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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收录了上至新石器时代马家窑彩陶、商周时代青铜器上的纹
样，下至元、明、清时期及近现代瓷器、织物上的纹样，共80种、近
200张中国经典纹样。这些纹样包括兽面纹、花卉纹、动物纹等具象纹
样，还包括万字纹、几何纹等抽象纹样。书中对每一种纹样都进行了
简单介绍，并讲解了其结构和应用。本书对每一张纹样图都进行了重
新设计绘制，并拆分了单独纹样，提取了中国传统色谱的色值，以方
便读者理解和使用。

本书适合传统文化爱好者、美术从业者及设计师等阅读和参考。



黄清穗
中国纹样工作者，设计师
“纹藏——中国纹样线上博物馆”发起人
Adobe Live演讲嘉宾



前言

中国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创造了璀璨的文化艺术，纹样就是
其中的代表之一。青铜器上的云雷纹、兽面纹、乳钉纹简约古朴、庄
严肃穆；玉器上的谷纹、蒲纹恬淡高雅，清新脱俗；织物上的八达晕
纹、天华锦纹繁复纤巧、华美端庄；金银器上的摩羯纹、宝相花纹绚
烂丰满；瓷器上的花鸟纹烂漫自然；年画、剪纸上的纹样丰富多彩；
建筑彩绘中的云纹、如意纹敦厚严谨。这些纹样兼具美观和功能性。
纹样的载体及使用群体互相影响，促进了纹样结构、组织形式、色彩
搭配的发展，形成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纹样。同时，纹样也是我们研
究民族发展史、民族美学、民族心理学、民风民俗学等极有价值的依
据。

从2018年开始，我主持参与了“纹藏——中国纹样线上博物馆”
项目（以下简称“纹藏”），旨在推动中国纹样数字化、数据化发
展，为中国文化新基建、中国设计产业升级做基础服务。本书作为面
向广大中国传统文化爱好者、美术从业者、设计师的书，简单明了地
呈现了纹藏所绘制的中国纹样矢量大图，让读者能在中国纹样的世界
里尽情遨游。本书在内容上讲究纹必有意，意必吉祥，展示了神秘而
浪漫的东方意境；形式上，纹样多呈对称结构，是以古典美学为基
准，采用现代设计手法绘制而成的。本书中的每一种纹样都有“介
绍”“结构”和“应用”3个板块。“介绍”板块言简意赅，便于读者
直观地了解其特点；“结构”板块主要是剖析纹样的构成、形态和排
列方式；“应用”板块讲述了纹样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状态及其主要载
体形式。图片部分有完整纹样、结构图、单独纹样和色值展示。完整
纹样展示图是经过再设计后的高清纹样图片，占据了本书较大的篇
幅；结构图能让读者清晰地认识纹样，并对内容纹样和骨架纹样作出
了区分；单独纹样和色值作为纹样特征的直观体现，能为美术工作者
和设计师提供更多灵感和帮助。总而言之，本书的目的在于普及传统
文化，这是一本工具书，一本坚持理想在路上的纹样工作者的日记。

黄清穗
2020年10月



推荐语

中国传统纹样，有如人类智慧的第一道灵光，极具东方美学神
韵，经清穗君悉心打造，转换为当代艺术设计者参考借鉴之必备手
册。

—— 民艺研究学者/出版人　左汉中
这是一场中国纹样盛宴，一次特殊角度的历史视觉解读，剖析数

千年来中国工匠精神。这不仅是一本书，更是对民族符号的传承。
从设计师的视角解读中国纹样符号，值得学习与收藏。

—— 庞门正道　阿门
中国传统纹样浩如烟海，如何全面认识并加以吸收应用是一个难

题。本书精选出80种经典纹样，简明扼要地将其特点、结构、应用加
以说明，更配以近200幅取材于文物的精致纹样，易读又具实用性。

—— 古代服饰史研究者　陈诗宇（扬眉剑舞）
纹样是中国传统装饰艺术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不但应用领域非

常广泛，所使用的图案元素也极为丰富。本书搜集整理了古代器物、
织物、建筑上出现过的80种经典纹样，精心绘制成线稿与彩图，并且
详细分析了图案的色彩构成。因此，这不仅是一本了解中国古典美学
的普及读物，还能作为设计爱好者案头的实用工具书，相信每一位读
者都能从中有所收获。

—— 董进（撷芳主人）
中国传统纹样汇聚了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具有独特、鲜明的艺术

风格。这本书收集了80种精美的传统纹样，并融入现代设计方式，传
承了五千年来东方文化的精神。除此之外，书中还展示了每个纹样的
单独纹样、色值和用途，便于设计师应用于各项设计中，极具参考价
值。

通过学习本书，相信大家能够对中国传统纹样有新的认识和体
会，从中国永不过时的文明经典中发掘出新的东西。

—— 古田路9号
来自神秘东方的美感，凝聚在优美而大气的纹样中。对设计师而

言，它总能激发我们无穷的想象力，并能让作品充满哲学意蕴。本书
不仅是一本素材资料参考书，更是中国设计崛起之路上的探索之书。



—— 首席视觉官公众号运营者/自媒体人　朱宁
我特别喜欢清穗的那份执着，他在做一件功在千秋、造福子孙的

大事。
这本书精工细作，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纹样，堪称设

计师必备工具书，强烈推荐。
—— 中国品牌管理研究中心专家　黄河

纹样是一个民族视觉文化最基本的基因片段。在国风盛行的当
下，掌握这些镌刻着文化信息的“基因组”是创作出纯正中国美学设
计作品的最佳途径。

清穗是与站酷相伴同行了8年的设计战友。5年前，他先注意到了
少数民族文字对文化传承的独特作用，之后又把目光投向更古老的民
族图腾和纹样上。他发起的“纹藏——中国纹样线上博物馆”项目已
经拥有超过5000组人工精绘的矢量纹样，而本书正是他多年纹样研究
的升华和总结。

—— 站酷网总编　纪晓亮
让民族的被大众看到，让传统的变得时尚，让美融入日常。

—— CDS中国设计师沙龙主席　蒋云涛
我们的生活中会出现各种信息、符号、图案和纹样，它们是人与

人、人与社会交流，人与外部世界互动沟通的工具和媒介。那么，它
们是如何演化的？有什么样的寓意和象征意义？当我们凝视着这些经
典图案和纹样，它们会渐渐把我们带入神秘、悠远的历史长河和文明
的画卷之中。中国的传统图案、纹样是先人智慧与审美的高度结晶，
是文化与精神传承的密码，本书为我们开启了斑斓瑰丽的视觉奇幻之
旅，让我们能去触摸古老而深厚的中华文明。

—— 北京画廊协会副秘书长/策展人　林松
美，是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中国传统经典纹样就像璀璨的明

珠，贯穿历史的脉络，一直熠熠生辉；又宛如天籁，荡涤心灵。
—— 日本平面设计师协会会员/策展人　徐伟







壹 八达晕纹

介绍

八达晕纹是一种结构八路相通、画面富丽堂皇的满地规矩花纹。
八达晕纹产生于五代十国时期，发展并盛行于宋、明、清三代。

结构

八达晕纹以垂直、水平、对角共八个方向展开结构组织，使用方
形、圆形、多边形作为纹样框架，框架内填充古钱纹、龟背纹、矩
纹、回纹和锁子纹等细密的几何辅助纹样，以及作为装饰主体、占据
视觉中心的花卉纹样和鸟兽纹样。这样的结构线条纵横交错，花纹多
种多样。

应用

八达晕纹以自然纹样与几何纹样组合而成，庄重而华美。后来，
采用八达晕纹的锦被称为八达晕锦，并发展成宋锦的主要品种之一。
在明代，八达晕锦在书画装裱中甚为流行。

织锦上的金地牡丹团花八达晕纹



织锦上的蓝地莲花团花八达晕纹





贰 八吉祥纹

介绍

八吉祥纹也称八宝纹，图案由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
宝瓶、金鱼、盘长结八件佛教宝物构成，是一种佛教装饰图案。从唐
宋至明清，八吉祥纹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发展为民间吉祥图案。

结构

以宝物为主体装饰，宝物造型多为对称或平衡的形态，有的用灵
动的飘带作为辅助，有的搭配莲花宝座，使不同的宝物间协调呼应，
达到图案丰满、风格一致的效果。

应用

唐宋时期，八吉祥纹随着藏传佛教传入中原。到了元代，八吉祥
纹开始在丝绸、陶瓷、金银器上出现。到了明清时期，八吉祥纹的应
用范围更为广泛，涉及漆器、家具、建筑装饰等领域。

清代铜鎏金嵌玻璃彩绘盒上的八吉祥
纹



瓷器上的八吉祥纹





叁 八角星纹

介绍

八角星纹是一种有八个向外突出的锐角的几何纹样。八角星纹有
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分布。有人认为八角星纹象征着人们对太阳的
崇拜，也有人认为它是由八角莲花或菊花演变而来的。

结构

由八个均等的向外伸展的锐角组成的对称多边形纹样，具有组合
性强、结构稳定等特点。有的八角星纹中间镂空出一个正方形；有的
由八个菱形组成，内部呈现米字形线条。

应用

八角星纹目前仍流行在中国南方的挑花和织锦中。其图形平衡，
具有可缩放变化等特点，能较灵活、完整地与其他纹样构成精美、复
杂的大型纹样。背带、服饰、窗帘、被套、枕套和鞋垫等常采用这种
纹样。

瑶族织锦上的八角星纹



壮族织锦上的八角星纹





肆 宝相花纹

介绍

宝相花纹，又称宝仙花、宝莲花，是中国传统的吉祥纹样，也是
佛教常用的一种纹饰。宝相是指佛的庄严形象，宝相花是一种完美圣
洁的花。

结构

宝相花是从莲花、石榴花、牡丹、菊花等多种花中分别提取花
瓣、花苞、叶子的造型，经艺术加工融合而成。不同时期的宝相花纹
不尽相同。为了满足不同的需求，宝相花纹可以变形，呈现出姿态各
异、艳丽多彩的效果。

应用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植物花卉题材的纹样越来越多。宝相花纹进
入了陶瓷艺术、建筑装饰和器皿装饰等许多艺术领域。到了隋唐时
期，宝相花纹造型更加饱满，以不同的自然花卉为基础，花瓣多层，
具有雍容华贵的美感。隋唐之后，宝相花纹流行于织锦、铜镜和瓷器
上，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传统纹样。



唐代藻井上的综合型宝相花纹

唐代综合型宝相花纹



清代菊花形宝相花纹





伍 蝙蝠纹

介绍

蝙蝠纹是中国传统纹样。蝙蝠的“蝠”与“福”字同音，有“福
从天降”“福到”等寓意。而且在中国蝙蝠被看作长寿的象征，蝙蝠
图案还被给予了趋吉避凶、求富贵、寓康寿、报顺安的含义。

结构

蝙蝠纹既可以采用写实的表现手法，也可以采用概括和夸张的表
现手法。常以流畅的曲线表现舒展飞翔的蝙蝠形态，生动而富有张
力。同时，注重蝙蝠头部的造型刻画，通常用椭圆形、三角形概括表
现。

应用

蝙蝠纹自古广为流传，是极具生命力的纹样。蝙蝠纹在饰品、织
物、陶瓷、建筑、家具和漆器等载体上出现的频率极高，在剪纸、印
染、木板年画和刺绣等民间艺术中也很常见。

清代瓷器上的宝相花蝙蝠纹



清代瓷盘上的蝙蝠纹





陆 博古纹

介绍

博古即古代器物。北宋大观年间，宋徽宗命王黼等编绘宣和殿所
藏的青铜器，成书《宣和博古图》，博古一词由此而来。博古纹就是
以古代器物为题材的装饰图案，寓意高洁清雅。

结构

博古纹以写实的手法将瓷瓶、书画、盆景、鼎、樽等器具一一翔
实描绘，再平铺陈列于画面中，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博古纹有作为
主纹的，也有作为边饰的。

应用

博古纹自宋代产生以来，常被应用于各类工艺品上，表现形式从
最初单纯的绘画，发展到雕刻、镶嵌和描金等。明清时期，在人文士
大夫的追捧下，博古纹瓷器盛行一时。

清代屏风上的蓝地博古纹



清代服饰上的暗蓝地方棋博古纹





柒 缠枝纹

介绍

缠枝纹是一种以藤蔓、卷草为基础提炼而成的传统吉祥纹饰。缠
枝纹所表现的“缠枝”，常常以常青藤、扶芳藤、紫藤、金银花、爬
山虎、凌霄和葡萄等藤蔓植物为原型，经过艺术加工，使线条更具飘
逸感。

结构

以植物的枝或藤蔓作骨架，向上下、左右延伸，形成波线式的二
方连续或四方连续，循环往复，变化无穷。缠枝纹常常配合各类花
卉、果实组成完整画面，如缠枝莲花纹、缠枝牡丹纹、缠枝葡萄纹
等。

应用

缠枝纹的原始构思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因为当时漆器上的云气
纹所采用的反复、交替和穿插的艺术手法，与缠枝纹的基本特征相
似。时至汉代，缠枝纹趋于成熟，被用于漆器、丝织工艺中。唐宋
时，缠枝纹广泛应用于工艺品中。同时，缠枝纹还是传统青花瓷中极
具特点的装饰纹样，目前始见于元代。发展到明清两代，官窑瓷器和
民间器物上都能看到缠枝纹，缠枝纹成为青花工艺的重要装饰元素。



明清瓷器上的菊花缠枝纹

清代地毯上的缠枝纹





捌 蝉纹

介绍

蝉纹即以蝉的造型作为艺术装饰的纹样。人们根据蝉食干净的露
水的现象，寄予了蝉不食人间烟火的寓意，可表现人品高洁。

结构

蝉纹可分为无足蝉纹、有足蝉纹和变形蝉纹。每个蝉体图案一端
宽，一端尖，成垂叶三角的对称形态，填充纹样有节状条纹和云雷纹
等。蝉体或以纵向二方连续展开，形成立式纹样；或以横向二方连续
展开，形成条形纹样。蝉纹的排列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

应用

周代，蝉纹被刻画在各类器物（如鼎、爵、觚、盘等酒器和食
器）上，有作为主纹的，也有作为辅纹的。汉代用玉蝉陪葬盛行一
时。



商代青铜大方壶上的蝉纹



玖 螭纹

介绍

螭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动物。传说龙生九子，螭为第九子。螭多
以盘伏状出现，故称蟠螭。在图案中，螭多是张口、卷尾、没有角的
龙的形象。

结构

螭纹造型优美，翻腾飞跃，生动活泼，线条富有张力，极有气
势。有的图案用螭纹做二方连续，构成条状或环形，有的做四方连
续。螭纹一般都作为主纹出现。

应用

春秋战国时，螭纹逐渐兴盛起来，它不仅出现在青铜器上，还成
为许多玉雕的纹饰。汉代是螭纹玉雕的黄金时期，螭纹形态各异，多
种多样，有虎形螭、独角螭、羽螭等。

战国铜镜上的蟠螭纹





拾 灯笼纹

介绍

灯笼纹是以灯笼为题材的装饰图案。灯笼是用竹篾做成骨架，用
纸、纱或葛做成笼，内部有灯芯可点燃，用以装饰或照明的灯具。自
古佳节有张灯结彩的传统。“点灯”谐音“添丁”，古人通过装饰灯
笼或灯笼纹来祈求家庭添丁进财。灯笼纹的发展变化与元宵灯节的兴
盛密切相关。

结构

灯笼纹以灯笼造型为整体框架，包括灯笼灯提、灯盖、笼身、坠
饰。灯提位于灯笼纹的最上方，常以四提、六提挂钩的方式呈现，挂
钩有龙头、凤头造型，也有简易造型。灯提紧密连接着灯盖，灯盖常
见坎肩和宝盖造型。灯提和灯盖形成灯笼纹的顶部，灯笼笼身位于灯
笼纹中间部位。笼身的形状常见的有圆形、方形和葫芦形等，笼身上
一般会带有“福”“禄”“寿”等吉祥文字和图案。坠饰则由灯提的
挂钩挂起，以谷穗状流苏、璎珞串联着方胜、如意、铜钱等吉祥器



物。灯笼纹多为主体装饰纹样，配以蜜蜂、祥云、花卉等图案。当灯
笼纹不作为主体装饰纹样时，灯笼纹较为简单，装饰也较为朴素。

应用

灯笼纹的起源不晚于五代十国，流传至今，广泛应用于织物、耳
饰、瓷器等领域。其中，明清时期最兴盛，从文学作品到出土的耳
饰、锦缎、补子等事物，很多以灯笼纹作装饰。

绿八团灯笼纹吉服袍



清红地灯笼纹锦



壹壹 方棋纹

介绍

方棋纹又称棋格纹，是一种网格状纹样，类似于象棋、围棋这类
方格式的棋位图。方棋纹极具视觉秩序感，是基础的连续图案之一。

结构

方棋纹以方形作为纹样单元展开，关联不间断的四方连续纹样。
方棋纹或以简约的地纹出现，或形成纹样骨架后填入主题性内容纹
样，称方棋嵌花纹。方棋纹结构严谨，工整美观。

应用

由于纺织物的经纬交织的方向与方棋纹横竖构成的方向相同，因
此方棋纹成了纺织物常见的纹样之一。

三种方棋纹



方棋纹地花纹





壹贰 方胜纹

介绍

方胜纹是由两个菱形互相压角穿插、相叠而成的纹样。“方”的
原意为并行的两只船，强调并列关系，同时方字还代表正方形、菱形
等规整形态。“胜”本是中国古代妇人束发或配腰的饰物。在宋代，
人们把巾帽后相互叠压的巾环称为“二胜环”“双得胜”“双叠胜”
等，所以方胜又称叠胜。方胜纹中两个菱形交织紧扣，因此又称同心
方胜，象征心连心的忠贞爱情，还有同心同德、同舟共济的寓意。

结构

除了方形或菱形两两相交之外，方胜纹还有多种呈现方式，如大
小方形相套，内外方形错位，方形间上下左右如同棋盘般并列相连
等，这些组合给人以由线条分割产生的丰富而程式化的视觉效果。

应用

自宋代开始，方胜纹受到民众的普遍喜爱，在玉器、陶瓷，甚至
玻璃首饰上都有出现。清朝将方胜纹推向高潮，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
面面，形式丰富多样。例如，方胜纹发展到建筑物上，常见于窗格、
门格，象征同心双合、家庭美满。

『注解』《说文解字》曰：“方，併船也。象两舟省、总头
形。”

窗格上的方胜纹



织锦上的凤鸟方胜纹





壹叁 凤鸟纹

介绍

凤鸟纹亦称凤纹，包括凤及带有凤特征的鸟纹。凤，古代传说中
的百鸟之王，美丽大方，千百年来被看作幸福的化身。历代匠人以丰
富的想象和艺术刻画能力将凤鸟纹应用于宫廷与民间的各种工艺品
上，多姿多彩，魅力四射。

结构

凤鸟纹描绘端庄的凤的姿态，侧面形象居多。头顶华冠、丰满的
翅膀及长长的尾羽是凤鸟纹的基本共性。不同时期的凤鸟纹风格和结
构不同。商周的凤鸟纹雄浑稳健，汉代的器宇轩昂，魏晋的轻盈曼



妙，唐代的丰腴华美，宋元的怡然端庄。到了明清时期，凤鸟纹的应
用领域更广泛，样式逐渐成熟和规范。凤鸟纹常以主体纹样出现，常
与龙纹、云纹、花卉纹、缠枝纹等组合出现。

应用

商代的凤鸟纹多饰于鼎、簋、樽、卣、爵、觯、觥、彝、壶等器
物的颈、口、腹、足等部位。汉代的凤鸟纹形体大方，挺胸展翅，高
视阔步，在各种工艺品和建筑装饰上都有使用。唐代的凤鸟纹成对出
现，被称为“鸾凤”，常应用在生活器物上，如铜镜、金钗、花冠
等。宋元时期，中国瓷器工艺发达，可以从瓷器上找到许多优秀凤鸟
纹作品。明清的凤鸟纹逐渐规范，形成共性形态。云锦中对凤鸟纹的
描述为“凤有三长，眼长、腿长、尾长”。大量栩栩如生的凤鸟纹应
用于蓝印花布、刺绣、挑花，以及木雕、石雕、砖雕和剪纸等民间工
艺品中。

唐代盒箱上的凤鸟纹



清代景泰蓝上的凤鸟纹



清代织物上的凤鸟纹



壹肆 福字纹

介绍

福字纹是文字纹的一种，将“福”字图形化作为装饰，寓以求福
之意。

结构

福字纹以汉字为基础，常见的结构有两种：书法型福字纹，即用
楷书、行书、草书等字体手写的字形图案；方形福字纹，即用粗直的
线段构成外轮廓趋于方形的福字图形。当然也有其他结构变化，如有
使外轮廓变成圆形的，有将花纹、鸟纹等嵌入笔画中组成福字纹的
等。福字纹有时作为主体纹样出现，有时作为辅助纹样出现。

应用

吉祥文字纹样在明清时期开始盛行，延续至今。福文化和福字纹
已然融入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被频繁地用于瓷器、布帛、家具和
木雕上。

清代金彩嵌螺钿盒上的福字纹





壹伍 工字纹

介绍

工字纹是形如工字的几何图纹，是一种非常规整的纹样。

结构

工字纹的单位纹样是由粗细均匀的矩形和空心线条组成的，单位
纹样朝向同一方向，头腰相错，套叠合榫，形成紧密满地四方连续图
案。

应用

一些满地矩纹上常出现工字纹或工字纹的变体，如米字不断头
纹、万字不断头纹等，它们常出现于纺织物和建筑装饰上。

建筑彩绘上的工字纹





壹陆 龟背纹

介绍

龟背纹因与龟背的纹路相似而得名，是一种常以骨架形式出现的
六边形纹样。龟在中国古代被视为长寿的象征，龟甲是占卜吉凶的重
要道具。龟背纹除了视觉效果较规整外，意蕴也较好。

结构

龟背纹以六边形为单位，以规律的、无缝拼接的形式组成四方连
续纹样。龟背纹的六边形分为等边六边形和长条六边形两种。当龟背
纹以骨架形式出现时，将内容纹样填充镶嵌于骨架之中，组合成为装
饰图案。这样的图案既有六边形的严谨大方，又有内容纹样的生动灵
气，极具层次感。组成龟背纹框架的有线条，也有锁链、联珠等。当
龟背纹作为地纹出现时，图案密而小，内部没有填充，框架由线条组
成。

应用

无论是框架龟背纹还是地纹龟背纹都常被应用在瓷器、织锦、建
筑装饰等领域，是应用广泛的几何纹样之一。

四种龟背纹



元代盔甲锦上的青地织金吉祥龟背纹





壹柒 江崖海水纹

介绍

江崖海水纹也称“江牙海水”，由山崖纹和海水纹组成。早期江
崖海水纹是描绘风景的纹样，明清时期逐渐演化成封建权力的象征，
寓意一统江山、万世升平。

结构

海水纹常位于山崖纹的下方，呈左右对称式结构。其中，山崖纹
中的山崖挺拔峻峭，雄伟巍峨，多为三峰、五峰。海水纹分为平水纹
和立水纹两种。平水纹以洼纹和浪花为主要形态，水势呈向左或向右
的动态，浪花翻滚拍打，激荡澎湃。而立水纹为斜向排列的波浪线，
呈现具有从上到下流动的水势，俗称水脚。

应用

江崖海水纹常与飞禽走兽纹结合饰于古代朝服（如皇帝、皇后的
礼服）上，常见于下摆和袖口，还常饰于皇帝使用的地毯、靠垫上
等。同时，江崖海水纹也常出现在瓷器、漆器、家具等传统工艺品
上。

明代青花香炉上的江崖海水纹



清代织物上的江崖海水纹（一）



清代织物上的江崖海水纹（二）





壹捌 和合二仙纹

介绍

和合二仙纹是中国传统的人物纹，描绘的是两位仙者，一人手持
荷叶、荷花，一人手捧圆盒。“荷”与“盒”象征着感情和睦，万事
和顺。在民间传说中，和合二仙有家庭和合、朋友和合、夫妻和合三
个方面的象征意义。

结构

二仙形影不离，亲密无间，有时以成人形象出现，有时以儿童形
象出现，多散发，满面笑容，面宽体胖，偶有赤脚，举止稚气可爱。
古代流传着圆盒中装满锦囊和财宝的传闻，寓意和气生财。

应用

明清时期，特别是在清代，和合二仙纹在民间广泛流传，除了装
饰在婚庆仪式中，还以木雕、砖雕、玉器、瓷器、泥塑、年画等形式



出现。

清代织物上的和合二仙纹



壹玖 鹤纹

介绍

鹤纹是刻画鹤的艺术形象的纹样。鹤在中国古人心中是吉祥之
鸟，是高洁、长寿的化身，《淮南子·说林训》中有“鹤寿千岁”的
说法。

结构

鹤纹有立鹤、行鹤和翔鹤三种样式，其中翔鹤动态优美，羽翅舒
展，装饰性较强。鹤能翱翔天际，常常与象征着青天的云纹组合，形
成云鹤纹。若一只、两只甚至八只仙鹤与云纹组合成圆形轮廓，称团
鹤纹。鹤纹与松树纹组合，寓意松鹤延年、有志有节。

应用

汉代鹤纹造型古朴简约，多装饰在漆器等物上。唐代的鹤纹气韵
生动，多装饰在华贵的工艺美术品上，极具奢华感。宋代的鹤纹写意
简洁，明清时期成熟的鹤纹被广泛应用在瓷器、织物上。

团鹤纹



明代青花梅瓶上的翔鹤纹





贰拾 葫芦纹

介绍

葫芦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象征意义，是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吉
祥物件。民间有“葫芦即福禄”的说法。多个民族的创世神话与葫芦
相关。葫芦是道教八宝之一。葫芦纹是葫芦形态的装饰纹样，是中国
古老的吉祥符号。

结构

葫芦纹主体依照常规葫芦的外形，由上下两个膨大的类圆形组
成，中间形成内陷，上部一般比下部要小。葫芦主体的顶部凸起为葫
芦嘴。葫芦主体上常常装饰着吉祥文字或图案。葫芦纹左右对称、重
心均衡，呈丰满状态，简约而不失敦实的韵味，常与其他纹样组合使
用，单独使用的情况较少。

应用

由于葫芦纹具有多重寓意，且具有经典的形态美感，因此常被应
用在陶瓷器、织锦、刺绣、年画、剪纸和建筑装饰上。

明代织物上的葫芦纹（一）



明代织物上的葫芦纹（二）







贰壹 蝴蝶纹

介绍

蝴蝶纹是描绘蝴蝶形态的装饰纹样。蝴蝶拥有绚丽的色彩和富有
寓意的生命历程，给人以无尽的想象空间。蝴蝶象征男女坚贞的爱
情，也可体现吉祥如意的美好祝福。

结构

唐代的蝴蝶纹形态圆润饱满、色彩艳丽，宋代的蝴蝶纹高贵典
雅，明清时期的蝴蝶纹纤巧精致，近代民俗中的蝴蝶纹多元丰富。不
同时期的蝴蝶纹能反映当时的审美水平，但整体造型都追求对称和均
衡。蝴蝶纹常成对出现，配以花卉纹样构图。蝴蝶纹有作为主体装饰
的，也有作为辅助纹样的。

应用

从唐代到明清时期，陶瓷、铜镜、织物、金银器、剪纸都常饰以
蝴蝶纹。蝴蝶纹发展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

贵州苗族蜡染中的蝴蝶纹



清代瓷瓶上的五彩蝴蝶纹



清代珐琅彩上的蝴蝶纹





贰贰 虎纹

介绍

虎纹是以老虎为描绘对象，通过艺术加工而成的装饰纹样。虎是
正义、勇敢的化身，是王者的象征。

结构

历史上的虎纹以表现全身造型为主。早期的虎纹抽象简约，以流
畅的线条刻画老虎体态的矫健和虎皮纹路的变化。后期的虎纹描绘翔
实，刻画细致，所绘老虎体态丰满壮实，重点表现威猛严厉的神态。

应用

虎纹始于商周，在从商周到春秋战国的礼器、兵器、服饰上普遍
出现。秦汉时期的瓦当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作为主纹装
饰。随着社会的发展，虎纹走向民间，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虎
纹年画、虎纹剪纸、虎形泥塑、虎纹家具都深受百姓喜爱。

武强年画中的虎纹



明代妆花纱上的红地虎镇五毒纹





贰叁 花鸟纹

介绍

花鸟纹是花卉与禽类的组合纹样。在中国花鸟画中，花代表了植
物，鸟代表了禽类。所以，有时人们也把植物和禽类的组合纹样泛称
为花鸟纹。常见的花卉有牡丹、菊花、莲花、梅花等，禽类有孔雀、
鹰、雁、鸡、鸭、喜鹊等。

结构

花鸟纹常以花朵、茎叶穿插、填充在鸟间。织物中的花鸟纹以框
架结构填入花卉和鸟，如陵阳公样、龟背花鸟纹、团窠花鸟纹、对波
缠枝花鸟纹等。瓷器和建筑上装饰用的花鸟纹，有的呈现为有明显轮
廓框架的适合纹样，有的呈现为没有外轮廓的开放样式。

应用

唐代崇尚花鸟纹，开启了花鸟纹的装饰时代。丝绸之路带来的中
亚、西亚的装饰图案推动了花鸟纹的发展。时至明清，织物、陶瓷
器、建筑装饰上的花鸟纹比比皆是，花鸟纹常见的构图布局由图案式
转变为绘画式。

清代珐琅彩上的花鸟纹



清代挂毯上的花鸟纹





贰肆 环纹

介绍

环纹是叠环纹、密环纹、锁环纹等环形纹样的合称。环形指的是
环状的几何图形，有圆环、方环、多边形环等。环形的中心是镂空形
态的。环形纹样是以环形为基础单元，通过拼接、穿插、重叠等方式
排列组合而成的装饰纹样。

结构

中国传统纹样中的环形常具有结构对称稳定、镂空空间充足的特
点，这也是环纹装饰艺术的基础。环形重叠构成的称叠环纹，环形穿
插并紧密相扣的称密环纹，通过线条把相邻或相离的环形穿插锁定的
称锁环纹。环纹主要以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的形式出现。

应用

环纹因可四方连续排列的特性被广泛应用在建筑彩画和染织工艺
品上。

经典叠环纹



经典密环纹



经典锁环纹





贰伍 回纹

介绍

回纹造型如同“回”字，是由直线横竖连接折绕形成的回字形。
根据回纹构成的回环往复的特性，人们认为它是吉祥永久的象征，民
间还有“富贵不断头”的说法。回纹简洁、规整，在千年的历史发展
中可以窥探到中华传统审美理念。

结构

回纹或以单体，或以一正一反，或以一笔连环构成二方连续或四
方连续的图案，呈现出排布整齐的视觉效果。

应用

在新石器时期的彩陶和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回纹十分常见，且
常出现在器物的口、颈、腹部。春秋时期，回纹演变发展成方形与菱
形等样式；唐代以后，回纹逐步变为辅助纹样，出现在家具、服饰、
陶瓷上。

秦代陶制方地砖上的回纹



清代瓷瓶上的回纹



贰陆 火纹

介绍

火纹又称火焰纹，是人们对燃烧现象的抽象化概括图案。火在人
类文明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人类崇尚火，有人认为火是太阳的
使者，火象征着光明和宏大。随着历史的演变，火纹成为常见的吉祥
纹样，逐渐融入日常生活中。

结构

火纹是由弯曲向上、形态自由且富有韵律的波形连接构成的，有
三瓣叶式、团花式等。火纹具有夸张的飘动感，因此它即便是静态图
形，也总能给人熊熊燃烧、永不熄灭的感受。人们赋予了火纹光照万
物、威严神圣的意象。火纹的布局讲究疏密协调，既统一又富有变
化，以产生艺术形式之美。

应用

商代和西周时期，青铜器上的圆形火纹颇为流行，由多条弧线来
表现流动的光焰。北魏时期，火纹常与光环搭配出现，以表现佛像画
中佛的法力和灵光。隋代火纹日益成熟，风格奔放而飘逸。唐代到明
清时期，火纹常作为辅助纹样，伴随龙、凤、麒麟、海兽等瑞兽，或
宝珠、方胜等出现，常饰于金银器、陶瓷和服饰上。



杂宝火纹

经典蓝色火纹



经典红色火纹





贰柒 鸡纹样

介绍

鸡纹样是以鸡为形象的装饰纹样，鸡谐音吉。鸡是十二生肖中唯
一的家禽，是勤奋、勇敢、诚信的化身。鸡纹样是中国古代常见的装
饰纹样。

结构

鸡纹样常刻画精神抖擞、姿态昂扬、羽翅丰满的鸡的形象，以单
独纹样或复合画面方式出现。当出现成对的鸡纹时，有“冠（官）上
加冠（官）”的说法。

应用

自古以来，人们喜欢将鸡纹样应用在青铜器、玉器、雕塑、瓷
器、绘画、服装等物件上。明清时期，在多种瓷器装饰工艺兴起的情
况下，鸡纹样逐渐由图案型转变为绘画型，且形式丰富，内容多样，
色彩惊艳，细节生动，深受大众喜爱。民俗剪纸以灵动的曲线表现出
鸡挺拔的外形，以齿状纹理表现光泽的羽毛。鸡纹样剪纸贴在门窗上
十分喜庆。

瓷器上的公鸡纹



清代刺绣荷包上的鸡纹样（一）



清代刺绣荷包上的鸡纹样（二）



贰捌 蕉叶纹

介绍

蕉叶纹是以芭蕉叶图形为基础的纹饰，是常见的瓷器纹样，具有
整齐有序的特点。

结构

蕉叶纹中的蕉叶一端较宽，一端较尖，并整体呈左右对称的形
态。蕉叶的形态有瘦长优美的，也有圆润饱满的。每片蕉叶中或有简
约的叶脉纹路，或有丰富的填充纹样，自成单元，独具美感。蕉叶以
纵向二方连续展开，整齐排列。蕉叶叶尖之间间隙较宽，叶根之间紧
紧簇拥，形成疏密对比强烈的层次感。

应用

蕉叶纹常见于青铜器与瓷器上。青铜器上蕉叶纹的填充纹样类型
丰富，以蝉纹、兽面纹、夔龙纹、鸟纹等动物类纹饰为主，底纹多为
云雷纹，多装饰于觚、樽、鼎、斝、爵等器物上；瓷器上的蕉叶纹更
具象写实，用直线勾出主叶脉，两侧分布着平行的子叶脉。蕉叶纹多
作为辅助纹样出现在瓷器器身上。瓷器上的蕉叶纹始见于宋代，定
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均有大量使用。

明清时期瓷器上的蕉叶纹



明代珐琅彩上的蕉叶纹



清代珐琅彩上的蕉叶兽面纹



贰玖 菊花纹

介绍

菊花纹是以菊花作为刻画对象的装饰纹样，是中国花卉纹样的重
要组成部分。菊花被誉为“花中隐士”，是高风亮节的象征，也是长
寿的象征。菊花纹寓意吉祥，隽美多姿，可雅俗共赏，深受人们喜
爱。

结构

菊花纹多以细长的花瓣表现菊花盛开的姿态，窈窕的花瓣相互簇
拥着向外展开，组成饱满肥润的花朵。菊花纹有作为独立主体装饰
的，有与缠枝纹、凤纹、几何纹或其他纹样组合搭配的，也有作为边
饰的。

应用

唐、宋、明、清时期，菊花纹广泛装饰于服饰、陶瓷领域。服饰
上的菊花纹多以图案形式呈现。清代，受文人画作影响，陶瓷上的菊
花纹开始采用写意水墨画风格。

明清青花瓷器上的菊花纹



云锦上的菊花纹





叁拾 孔雀纹

介绍

雄孔雀的尾羽鲜艳美丽，开屏时纹饰明显，寓意吉祥。孔雀纹表
达了人们对盛世的向往。

结构

孔雀纹多以较细腻的手法、丰富的层次刻画孔雀。孔雀或站立，
或飞翔，造型曼妙婀娜，羽冠精神。孔雀纹多作为主体纹样，常与花
卉纹样组合出现。

应用

孔雀纹早在马王堆汉墓中的一些画像石、砖上就已出现。瓷器上
采用孔雀纹始见于宋代，明清时期甚为流行。明清时期的孔雀纹从图
案型转变为绘画型，出现了孔雀的各种形态，还开始采用新的装饰技
法，使得孔雀纹更为生动。孔雀纹也是明清时期官服上的纹饰。

明代青花梅瓶上的孔雀纹



近代瓷器上的孔雀纹





叁壹 莲花纹

介绍

莲花纹以莲花为描绘对象，形式丰富，深受大众喜爱。莲花被赋
予了美好的寓意：君子心中完美的人格，百姓心中多子的祈愿等。

结构

莲花纹的呈现方式有正面、侧面两种，花朵有单瓣、复瓣、重瓣
之分。莲花造型历经了由简到繁、由抽象到具象的过程。正面的莲花
纹造型以圆盘状的莲蓬作为纹样的中心，花瓣相依展开；侧面的莲花
纹则以重瓣的形式簇拥盛开。莲花纹比例匀称，造型端庄，与其他纹
样组成了缠枝莲花纹、把莲纹、莲花型宝相花纹等造型结构。

应用

多元的形态与美好的寓意使得莲花纹被人们不断传承和创新，并
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器物、壁画、雕塑与建筑装饰中。

明清瓷器上的莲花纹（一）



明清瓷器上的莲花纹（二）



叁贰 联珠纹

介绍

联珠纹由珠联成圆形、方形或多边形的圈带，常作为边饰。联珠
纹内一般会填充含义丰富、造型优美的主题纹样。

结构

联珠纹中的珠可以是空心圆、同心圆、实心圆，也可以是类似圆
形的多边形。而圈带可以是圆形的，也可以是方形或多边形的。圈带
内常填入人物、动物、花卉等主题纹样。联珠纹有三种常见的构成样
式，即单独纹样、连续纹样和适合纹样。

应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上已出现联珠纹。到了隋唐时期，联珠纹
成为主要的丝织纹样，且还被广泛应用在陶瓷、金银器、壁画等领
域。

唐代织锦上的联珠四将狩猎纹



唐代织锦上的联珠对狮纹



叁叁 鳞纹

介绍

鳞纹是指如同鱼鳞般排列的纹样。常见的垂鳞纹指鳞片方向向下
的鳞纹样式。

结构

构成鳞纹的鳞片都有统一的方向。常见的鳞纹构成形式有二重
线、三重线，每排鳞片相错、有序。鳞片的造型多呈半圆形，也有呈
方形、箭矢形状的。

应用

垂式重鳞纹多见于西周和春秋时期的青铜器上。经后世不断演
绎，鳞纹发展出了多种形态，如宋代的建筑上经常出现五彩斑斓的鱼
鳞旗脚纹。

织物上的福寿鳞纹



青铜器上的重麟纹



经典鱼鳞旗脚纹





叁肆 龙纹

介绍

龙拥有非凡的力量和崇高的地位，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文化
形象之一。作为描绘龙形象的图案，龙纹寓意皇权、尊贵。

结构

龙纹有着漫长的演变过程，出现了夔龙纹、螭纹、蟠龙纹、虬龙
纹、卷龙纹、走龙纹、飞龙纹、鱼龙纹（摩羯纹）、游龙纹、团龙
纹、云龙纹、海水龙纹等形态。总体而言，龙纹的演变是一个由简到
繁、由抽象到具象、由狰狞威严到祥瑞端庄的过程。不同时期的龙纹
反映了当时的审美水平和龙纹的社会功能。现在为人所熟知、较为经



典的龙纹是明代王符提出的“形有九似”形象，即头似驼、角似鹿、
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的龙的
形象。龙纹常作为主体装饰纹样。

应用

在红山文化的玉器，商周的青铜器，汉代画像石、砖，唐代铜
镜、壁画，宋代瓷器，明清皇室用品，以及现代民间节庆典礼上，龙
纹比比皆是。由此可见，龙纹受到了历代人民普遍而持久的欢迎。

元代瓷罐上的牡丹云龙纹

清代珐琅彩上的龙纹



清代织物上的龙纹





叁伍 鹿纹

介绍

鹿纹是刻画鹿形象的装饰纹样。鹿在古人心中是祥瑞的象征，自
唐代起，鹿象征爵禄常在。

结构

鹿纹无论以抽象还是写实的手法进行表现，皆会突出描绘鹿的特
征，如鹿角、身形。鹿纹中的鹿呈卧、立、奔跑三种姿态，鹿纹常作
为主体纹样出现。例如，在织锦上将鹿纹填充在骨架构图中，有序排
列；在瓷器和玉器纹样中，鹿纹常居于视觉中心，周围以花草纹样作
陪衬。

应用

壁画、青铜器、画像石、玉器、瓷器、织物上等都出现过鹿纹。
其中，玉器中从商周开始出现鹿纹，唐代鹿纹随着玉器艺术的普及开
始流行。织物方面，唐代因受外来文化影响出现了大量波斯风格的织
锦，其中联珠鹿纹是其极具特色的纹样之一。明清时期，刺绣衣服、
饰品和配件等很多以鹿纹作为主题装饰纹样。

唐代织锦上的联珠团窠鹿纹



汉代双鹿纹



清代粉彩瓷樽上的鹿纹



叁陆 落花流水纹

介绍

落花流水纹又称曲水纹，是花朵飘零于水波之上的四方连续图
案，颇有“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的浪漫意境。

结构

落花常以正面对称的梅花或桃花形象呈现，流水常以具象的旋涡
和浪花组合的方式出现，也有用抽象曲线表现流水的。由落花与流水
组合的单位纹样展开四方连续，有的铺满成了装饰的主体，有的作为
地纹，预留中心位置填入瑞兽等纹样。

应用

唐代至宋代，落花流水纹流行于织锦上，称落花流水锦。元、明
以来，落花流水纹除了作为锦缎的纹样，还被应用到了以瓷器为代表
的工艺品上，演变出多种花纹与水纹的组合形态。

织物上的落花流水纹



经典落花流水纹



叁柒 马纹

介绍

马是与人类有紧密联系的动物之一，民间流传着“千里马”“老
马识途”“一马当先”等关于马的典故和成语。马纹作为刻画马的纹
样，具有忠诚、信义、高贵、勇敢等象征意义。

结构

各个时期马纹的形态不尽相同，但多以奔腾的马的全身形象出
现。马纹中有配合人物、马车描绘现实生活的场景，如呈现贵族出
行、场面气派的车马纹；也有通过艺术手法将马神化的独立的马的形
象，如插上翅膀飞翔于大海上或云气中的健美的马。

应用

汉画中与人物、场景组合的车马纹，汉锦中无翼而飞翔的天马
纹，唐锦中受丝绸之路影响的翼马纹，元、明青花瓷器上脚踏火焰飞
驰于海上的泽马纹，都折射着各个时期的社会文化和美学。



汉代画像石上的马纹

明清瓷器上的马纹





叁捌 梅花纹

介绍

梅花纹是花卉纹样的一种。自然界中的梅花在寒冬盛开，被人们
视为高洁的化身。梅花纹继承了人们对梅花人格化的情感，被应用于
生活中的各个领域。

结构

梅花纹多以简洁的形式呈现梅花正面的姿态，由五片圆形花瓣环
绕花蕊组成，寓意“梅开五福”。梅花纹的构图形式分为图案式和绘
画式，其中绘画式更多见。梅花纹有作为独立纹样的，也有与喜鹊、
梅枝组合成喜上眉（梅）梢图的，与喜鹊、竹子组成竹梅双喜图的，
与柏树、竹子组成岁寒三友图的，与兰花、竹子、菊花组成四君子图
的，与水纹组成落花流水纹的，与冰裂纹组成冰梅纹的等。

应用

梅花纹在战国时期出现，宋代在文人墨客和坊间百姓中逐渐流
行。元、明、清时期，梅花纹大量出现在家具、服饰、瓷器等领域。

红地折枝梅花纹



冰裂梅花纹



清代地毯上的黄地斜方格梅花纹





叁玖 摩羯纹

介绍

摩羯纹是刻画摩羯形象的纹样。摩羯为梵语译音，在印度神话中
它是水神的坐骑，兽头鱼身。摩羯纹随佛教传入中国。隋唐时期，摩
羯纹成了人们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祥瑞图案。

结构

北魏、北周时期的摩羯纹中，摩羯为巨口獠牙、长鼻上卷、鱼身
鱼尾、身形巨大的形象。隋唐时期，摩羯纹开始融入龙和鱼的特征。
摩羯纹常作为主体装饰，有单摩羯主体，也有双摩羯主体。摩羯纹有
时也会作为辅助纹饰。

应用

摩羯纹在刚传入时主要用于绘画、雕塑。隋唐、宋代时期，摩羯
纹被广泛装饰在玉器和金银器上。之后，摩羯纹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
野。

元代织锦上的摩羯纹



唐代银鎏金盆上的摩羯纹





肆拾 牡丹纹

介绍

牡丹纹是以牡丹花为描绘对象的装饰纹样。自唐代以来，牡丹备
受人们喜爱，被视为寓意家庭幸福美满、国家繁荣昌盛之花。

结构

牡丹纹经历了从秀丽端庄到雍容华贵的过程，但大多呈现为牡丹
盛开的状态，花瓣层层叠叠，造型饱满，色彩鲜亮，构图方式有适合
式、对称式、均衡式等。牡丹纹常作为主体装饰纹样出现，并与缠枝
纹、鸟兽纹等组合。

应用

牡丹纹始于魏晋时期。从唐代开始，牡丹纹经宋、元、明、清多
代仍然很流行，且被应用于诸多领域。其中，牡丹纹织物和瓷器表现
尤为亮眼，既彰显了牡丹花的天香国色，又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明清时期瓷器上的牡丹纹



清代瓷器上的牡丹纹



肆壹 盘长纹

介绍

盘长纹也称吉祥结，即线条曲折回转、首尾相连、无限循环的几
何纹样，是八宝纹中的第八个纹样，寓意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常见
的中国结纹样是盘长纹中非常经典、应用非常广泛的一种。

结构

盘长纹由绳结演化而来，所以造型结构较之其他纹样变化性更
强。只要保证图形是对称的，且线条连续不断，那么这个纹样就是盘
长纹。

应用

宋元之前出现的绳结纹饰可能是盘长纹的前身。宋元之后，盘长
纹更加规范，并作为八宝纹中的一个纹样出现。明清时期，在织锦、
陶瓷器等载体上盘长纹大量出现，不仅出现在复合形式的八宝纹中，
还出现了脱离八宝纹的独立的盘长纹。在现代民俗中，人们逢年过节
会挂中国结，由此可以看出人们认为盘长纹是家庭幸福团圆的象征。

清代瓷器上的盘长纹



织锦上的鸾章盘长纹



肆贰 盘绦纹

介绍

盘绦纹是一种大中型的几何纹样，在唐代已有。绦又称花边，用
于装饰服饰边缘。盘绦纹即由六条花绦交织环扣组成的连环式骨架纹
样。

结构

花绦的花纹主要有曲水、古钱、龟背纹、矩纹、回纹、锁子纹
等。盘绦纹的环内空间充足，常填入花卉等主体纹样。花纹横向交错
排列，具有很强的装饰性。

应用

盘绦纹是宋式锦的经典纹样之一。

盘绦花卉纹



明代宋式锦上的盘绦四季花卉纹



肆叁 蟠虺纹

介绍

蟠虺即盘曲的小毒蛇，因此蟠虺纹又称蛇纹，是青铜器上常见的
纹饰之一。传说中华夏民族人文始祖伏羲、女娲皆人首蛇身；龟蛇合
体的玄武能长生不死，蕴含着神秘而丰富的文化内涵。

结构

蟠虺纹呈现为蛇的形态，具有三角尖头、圆眼、无足、长身、有
鳞节等特点。蛇体为卷曲的长条形，轮廓呈盘旋蜿蜒的姿态。蟠虺纹
的单位纹样蜷缩幅度较小，构成几何形态，以紧密的四方连续展开形
成大面积装饰。

应用

蟠虺纹显盛于春秋战国，之后逐渐淡出了装饰的主舞台。

青铜器上的蟠虺纹





肆肆 葡萄纹

介绍

葡萄纹描绘的是硕果累累的葡萄和缠绕蔓延的葡萄藤形象，被人
们赋予了多子多福、富贵长寿的寓意。葡萄纹虽是自汉代随丝绸之路
传入中原的舶来品，但深受人们喜爱，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的吉祥纹
样。

结构

葡萄纹一般呈现的是葡萄成熟的状态，圆润、饱满，一串一串，
常与肥大的葡萄叶及弯曲的葡萄藤组合出现。葡萄纹有作为主纹进行
装饰的，也有作为辅助纹样与作为主体的鸟兽纹组合出现的。

应用

汉代开始出现葡萄纹，并将其用于壁画和织物上。时至唐代，葡
萄纹真正开始流行，与宝相花纹、团窠纹、缠枝纹等纹样一起占据了
主导地位，在铜镜、壁画、服饰等领域大量出现。到了宋代，文人崇
尚淡雅。受此影响，葡萄纹日渐消退。元、明、清三代，葡萄纹在青
花瓷器上又逐渐流行起来。



清代瓷器上的葡萄纹

唐代敦煌壁画上的葡萄纹





肆伍 麒麟纹

介绍

麒麟是中国传说中的瑞兽，与龙、凤、龟合称“四灵”。麒麟的
形象有多种说法，常见的形象为龙头或马头、鹿角、麋身、马蹄、鱼
鳞、狮尾。民间流传着麒麟送子、麒麟吐书生孔子等传说，人们装饰
麒麟纹以祈盼家庭幸福、学业有成、事业顺利。

结构

麒麟纹呈现的是站立、奔走、卧坐的全身姿态的侧面麒麟形象。
麒麟纹出现的时间较早，且各个时期的形态也有所变化：汉代古拙，
南北朝雄健，明清时期华美。麒麟纹多作为主体纹样出现，并与火
纹、云纹等辅助纹样组合。

应用

麒麟纹从汉代流传至今，被广泛装饰在画像石、玉雕、木雕、瓷
器、建筑装饰等领域。明清两代尤为盛行，特别是在青花瓷器、红木
家具、服饰刺绣上。因当时的工艺技术更加成熟，刻画手法更加细腻
繁复，麒麟纹多样又细致。

官补刺绣上的麒麟纹



苗族刺绣上的麒麟纹



清代珐琅彩上的麒麟纹



肆陆 钱纹

介绍

钱纹又称铜钱纹，是由外部的圆形和内部的正方形或内向弧形方
格组成的一种外圆内方的纹样。钱纹因与方孔圆钱相似而得名。钱纹
是财富的象征，也是代表镇灾、吉庆的符号。

结构

钱纹结构对称，常以线条形态出现。早期的钱纹多以单体的形式
出现，配以文字、画像等。随着历史的发展，出现了双钱纹，即一对
相同的钱纹相交的形态；也出现了连钱纹，即由多个相同的钱纹相
交，形成环环相扣的图案形态。

应用

两汉时期，用钱纹砖装饰墓葬开始流行。宋代到清代期间，流行
钱纹陶瓷器，表现手法有印花、刻画、绘画等。钱纹也是这个时期染
织领域常见的几何纹样之一，有二方连续展开形成边饰的；有以骨架
形式布局，填入其他纹样后形成图案的；还有四方连续作为地纹辅助
的。在建筑装饰领域中，门格、窗格、建筑彩画等上都能看到钱纹。

连钱璎珞纹



牡丹连钱纹



肆柒 球路纹

介绍

球路纹又称毯路纹，是一种结构纹样。球路纹的单位纹样呈现为
中心一个大圆，上下左右的四个小圆与大圆相交或相切，左上、左
下、右上、右下的四个小圆与大圆相离。球路纹是由唐联珠纹、团窠
纹发展演变而来的。

结构

球路纹以四方连续展开循环模式，形成圆圆相连、相交的形态。
球路纹通常以骨架形式出现，其中可填充花卉纹、鸟兽纹和几何纹
样，层次丰富，画面饱满。

应用

球路纹是宋、辽时期常见的织物纹样之一，到了明清时期，还能
在装裱书画的包首中窥到其踪迹。

『注』关于球路纹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本书所列观点，与《中国
纹样辞典》观点相同；另一种是出自《中国纹样史》的观点，即球路
纹是一种以圆相套连续展开的几何纹，联珠纹、连钱纹等由圆形
（球）连接和分割（路）的图形都属于球路纹。本书仅指向第一种。

红地四灵球路纹



明清书画包首的凤穿牡丹球路纹



肆捌 忍冬纹

介绍

忍冬纹是一种植物纹样。忍冬是一种攀缘缠绕的蔓生植物，且忍
冬花长、瓣垂、须茎瘦，黄白相伴，故又有金银花之称。忍冬纹被赋
予多福多寿、长寿万年的吉祥寓意，多作为佛教装饰。忍冬纹后发展
演变为卷草纹和缠枝纹。

结构

忍冬纹通常以合抱式的蔓藤或枝干为骨架呈现，向上下、左右延
伸，茎蔓或互相交叉缠绕，或不相交缠，花叶连绵、俯仰生姿，富有
鲜明的节奏感。

应用

东汉末期，忍冬纹开始出现，南北朝时期盛行，被大量应用在佛
教装饰上，之后被广泛应用于石雕、木刻、陶瓷等艺术装饰上。

北周时期敦煌石窟上的忍冬纹



清代瓷器上的忍冬纹





肆玖 如意纹

介绍

如意纹取自如意的造型。如意系一种器物，是古时的爪杖，用以
搔抓。如意纹表达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期盼未来事事顺
心，事事如意。除了象征意义外，如意纹也颇具装饰美感。

结构

如意纹呈对称的心形结构，形状宛如灵芝、云朵或花朵。如意纹
常采用环扣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组合方式，有作为主体纹样出现的，
也有作为辅助纹样出现的。

应用

如意纹作为造型独特、优美的图案，或以适合纹样出现，如意内
部填充不同纹样装饰；或配以瓶纹、戟纹、牡丹纹等，形成图案组
合，寓意“平安如意”“吉庆如意”“富贵如意”等。这些如意纹被
广泛应用于漆器、瓷器、金银器及服饰上。

蓝地梅花织锦上的如意纹



清代粉彩瓷瓶上的如意纹





伍拾 乳钉纹

介绍

乳钉纹酷似凸起的乳突，是一种立体的装饰纹样，常见于青铜器
和玉器上。

结构

每个乳钉呈现半球状，以整齐等距的方式排列成环状、线状或面
状。乳钉纹的立体性不仅使得它不受器物上其他部件的遮挡，还能直
接接受光线的照射，视觉效果突出。青铜器上的乳钉纹较大、较突
出，玉璧上的乳钉纹较为扁平。

应用

商周时期，乳钉纹在青铜礼乐器上比比皆是，是青铜礼乐器不可
分割的组成部分，彰显着青铜器的威严和力量。青铜器上的乳钉纹较
突出，周初有呈柱状的。汉代，玉璧上的乳钉纹较为圆润、扁平，更
像圆形纹样。

商代青铜方鼎上的兽面乳钉纹



新莽博局镜上的乳钉纹





伍壹 仕女纹

介绍

仕女原指官宦人家的女子，之后泛指美女，还包括天上的仙子。
仕女是历代画家钟爱的描绘对象，他们用自己的理想标准来塑造仕
女，并将仕女纹应用到文房用具等器物上。仕女纹是中国经典的人物
纹样之一，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

结构

陶瓷上的仕女纹内容丰富，纹样中的仕女或执扇，或游园，或采
花，或乘凉，或戏婴，或捕蝶，或梳妆，或行、或坐、或卧、或立，
呈现出美丽端庄、娴静优雅的女子形象。仕女纹常与园林庭院、亭台
楼阁、鸟儿花卉等组合搭配，作为画面中心，在龙纹、锦纹等边饰的
映衬下更显生动。

应用

仕女纹的应用始见于唐代长沙窑瓷器，盛行于明、清两代。明代
的仕女纹成就非凡，布局疏朗，场面开阔，表现出雅致恬静的格调。
清代瓷绘受西洋油画影响，画面更加立体、鲜艳。这个时期的仕女纹
衣饰艳丽，风情万种，笔触细腻，多采用戏曲、小说、民俗等题材。



清代粉彩瓷盘上的仕女纹



伍贰 寿字纹

介绍

寿字纹是以寿字的视觉形象进行艺术化、符号化、图案化后的纹
样，是文字纹的一种。寿，折射出人们对生命永恒的渴望。寿字纹可
以说是形式较多、应用较广的吉祥纹样之一。

结构

在遵循汉字结构的基础上对寿字进行笔画的增减，形成不同的寿
字纹：有的变形成横平竖直、线条明朗的几何形态，称方寿纹；有的
将寿字的外轮廓变形成圆形，称团寿纹；有的将寿字形态挑高，四个
角向外扬起，酷似羊角，称长寿纹……无论如何变形，这些寿字纹的
共同点是均匀对称，极具装饰性。寿字纹与其他纹样组合出现，可营
造出其乐融融、热闹欢庆的氛围。

应用

从古至今，人们都祈盼长寿安康，所以在文字纹中寿字纹出现的
频率很高。寿字纹的应用范围很广，常被人们装饰于瓷器、布帛、建
筑上，年画等有时也会采用寿字纹。



红地织金长圆寿字纹

瓷器上的长寿纹





伍叁 水纹

介绍

水纹是刻画水的形态的纹样。水是生命之源，人们既依赖它，又
敬畏它。自然界中的水形态万千，水滴、河流、海洋……因而人们能
创作出各种各样、生动形象的水纹。

结构

水纹常见水波纹和浪花纹两种形式。水波纹刻画的是水波，由多
条并行的曲线组成，形成S形、鳞形、旋涡形等流动状态，具有抽象、
动感的特点。浪花纹刻画的是浪花，以泛起的浪花表现波涛汹涌的水
面，具有具象、写实的特点。水波纹与浪花纹常组合表现水纹。

应用

水纹历史悠久，常作为辅助纹样出现在瓦当、服饰、瓷器等领
域。

经典水纹





伍肆 松纹

介绍

松纹是描绘松树、松叶的装饰纹样。松树四季常青，被人们寄予
傲骨铮铮的品格和长寿健康的期望，松纹的寓意也是如此。

结构

松纹多以绘画式构图布局，呈现苍老盘曲却坚毅有力的松树干，
形状似针、排列似扇的松叶形态。松纹可作为独立纹样进行装饰，也
可与鹤纹组成松鹤延年纹，与竹、梅组成岁寒三友纹。此外，松纹也
可与鹿、兰花、菊花、石景等图案进行搭配。

应用

宋代山水画无松不画山；元代松树题材艺术品渐少；到明、清两
代，松纹又开始流行，并成为瓷器、家具、织物上常见的装饰纹样。

清代铜墨水匣上的松鹤长年纹



清代青花瓷器上的松梅纹





伍伍 锁子纹

介绍

锁子纹是源自锁子甲上的纹路。锁子甲是一种铠甲，由西方传入
中国，在冷兵器时代属于作战防御装甲中的极品。锁子纹的单体元素
似锁子甲表面的人字图形，锁子纹由多个单体元素紧密并依连缀而
成。锁子甲的坚韧赋予了锁子纹联结不断的寓意。

结构

人字形的单体元素紧密贴合，组成四方连续纹样。

应用

锁子纹常在建筑、染织品领域作为地纹使用。在明清时期的织锦
中，锁子纹与回纹、万字纹、连钱纹等几何纹样常作为地纹穿插使
用。

锁子纹（一）



锁子纹（二）



锁子纹（三）





伍陆 谷纹

介绍

谷纹是一种玉器上的纹饰。所谓谷纹，似谷物发芽时候的形态，
是农耕文明发展的产物。谷纹代表着人们对五谷丰登、丰收繁盛的期
盼。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很多时候人们将谷纹、涡纹、卧蚕纹异名同
称，在玉器上三者之间区别不大。汉代玉器将谷纹简化修圆为乳钉
纹，呈圆球形，排列方式与谷纹相同。

结构

谷纹如同e字，类似简易的涡纹。战国时期的谷纹呈现逗号样式，
就像尾巴圈起来的蝌蚪，因此也称蝌蚪纹。谷纹作为点状装饰，以均
匀的间距纵横整齐排列成方阵，附于器物表面。

应用

《周礼·典瑞》中有“子执谷壁，男执蒲璧”。谷纹常装饰在玉
器上，从出土的诸多玉器来看，谷纹器皿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

玉璧经典谷纹



战国多环玉璧上的谷纹

战国双龙璜上的谷纹



战国双龙玉璧上的谷纹

战国至汉代龙凤玉璧上的谷纹





伍柒 蒲纹

介绍

蒲纹，顾名思义，即仿照蒲席样式的纹样，是一种玉器上的纹
饰。席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蒲纹的应用表达了人们对安居乐
业的向往。

结构

将一组平行线条（0°）分别旋转120°和240°得到三组平行线。
将这三组平行线均匀地交叉组织在一起，分割出规整排列且密集匀称
的正六边形群，这种正六边形群近似蜂房。

应用

蒲纹始见于战国，兴于汉代。蒲纹是汉代经典的玉璧纹样之一。

玉璧经典蒲纹



秦代飞龙玉璧上的蒲纹

西汉出廓双螭龙璜上的蒲纹



明代玉璧上的盘凤蒲纹

清代景泰蓝玉璧装饰上的蒲纹





伍捌 狮纹

介绍

狮纹是深受人们喜爱的瑞兽装饰纹样。狮子已然凝结成中华民族
的文化象征。古人赞赏狮子的勇而好仁，猛而能驯，似君子之德，故
历代均将狮子视为祥瑞，托物言志。人们运用象征的手法塑造狮子的
外形和结构，以寄托镇宅、辟邪、吉利等各种美好的愿望。

结构

狮纹中狮子的造型常见的有蹲、站等静态样式，也有走路、吼
叫、戏球等动态欢腾的样式，形态多变，生动活泼。狮纹中的狮子头
部硕大，蹙额，两眼鼓出，张口龇牙。狮纹有单独构成画面的，也有
与人、绣球、花卉搭配构成画面的。

应用

狮纹被广泛应用于服饰、陶瓷、桥梁建筑、牌坊陵墓、官府园林
等领域，具有特定的象征意味，成了人们约定俗成的文化图腾。

明清风筝上的狮纹组合



唐代鎏金银盘上的狮纹



清代青花釉里红将军罐上的锦地狮球
纹

清代织锦上的狮子滚绣球纹



伍玖 太阳纹

介绍

太阳纹是描绘太阳形象的纹样。太阳对生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太阳作为人类原始的崇拜图腾之一，被寄予深邃的生命思考。许多考
古文物上的太阳纹都能反映出古人对太阳的崇拜。

结构

太阳纹有时以抽象简化的符号式纹样出现，也有时以生动复杂的
具象化纹样出现。符号化的太阳纹有：点、圈、圆形代表无光晕的
“日”；十字纹、十字纹加圆，以及八角星形被认为是发光的太阳符
号。一般情况下，太阳纹由表示太阳本体和太阳光芒两个部分的图形
组成。本体部分大多以圆形或类圆形表示。而描绘光芒和光晕的直线
或三角形一般环绕本体，呈向外发散状。这种凸显光体的太阳纹更直
观、形象，较常见。

应用

新石器时代早期，太阳纹就出现在了将军崖岩画上。高庙文化和
仰韶文化也有大量刻画太阳纹的陶器和陶片出土。金沙遗址出土的商
代金箔片上，四鸟舒展翅膀绕太阳飞翔。如今，太阳纹装饰也常出现
在服饰或民俗活动的装饰物上。



铜鼓上的太阳纹



陆拾 桃纹

介绍

桃纹又称蟠桃纹，是描绘成熟桃子的纹样。我国是桃的原产国，
自古以来人们将桃视为长寿的象征，赋予了它养生、健康的寓意。

结构

桃纹一般展示的是硕大、红润诱人的成熟桃子，或配有桃叶、桃
枝作为果实的辅助装饰。桃纹常以适合纹样或四方连续的构图形式出
现，多作为主体装饰。桃纹能与寿字纹组成寿桃纹；与石榴、佛手组
成三多纹，“三多”即多子、多福、多寿之意。

应用

桃纹常出现在瓷器和织锦上。桃纹出现在工艺品上的时间不晚于
宋代，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南宋龙泉桃式洗是模拟桃形状的器皿。从元
代开始，桃纹作为主体纹样装饰在器皿上。桃纹盛行于明清时期。

寿桃纹（一）



寿桃纹（二）



陆壹 天华锦纹

介绍

天华锦，又称添花锦，有锦上添花之意。天华锦纹是一种古代织
锦的纹样。天华锦纹以几何形组成锦式骨架，骨架内填充繁缛而规则
的辅助纹样与主体纹样，给人以瑰丽多姿的视觉享受。

结构

天华锦纹的锦式骨架由圆形、方形、菱形、六边形、八边形有规
律地组合而成；辅助纹样由回纹、万字纹、连钱纹、锁子纹等规整而
细密的几何纹样组成；主体纹样刻画细致，占比也较大，一般有花卉
和瑞兽两种主题。天华锦纹构图规矩丰满，不予留白，色彩以丹碧玄
黄为主，花纹多样，形成紧密的程序化图案，颇具美感。

应用

天华锦纹主要装饰于织锦上，明清时期这种锦多用于服饰和佛经
的经面。

经典方形填花天华锦纹



经典八角形填花天华锦纹





陆贰 兔纹

介绍

兔子机灵敏捷、可爱温顺，为人所喜爱。古代传说玉兔居于月宫
之中，人们将玉兔当作月亮的象征，为兔子的形象平添了一层浪漫色
彩。玉兔是许多兔纹的创作主题。兔纹作为中国传统纹样，有多重寓
意，如长寿吉祥、多子多福、爱情、时光流转等。

结构

不同时期的兔纹应用形式不同，造型和结构也随之变化，但多以
侧面的全身形象出现，体形娇小，毛发短密，尾短耳长，表现的形式
有蹲、跳、奔、仰等动作。兔纹常见的题材有月宫主题、狩猎主题、
生肖历法主题等。

应用

汉代画像石中出现了许多玉兔捣药纹饰，两只玉兔一左一右，各
拿药杵，作轮流捣药的动作，造型有趣，构图对称，画风质朴。唐代
织锦上，兔纹常作为狩猎题材中的猎物出现。元代的兔纹样式更多，
玉器上有立兔、奔兔等，织锦上较为常见的是以团窠形式作为主体纹
样出现。明代宫廷中有随着节气更换应季服饰的习俗，兔纹服饰就是
中秋节宫眷穿着的服饰。兔纹还出现在明清两代的十二章纹中的“月



纹”中。近现代的玉兔泥塑，如天津、北京的兔儿爷，在吸收了古代
兔纹的轮廓和色彩的同时，夸大了兔耳，更加拟人化，着实可爱。

唐代织锦上的奔兔纹

明代妆花纱上的兔衔花纹





陆叁 团窠纹

介绍

团窠纹又称团花纹，是一种纹样骨架形式。窠，意为鸟兽昆虫的
窝。因而，团窠纹就是纹样元素聚拢起来形成看似窠巢的纹样。

结构

团窠纹指将花卉、鸟兽、器物、人物等元素组合起来，形成轮廓
为圆形或近似圆形的形状，在四个团窠的空隙中又缀饰其他辅纹。团
窠纹常以均齐式四方连续构图形式出现。团窠纹不仅整体效果鲜明，
局部细节也很丰富，极具美感。

应用

团窠纹在唐代织物中初现，是一种丝织新产品的纹样。唐朝织锦
上的团窠纹有四种常见的类型。其中，联珠团窠纹多见于初唐和盛
唐，花卉植物团窠纹和宝相花团窠纹多见于中晚唐，动物团窠纹多见
于晚唐。唐代的团窠纹雍容华贵，极具时代性。宋代至明清时期，团
窠纹仍被大量应用在织锦、刺绣等织物上。

清代刺绣上的蓝地团窠人物纹



唐代织锦上的朵花对雁团窠纹





陆肆 蛙纹

介绍

蛙纹是对蛙类动物外形加以简化、变形而成的装饰纹样。蛙纹作
为人类文明早期重要的文化符号，与自然环境、地域文化、民间信
仰、美学思想、民风民俗紧密联系在一起。蛙纹具有祈求多子多福、
风调雨顺、辟邪消灾的文化寓意。

结构

蛙纹历史悠久，造型丰富，变化多样。有简单抽象风格的，也有
复杂写实风格的。例如，仰韶文化中彩陶上的蛙纹简约概括，抽象拙
朴；铜鼓上的蛙纹造型挺拔，特征鲜明。清明时期工艺品上的蛙纹写
实而具象，常作为绘画元素出现。

应用

原始的蛙纹常应用在彩陶上，以绘画、刻画等方式呈现出来。战
国时期，出现了蛙纹瓦当。如今，蛙纹也会出现在一些织物上。

马家窑彩陶上的蛙纹（一）



马家窑彩陶上的蛙纹（二）



陆伍 万字纹

介绍

万字纹是“卍”字形的纹样。卍与万同音，四端向外延伸。
“卍”符号早期是宗教标志，后期逐渐引申为吉祥符号，寓意时光永
恒、万福万寿、消灾驱害。意蕴美和形式美兼具的万字纹是中国重要
的纹样之一。

结构

万字纹以线条为基本构成元素，由两条折线组成，结构规整，方
正庄严。万字纹的运动美感体现在将其旋转90°或者180°都是一样
的。万字纹常以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的形式展开。

应用

万字纹是一种常见的吉祥纹样，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唐代的铜
器、清代的织锦和镂空门窗上均可见。万字纹常作为边饰和地纹使
用，并演化成了各式的图案式纹样。

织锦上的万字纹



清代地毯上的乳白地蓝团万字纹



陆陆 席纹

介绍

席纹是由直排线横竖相间组成的编织纹样，因似席子而得名。

结构

席纹以直排线组成纹样单元，由横、纵、斜的排列形式展开，构
成布局细密、规整的四方连续图案。

应用

席纹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期的彩陶上，春秋战国时期还时有出
现，之后逐渐被其他装饰性更强、寓意更丰富的纹样所取代，淡出了
历史舞台。直至近现代，简洁的席纹受到实用主义者的推崇，常被应
用在人行道的防滑铺砖上，以及室内的壁纸和纺织品上。

经典席纹





陆柒 喜字纹

介绍

喜字纹是文字纹的一种，由字生纹，表意直截了当，是中国人喜
闻乐见的纹样之一。

结构

喜字字形左右对称，横平竖直，装饰性强。喜字纹常以双喜的形
式出现，寓意喜上加喜。喜字纹多以红色出现在装饰的中央，显得隆
重、热烈。

应用

喜字作为早已深入人心的吉祥符号，在剪纸、年画、服饰、建
筑、瓷器等多个领域沿用至今。而且喜字纹是中国人婚嫁、乔迁等喜
庆时刻必不可少的装饰纹样。

清代地毯上的喜字纹



清代珐琅彩上的喜字纹



陆捌 象纹

介绍

象纹是描绘自然界中象的装饰纹样。殷商时期，象纹成了青铜器
上的重要装饰纹样。之后历史上象纹的使用越来越少，直到明清时期
象纹才重新盛行，被赋予“吉祥”的含义。

结构

象纹呈现的是象的侧面姿态，体格壮实，象牙长而尖，耳朵似
扇，象脚稳重，性格温和，常作为主纹使用。

应用

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上流行象纹。唐代受胡风影响，出现过一些象
纹织锦。宋、元两代，象纹难觅踪迹。时至明清，有赖于“太平景
象”“万象更新”等吉语，象纹得以重新流行，被广泛应用在瓷器、
玉器、锦绣等工艺品上。

清代织锦上的红地太平景象纹



织锦上的万象纹





陆玖 涡纹

介绍

涡纹又称旋涡纹，是一种古老的几何纹样，因形态近似水涡而得
名。有人认为涡纹是生生不息的水纹，也有人认为涡纹是象征光明和
永恒的火纹。涡纹在中国纹样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结构

涡纹分为圆圈涡纹和吞噬涡纹两种。圆圈涡纹是由大小有序的同
心圆组成的纹样，同心圆之间的间距均等。吞噬涡纹是由一条或两条
弧线从内向外、从小到大不断盘旋环绕而成的螺旋状纹样，外部线段
与内部线段保持较匀称的状态。

应用



涡纹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期的彩陶上，是较早的纹样之一。从春
秋战国至秦汉，涡纹多作为辅助纹样出现在青铜器、玉器、漆器、瓦
当和织物上。汉代之后，涡纹逐渐被云纹等其他纹样取代。之后涡纹
常作为水纹的一部分出现。在中国西南地区仍盛行着以涡纹为主体纹
样的织物和服装。

苗族蜡染中的涡纹（一）

苗族蜡染中的涡纹（二）



秦代青铜器上的涡纹



柒拾 雁纹

介绍

雁纹是描绘大雁（鸿雁）形象的纹样。人们常通过鸿雁来表达思
乡的忧愁和羁旅漂泊的寂寞，而经典的雁衔芦纹则表达了官禄登科的
祝福，不同的雁纹蕴含的情感不同。

结构

雁纹多以大雁的侧面形象出现，有展翅平飞、仰飞、俯冲等飞翔
的动态雁纹，也有水中休憩、岸边站立、睡卧的静态雁纹。雁纹常作
为主纹，与芦纹、云纹、花纹等辅助纹样组合使用。宋、金时期的雁
衔芦纹呈现的是昂首、展翅、翘尾的大雁口衔芦苇，宛若在天际起舞
的场景，表现出一种浪漫唯美的意境。

应用

雁纹在春秋的青铜器，汉代的漆器、画像石、陶器上出现过，但
数量较少。从唐代开始，雁纹频繁出现在金银器、织物、铜镜等载体
上。历经宋、元、明、清，雁纹愈发成熟，形态更加多样，成为瓷器
上重要的纹饰之一。

明代织物上的雁衔芦纹



唐代敦煌石窟平棋上的团花雁纹



柒壹 羊纹

介绍

羊纹亦作吉羊纹。《说文解字》中有“羊，祥也”。“美”和
“善”的造字结构可以侧面反映出古人心目中羊形象所代表的善良、
幸福、吉利、祥瑞。

结构

不同时期羊纹的形态不尽相同，或抽象概括，或写实细腻，能体
现出各个时代的装饰特点。羊纹以呈现羊的全身形态为主，正面形象
较少，侧面形象较多，羊角是重点刻画部位。羊纹常作为主体纹样出
现。

应用

羊纹历史悠久，原始岩画上就绘有猎羊、牧羊画面。商代青铜四
羊方尊采用了羊纹。汉代铜洗上刻有羊纹，并刻着“大吉羊”的铭
文。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了北朝对羊锦（覆面）。明清时期，
三阳开泰的瓷器上也采用了羊纹。

明代太子织锦上的绵羊纹



宋代锦袍上的双头鸟对羊纹





柒贰 银铤纹

介绍

银铤纹因形似银铤而得名。银铤是古代一种流通货币，主要出现
在唐、宋、金时期，腰细、两头宽大，类似猪的肾脏，故俗称猪腰
银。

结构

银铤纹单体呈现为两头宽大、腰部瘦细的几何图形。横式单体的
头部与竖式单体的腰部契合，竖式单体的头部与横式单体的腰部契
合，如此一横一竖展开组合，形成完美无缝的四方连续纹样。

应用

宋代，银铤纹开始成为建筑彩绘的一种纹样。

经典银铤纹





柒叁 婴戏纹

介绍

婴戏纹是以儿童游戏为题材的装饰纹样。婴戏纹的内容涉及儿童
钓鱼、玩鸟、踢球、赶鸭、抽陀螺、攀树折花等，画面生动活泼，生
趣盎然。婴戏纹能体现健康自然之美，也能体现我国古人期盼多子多
福、望子成龙的美好愿望。

结构

婴戏纹中的人物有单独出现的，也有成双的。到了明清时期，婴
戏纹中人物的数量增多，有四子、十六子、二十子、百子等，再配以
不同的器物、花鸟，可表达不同的寓意。

应用

婴戏纹的应用领域很广泛，汉代的画像石、三国时期的漆器、唐
代的人物画、宋代的织物和明清的陶器上都有出现。中国传统婴戏纹
是在民俗的影响下成长和发展的，因此它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面貌的
重要资料。

清代织锦上的婴戏纹



清代瓷器上的婴戏纹



柒肆 璎珞纹

介绍

璎珞是用丝线将玛瑙、琉璃、珍珠、玉石等珍贵材料编串成的多
缕状颈部装饰品。璎珞纹是刻画璎珞形象的纹样。璎珞纹表现内容丰
富，通过点、线、面的变化，形成独特的层次感。

结构

璎珞纹以联珠取代线条串联起许多精美的主体饰物，如杂宝、花
卉、蝙蝠等，灵活而不散乱。璎珞纹整体呈扇形或圆形，由内向外发
散式排布，多为对称图形。璎珞纹常在陶瓷颈、肩部以环形垂落分
布，既有充分的留白空间，又使构图富有张力。

应用

璎珞纹最早出现在元代的瓷塑人物像（如龙泉窑和德镇窑的观
音、菩萨瓷塑）上。明代开始，璎珞纹开始脱离人物，作为独立的装
饰纹样。明早期璎珞纹还有宗教意味，明中期逐渐褪去宗教涵义，并
在嘉靖年间颇为流行。

明代青花瓷器上的璎珞纹



明代五彩描金梅瓶上的璎珞纹



柒伍 鱼纹

介绍

鱼纹是以鱼为基本元素组成的纹样。因鱼谐音“余”，鱼纹被赋
予了“富贵有余”“年年有余”等吉祥寓意，承载着深厚的民族历史
文化底蕴。

结构

新石器时期的鱼纹古朴典雅，具有抽象化、符号化、几何化的特
点。秦汉直到明清，鱼纹造型愈发生动，刻画愈发细致，色彩愈发丰
富。数千年来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组合方式：多鱼纹、人面鱼纹、蛙鱼
纹、鸟鱼纹、鱼水纹、鱼莲纹、鱼藻纹、鱼龙纹、鱼蟹纹等。鱼的题
材十分丰富：鲤鱼、金鱼、鲶鱼、鳜鱼、鲵等。鱼纹常见的构图形式
有单独纹样、适合纹样、连续纹样和绘画性图案布局构图。

应用

鱼纹被广泛应用于艺术品上，形式多样，内涵丰富。远古渔猎时
代，祖先把鱼纹刻在陶器及玉器上。鱼纹在西汉以后开始风行，以立
体雕刻等形式应用于壶、铜鼓、铜镜等器皿上。从魏晋直到明清，鱼
纹被广泛应用于陶瓷、服饰、织锦等载体上。

元代青花瓷罐上的鱼莲纹



刺绣上的鱼纹





柒陆 鸳鸯纹

介绍

鸳鸯纹是一种鸟纹。鸳为雄鸟，鸯为雌鸟，属于雁形目的中型鸭
类，比鸭体形小，在古代属于珍禽。晋代《古今注》曰：“鸳鸯……
雌雄未尝相离，人得其一，则一思而死。”古人由此以鸳鸯象征忠贞
的爱情，以及恩爱的夫妻。

结构

鸳鸯纹绝大多数以鸳鸯成双入对、形影不离的全身形象出现，极
少出现单只。鸳鸯体态丰硕，富有生气。鸳羽色绚丽，鸯略小，背为
苍褐色。鸳鸯的神情怡然自得，优哉游哉，常有栖息式、交颈式和飞
翔式三种姿态。栖息式鸳鸯或立或游，有时嘴中衔有瑞草、璎珞、同
心结等。鸳鸯纹常作为主体纹样出现，有时也作为辅助纹样出现。

应用

花鸟纹从唐代兴起，成为装饰的主体纹样之一。鸳鸯纹是其中常
见的纹样，常见于铜镜、金银器、墓室壁画和石刻上。宋、元、明、
清时期，作为爱情的象征，鸳鸯纹频繁地出现在陶瓷碗、盘、枕、瓶
上。直到今天，我们依然经常能看到用鸳鸯纹装饰的绣片、枕套、窗
户、被面和毛巾等。



元代青花瓷盘上的荷花鸳鸯纹

近现代瓷器上的月季鸳鸯纹





柒柒 云雷纹

介绍

云雷纹是一种原始纹样，是云纹和雷纹的合称。云雷纹由弧线卷
曲或直线方折回旋而成，圆形回旋单称为云纹，方形回旋单称为雷
纹。“云与雷”对应“圆与方”，正与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
观相契合。云雷纹有可能脱胎于象征生生不息、延绵不绝的涡纹。

结构

云雷纹常以四方连续或二方连续的方式展开构图。方形的雷纹给
人以稳定的规则感，圆形的云纹给人以灵动的生机感，方圆调和，破
立并存。

应用

器皿、建筑、服饰上都能看到云雷纹。青铜器上的云雷纹是经典
的云雷纹样式。它可作为地纹配合凤鸟纹、兽面纹等进行装饰，有时
也作为独立装饰纹样出现在器物的颈部和足部。唐宋时期，云雷纹作
为辅助纹样出现在木质建筑上。明清时期，云雷纹被广泛应用于日常
生活中。

商代青铜器上的云雷纹（一）



商代青铜器上的云雷纹（二）



柒捌 竹纹

介绍

竹纹是刻画竹子的装饰纹样，是植物纹的一种。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竹子代表着正直、坚韧挺拔、宁折不弯的君子之品，古代文人喜
欢以竹自喻和喻人。这使得竹纹成为受人喜爱的纹样，常出现在建
筑、陶瓷、服饰等领域。

结构

竹纹结构清晰，画法简单，寥寥几笔就能体现出竹子的风貌和精
气神。竹枝与竹叶简单、别致，禅意十足。竹纹有时呈现为整体状
态，单株或多株，自然伸展，或变形成团状；有时仅局部呈现些许竹
叶和竹节。竹纹有时作为主体纹样出现，有时作为辅助纹样出现。竹
与梅、松组成岁寒三友纹，与梅、兰、菊组成四君子纹，或与奇石、
花卉组合成场景性的画面等。

应用

元代之前，竹纹出现频率较低。明清时期，竹纹已然成为陶瓷
器、金石器、建筑装饰中的常见纹样。



清代青花瓷器上的竹纹

清代瓷器上的黄地青竹纹





柒玖 兽面纹

介绍

兽面纹又称饕餮纹，有的有兽面、躯干、兽足，有的仅有兽面。
这种纹样最早出现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玉器、陶器上。饕
餮纹这个名称并不是古时就有的，而是金石学兴起时由宋人起的名。
所以兽面纹并非只有饕餮纹，也有非写实的龙纹、凤纹、夔纹，以及
不知名的怪鸟异兽纹等。

结构

兽面纹骨架方正，最显著的特征是对称，以卷绕的回纹、涡纹、
鳞纹等刻画出完整的兽面。所刻画的兽面大多怒目张牙，神态威严。
不同时期兽面纹的造型不同，抽象程度也不尽相同。

应用

兽面纹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早期，大量出现在青铜器上。其中，牛
头兽面纹最常见也最经典。明清时期，大量仿古纹饰的景泰蓝和瓷器
上都采用了兽面纹。

商代青铜鼎上的兽面纹



商代妇好偶方彝上的兽面纹



清代珐琅彩上的兽面纹（一）

清代珐琅彩上的兽面纹（二）



捌拾 云纹

介绍

云纹象征着步步高升、吉祥如意，是中国古代经典传统纹样，也
是为数不多贯穿于中国历史的纹样。云和雨决定着收成，因此农耕文
化时期的人们对云存有敬畏之心。

结构



云纹在几千年的演变中形成了千姿百态的艺术形式。它变化丰
富，形态多样，有时呈现为十分抽象的几何图形，有时呈现为具体生
动的自然图案。春秋战国时期的卷云纹由卷曲的线条组成简易的旋绕
涡形，是一种独立装饰纹样。秦、汉、魏时期的云气纹呈现为宛如羽
毛的形态，飘逸流动、舒展自由。宋元时期如意云纹的造型匀称，多
呈弯曲回头状的如意造型，最常见的是三瓣卷云式。明清时期的团云
纹通常由多个云朵构成，呈团状。

应用

云纹应用范围较广。早期的卷云纹、云气纹常作为主体纹样独立
进行装饰，后期的朵状云纹和如意云纹常作为神人、神兽等图像的地
纹。云纹在不同历史时期会出现在不同的载体上：春秋战国时期，卷
云纹常出现在瓦当或金银器上；秦、汉、魏时期，云气纹常出现在织
物、漆器上；隋唐至今，如意云纹、团云纹、叠云纹常出现在陶瓷、
家具及织物上。

各时期织物上的云纹



清代织物上的龙纹和如意云纹



战国错金银青铜镜上的卷云纹

西汉织锦上的云气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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