇为简练且画面流畅ꎮ
云神秘而变化多端ꎬ神鸟金乌象征太阳在云

雾中回旋涌现ꎬ整体画面云雾缭绕ꎬ追求自然

中的奔放流动气息ꎬ进而营造出汉代人所期

望的升天成仙、死而复生的理想氛围ꎮ

图 １２　 东汉东平墓顶壁画

二、不同物质材料的汉代装饰纹样的共

性与特性分析

１.共性分析

在历时视域下ꎬ“设计”这一行为可以说

是在设计人们的生活以及生活方式ꎮ 分析汉

代不同物质材料的装饰纹样的共性特征ꎬ就
要了解当时人们的情感、趣味、审美观念的演

变过程ꎬ这是汉代装饰纹样的重要设计源头

和依据ꎮ 那些独具特征的装饰纹样承载着汉

代整体社会活动状态和人们追求的生活意

义ꎬ充分表现了汉代人的时间、空间、宇宙、人
魂、生老病死、神鬼等观念ꎮ 不同材质的汉代

装饰纹样的共性渊源ꎬ可以归结为中国人传

统思维模式的模糊性、非逻辑性和非理性ꎮ
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充满着种种感性特

征ꎬ同时ꎬ汉代所形成的大一统的帝国ꎬ又要

求社会结构充分的统一ꎬ这便形成了一个奇

异的符号艺术特征世界ꎮ 装饰纹样所依托的

物质材料并不影响图像形成的根源ꎬ几乎所

有的汉代装饰纹样都是依据当时人们信奉的

４ 种世界的宇宙观来呈现的ꎬ这便是汉代装

饰纹样的共性特征ꎮ 汉代人认为宇宙分为 ４
个世界:第一个是最高的诸神世界ꎻ第二个是

西王母所在的仙界ꎬ这里的仙与神不同ꎬ人是

可以通过修炼而成仙的ꎻ第三个才是现实的

人间世界ꎻ第四个是鬼怪的世界[１０]ꎮ 例如ꎬ
四神纹样———朱雀、青龙、白虎和玄武的形象

在各种材料的器物上均有所描绘ꎬ都是“象征

主义的宇宙四方观念”的装饰纹样的表现ꎮ

２.特性分析

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ꎬ物质材料的物理

化学性质对纹样刻画的局限性比较大ꎬ尤其

对纹样精细程度的影响最为明显ꎮ 例如ꎬ瓦
当纹样的物质材料载体是陶土ꎬ陶土矿物成

分复杂ꎬ是砂质黏土的一种ꎬ其主要化学成分

为 Ａｌ２Ｏ３、ＳｉＯ２ 和 Ｆｅ２Ｏ３ꎬ具有不溶于水且固

体颗粒感强的物理性质ꎮ 陶土很难制成特别

细腻、层次丰富的装饰纹样ꎬ因此ꎬ以陶土为

原料绘制的瓦当纹样多给人以古朴豪迈之

感ꎮ 又如ꎬ漆器纹样是用不同颜色的大漆在

胎体上髹涂彩绘形成的ꎬ大漆颜料为液体ꎬ故
可刻画出十分精细的装饰纹样ꎮ

分析汉代不同材质载体之间的纹样差异

性特点(见表 １)ꎬ可对现代装饰纹样设计的

应用范围和使用场景提供更准确的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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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汉代装饰纹样特性分析

纹样类别 特性分析

瓦当纹样 刚健犀利、古朴豪迈

青铜器纹样 鸟篆纹ꎬ错金银工艺ꎬ低调奢华

漆器纹样 随类赋彩ꎬ细腻浪漫

印染织绣纹样 抽象流畅、复杂华丽

画像石画像砖纹样 朴拙豪放

玉器纹样 精致、精美、精巧

墓室壁画纹样 手法写实

三、结　 语

汉代装饰纹样既是对前代装饰纹样的文

化整合与发展的结果ꎬ又是汉民族在历史长

河中凝炼发展出的独特的装饰艺术体系ꎮ 在

对汉代装饰纹样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综合研

究过程中ꎬ必然涉及其折射出来的中国传统

的哲学思想、审美情趣、生活观念、文化艺术

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ꎮ 正如汉画学者朱存明

所说:“汉代装饰纹样以其多彩的象征思维

形式ꎬ表现了汉民族的审美意识形态ꎬ其中包

含着汉民族文化艺术的核心ꎬ更接近整个民

族精神的原型结构ꎮ”设计者可以从中得到

应有的启发与灵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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