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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民族图案的艺术初探 ①

王　蓓，刘　恋
（湖南科技大学 艺术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民族图案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之一，在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以中国传统图案审美特性和表现特征
为视点，并对民族图案的几种形式构图和色彩、构图、寓意展开分析，促进民族图案与现代设计的充分结合来传承和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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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图案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在新石器时代的
编织、岩画、雕塑、剪纸、建筑等方面，都展现出各种不同

形式的艺术风格。这些文化遗产是我们国家艺术宝库中

的巨大财富。民族图案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民族特色，同

时也体现出一个名族的文化底蕴和内涵。中国民族图案

有着自然质朴和含蓄内敛的特征。无论是在运用图案表

达语言方面，还是在用图案表达感情，都是以人的内心、

自然、对生活的热爱为写照，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艺术

源于生活但也是高于生活的，总而言之，人类在各种情感

上都离不开图案这个核心，都能通过图案表达出来［１］。

中国民族图案发展史上美的原则也起到重要的作

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技术不断的改善以及优胜劣

汰的自然规律，历史中的产品会有被淘汰的模式。然而

这些产品遗产不会就这么消失了，通过发挥古代人的聪

明才智用图案的方式予以保存，并经过特别的设计和构

思留存下来。我们现代人就通过古代人留下了许多珍贵

的图案，可以展现出当时更多历史背景、历史发明、历史

故事。

图案作为政治宗教理论的外化形态，成为政治统治

阶级的意志表现，是权力和贫富贵贱的标志象征。在审

美的形式中，人的审美主体引起美感是情感所表现的，所

以情感是美感主要而重要的特征。传统的民族图案有着

更加重要的内涵表达，通过具体的生动的纹样形象，运用

了象征寓意的艺术手法。

１　民族图案的审美特性
图案常常被认为是简单的花草动物造型，事实上传

统的民族图案在历史上不是纯粹孤立的个体，而是物质

与精神的统一，是附于物质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也是

古代社会审美纹样的表现。唯物主义认为，意识是存在

的反映。因此，艺术创作是对社会生活的现实反映，传统

的民族图案在历史的长期演变过程中，意念不断地与模

式之间相互融合，慢慢形成不同的民族感情生活色彩图

案形式。

１．１　传统植物图案
以花卉植物为民族图案的主要造型，常常都会用梅

花、菊花、兰花、竹子、牡丹、荷花、松树等等。植物图案会

用于服饰或者家具装饰布上，在原植物造型上加以变形

所采用的图案。从创作的角度来分析，不要求形似，只要

求神似。如莲花的造型演变成宝相花纹，采用花中套花

有层次感的手法，让花纹造型饱满华丽。

１．２　传统动物图案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是动物图案的主要造型。常

见的飞禽走兽有鱼、鸭、鸡、蝴蝶、狮子、龙凤等等。动物

的四肢角、头、麟、爪的图案组合富有丰富的内涵，具有威

武、庄严、尊贵的象征，同时也能作为帝王权威的象征，是

古代皇家最具有代表性的装饰纹样。

１．３　传统人物与其他形态结合的图案
一般都是人物、动物、花卉的组合，以满足各种构图

需要。人物的造型都是以人们所熟悉的人物，通常都来

源于神话故事、传说、戏曲等等。在创作过程中进行舍

取、添加、组合、夸张等创作手法后，用来记载表达人们的

理想和愿望。常常用于家庭用品的纺织面料和装饰

品上。

图案的造型既有社会功利性，又有审美的愉悦性。

使得图案注重形式美，又有情感内涵的表达。内涵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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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完美结合，便是传统图案的审美特性。

２　民族图案的表现特征
民族图案是一门手工绘画艺术，需要具有一定的创

作能力才能展现出来。深入观察和接触，才能创造出最

佳图案。作为图案创作者不仅要有扎实的创作图案技

能，还需要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在素材上的新思维方式，才

能创造出更加优秀的作品。图案源于生活，在创作中都

是以生活作为图案的素材。可以选择一些虚拟的，尽可

能地扩大想象，充分发挥作者的无限想象力。图案素材

的选择都是通过审美感受来决定素材模式，然后在此基

础上对素材进行升华。寓意和象征是图案的最重要的表

现手法，在形象上同时也传达了借物托意。能达到这样

的效果是需要一定的抽象思维和创作激情的。中国传统

文化中，有些实物都有一些特定的寓意。如葫芦、灵芝、

佛手等等都是寓意着单纯而朴实，是人们对生活的一种

寄托，同时也能体现对单纯美好生活的向往。

２．１　图案的色彩
古代民族图案强调色彩的象征性，表现一种唯美自

然和谐的意味。红色表示吉庆，黄色表示华贵，绿色代表

生命活力，将自然色彩中加入了人的情感。图案中的用

色比较讲究色彩的搭配、冷暖以及面积对比。红色与绿、

蓝色中间加入黑白、金银等等。色彩上的处理往往经过

不同方位和面积改变，能营造出温情而雅致的效果。总

而言之，色彩绚丽与清新淡雅的图案并存，共同演绎着民

族自古以来的自然朴质。

２．２　图案构图
审美思想所强调的是万事万物统一协调而形成的整

体，图案作为审美意识的外在表现形式，构图上就遵从饱

满完整的构图形式，同时也符合科学合理的布局模式。

图案创造者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有限的空间里

添加多种艺术元素置于画面中，运用变化多端的、对称

的、集中的等等格局，使得图案更加饱满、对称、错落有

致、虚实相间。古代宋元时期多数都以花卉树枝的纹路

作图案，通过线条的不同风格排列，伸展、连续、翻转、相

互连接。这种流畅的线条使图案既有丰富的造型感，又

有极强的韵律美［２］。

２．３　图案寓意
民间图案设计是自然现象拟人化、社会化、理想化，

运用指物会意、感景悟意、宗教禅意、吉祥文字的直接运

用手法。在图案的平面中，展示出天地与人类之间相互

和谐的思想文化理念，讲究图中带寓意、拖物言志的构图

法则。如龙凤呈祥这样的代表性图案，能够与一些事物

联系起来，表达美好理想的寓意。

３　结　语
随着人类历史不断的发展，对图案的追求和崇尚，展

现出每个文化精神时期的审美标准，形成了不同的艺术

装饰模式，同时也反映了有民族特色的装饰意识。民族

图案是一个民族特色的具体体现，在现代生活模式的背

景下，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相互结合是现代设计发展的必

然趋势。现代设计中所需求的艺术养分必须依托于民族

文化中各种不同成分的精髓。在民族的生活习惯和文化

背景下，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形成了具有艺术风格

的民族图案，同时也反映了民族心理的艺术感受。继承

并发扬传统的民族图案，吸收现代设计的理念，是民族图

案艺术走向世界艺术的根本途径，也是现代民族艺术发

展趋势。

民族图案的多样化设计有着重要的作用。平面设计

师在设计时往往在多重元素中寻找设计灵感，甚至在新

的领域延伸出新的设计元素，让整个设计保持着新鲜活

跃的设计思维模式，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现代设计在国际

上取得更加优异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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