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桑养蚕和织造丝绸的国家，楚丝织刺绣品由于其华贵

的质地、繁多的品种、艳丽的色彩，使其它任何艺术形式都难以比肩，堪称楚

艺术中最为璀璨的瑰宝。从考古发现的楚国丝织刺绣品实物资料可以证实，楚

国的丝织业足以代表当时我国丝织工艺技术的最高水平。鉴于现今的考古发现，

荆楚丝织刺绣多是春秋战国时期作品，本文研究的主体对象是考古发现的先秦

时期的楚囤腹地的丝织刺绣纹样及相关荆楚丝织刺绣纹样的文献典籍。

荆楚丝织刺绣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有精巧的花纹，且纹样繁缛，色彩鲜艳，

题材丰富。虽然层层穿插重叠，结构繁复，但繁而不乱，营造出一个异常华美

的艺术世界。

对于荆楚纹样的认识，过去一般是从漆器和青铜器的纹样中得来，随着对

出土纺织品的发现与系统研究，人们获得了一些新的认识。荆楚丝织刺绣品上

的纹样与楚青铜纹样和漆器纹样的题材和造型方面有不少共同之处，但因为技

术方面的原因，表现出与其它器物纹样不同的艺术气质。与春秋中晚期的楚铜

器、楚漆器以及玉器的装饰风格相比，楚丝织刺绣纹样显示了更多与其它艺术

迥然不同的特征：它追求的是一个飞动活泼、神秘富丽的审美世界。荆楚丝织

刺绣上的纹样艺术已经不是～种可有可无的虚饰，而是一种承载着荆楚文化的

装饰艺术。因此，对荆楚丝织刺绣纹样的分析研究，对楚文化的深入研究与现

代设计艺术学理论研究也是不无裨益的。

本文一方面从考古学、图案学、设计艺术学的角度对现已出土的和相关典

籍中记载的荆楚丝织刺绣纹样题材作归纳分析，从社会学、民俗学、艺术学的

角度梳理这些题材的文化内涵并解释其成因。另一方面从艺术学、图案学的角

度描述、归纳荆楚丝织刺绣纹样造型与构图特征及其艺术气质，并从形态美学、

构图学、艺术视知觉的角度解析其艺术表现的手法及其与艺术主旨的文化关联。

第三方面从技术层面分析、还原丝织刺绣纹样艺术制作的工艺过程，阐释先楚

民创作、制作丝织刺绣纹样过程中技术与艺术的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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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the first country to plant mulberries for sericulture and weave silks in

the world．Chu silk embroidery is the most dazzling gems because of its luxurious

texture，diversification varieties，beautiful colors，SO that any other art forms can’t

compare．From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f silk embroidery materials，it can be

confirmed that Chu’S silk industry can represent the highest level of China’S silk

technology．In view of the prese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most of the Jingchu

silk embroidery works are made in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Therefore，the main

object of the paper is archaeological silk embroidery patterns found in the state of

Chu during the pre-Qin hinterland and related literature books about Jingchu silk

embroidery patterns．

One of the prominent features of Jingchu silk embroidery is its sophisticated

patterns．And its patterns are diversification and complex，colorful and rich subject．

Although it has the overlapping and interludes layers and the complicated structures

without chhos，and create a very beautiful art world．

We understood the Jingchu patterns from the patterns of lacquer and bronze

generally in the past．With the discovery of unearthed textiles and systematic

research，people have accessed a number of new knowledge．Comparing to other

objects patterns，the Jingchu silk embroidery has a lot similarities to the bronze and

lacquer patterns in materials and modeling，but they show different art temperament

because of the technical reasons．With a comparison to the decorative style of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Chu bronze，lacquer ware and jade，the Chu silk embroidery

patterns shows a more different art characteristics that it is pursuing a dynamic，

lively，mystery and wealthy aesthetic world．The patterns art on the Jingchu silks and

embroideries is not a dispensable virtual decoration，but a decorative art load of

Jingchu culture．Therefore，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the Jingchu silks and

embroideries patterns is benefit for the in-depth study of Chu culture and modem

design and art theory．

On one hand，the paper has been unearthed and analyzed the patterns themes of

Jingchu silks and embroideries’excavated and recorded in the relevant books from



archaeology，design study，design arts in perspectives and combed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explained its causes from sociology，folklore，art．On the other hand，

the paper has depicted and summed up the form and composition of Jingchu silks

and embroideries’patterns and their artistic temperament from the art，and analyzed

its artistic expression approach and the cultural relevance between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and the main thrust of the arts from the form of aesthetics，image science，

art visual perception．On the third aspect，the paper has reduced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silks and embroideries’patterns art from the technical analysis and

explained the identity of technical and artistic that embodi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Chu people’S creation，production of silks and embroideries’patterns．

Keywords：Patterns Silks and embroideries Art Jingchu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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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本研究课题的背景

第1章 绪论

设计自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己具有文化价值意义。因此，设计行为决不仅

仅只具有物质上、生理上的意义，其精神上、心理上、文化上的意义也是非常

值得关注的，如果一个设计产品没有文化指向、缺乏精神内涵，则无疑是～件

极其失败的作品。自人猿相揖别以来，人类用手打制出的第一件石器，已经有

了精神的蕴含，尽管在现代人的眼中它是粗糙、鄙陋的，其中的文化意义似乎

看上去也是指向不明和含混不清的，但文化思想的的确确已经物化到了石器上，

古拙的原始精神已经从石器上体现出来，只不过由于设计艺术将物质功用置于

首要位置，这种功用性常常遮蔽了设计的意识形态内容。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话题，随着网络技术以及多媒体通讯技术的

迅猛发展，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问题逐渐形成相互关联、相互影

响、相互制约的一体化趋势。作为不可阻遏的历史潮流，经济、文化全球化正

在世界体系中以不对称和相互依赖的形式进行。在这一复杂互动的进程中，文

化同质化现象日渐突出。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同益频繁，现代艺术设计经历了

前所未有的大融合。新～代设计师们获取着新鲜的设计信息，传递着国际的设

计符号；现代艺术设计作品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但却避免不了千篇一律的面

孔。设计作为一种“舶来品”，在我国发展的时问很短，加之受到文化同质化

的影响，导致了我国的设计在整个世界设计中处于边缘地位，没有形成自己的

风格1。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设计怎样寻找出路，如何才能创造出属于自己文化

的设计产品。设计艺术界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了“越是民族的，越是

世界的”设计观念。现代设计需要到传统文化艺术中去吸收养分。离丌了这片

沃土的滋养，一个民族的设计也会失去它的光辉色彩。传统文化是历史前进中

的积淀，为人类历史前进积蓄着力量，提供着营养，它对人类创造现代和未来的

1尹定邦．《图形与意义》，湖南科学技术}I；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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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都必然产生巨大影响。我们的前人创造了昨天的传统文化，我们工F在创造

明天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曾经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又一个辉煌，它也必将

对人类不可能终止的文明发展，继续发挥着巨大的、无处不在的影响。传统文化

作为当地人民的宝贵财富，它不仅有着巨大的亲和力和凝聚力，而且是地方人

民情感和精神的重要载体1。

中国有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世代传承着宝贵的传统文化艺术，传统设计思想

丰富，可以为当代设计师提供珍贵的思想史料，我们要深入挖掘和仔细探索，力

求从中总结出具有指导意义的设计思想，从而可让我国的传统文化在设计领域

获得继承和发展，并继续发扬光大，尽快实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目标。

1．2本研究课题的意义

人类昨天社会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对于今天而言，是传统文化：

今天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对于明天而言，也是传统文化。我们

不能一提传统文化，就联想到落后。事实上，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早已把那

些落后的糟粕淘汰：被保留下来的，绝大多数是对今天和明天能够产生巨大影响

的东西。

楚文化是中华文化中具有鲜明特色的一个区域性文化，作为南方文化的代

表，由于它有着非同于中原文化的文化体系，从而在中华文化形成之初就一直

是形成中华文化中的思想内核之一，是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辉煌灿烂的一部

分。它和谐并生、超迈豁达、兼容并蓄的开放品格，飞扬流动、创造革新、奋

发图强的内在精神，内化于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之中，

凝聚为独特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和其它地域文化相比，楚文化有着它无与

伦比的光辉和独到的魅力，作为楚地子孙，我们更应该为楚文化感到骄傲，把

弘扬楚文化作为己任。

楚文化有两层含义：狭义地讲，它是先秦时期楚国创造的文化，或日楚国

文化；广义地讲，它是自先秦以来至清代楚地，楚人所创造的，具有自身特征的物

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这两层含义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前者是后者的

源头和先导，后者是前者的延续和发展，本文主要指的是后者。楚文化是中国

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不仅以其光彩夺目的自身特色而著称于世，而且

1张锦高、袁朝．《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崇文书局，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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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内容丰富，内涵广博，其影响几乎包含了古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在物

质文化方面，包含有城址、宫殿、兵器、艺术品、度量衡、各类仪礼之器等文

化遗物：在精神文化方面，则包含政治、宗教、法律、哲学、文学、艺术、风

俗信仰等文化形态。所以，著名楚文化学者张正明断言： “楚文化达到了上古

文明的峰顶1。”

即使后来楚国灭亡海内一统，在汉文化的核心之中，楚文化仍占有相当的

比重，从某个角度来说，楚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概而言之，楚文

化由青铜冶铸、丝织刺绣、木竹漆器、诗歌乐舞、老庄哲学及屈骚文学等六大

支柱构成2。

作为楚文化六大支柱之一的丝织刺绣是中华民族的发明创造。它的历史可

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3。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钱山漾遗址出土了绢片和丝带。表

明距今4700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有了缫丝织造的技术。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

化出土了大量的彩陶纺轮，表明在相当的历史年代里，楚地已有十分发达的纺

织业4。因为丝织刺绣不易保存，我国的丝织刺绣究竟源于那个朝代，我们也很

难说清楚。但是我们见到的最早的丝织刺绣恐怕要数殷商和西周时期荆楚丝织

刺绣了，从出土楚墓中的文物来看，粘附在泥土上的丝织物的纹路和刺绣的花

纹依稀可见。特别是1981年从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中，发掘出了大批的丝织

刺绣作品，其纺织、染色、刺绣等方面的高超水平令人大为惊叹，其品种就有

绢、纱、罗、绨、绦、组、绮、锦、绣等多种，上面绣着龙、凤、虎和花卉等，

形神兼备，绮丽多变。这证明荆楚丝织刺绣已经形成了较高的工艺水平和独特

的工艺门类。

楚国丝织刺绣品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有精巧的花纹装饰，其品种繁多，这些

织物纹样繁缛，色彩鲜艳，题材丰富。就已有的资料统计表明，荆楚纹样有几

十种之多，除了传统的几何纹、龙风等动物纹之外、写实与变形相结合的穿枝

花草、藤蔓纹则成为具有时代特征的新题材。穿枝花草、藤蔓和活泼而富于浪

漫色彩的鸟兽动物纹相互穿插，结合成各式各样的图案。它们有的顺着骨格线

反复连续；有的将图案中转隔断；有的作左右对称连续；有的作上下对称连续；

有的按左右上下错开1／2的位置作移位对称连续。在枝蔓交错的大小空间，则

1张正明．《楚文化：譬》，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彭万廷、冯万林．《巴楚文化源流》，湖北教育}f：版}t，2003年版，p37。

3陈绍棣．《中国风俗通史——两周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4彭浩．《楚人的纺织‘j服饰》，湖北教育⋯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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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龙凤等动物纹填充装饰。动物纹样往往头部写实，而身躯简化。有的直接与

藤蔓连为一体：有的彼此缠绕；有的写实与变异结合；有的将数种或数个动物

合为一体：有的动物体与植物体共生；还有的将动植物变形之后，与几何骨格

线结合在一起。这样的纹饰既有数序排列所产生的严整的秩序感，又有灵巧的

穿插变化。虽然层层穿插重叠，结构繁复，但繁而不乱，营造出一个异常华美

的艺术世界。

按泰勒的现象描述方式，传统的风尚习俗、典章制度、工具、哲学、语言

等等都是文化的范畴。那么，作为文化的符号化表现的纹样，便很好的体现在

荆楚的丝织刺绣中。纹样作为一种装饰艺术，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大约在

距今约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就已有绳纹、刻划纹等各种纹样，

人们不仅创造了众多的纹样，而且初步掌握了纹样的构成法则。纹样是装饰艺

术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按照一定图案结构规律经过变化、抽象等方法而规则

化、定型化的图形。卢卡契认为“纹样本身可以作这样的界定，它是审美的用

于情感激发的自身完整的形象，它的构成要素是由节奏、对称、比例等抽象反

映形式所构成。"1在人类之初，纹样为人类认识世界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从旧

石器早期到新石器时期，原始人类在洞穴中留下了大量的绘画纹样，它们是为

了满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历史之间无止无尽的传播需求，其功能

是在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传播信息。

作为楚民族文化心理在器物上的投射，楚丝织刺绣的纹样生动地记录了楚

民族生存活动的连续性篇章，其深度意蕴所指一直指向楚民族“永恒精神的永

恒往昔”(荣格语)。而纹样的表述形式正是基于对自然物象神化的天命符应体

系的，神化和纹化都是出于一个共阿目的，即对人自身生命生存的保佑和祝福，

这是先民生存努力的一种形式。在远古先民的b兆行为中特别突出地表现出对

“纹样"的迷信崇拜心理和特殊观念情感，成为其后蕴含在一切纹样中的生命

生存意识。他们相信，有纹样的器物富有神性，能给自己带来好运。因此纹样

就成为生存的一种保证和象征，具有了生命的意义。也正是在这种观念意识的

支配下，人们能够克服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热衷于器物装饰，把纹样饰满器

身。

对于楚纹样的认识，过去一般是从漆器和青铜器的装饰纹样中得来，随着

对出土纺织品的发现与系统研究，人们获得了一些新的认识。楚丝织刺绣品上

1卢卡契《审美特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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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纹样与楚青铜纹样和漆器纹样有不少共同之处，但因为技术的原因，楚丝织

刺绣纹样表现出与其它器物纹样不同的纹样想象。与春秋中晚期的楚铜器、楚

漆器以及玉器的装饰风格相比，楚丝织刺绣纹样显示了更多与其它艺术迥然不

同的特征：它追求的是一个飞动活泼、神秘富丽的审美世界。荆楚丝织刺绣上

的纹样艺术已经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虚饰，而是一种承载着荆楚文化的装饰艺

术。因此，荆楚丝织刺绣纹样的分析研究，对楚文化的深入研究也是不无裨益

的。

对楚文化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这种指导意义不是

简单的将荆楚丝织刺绣纹样应用于设计当中，我们要在充分理解传统文化的基

础上延其“意”、传其“神”，让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中得到更新和拓展，创造

出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

1．3现有成果综述

作为华夏文明的南支，楚文化无疑是博大深邃、浩繁绵厚的。因为种种原

因，人们对它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也就仅仅几十年的时间，而有着800年历史

的楚国和被数千年文明浸淫的楚文化，目前对它的了解仅仅只是沧海一粟，至

今研究的一些成果可能仅仅是楚文化鲜活的冰山一角。在中华文明和中国传统

文化逐渐被越来越多世人了解和接受的今天，在地域文化日益繁荣昌盛多元并

存的今天，良好的学术和研究环境为弘扬楚文化提供了新的天地和平台。特别

是近来考古学的不断发现，越来越多的楚文物的出现，为深入的了解楚文化提

供了条件。荆楚丝织刺绣作为楚文化六大支柱之一，是与当代艺术创造一脉相

承、沿袭传承的。现在研究楚文化的文献和论文越来越多，且成果显著，但是

对荆楚丝织刺绣纹样的分析与研究，在学术界还没有系统的论述。

1．4本课题的研究内容及所拟用的方法

本文从考古学、图案学、社会学、民俗学、设计艺术学的角度，对现已出

土的和相关典籍中记载的荆楚丝织刺绣纹样的题材种类、造型方式、构图特征

等作归纳分析，梳理这些器物纹样的文化内涵，解析其艺术表现的手法及其与

艺术主旨的文化关联。另外从技术层面分析、还原丝织刺绣纹样艺术制作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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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过程，阐释先楚民创作、制作丝织刺绣纹样过程中技术与艺术的同一性。丝

织刺绣纹样的研究一般对其题材、造型、构图和色彩四个方面进行研究。而本

文中没有涉及色彩，原因是研究的标本主要来自考古出t实物，因其在地下埋

藏太久，出土之后色彩丢失严重，不能直接作为参照。当然通过必要的技术分

析可以得到一定的数据，对证实丝织品的真实色彩有一定的帮助。碍于技术实

现的难度和笔者学识的限度，本文不对色彩进行讨论。

本文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1．利用考古出土的实物资料及其图像进行分析

研究。2．利用相关理论著作及古代典籍对研究内容进行考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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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荆楚丝织刺绣略释

2．1“荆”与“楚"

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产生于远古时期的中华文明以它非凡的

生命力和时光穿透力绵延不断，产生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其中长江中游的

楚文化，由于区位优势和楚人的开拓创新，使其在许多方面居于领先地位。楚

既是民族概念，又是国家概念，也是地域概念。楚文化，是形成于周代的～种

地域文化。就其国家概念而言，它只有800多年的历史，但影响深远：而“荆

楚文化"则在相当长时问里，代表了长江流域文化，因而时间更长，延伸至今。

2．1．1荆楚之渊源

任何民族的艺术都是在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创造出来的。因而考察楚

人的历程及形成的文化传统，对于把握楚人的艺术精神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楚族是中原地区华夏族集团的一支。在与黄河、长江流域远古先民的长期

交往、争战与融合中，终于在荆楚地区形成有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

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楚族。楚族就是以楚地而得名1。据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

表明，楚人是颛顼、祝融的后裔。

荆门包山2号墓楚简： “举祷楚先老章、祝融、鬻熊各一爿羊。"

江陵望山楚简：“先老童、祝融、鬻熊各一爿羊。”

河南新蔡葛陵楚简：“举祷楚先老童、祝融、鬻熊各两爿羊。"

《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

《史记·五帝本纪》：“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

1‘‘荆楚”释义：荆楚地域广袤，可以称荆，可以称楚，也可以称荆楚，历来通用。《左传·襄公四年》：“芒芒

禹迹，画为九州。”荆地即“九州”之一。《书·禹贡》：“荆及衡m惟荆州。”《尔雅·释地》：“汉南口荆州。”

荆，指荆山，今湖北南漳西。衡，指衡山，《汉书·地理志》以为即今湖南衡山西的衡山。汉，即指汉水。

故荆之古地域，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阳。楚，亦荆。《说文》： “楚，从小，一名荆也。”《奋秋·庄公十

年》孔颖达疏：“荆、楚，一术二名。”荆、楚同义，指同一种植物，与楚之先民发迹十荆山是分小开的，

故古文献或以荆楚、楚荆联称，如《诗·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维女荆楚，居国南乡。”
《御簋》：“御从工南伐楚荆，有得。”《史墙盘》：“弘鲁昭土，广纰楚荆，往狩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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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汜·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

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

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日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

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丽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

终，陆终生子六人，⋯⋯六日季连，芈姓，楚之后也。⋯⋯季连生附沮，附沮

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记其氏。”

《史记·楚世家》：“灭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

《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鬻熊，楚人让之。”

《国语·郑语》：“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蛮芈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

周衰，其必兴也。”

屈原是楚宗族后裔，对祖先的认定，应该是郑重的，他本人对自己出自颛

顼之后，更是充满了自豪之情。《史记》是我国最早的通史，司马迁博览群书，

广采传说，对楚人先祖之考证，应该是可信的。夔是季连部落之后，芈姓方囤，

与楚同祖。夔子居然不祭祀祖先祝融、鬻熊，在楚人看来实属大逆不道，因此

受到楚人的严厉责备，后来干脆将夔国灭掉了。

这就清楚地浣明楚人以颛项为始祖，以祝融为嫡远祖。颛顼可能是部落首

领名，也可能是部落名。祝融也不是人名，而是执掌祭祀之职的酋长的称号，

后来成为部落名。楚之先祖从帝喾起，均居火正称祝融，至夏时是夏王朝的重

要成员或盟国。后商人兴起，楚之先祖在此夏、商交替之际，祝融部落遭到殷

人的武力打击，分崩离析，出现了祝融六姓或八姓的四处流落的局面。芈姓季

连部，就在这一背景下离开故地新郑一带，举族南迁，辗转至丹淅、荆山和汉

水流域一带，季连部落并没有全部发展为楚族，其它部族后来成为越族、夔族、

蛮芈等族，只有其中一支后来发展为楚族。

真正开创楚国基业的先驱是鬻熊。鬻熊是商末周初楚部族的首领，他率领

荆人的残部——发展为楚人的芈姓季连一部，背弃日暮途穷的商朝，亲附蒸蒸

日上的周朝1。楚对周的忠诚、楚囤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终于得到周王朝的认可，

终于在周成王时受到封偿，由方国升格为异姓诸侯国。《史记·楚世家》：“熊

绎当周成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

居丹阳。”当然周成王并没有另外划地给楚国，而是在楚人原住地扩充并划定

1《史记·周本记》称鬻熊为“贤者”，《史记·楚世家》中记有楚文王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削文王之

时，季连之苗裔日鬻熊。鬻熊了事义上，蚤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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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界，加以封号。熊绎成为第一个被周天子封爵为“子”的楚君。这一时期，

楚人被周成王封于荆楚蛮荒之地’，对周王尽守燎以祭天、贡苞茅以缩酒及献桃

弧棘矢以禳灾的之分，于是便有了“楚"这个正式的国号兼族号。

由以上分析可知，楚人起源于河南嵩山、新郑一带，迁移到南北楚丘才有

了“楚”的名称。楚人西迁到丹水上游今陕西商县(丹阳)一带，与当地居民

和当地文化融合，才形成楚族。因此可以说楚族起源于商县(丹阳)。楚人在

丹阳建国，楚国早期以丹阳为活动中心，楚文化从这里开始萌芽。

2．1．2荆楚在本文中的界定

楚人以“子男五十罩地”，在后来楚国多位楚君的带领下，发奋图强，发

展生产，扩大疆土。从熊绎到熊渠，疆域不断扩展，国力不断增强，部落由一

个方圆不足百里的小国发展成泱泱大国。到春秋时期，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

中原。及至战国时期，楚国的版图则几乎囊括半个中国。而从时间跨度上来看，

从楚人建国到后来被秦灭，经过了大约八百年的时间。在长期的战争和兼并之

中，楚文化在建国时的原始农业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对其它地域文化(商、周

中原文化和土著蛮夷文化)的长处的吸取上逐渐发展，融合创新，达到鼎盛，

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先进文化的代表，并随着楚国的衰弱而停滞并融入到秦文化，

特别是汉文化当中，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鉴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丝织刺绣的装饰纹样，且考古发现的出土丝织刺绣

品多是春秋战国时期作品，因此，本文探讨的荆楚主要是，有丝织刺绣品文献

记载和考古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腹地2。

2．2荆楚丝织刺绣

2．2．1荆楚丝织刺绣的发展沿革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桑养蚕和织造丝绸的国家，传说中黄帝的妻子嫘祖(西

1《史记·孔了世家》记：“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

《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上熊绎，辟住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予。唯是桃

弧、棘矢，以共御}：事。”

2楚国的腹地指的足发迹于荆山、扩及今汉水流域为中心的江汉地区。这一地区的边缘地带，北抵方城，

南全衡，西起夔，东抵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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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氏)教人栽桑养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这表明中国在炎黄时代即己发明了养

蚕、缀丝、织帛的技术。蚕丝具有纤维长、纤度细、强度高，弹性及进气性能

均良好，并有天然柔和的光泽且极易染色等许多优点。因此，蚕丝而成为所有

纺织纤维中最适宜于作艺术表现的物质媒介，丝绸也因此一度成为古代纺织品

中最富于艺术性趣味的富丽华贵的品种。

楚丝织刺绣品由于其质地的华贵、品种的多样，反映出的楚人在技术、繁

复构图方面所体现的匠心、艳丽色彩流露出的活泼性格、纹样母题代表的民族

精神以及完整的故事场面所包容的习俗，使其它任何艺术形式都难以比肩，堪

称楚艺术中最为璀璨的瑰宝。虽然文献记载战幽染织工艺以齐鲁地区最为发达，

但迄今已发现的先秦时期的丝织刺绣实物多数出自楚墓。从考古发现的楚丝织

刺绣实物资料可以证实，楚丝织业足以代表当时我国当时丝织工艺技术的最高

水平。与楚国的发展过程一样，楚丝织业也经历了草创、兴起和鼎盛三个阶段。

楚文化发展的滥觞期，是荆楚丝织业发展的草创阶段，由于社会、经济等

各种原因，楚人从建国到西周结束，楚国都没有比较发达的丝织业，即使有，．

也只是处于萌芽阶段。

从春秋时代开始，是楚国发展的阶段，也正是荆楚丝织业兴起阶段。这一

时期关于楚国丝织业发展的直接证据在考古中尚没有发现，但是关于这段时期

丝织业发展的文献却很多。这表明这一时期，楚国的丝织业已有了一定的规模。

《周礼·祭仪》记：“岁既单，世妇率蚕，奉蚕以示于君，遂献茧于夫人⋯⋯

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国语·楚语》：“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

仪⋯⋯玉帛为二精。"这说明种桑养蚕是当时社会生产的一个重要部类，而且

被隆重地反应在礼仪上。而“卑梁之衅”则反映了当时的楚国已十分注重桑蚕

丝的生产1。这一时期，楚国丝织品的应用则已很普遍。在《史记·滑稽列传》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中均有关于楚人丝织品精美描述，“衣以文绣”、“重

茧衣裘”，这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反应出楚国丝织业的发达和丝织品的精美。据

资料显示，当时楚国丝织品已被用作贡品和用于出口，楚国丝织品的对外输出，

可以说是楚国纺织业发达的另一个证据。春秋楚国纺织业的发展，为战国中晚

期向鼎盛阶段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战国时代，随着楚国经济的发展，楚国疆域的扩展，楚纺织业生产也实现

1‘‘卑梁之衅”，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吴之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锺离小童争桑，两家交怒相攻，灭卑梁

人。悲凉大夫怒，发邑兵攻锺离。楚王闻之怒，发国兵灭卑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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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进一步的发展，进入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在纺织工艺技术方面，缫丝、纺

纱、织造、染整等一整套的工艺技术和手工纺织机械都已经形成1。《楚辞·招

魂》记：“翡翠珠被，烂齐光些。阿拂壁，罗帱张些。纂组绮缟，结琦璜些。”

丝织物的结构和织作方法，是衡量纺织技术水平的综合标志，楚国丝织品质地

轻薄。长沙左家塘44号楚墓出土的一块浅棕色络纱手帕，其轻薄程度可与现代

的真丝纱媲美。这说明当时楚国在纺织生产上已经具有精湛的技巧；在品种上，

从出土的荆州马山l一号楚墓、望山楚墓、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湖南长沙左

家塘楚墓、广济桥5号楚墓、长沙406号楚墓以及烈士公园3号楚墓等显示，

出土的荆楚丝织刺绣种类繁多，包括织锦、绢、罗、纱、绨、组、绦、绮、绣

等在内的品种齐全的战国丝织品；从色彩层面分析，荆楚丝织刺绣以其绮丽多

彩的颜色而富名，-同时还使用了植物性染料和矿物质染料，出土的荆楚丝织刺

绣的颜色有红、黄、绿、蓝、紫、棕、褐等。这些都足以证明这一时期楚丝织

刺绣已具有很高水平，并行成了自己的特色。

2．2．2荆楚丝织刺绣的类别

综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依据组织结构和工艺的不同，楚国丝织品主要

种类有：纱、彀、罗、绢、纨、缟、绨、组、缣、绮、锦、绦、绣等，品种十

分齐全，几乎包括了先秦丝织品的全部品种，鉴于本文研究的是丝织物的装饰纹

样，作为有花纹的丝织品种，锦、绮、绦、组等提花织物和刺绣等成为本文的

主要研究对象，下面将分别阐述。

2．2．2．1锦

锦是一种主要以经线起花为主的平纹重经组织，是组织结构复杂的提花织

物。楚锦在江陵马山一号楚墓、长沙左家塘楚墓、江陵万山一号楚墓等楚墓中

均有发现。与楚锦相关的年代更早的锦，在战国早期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曾

有发现。根据织造时经线所配用的不同颜色，楚锦可分作二色锦和三色锦两大

类。二色锦有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塔形纹锦、凤鸟凫几何纹锦、风鸟菱形

纹锦、小菱形纹锦、十字菱形文锦、条纹锦，长沙左家塘楚墓出土的褐地矩形

1‘‘缫丝”：把蚕茧放在水晕煮，抽出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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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锦、朱条暗地对龙对风纹锦，江陵万山一号楚墓出土的石字纹锦等。三色锦

有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舞人动物纹锦、大菱形纹锦，长沙左家塘出土的褐地红

黄矩纹锦、褐地几何填花燕纹锦、几何纹锦等。锦与绣往往被人们誉为美好事

物的象征，即寓意锦绣美好的品质。其生产工艺复杂，织造难度大但能织出多

种色彩的美丽花纹，因而是中国古代最为贵重的织物。锦的提花技术也是相当

复杂的。织造时，按设计的图案用提花技术控制经线的沉浮，织出花纹，花纹

越大，技术也越复杂。在古代“其价如金”的“锦衣”和“玉食”一样，是只

有具备相当身份的贵族才能享用的。

2．2．2．2绮

绮是在平纹地上起斜纹花，属小花纹织物。它是用两种或更多的组织，按

各种方式联合，在织物表面呈现小花纹。汉人刘熙著《释名》对绮的特点作如

下描述： “绮，欹也，其文欹邪不顺经纬之纵横也。”绮的花纹是斜向的，这

是它的一个突出的特点。目前已知楚国所发现的绮有马山一号楚墓中的彩条纹

绮和信阳长台关一号墓出上的杯纹绮、复合菱形纹绮等。绮一般是素色的提花

织物，虽然文献中有染色绮的记载，但却较少发现实物。唯一的彩色纹绮，出

土于马山l号楚墓，它是一种深红、黑、土黄三色相问的窄长条彩色绮，质地

挺硬，用于制作衣物的缘部。

2．2．2．3组

组为经线交叉编织的带状织物，有单层、双层两种，是一种能织出花纹的

织物。一般用作衣缘、领缘、冠缨以及带饰。在考古发掘工作中，荆楚组一直

很少发现，只有在马山一号楚墓及其它少数楚墓中发现了一些保存完整的组，

这些组是双层，但不能分开成筒状。出土的编织成花纹的组，见于马山一号楚

墓的帽系和另一座楚墓的一件组带。

2．2．2．4绦

绦是一种窄带，主要用于衣物的装饰、嵌缝。楚墓出土的绦，根据不同的

起花方法，可以分为纬线起花绦、经线起花绦锦、和针织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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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线起花绦是当时的一种实用工艺，它采用两色或多色丝线作纬线，其中

有一色用作地纬，其它各色用作花纬。根据不同的织入花纬方式，产生了采用

抛梭法织入花纬的第一类绦和采用绕织法织入花纬的第二类绦等两种不同种类

的绦。第一类绦只在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一件衣物的领部有所发现。这种绦的

花纹小而稀疏，有菱形纹和对称的小花朵和几何纹。楚墓出土的第二类绦有阿

猎纹绦、龙凤纹绦、六边形纹绦等几种。

经线起花纹绦锦，是用经线提花的织造方法在整幅织物上织出若干顺经线

方向排列的条带，各条带f、日J有较大的问隙，条带与间隙分属不同的组织。出土

的经线起花绦锦见于江陵望山一号楚墓、信阳楚墓。由于这种织物的特殊组织，

条带问的空隙部分十分稀疏，而且没有比较稳定的形状，所以不能用作农物，

只能是作绦带或用覆盖、包裹的巾。

针织绦是采用机械或手工的方式把纱线弯曲成线圈串套而成的织物。针织

绦在1954年长沙406号楚墓和1982年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均有发现。限于当时

的技术，楚针织品都采用手工完成。根据针织绦带组织结构的不同，分作横向

连接组织绦和复合组织绦两大类。复合组织绦由横向连接组织和单面提花组织

合成。出土的复合组织绦根据花纹的不同可分为动物纹绦、十字形纹绦、星点

纹绦等三种。

2．2．2．5刺绣

刺绣是用针把丝线按照预先构思的纹样表现在丝织物或其它绣地上。刺绣

艺术也是一种丝织艺术，丝织的产生和完美造就了刺绣的诞生。据考证，早在西

周，楚国的刺绣工艺就初具规模了’。降至战国，已出土的实物表明，楚国的刺

绣工艺大有进步，手法和纹样都有特意的风格。

根据绣地的不同，荆楚刺绣可以分为丝绣和缂两种。

丝绣即以丝织品作为绣地的刺绣，已发现的荆楚刺绣，其绣地大多选用织

造精致、质地轻薄、平面整洁的绢、罗、锦等丝织品为绣地。江陵马山一号楚

墓共出土了22件极为精美的刺绣品，它们被用来作衣、袍、衾的面料，也有用

于竹席缘和锦衣等物，除了一件绣地为罗外，20件都绣在绢上。根据绣品纹样

的不同，荆楚丝绣有蟠龙飞凤纹绣、对龙对凤纹绣、龙凤相蟠纹绣、一风一龙

1故宫博物院等《有关西删丝织和刺绣的晕要发现》，《文物》197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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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蟠纹绣、一凤二龙相蟠纹绣、一风三龙相蟠纹绣、龙凤相博纹绣、舞凤飞龙

纹绣、飞凤纹绣、凤鸟花卉纹绣、风鸟践蛇纹绣、龙凤虎纹绣等。

缂即以外包丝织品的皮革作为绣地的刺绣。。出土的刺绣以皮革作为绣地

的，只有蟠螭纹绣一件。蟠螭纹绣是在皮革的表面蒙有一层青色的绢，然后用

棕、深黄色丝线绣蟠螭纹，上下边绣横向S形纹。

1缂，一般有“缂丝”和“缝”两种意思，本文祚此作“缝”解。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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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荆楚丝织刺绣纹样的题材研究

3．1概述

纹样是以纹化的方式记录历史与文化的形式。纹，本意是指古代丝织物，

《广韵》：“纹，绫也。"亦指在丝织物上的纹路或花纹；也泛指皱纹、痕迹、

纹路等现象。纹理、纹饰、纹样、手纹、布纹、印纹等词都包蕴了上述涵义1。

在东汉许慎《说文》中尚不见“纹’’字，可见这是一个较为晚出的字。字虽晚

．出，但人们对纹的认识却很早，在原始初民时期，“纹”便被赋予特殊的意义，

所谓“被发文身，以像麟虫，"刻符划契、记事祭祀都与纹相关2。文化与“纹

化”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发生学的关系，文化由纹化而来。对于中国艺术和中国

文化而言，纹样之纹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阿恩海姆认为，“眼前所得到的经验，从来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从一

个人毕生所获得的无数经验当中发展出来的最新经验。因此，新的经验图式，

总是与过去所知觉到的各种形状的记忆痕迹相联系。3"荆楚丝织刺绣纹样就是

以当时楚人审美经验中印象最深刻、能够引起人们联想且具有美好情感寓意的

一些纹样作为表现题材的。

简单的说荆楚丝织刺绣的纹样题材，指在丝织刺绣上所描绘的对象，所表

现的内容，它是客观世界经过楚人的选择、提炼之后在艺术中的反映。一件作

品经历的构思、创作、修改等过程，无不是围绕题材所要求的形象来进行的；

同时，从选择题材到表现题材的整个历程，又凝聚并升华了楚人的审美情趣、

价值标准、情怀抱负以及思想意识。如果把一件作品划分为表现技法、题材和

情感思想的话，不难看出，其中技法材料的层面最具物质性，而情感思想的层

面最具精神性，题材恰具其间，成为它们交流、协调的中介渠道。

荆楚丝织刺绣上的纹样有着相当宽泛的表现对象，自然界和超自然的一切

物象尽在楚人的审美观照之中。但这个过程也有一定规律可循：丝织刺绣一般作

1李砚褂《纹样新探》，文化研究，第1页。

2《淮南了．原道训》。

3阿恩海姆《艺术．1丁视知觉》，中国社会科学ff；版社1984年版，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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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的服饰材料，其上的纹样题材无非和人以及人所居住的这个世界有关。个

人的思维从来不是孤立地脱离环境而成，它包括大自然与社会，包括物质生活

与精神生活，社会又因时代而发生变迁，时代变迁却源于文化婚变。比如前印

加染织纹样一大特征就是动物纹居多，而织物中却极少植物纹样，甚至完全没

有。这与印加入居住高山沙漠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关系。总之，各地区由于自

然环境、文化宗教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独具特色的审美情趣，从而铸就了异彩

纷呈的服饰纹样题材。

作为服饰原料的楚国丝织刺绣上的纹样，从施纹的技巧而言，可分为编织

和刺绣两种。编织纹饰是以丝织工艺中的提花技术的发展为基础的，因此楚丝

织上的纹样主要在绮、锦、绦和组这些丝绸织物上。楚丝织刺绣品上的纹样题

材丰富，色彩鲜艳，就考古学的发现，现按品种和纹样的类别对出土的主要荆

楚丝织刺绣归纳整理如下：

表3—1楚丝织刺绣纹样
口

序号 图饰 出土地点 备注口口

种

绮 1 彩条纹 江陵马山一号墓 无
2 菱形纹 长沙广济桥5号墓、 无

五里牌405号墓
3 杯纹 信阳长台关一号墓 无

4 复合菱形纹 信阳长台关一号墓 无

锦 1 塔形纹 江陵马山一号墓 经二重二色锦
2 凤鸟凫几何纹 江陵马山一号墓 经二重二色锦
3 凤鸟菱形纹 江陵马山一号墓 经二重二色锦
4 条纹 江陵马山一号墓 经二重二色锦

5 小菱形纹 江陵马山一号墓 经二重二色锦

6 十字菱形纹 江陵马山一号墓 经二重二色锦
7 大菱形纹A、B、C、D、E 江陵马山一号墓 经二重三色锦
8 型 江陵马山一号墓 经二重三色锦
9 几何纹 江陵马山一号墓 经二重三色锦
10 舞人动物纹 随州擂鼓墩一号墓 纬二重组织
11 菱形纹 长沙左家塘44号墓 经三重组织
12 深棕色地红黄色菱形纹 长沙左家塘44号墓 经三重组织

13 褐地矩纹 长沙左家塘44号墓 经二重组织

14 褐地红黄矩纹 长沙左家塘44号墓 经二重组织

15 褐地双色方格纹 长沙左家塘44号墓 经二重组织

16 朱条暗花对龙对凤纹 长沙左家塘44号墓 经二重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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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地几何填花燕纹

绦 1 田猎纹 江陵马L【J一号墓 纬绦起花绦

2 龙风纹 江陵马山一号墓 纬绦起花绦

3 六边形纹 江陵马山一号墓 纬绦起花绦
4 菱形花卉纹 江陵马LLl一号墓 纬绦起花绦
5 动物纹 江陵马山一号墓 针织绦
6 十字形纹 江陵马山一号墓 针织绦
7 星点纹 江陵马山一号墓 针织绦

组 1 六边形纹 杨场楚墓

绣 1 蟠龙飞风纹 江陵马山一号墓
2 舞凤舞龙纹 江陵马山一号墓
3 花卉蟠龙纹 江陵马山一号墓
4 一凤二龙相蟠纹 江陵马山一号墓
5 一凤三龙相蟠纹 江陵马山一号墓

6 凤鸟纹 江陵马山一号墓
7 风鸟践蛇纹 江陵马山一号墓
8 舞风逐龙纹 江陵马山一号墓
9 舞风飞龙纹 江陵马山一号墓
10 花卉飞凤纹 江陵马山一号墓

11 凤龙虎纹 江陵马山一号墓
12 三首风鸟花卉纹 江陵马山一号墓
13 花冠舞凤纹一、二 江陵马山一号墓
14 衔花凤鸟纹 江陵马山一号墓
15 凤鸟花卉纹 江陵马山一号墓

从表格3—1可以看出，提花植物的纹样主要以几何纹为主，涉及到的几何

纹有大菱形纹、小菱形纹、塔形纹、十字菱形纹等。除了这些几何纹外，还有

少量的动物和人物题材。刺绣的纹样以动物题材与植物题材一起占据主导地位，

表现为一个龙蟠风逸、花蔓缠绕的艺术世界。在动物题材中以龙、风为主。在

龙、凤主题之外，有的纹样还有虎。动物纹样伴以花草、枝蔓，或为纹样的有

机组成部分，或作为纹样的问隔、填充，表现了自然界的生机与和谐。风鸟的

形象屡屡出现，但绝不重复，从视角而言，有正面也有侧面；从动作而言，或

飞翔奔跑，或追逐嬉戏，或凤昂首呜叫，或顾盼生情，尽现凤鸟百态；或践蛇

而舞，或与龙相蟠，或与虎相斗，显示出凤鸟的神异力量。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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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荆楚丝织刺绣纹样的题材分析

纹样由于表现内容的区别，又分为自然性纹样和几何形纹样两大类，自然

性纹样包括动物、植物、人物、自然风景等题材，几何形纹样以方形、圆形、

菱形、三角形、多边形等几何体为基本形体结构。

3．2．1几何纹题材及意义

3．2．1．1几何纹题材

几何形题材，就是“用各种直线、曲线以及圆形、三角形、方形、菱形等

构成规则或不规则的几何纹样作装饰的纹样题材"’。它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在整个装饰艺术中占有很大比重，几何纹一直伴随着装饰艺术的发展，几何纹

样起源很早，世界各地的远古文化中都存有大量的几何纹样，而且至今仍广泛

应用，经久不衰，成为具有深层意义、源远流长的纹饰符号。

楚丝织刺绣上的几何纹主要有小菱形纹、大菱形纹、塔形纹、十字菱形纹

等。这些纹样大多是由一种或几种单位组合而成。常见的单位纹样有方形、圆

形、塔形、小菱形、杯形、正反向弓形、S形、磐形、十字形、回字形等。它

们往往是作为主题纹样的陪衬和点缀，起着烘托主题、渲染气氛的作用。常按

照一定的规则构成纹样，与楚人的青铜器纹样、漆器纹样有不少共同之处。

在几何纹样中，最受楚人偏爱的是菱形纹。菱形纹在陶器上较多见，由于

经纬线的直线性质，在丝织品上便占绝对优势。“丝织品的菱形纹变化多端，

或曲折，或断续，或相错，或呈杯形，或与三角形纹、六角形纹、S形纹、Z形

纹、十字纹、工字纹、八字纹、圆圈形纹、塔形纹、弓形纹，以及其它不名状

的几何形纹相配，虽奇诡如迷宫，而由菱形统摄，似乎楚人有意要把折线之美

表现到无可复加的程度。"2在锦和绦上，还有菱形纹，与植物纹、动物纹、人

物纹相配，并且由菱形纹组成或分割成纹样单位。例如湖北省江陵出土的田猎

纹绦的纹饰，内由四个菱形组成，其间的人二物与动物的形象都高度几何纹样

化，田猎紧张激烈的气氛织造得真切感人，整幅装饰能让人感受到几何形纹样

1顾方松《辞海艺术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0年2月，第一版，第401页。

2吴th：《中国J力代装饰纹样》(四卷奉)， 人民美术⋯版社， 1995年，第一版，前言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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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特魅力。

3．2．1．2几何纹题材的意义

几何纹在纹样领域具有简洁性、明晰性和符号性的特点。其简洁性表现在

几何纹多数是客观事物规律的抽象化的结果，所以它舍弃了复杂的现实形象，

只保留以突出其客观形态的特征。

几何纹是对于现实中客观形象演变而形成的自然为艺术提供的范本，即对

现实中具象的动、植物的逐渐演变、简化而成为几何形。李泽厚先生也指出：“由

写实的、尘动的、多样化的动物形象演化成抽象的、符号的、规范化的几何纹

饰这一总的趋向和规律，作为科学假说己有成立的足够根据⋯⋯Ⅲ从原始社会

时期的许多几何形纹样可以看出，我们的先民使用的那些纯粹的几何纹是受到

了自然现象的影响，原始人们对于自然界的一些事物，特别是和生活有直接联

系并具有深刻影响的事物，如水、山、鱼、鸟等，由于人对它们有意或者无意

的涂画，线性的形状慢慢地服从了对称和节奏的基本艺术规律，结果直线就变

成了三角形、方形、菱形、文字图案等等：而曲线则产生了圆形、波状线、螺旋

线。

苏联学者亚历山大洛夫也说过说： “人从自然界本身提取出几何的形式，

月亮的圆形和镰刀形，湖的水平面，光线或艳齐的树木的直，都是人类以前就

存在的，以后也时时刻刻呈现在人类面前。当然，我们在自然界中很少看到十

分直的线，尤其是三角形和正方形。2’’人类绘制的几何形态都是以具象形态作

为依据的，人的审美过程是从形态美到形式美进化的。

几何纹之所以在楚丝织刺绣品特别是楚锦的装饰纹样中出现最多，与几何

纹的产生有关。几何纹本身就是对编织的模拟，它是受到了编织和纺织的影响。

恩格斯认为：“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用

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3

在原始彩陶的几何纹样中有一类纹样直接来源于物质生产时表现出来的肌

理效果，如绳纹、编织纹等。按照有关学者的分析，由于在陶器出现之前，人

们使用的器皿主要是编织器，这种编织器的肌理纹样就是一种几何形纹样，所

1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院}}：版社，2001年3月，第一版，第37页。

2亚历山人洛犬：《数学——内容、方法和意义》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60年，第一版，第21页。
3于民：《奋秋前审美观念的发展》， 中华书局， 1984年6月，第一版，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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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早出现的陶器纹样是源自编织物肌理纹样的几何纹样，当编织物的肌理

纹样留在陶器上，编织物中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秩序感和规律性，使人类从中

发现了美感，从而慢慢形成了几何风格的纹样装饰。在原始陶器几何纹中，由

编织纹演绎而成的纯粹几何纹样，既作为一种基本经验形式帮助原始人反映认

识现实对象，又作为一种纹样母题演绎出各类子题，如动物几何纹样、植物几

何纹样等。因此，楚人在丝织刺绣上将这一装饰艺术继承下来。

从出土丝织刺绣品来分析，几何纹作为一种主要的装饰纹样在荆楚丝织刺

绣装饰中仍然流行，而且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加强，几何纹将演绎新的内容。

3．2．2动物纹题材及意义

3．2．2．1动物纹题材

对于纹样繁多的荆楚丝织刺绣品，除了占据主要优势的几何纹之外，动物

纹作为又一主要题材也大量的被用在楚丝织刺绣的装饰中，何以动物纹样这一

题材在楚器中能流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所崇拜的动物，在丝织刺绣品上也会

有这种动物形象，其上的动物形象已成为荆楚丝织刺绣上的一种主要纹样题材。

这类纹饰多采用抽象图案化造型，一般都可以辨别动物形象，有龙、风、麒麟、

虎、鹿、兔等，在内容组合上，有的甚至还包含着浓厚的神话色彩。在荆楚丝

织刺绣中占主导地位的动物纹包括现实动物和相像动物，动物纹在装饰中占主

导地位，反映了在生产力低下的阶段，楚人表现动物所具有的并借助动物的超

人力量，以从心理上战胜外力的一种祈福观念，同时作为一种反映图腾崇拜的

巫术观念而被刻画出来。动物具有活动性和神秘性，因而可以人为地赋予神秘

的意义和神话的色彩。下面将从楚人的巫术观念和祈吉观念分别去分析。

3．2．2．2动物纹题材的意义

一、巫术观念

中国动物题材的纹样渊源于原始社会的巫术，在远古时期，由于人类的生

产力水平低下，先民们对自然界的有些现象还不了解，以为是有着超自然的力

量在支配着这个世界，由此产生了蕴涵原始宗教和原始巫术的“万物有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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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和神灵崇拜。由此又产生了以占卜方式请天帝、神鬼决定吉凶的重要手段。

巫术是图腾崇拜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具体地说，“巫术活动的始初形

态就是图腾观念的行为化、仪式化，是图腾情感的实践化，巫术活动在本质上

也就成了图腾活动的一种专门化形式"。 1和图腾崇拜一样，巫术活动的思维

基础也是“万物有灵观”和“互渗律”。正如弗雷泽所指出的：“这种关于人

或物之间存在着超距离交感作用的信念就是巫术的本质。⋯⋯巫术的首要原则

之一，就是相信心灵感应。2"巫术活动总是通过人的行为活动，凭借某种物质

形象去实现趋利避害的功利性目的。

楚国带着强烈原始气息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楚人“信巫鬼，重淫祀”的风俗。

张正明指出：“楚国社会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中出生的，楚人的精神生活仍散发着

浓烈的神秘气息。对于自己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他们感到又熟悉又陌生，又亲

近又疏远。天与地之间、神与鬼之间，乃至禽兽与人之间，都有某种奇特的联

系，似乎不难洞察，而又不可思议。在生存的斗争中，他们有近乎全知的导师，

这就是巫。3"

巫术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与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巫术活动中，对事

物实体的形象模仿和制造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说，巫术活

动中的模仿形式是艺术模仿的原生形式之一。巫术模仿的心理动力是建立在同

类相生、模仿物即真实物的信仰之上的。巫术思维的特点是把模仿的实体认作

真正的实体，把模仿的情境看成现实的真实情境。把虚拟物当作真实物看待并

以它来寄托、实现自己的期望、理想、追求，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愿望。4”巫

术活动为了最大程度地实现其功利目的。就必然要求形象的逼真，因而这种模

仿必须以客观物象作为蓝本和基准，但模仿者不可能对物写真，这就决定了这

种模仿只能是延迟模仿，就只能以简洁的线条再现模仿对象的大致轮廓。

楚地有着发达的巫觋宗祝文化。巫觋宗祝文化是由一系列知觉表象形成的

一种幻想式的“物态化活动”。楚地原始歌舞、图腾礼仪成为这种文化的两种

主要形式。由于这种文化的功利性往往被浓郁的艺术性、情感性、美的属性所

掩饰，所以当它们成为～种文化积淀时，使自然变成一种难以用概念言说和穷

尽表达的混沌情绪反映。这种情绪反映，就是原始民族的审美意识。在这种古

1郑／己者：《美学与艺术人类学论集》，沈阳山版社2003年版．第143页。
2

f英1拂雷泽：《≮；；=枝》，人众文化f|；版社1998年版，笫35灭。
3张正明：《楚义化史》，上海人民⋯版社．85年版，第112灭。

4邱紫华：《东方艺术史》l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9．30页。

21



武汉理．I：人学硕十学位论文

老文化语境之下形成的审美意识，现代心理分析学派认为，它会直接影响一个

民族的心理结构。楚民族既有原始人“富于表情型”、“主观参与型”等直观

的、富于幻想的气质，又具有冷静的、理智的、开拓进取、积极吸收的开放性

性格。他们无论对江汉地区的土著文化或北方中原文化还是南方少数民族文化，

都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的态度，这样就构成了楚民族多元的种族记忆投影。

这就是由楚巫文化的“集体原型”所组成的楚民族的主轴性格。这种性格热

烈、多情、动荡不安、刚烈如火又富有浪漫气质，它热烈而不粗野、率直而不

轻浮。以此对周围世界的审美感受和审美表现，则往往采用直观的、想象的、

感性的方式去把握、去实现。反馈在具体的物态化活动中，就产生了无数神奇、

瑰玮、玄怪的物象，就产生了富丽繁缚、精工耀艳的楚纹样装饰。周人敬鬼神

而远之，楚人却事鬼神而近之。他们怕鬼神，却更爱鬼神。这种独特的宗教情

感和丰富的神话，反过来又鼓动楚人艺术想象的翅膀，使它飞升的更高更远。

楚人就是这样获得了艺术上的独立性。在这种文化情境罩，我们不难理解楚人

天真地把幻想当现实、把超自然力量赋予万物，并作为神圣的对象加以崇拜的

真实心理和情感。这足以启示我们，以祖先崇拜为主导的原始宗教和巫术观念，

笼罩了楚纹饰反映的楚民族的全部生活愿望和文化准则。

原始宗教和巫术观念作为原始文化的一个核心形态，同时也是原始思维的

一种基本模式。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曾说：“野蛮人的世界观就是把一切理解凭空

加上无所不在的人格化的神灵的任性作用。古代野蛮人让这些幻想来塞满自己

的住宅、周围的环境、广大的地面和天空。’’在这种情况下便产生出原始人所

奉行的交感巫术，企图以此来直接地控制自然力，包括自身命运，并作为对宇

宙客观秩序的一种补充尺度。因此，在原始社会，生活和生存经验与巫术常常

是互渗的、一体化的。艺术虽然并非起源于巫术，但巫术观念和巫术仪式总是

与原始艺术相缠交织、难解难分。巫术、艺术一体化现象告诉我们，具有原始

艺术特质的楚纹样，决不仅仅是我们所理解的“审美"意义上的艺术，它还具

有某种实用的意义，或被想象成具有某种“实用”的意义。从原型批评的角度

而言，它向我们展示的是楚人的人生历程和巫术交感功能的大文化氛围。根据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的观念，巫术观念的表象内涵在于神秘性，而表象

关联则在于“原逻辑"和“互渗律”，以此操纵“通过对肖像的影响来影响

原型的蒙昧信仰”。所谓“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

号眺，丧牛于易，凶’’(《周易·乾九五》)，还有远古的巫师根据龟甲的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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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占卜吉凶，等等，在古人看来，自然物象的神话到“纹化”的表达之间，存

在着某种相应关系。也就是说通过由表象的互渗关联的“纹化"现象，可以判

断出表象的神秘内涵，并由此引发了人们对纹样的崇拜，而对纹样的迷信崇拜

心理和特殊的观念情感，则是装饰纹样发生的真jF动机。在大量的装饰行为中，

这种迷信崇拜心理和特殊的观念情感逐渐演化为一切装饰纹样的生命生存意

识。楚人在崇拜鬼神的巫术观念的支配下，由对纹饰与自然物象的互渗关联进

而引起对某种自然力量的神秘内涵崇拜和敬仰。

二、祈吉观念

作为吉祥纹样的楚丝织刺绣纹样中的动物纹样，一种观点就是产生源于人

们的祈吉观念，在原始社会早期，楚人对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充满好奇、迷茫，

他们生存于自然界中，依赖自然界，但又慑于自然界的威力，产生恐惧和担忧

心理，希望借以吉祥纹样来表达他们对吉祥如意的祈求和愿望，而由“人心营

构之象’’所形成的龙、凤、鹿等动物纹，由于其深层的寓意和神秘的象征，作

为一种力量的形象在楚丝织刺绣品的装饰中得以盛行。动物纹的艺术表现，既

有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形象，也有以相像成分为主的各种非现实动物，它可以是

不合理的，但却被认为是有力量的。缘征性作为～种特殊的内容，蕴涵着特定

的含义，它使得纹样具有独特的魅力。

在原始社会时代，“禽兽多面人少”《庄子·盗跖》，“人与禽兽居”《庄

子·马蹄》。人们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丝麻，衣其羽皮’’《礼

记·礼运》。先民们虽然受着凶猛禽兽的威胁，却又从它们身上求得食物和羽

皮。因而能给人们带来益处的禽兽，便被人们视为神灵之物，具备着某种超自

然的力量而受到崇敬。这样有关动物的神话，以及有关动物的图画和图案随之

产生。到了农牧经济和农业经济时期，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依然离不开动物，它

们仍然受到人们重视。原始人类在变幻莫测的大自然面前，在与自然界的对立

之中，从最初的恐惧、崇拜开始，继而祈望自己拥有巨大的力量，以征服自然、

征服猛兽、征服敌人。这种力量在现实生活中是人的精神支柱，人们希望它能

够在冥冥之中抗拒鬼魅，保护死者的英灵，因此，代表着人类智慧和力量的动

物纹样在楚器中大量流行。如龙、凤纹样的在荆楚丝织刺绣中的大量运用，表

现出来几乎就是一个龙蟠风逸的世界。

龙这一神物虽然不是楚人的独创，但楚龙纹却典型地体现了楚人求变创新

的精神。龙这种想象中的动物，最早是由远古图腾演变而来的。在其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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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兼容了鸟兽虫鱼的形念，并被赋予了相当的神性，这一特征也己在商周时

代的青铜器纹饰中清楚地显示出来。楚龙纹是在继承周纹饰的合理内核的基础

上创变发展而来的，其中隐含着楚人期望借助龙的力量的来达到祈福的普遍心

理。有所不同的足，楚龙纹形象和周龙纹大异其趣，楚龙纹的形态有一种与时

俱进的时代感。楚龙纹多昂首挺胸，长尾高翘，作行进状，虎虎有生气，极富

动感，可视作那个时代楚人积极进取精神的象征。

3．2．3植物纹题材及意义

3．2．3．1植物纹题材

在荆楚丝织刺绣饰品中，存在大量以花草植物为题材的装饰纹样，如凤鸟

花卉纹绣、对龙对凤纹绣中的刺绣花卉纹，花形很像倒挂金钟和蔓坨罗花，手

法兼有写实与变形。经过简化的风鸟尾部，或与蔓藤连成一体，或彼此盘叠。

花蔓既作装饰，又作结构框架。在构成上，花草藤蔓严格按照垂直、水平和对

角线组成。这种横向穿插连续法(即散点式排列)，便于纹样灵活变化。尽管它

们通常不是主要的装饰纹样，仅在装饰纹样中起衬托作用，但在这一时期却成

为主要装饰纹样之一流行起来。

3．2．3．2植物纹题材的意义

一、楚人的创新精神 ．

楚人钟情于植物花草纹的运用是其标新立异风格的写照，反映出了楚人的

创新精神。这可从楚国所处的地理环境来分析，楚国崛起之地——江汉平原，

气候适宜，花木繁茂；加之楚人以农耕为生，自然对植物中的花草情有独衷；

况且东邻吴越，西邻巴蜀，栉蛮风，沐越雨，使他们的精神文化较之中原地带

有更多的原始成份、自然气息和浪漫色彩。这种浪漫色彩表现在文学上，是诗人

神游四极八方的自由精神的恣意抒发；表现在造型艺术上则是打破传统，超越

模拟的象征性手法和崇尚自然生活气息的写实性手法的综合运用。那些丝织品

上风格绚烂的花鸟纹饰充分表现了在殷周凝重的装饰风格突破之初，楚人极具

开创性的创作精神，它与同时期北方地区的严守法度、执着规范的理性设计思

想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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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周时期，别是在周代，礼制是一种高度集中、显性的制度形式，它严

格按照社会的等级区分，规定人们在社会生存和活动中的方式与规范，这一时

期的审美形象也因此表现出极强的规范化和制度化。表现在装饰形式上，就是

那些被礼制神圣化了的，具有强烈威慑力量的造型形式被广泛而单调的运用。

因此在商周的装饰领域，起源于原始宗教哲学的饕餮纹和窃曲纹，以狰狞威严

的风格充斥其上，而相对愉悦而柔和的植物纹样少见踪影。

战国时代，由于周王朝的衰弱，礼乐崩坏，带来了思想上的解放和文化技

术上的日新月异，装饰艺术也因此展现出新风格。这时器物的装饰风格突破了

西周的威严凝重，出现了反映现实生活，体现社会人际关系的图案题材，植物

纹样作为一种新颖的纹样应运而生。一些表现同常生产、生活的具有叙事性和

写实风格的纹饰丌始出现在装饰领域。而植物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成员，自然

出现在器物的装饰纹样中。在春秋战国时期，植物纹样的闪亮登场成为这一时

期的清新自然的装饰风格的表现形式之一，表现在器物上，则是这一时期的出

土丝织刺绣作品中，出现了许多以植物作装饰的题材。

二、楚人的巫术观念

对于楚国的丝织刺绣纹样题材，学者们将重点放在了对主体纹样——凤纹

的探讨上，通常认为凤纹是“风神”信仰的体现。沿着这样的思路来分析与凤鸟

组合出现的植物纹：《山海经》中记载了我国远古的一些植物迷信观念。例如“有

草焉，其状如韭而青华，其名日祝余，食之不饥。有木焉，其状如谷而黑理，

其华四照，其名日迷谷，佩之不迷。”(《南山经》)又如“有木焉，员叶而白柑，

赤华而理黑，其实如枳，食之宜子孙。”(《西次三经》)神鸟栖于神木是合乎

情理的，由此可推知这些植物纹是一些具有神秘意向的神木或生命树。

这一内涵可从其它一些闪烁于楚国帛画、缯书、漆画中的植物纹中体会。

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缯书，四角各绘一株植物，颜色分别为青、赤、白、黑，

以体现四时方位；缯书中间书写的文字， “论述了天象与人间灾疫的联系，涉

及四时、昼夜形成的神话，还提到伏羲、女娲、炎帝、祝融等南方神话诸神的

名字。"1曾侯乙墓衣箱漆画上，绘有两株枝干挺拔、枝叶繁茂的大树。一些学

者结合大树枝端状如太阳的圆形纹饰及树下所绘的射手持弓弋射形象，认为此

为后羿射同图，图中所绘大树乃扶桑树。这些植物纹都是将神话、传说、巫术

等精神领域的东西以物化纹样表现的结果。

1皮道坚．楚艺术史【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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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楚人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对人与鬼神精神沟通的渴望，以及伴

随天象知识的丰富而产生的上天入地的幻化空间意识，作用于艺术的造型思维

中，成为植物装饰纹样造型形成的精神因素。

从以上分析可知，植物纹样在战国时期已经成为主要纹样之一开始出现在

荆楚丝织刺绣作品上。

3．2．4人物行为纹题材及意义

3．2．4．1人物行为纹题材

在大量以几何纹和动物纹为主导的荆楚丝织刺绣品纹样中，还有少量的写

实性的人物行为纹。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大变革，荆楚丝织刺绣

的纹饰也在悄悄变化，以人物为中心的写实纹样开始出现，如田猎纹、舞人动

物纹、人物与龙风共舞纹等人物及其活动场景的纹样。田猎纹是一个完全写实

的纹样，描写的是贵族进行田猎活动的场面。田猎纹绦用棕色、士黄、钴蓝色

相间织出二人御车追逐猎物、奔鹿仓皇逃命、武士执剑与盾搏兽等戏剧性的生

活场景。几何图案化的各种人和动物形象都能巧妙抓住对象主要特征予以生动

地表现。将这类充满激烈运动，扣人心弦的场景设计成编组纹样。这种写实风

格有花纹在先秦丝织品中还是第一次发现。舞人动物纹的花纹由七组不同的动

物和舞人构成，其中长袖飘拂的歌舞人物，长尾曳地的峨冠风鸟，以及两组姿

态不同的爬行龙，都显得意趣盎然。它所表现的是舞人与瑞兽(麒麟、夔龙、

鸾风)相伴起舞的纹样，表现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

3．2．4．2人物行为纹题材的意义

综观这些人物动物纹饰会发现，其基本骨格仍然是菱形的或波折形的骨架，

与上述这个时代的主导形式一致。正是在这些折线的骨架里，几何图案化的各

种人和动物形象得以生动地表现。而就这些实写的形象和场景来说，反映了楚

人对现实自由生命生活抱有的热烈关怀。无论是对气氛紧张热烈场面广阔的田

猎场景的真实写照还是对载歌载舞的人物、长尾曳地峨冠凤鸟以及意趣盎然的

龙蛇麒麟的匠心描绘。这些实写纹样的基调都是欢快明朗，所体现的精神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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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理想追求是相当现实的。应该说，它们代表着这一变革时代的特殊精神风貌。

与商及西周时期相比己摆脱宗教神秘的气氛，在装饰题材上开始注重现实生活，

特别是注重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来表现那些足以体现生命气息的运动形象。

这种以健旺生命精神为内容的审美精神正是楚人积极进取的文化精神的一个侧

影。

在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的大变革，以及人本主义思潮的高涨，

对生命与自由的向往在各种艺术形式中反映出来，这种新的气象在丝织刺绣品

的纹样装饰中以动物、人物纹饰的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它们一般都是表现现

实生活，具有现实生活气息，反映人与神灵、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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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荆楚丝织刺绣纹样的造型特征

从刹楚控纵刺绣纹样的造型特i_l：束看，其与L}l原商埘纹样驯艋地托JT了距

离．表现n．刷楚丝织刺绣品卜，是具有浓厚地域fp特征和强烈的浪漫主义‘‘质。

钉许多纹样甚节带有卒l|l秘的虚幻意味，觑型地体现丁楚人的原始浪漫主义情怀。

柏许多纹样共垒带有神秘的虚幻意味。这地图式与楚文化系统的神话传酏的语

符模式柏Ⅱ生发，典型地体现了楚人的原始浪漫I-义情怀。

4．1荆楚丝织刺绣纹样的造型特征

为了探清荆楚丝织刺绣纹样的造型特征，我们先对其造型特征进行一个简

单的分类。综合考察荆楚丝织刺绣的各种纹样，我们发现，在楚人创造的丝织

刺绣上，纹样的模拟造型、琢形观念以及抽象几何造型、复合造型等意i}{都明

显地存在着，并呈现出复杂的交错、混顿状态。为了方便表述，我们把它分为

以下儿类：

41l写实造型

形状是物体或图形由外部的面或线条组合而呈现的外表。阿恩海姆说r“形

状，是被眼睛把握到的物体的基本特征之一。它涉及的是除了物体之空问的位

置和方|fIJ等性质之外的外表形象。换占之，形状不涉及到物体处于什么地方，

也小涉及对缘是

侧讧进是倒立，而

主要涉及物体的

边界线。也就是物

体轮廓在人的大

脑L}l经验的反映。

。”写实造型柬源

图4-1 舞人动物纹锦

管道^·W坦海衅：《艺术与税知觉》，叫川人民}|i版扎r 2002年·



武汉理』：大学硕}：学位论文

于楚人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楚人观物取象时，所取之象既不是对原形的逼真

再现，也不是对原形局部的简单选取，而是抓住物象具有代表性的质和最有特

点的结构性关键，形成视觉思维上的“象”，从而完成新的构形。写实纹样在

部分荆楚丝织刺绣上皆可以见到，虽然它不作为一种主要造型形式主导性地出

现在楚纹样中，但我们仍然可以觅得其发生的踪迹。例如湖北省江陵市马山一

号墓出土荆州地区博物馆藏的舞人动物纹锦(如图4-1)，此种锦纹样复杂。花

纹图案由龙、风、麒麟等瑞兽和歌舞人物组成，每个小单元呈三角形排列，左

右对称，共人七个单元组成，横贯全幅的花纹。第一组为昂首转身的游龙，第

二组是一对戴冠、穿袍、系带、佩饰物、双手上扬作歌舞状的舞人，第三组为

一对昂首高冠、展翅卷尾的凤鸟，第四组为两对爬龙，第五组是一对麒麟，第

六组是一对仰首展翅、尾后垂的凤鸟，第七组是一对长卷尾的龙。每组图案分

别以拱形宽条相隔，拱形宽条内填以龙纹和几何纹。这类造型观念的象形意识，

可能是以传承积累的方式保留下来的。不过，不少象形纹样在发展演变过程中

渐渐被楚人图案化、抽象化、程式化了。荆楚丝织刺绣上最富有楚jxL楚味的自

然性纹样中，也有部分再现现实生活的主题性纹样。这些纹样大多模拟现实生

活中的物象，写实性程度高，体现了楚人再现物象的写实造型能力。

4．1．2抽象造型

荆楚丝织刺绣纹样中，抽象的几何纹样大量存

在，在各种楚器物上都能见到。C形、S形、三角形、

回纹、圆圈纹、漩涡纹以及图案化的龙纹、凤纹、人

物和各种鸟兽纹，这些纹样抽象化程度高，多采取二

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的方式组合。直线纹、卷涡纹以及

各种龙纹、风纹、蟠螭纹是最基本的构形元素，在这

个基础上经过变形、抽象，创造出回纹、波浪纹、弧

边三角带涡纹、连云纹、云气纹等，它们变化多端，

少有雷同。

荆楚丝织刺绣纹样上常见一种非常普遍的呈卷

涡状的纹样，就是一种十分典型的抽象几何纹。这种

纹样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装饰，它可以说是人

刚纹形

图4-2卷涡形和回

纹形

p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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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M乌花卉纹

绣纹样

类装饰纹样的基奉样式，也是人类装饰艺术史l：d：

现最早的几何纹样之。l作为一种{}I|蒙的JLN纹

样，它在形态L与原始彩陶上类似的纹样有着。定

的渊源火系。其构成形式以卷涡形和作方折变化的

研纹形(如幽4 2)为坫奉单位，并遵循彩陶装饰

早已确立的横⋯S式和横“c”式两种基本结构
模式。存装饰格局一h，此类纹样不仅像彩陶纹样一

样咀带状排列的方式腱丌，而且更以衬托土纹、填

充问空、满缀遍身、繁茂细致的面状排列的方式屣

州：，构成楚云纹装饰的显著特征。例如湖北}lI陵马

山出上湖北省荆卅l博物馆减龙凤花卉纹绣是战国时期

流行纹样(如|冬l 4 3)，其tp风呜与花卉结台纹样更多

的出现在纵绣品中．此款风鸟头部写实．身体与花卉融

为一体，横“s”式、横“c”式和卷云纹等几种基本结

构模式巧妙的结合。想象大胆，奇特，整体布局疏密恰

当，充分体现了楚闫文化的浪漫，由此可见战田时期服

饰纹样设计思想的高度活跃和成熟。衬托龙风纹及情节

性主纹的卷孟纹，以其缘边填空、满铀造辨的取向，奠

定了阿后汉代云气纹装饰满幅铺排、处虚为辅的总体发

展趋势。从形态学方面而言，荆楚丝织刺绣卜这类抽象

的卷云纹硅示了“简化”和“打散”两种变化趋势。前

者表现为多重凹转的旋线被简化成洗练、单纯的勾卷形

涡旋纹，后者的结构模式既保持s形的回旋盘曲精神，

又呈不拘一格的多样性。简洁的勾眷形一如积云圃转的

图案化形态，从此成为云纹流变中最恒稳的基本构形元

素之一，并构成以后进一步定型的云纹之“云头”程式

的突出特征。

在结构上，荆楚丝织刺绣纹样中卷云纹大体有综

合、延长、内敛和发散四种格式(如图4 4)。综合式

潍野％：{皴饰‘，^裟义化》第一章．m东美术⋯版社．1990q。

C．5

C＼p
W

财乏熬
综☆式

]
《K止

图4-4卷云纹的四

种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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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延长式则多沿用卷涡纹的构形

元素，而以三角形、圆形相配合

或以连接直线的延长等结构方式

的变化，成为楚纹样中刚柔相济、

装饰感极强的典型纹样。例如湖

北江陵马山一号墓出土凤鸟践蛇

纹绣(如图4—5)，两襟对中，双

袖平直，腰与下摆等宽，凹后领。

衣面是风鸟践蛇纹为红棕绢，图

案呈菱形，中l、日J为一幅双翅展开

图4-5风鸟践蛇纹绣纹样

的凤鸟啄食一蛇、脚践一蛇图案；四角各有一七角形，外环七个小圆点，四边

外绣三角形纹的图案。领缘是形纹锦、两襟和下摆缘用红棕绢绲饰，袖缘为条

纹锦。凤鸟践蛇纹绣纹样运用综合式、延长式和内敛式等多种形式的卷云纹，

整个纹样飘逸灵动，富于浪漫主义气质。内敛式和发散式显示了以勾卷形对称

构成卷云纹的两种结构一种为勾卷形以“相对内旋”的方式相接，一种为勾卷

形以“相反外旋”方式相接。前一种结构方式确立了后来如意云头的基本骨格

和主体形态。战国后期，一种削弱结构模式的规矩性而侧重视觉动感和力势的

散漫格式，在楚漆器装饰上得到发展，后来又成了汉代云气纹的先导。

4．1．3影像造型

影像式纹样是一种倾向于再现性或写实性的感性形式，类似于平涂、剪影

造型。动物、人物形象往往忽略其细部，只注意其外形的描绘，而且多为侧面

造型，表现出完整的四肢并突出其特征部位1。楚人的视觉对物象轮廓信息的感

觉特别敏锐，相应的视觉表象经验似乎特别清晰、稳定，加上原始思维特质的

“互渗”作用，楚人凭借敏锐的目光捕捉到对象最基本的特征和动势，用最简

练的形式随心所欲地表现出来。虽然手法简单，但却有着高度的艺术效果，整

个画面体现出了朴拙的原始的美感。荆楚丝织刺绣品上的主题纹样、写实纹等

采用的皆是影像式构形法。最具代表性的是湖北省江陵市马山一号墓出土荆州

地区博物馆藏的舞人动物纹锦(如图4一1)，此种锦纹样复杂。花纹图案由龙、

1王祖龙：《楚艺术图式与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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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麒麟等瑞静和歌舞人物绑成．每个小·"，o望二角彤排列，左右对称，jE人

七个单元组成，每组图案分别以拱形宽条柏龋，拱形宽条山填以龙纹和几何纹．

这是种概括性非常姒的涟晕写实的纹样。

4l 4复合造型

复合造型是山两个以上的物象纽台

而成的纹样，其巾有人物与动物的复台、

人物与植物的复合、动物与动物的复合。。

这类纹样形象特别幺怪、虚幻、神秘．枉

楚纹样r11，与掘着搬人_；；l；分，是荆楚丝织!|{I|

绣纹样中最有特点的纹样2～。例如汀陵

马山m十三头烈纹绣纹样中(如图4—6)，

植物草木的叶、茎与风身相结合。它们生

s形奔腾翻滚、流畅奔放、充满着生活的

情趣。又如湖北江陵马山出土一风=龙相

蠕纹绣(如图4—7)。见于单衣缘部。浅

黄色绢绣地，绘来稿。绣线可见红棕、十

黄、浅黄色。菱彤内填一风二龙共身相蟠

纹，风乌居L}_l，两侧各有一龙。头部均¨

前，外侧是展开的风翅。菱形的四边饰有

连续的几何形云纹，四角各有一个圆环。

这些神怪头、身、手、足俱全，但是比例

夸张，手足多作鹰爪形，类似现代抽象派

绘画，充满虚幻、怪异和荒涎意味。荆楚

丝织刺绣纹样的复合造型具有多样化特

征，墟过人与植物、人与动物、动物与动

物的复合，使主题性纹样具有超现实的意

蕴和浪漫色彩。人与动物复合纹样．或人

面裨身，或人丽岛身，或人断多首等，多

I柑北：《楚艺术削止I，柑神》．湖JE^民jJl版扎．2000年

图4．6鼍头风纹绣

图4．7一风二龙相蟠纹绣纹样



是一些似人非^、的神抵或矾现。

荆楚灶纵刺绣纹样上述四种造型方式几乎形成一种规律，它囊括了荆楚丝

织刺绣n1 啪纹样形态。造型规律总是牡于创作动机的，E是为了达到创作动

机预州LI的l町架设的一道桥梁。通过时楚纹样造型规律的探索，我们发现荆楚

托织刺绣纹样仵这一心律上与原始圭三术有许多共同之处，譬如平1f|『意识、儿何

形式、奇抖造删等，这庄原始艺术中也是常见的手法。抽象造州和彬像造型这

阿类形，℃就涉及造型上平面意识以投对儿何形式的追求。刑楚趁纵刺绣纹样与

垛始艺术d：思维方式和创作动机上的共同特点足，“他们住艺术-|】所觅求的扶

墩幸棚的叫能，并不舀：于将自身沉潜到外物中，也不在j’从外物L卜l玩I味自身，

mm J。将处在世界的单个事物从其变化无常的虚假的偶然性中抽取出柬，并用

近乎抽蒙的形式使之永恒，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便在现琢的流逝叶]寻得安息之

所”1o原始人l们t变幻币定的I址界柯一种水安感，山此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寻

求安定的需要。冈此，创作中抽象冲动就是那些与I吐界的不谐和导致了内心小

安的K族所追求的一种艺术意志。基于这样一种心理状忐的抽琢冲动，原始艺

术在造型意识I：表现出两种明显的特征，即造型的平面意谚{和抽象儿何形式倾

向。其体蜕束，平面意识印“回避对三维物体、对有深度感的物体的表现”，

“把表现埘象瞅制在高度和广度的肥，l：上”。抽象几何形式倾向mU使对象自然

原形的复现与那种最纯粹的抽象，也就是与几何一结晶质的合规律性联合起来，

以使这种对自然原形的复现由此

具有永恒的特点，并使之脱离时间

性和任意性2。荆楚丝织刺绣纹样与

原始艺术’样，在造型观念上表现

出鲜明的平面意识和抽象几何形

式的倾向。平面意识表现在荆楚丝

织刺绣纹样造型中，主要通过“互

币遮挡”、“土不重叠”等方式体

现H；米。我们经常看到刺楚丝织刺

绣纹样巾有“满iiiij而构图”、“破

时宁综合画面”的特征，例如长沙
圈4-8朱条暗地对M埘龙纹样

：2i熊燃{嬲i i；删僦：。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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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家塘楚墓出}的木条暗地埘龙对风纹锦就运用的这种造型手法(如吲4 R)。

花纹顺经线订向排列．就脱已公柿的照片来看．花纹循环不完全，可见一个条

带。经线的甜【台址：来自l、深棕：浅棕、深棕。这两剃·经线纽合中的深袜也缔

线都用作地纹经，左右凹个条带均为朱细色佗纹，中问的条带是浅棕乜他纹。

如侧条带以两个柑肖的弓形为

主纹，州以六辩皮球花：巾fH』

条带是变形的风鸟纹：冉边的

条带可见纵列酌肖彤纹，稚近

{幅边处白深棕色的l墙花条纹，

纬线为浅棕色。抽象几何形式

化的倾向则休现在织锦上的人

培抽致几何图集卜。例直¨江陵

望山一号墓出土的打字纹锦
图4．-9石字纹锦纹样

(如图4 9)。m 16个石字形单元构成大菱形纹。地纹经是深棕色，花纹经是

土黄色，纬线为深棕色。

写实造型和复合造型同样反映出荆楚丝织刺绣纹样和原始艺术在造型意识

上的共同特点。大啭原始艺术几乎都是万物有灵观念的物化形象，渗透着超自

然神灵幻想。所以，这类艺术品有意识地通过超自然的物质形态的奇异造型柬

赋予艺术品的神性与是气一对超自然力量的获墩。表现神灵超自然、超物质的

意志力，决定了原始艺术采取特殊的造型手法。从大量原始艺术夸张和复合形

志看，显而易见，原始人总是要通过互渗的思维方法，把多种客观的自然形态，

交融于体，重新结构出既有物象的自然特征，义有超自然特征的某些形态来。

例如夸张形态就体现了作者以表意为目的而创造形象的意图。有意将有利于表

意的局部夸张、强化，把表意不需要的部分淡化或剔除掉，强调象征与隐喻。

类似手法在荆楚丝织刺绣纹样中【乜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例如楚器物上的云龙纹、

风乌纹局部的夸张处理即是如此。

复合造型实际上是一种综合造卿，它不仅要达到和体现月物有灵的同的．

同时还直接为“互渗律”的思维方式所_孕育。因此，它既有人类祖先图腾崇拜

的宗教投影，又有神话时代传统观念的渗透。如果没有这种有别于逻辑思维的

“互渗”思维，这一切形象是无法想象出来的。正是人类思维原始阶段形成的

独特的“互渗”思维，结构出了原始艺术中神奇莫测、怪诞诡淆而又绚丽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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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造型形态，为人类文化和艺术宝库创造了永恒的珍品。它们作为原始思维的

创造，像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类的章年一样，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

的魅力。荆楚丝织刺绣纹样虽然不是原始艺术，但在构形方式上却遗留有原始

艺术复合造型的思维特质以及明确的精神意象追求，它所表现的神秘感、虚幻

感代表了楚民族艺术意志的客观化，它反映了楚民族集体中每个成员对此所产

生的尊敬、恐惧、崇拜等情感。

4．2荆楚丝织刺绣纹样的主要造型要素——线

不管是何种形态，都是视觉能感受到的形体轮廓，如将这些形体经过分解

和概括，到达一定的程度，它们都是由点、线、面几类形态要素的不同集合所

体现。平面形态的构成主要通过线的长度和粗度构成的。

在荆楚图形的造型艺术中，线条是最具抽象性和概括性的表现手段。观物

取象，以线明象的方式发展成为楚艺术的造型方式。以线条的组合和流转变化，

概括地表现大千世界的美的形式和形式的美，使楚艺术在审美特征上与其它地

域艺术相比大异其趣。线条能给人以空灵的立体感，是需要借助于主观精神联

想补充的三维空间。线条概括物象的形态神情，能获得圆满的立体效果，这效

果不在表现实在的形态上，而超乎形表之外，它产生于观赏者的头脑，是一种

由主体精神补充上去的立体空间感。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所说， “线

的艺术，正如抒情文学～样，是中国文艺最发达和最富民族特征的，它们同是

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表现。1’’在楚丝织刺绣图形造型中，以线条传达出了

其图形艺术的意蕴美、韵律美、节奏美和流动感。例如楚刺绣中的龙凤纹和植

物纹等，可谓是线条艺术的杰作。表现对象皆用简练流畅的线条来表现，粗线显

得浑厚，细线显得飘逸。

简练流畅的线条将万千气象尽显方寸之中。绘在丝织刺绣上的一些线条也

有同样魅力，线条本身也起到了装饰作用，有一种特有的韵律蕴含在其中，形

象本身的美感和生气也通过这些线条的韵律得到充分的流露。以线表现的图形

装饰中流动感、韵律感、节奏感极强的艺术图式，可以说是与楚人一般精神状

态同形同构的一种视觉样式。那种节奏轻快、如行云流水般的音乐感，那种飞

扬流动、意气风发的舞蹈感，正是楚人乐观歼朗、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的视觉

1参见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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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式的髭观。

4．21折线

刺楚丝织刺绣图形的纹样中存在菥火挝的儿何形装饰纹样，其巾以菱形纹

-吁主导地位。。这些菱形纹变化多端．或“IUf折，或响断续，或柏套，或桐错，

业桴彤且。，_二珀形纹、六角彤毂、S形纹、z膨纹．十字形纹、八字纹，圊崩

彤纹、塔厄纹、弓形纹以及其它不可名：队的儿fu』彤纹棚匹配。虽奇沌如迷宫．

而全山菱形统摄。常见的相近纹样有：人美形纹、小菱形纹、塔形纹、1字菱

形的。这些纹样义人多是由种或若干种惟位纹样组合起柬的。常见的单位纹

样有塔形、小菱形、杯形、正反向形s形，鞯形、十字形等。菱形纹的形态是

以顺经线方向巾置的人波折纹作为nq隔，在两个人波折纹之『自J填充以磐形为主

的各种小几何纹。幽十大波折纹和磐形毁帕边缘他用相线条，因而线型感显得

特别突出。它与楚地铜镜上流行的山字纹、菱形纹风格类似，可能都渊源于早

期的勾连雷纹。这些纹样与奇铜嚣纹样有若直接的渊源。比如，单位纹样中的

杯形纹与一种饮食器具——耳杯的府视图形干H似而得名；商周青铜器上的勾连

雷纹也运用到丝织品上。只是为了适应纵造工艺的需要，以单线代替了原柬的

双线或宽线，并且将它分割成互不柏连的个体，构图也大为缩小简化。再比如，

另有一_种名磬的乐器其形状类似二组菱彤逃加合成。也趔其形状简单，易于织

造，成为反复出现的单位纹样菱形纹主要特征不仅在于其变化匹配无定，还在

于它所显现出的折线之荚。例如马山一号墓山上的舞人动物纹锦的纹样(如图

4．1)，由七组不同的被概括简化成几何图案的动物和舞人构成。其中k袖飘拂

的歌舞人物，长尾曳地的

峨冠风鸟等这些形神各异

的形象吉ff是被组织在由拱

形的宽条构成的波折形宅

问早。再如三也锦中的大

菱形纹锦纹样(如图

4一10)，花纹富于变化的一

种。单元图案多是菱形或
图4。10犬菱形纹锦纹样Z

彭特：‘楚人∞纺织I，Ⅸ饰》，湖北教育}I{版钆．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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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菱形，菱形内填充的各不相同的小几何形，由单元图案构成连续纹样。据

花纹的不同而产生若干不同的变异，但它们的基本构图却是大致相同的，都是

以顺经线方向布置的大波折纹作为间隔，这种大波折纹类似不封闭的菱形。在

两个大波折之间填充以磬形为主的各种小几何形纹。出于大波折纹和磬形纹的

边缘使用粗线条，而使纹样显得特别突出。其它小花纹多是单线条，比较细密，

类似铜器花纹中的地纹。这样就形成了地纹衬托主纹的格调。这是流行于楚地

的～种装饰风格。

从出土文物来看，以菱形纹样为主导的几何纹样代表了楚丝织品的主要纹

样手法，产生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在于，纹样的设计首先要适应织造技术的水

平，即纹样的大小，形状和简繁程度要受到织机和工艺的限制。因此，尽管楚

丝织品上的几何纹样都与当时的青铜器纹样，漆器纹样有不少共同之外，但是

由于提花方式较为单一，弧形和曲线都表现为折线，呈现为一种折线之美。

4．2．2曲线

相对于荆楚织锦的折线艺术，荆楚刺绣表现出来的是一个龙蟠凤逸、枝蔓

缠绕的曲线美学，龙凤形象的“理念”找到了最为恰当的感性显现形式一一曲

线。在荆楚丝织刺绣图形艺术上的各种形象的造型几乎无一例外地以曲线为主

要造型手段，将凤与龙的流动之姿与韵律之美展示得淋漓尽致。

在荆楚刺绣装纹样中，主要是由曲线来表现对象，所用的曲线包括弧线、

角度不一的各种自由弧线。优美的曲线能够激发出观者的内心情感，整体上给

人以生动、洒脱的心理感受，犹如美妙、欢快的乐章，与浪漫主义风格相得益

彰。如在荆楚刺绣纹样的表现手法上，各种纹样基本上是由流畅、洒脱的曲线

构成，其中不管是龙、凤等动物纹样还是植物纹样都以一种飘逸生动，富有生

命力的现象而绣在丝织品上。这表明楚人对线的运用一尤其是曲线，可谓是得

心应手，线的神韵再这里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各种纹样在实现心理功能的基础

上强调曲线在统一中寻求变化、注重纹样的整体装饰风格。

楚人在刺绣纹样上所运用的线条大多是曲线，其中对曲线的运用往往明显

地胜过对直线的喜爱，可以说重视曲线的表现和对流动感的追求是楚刺绣纹样

造型的一大特点。楚人在运用直线和曲线表现图形装饰时常常寓直于曲、曲直

分明而又互为一体，含有较多理性成分。同时这种曲与直的结合又能将人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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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奇异的境界。例如风鸟花卉纹(如图4-3)以几何形纹样的网格相问连续，

形成迂回、周密而有序的路径，引导观者的视线，而风纹和植物纹则作为主体纹

样相互缠绕置于其中，给人一个飘逸的世界。通过流畅而富有节律感的曲线可以

巧妙地传达出充盈在宇宙万物问的运动感、律动感。这种线气势非儿而又优美

无比，与“天人合一”的思想相一致，常常用来体现生命运动的本质和大自然

中各种神秘的力量。这种线能曲能伸，时疏时密，与动势同在，充满生机；它

简洁洗练，但不纤弱，反映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风貌。

4．3荆楚丝织刺绣纹样的造型美

造型必须足美的。即使制造一柄斧头或一只木瓢这样完全出于实用目的的

工具，也希望它好看。这是从人类文明的黎明时期就萌发在人类心中的愿望，

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动物只是按照它们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

要来建造)。所以，在人类的造物活动中，自然要用更大的关心和努力使之更加

臻美。楚人在创作荆楚丝织刺绣纹样时，尤其表现了他们的艺术天赋和才华，

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4．3。1荆楚丝织刺绣纹样造型的结构美

当许多部分相互任意占据位置时，人类是不能正常感知的，这种状态就称

为混乱1。人类若长时问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会感到不安和烦躁。因此，需要整

理成容易被感知的正常状态，这就是秩序。有了秩序，才容易被感知，但容易

被感知的并不等于是美的。造型中的美是在变化和统一的矛盾中寻求“既不单

调又不混乱的某种紧张而调和的世界"，在充满矛盾条件的形式结构中，楚人

在创造丝织刺绣纹样时，表现楚非凡的创造力和审美能力，从出土的荆楚丝织

刺绣中可以看到他们进行艺术创作时的深思熟虑和浪漫的艺术气质，我们可以

从现代艺术形式美学的几个方面探讨。

1陈瑞林：《中国古代图形艺术简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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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对称与均衡

在造型艺术中，最占老最普通的内容之一就是左右对称，这在自然形态(包

括人类自身)和人工形态中有着数不清的例证1。对称与均衡并不是物理上的平

衡，而是视觉的均衡。对于造型艺术来说，自然很重视视觉的均衡。正如阿恩

海姆所说：“一个观赏者视觉方面的反应，应该被看作是大脑皮层中的生理力追

求平衡状态时所造成的一种心理上的对应性经验。2’’通过视觉的均衡可以保持

秩序。不过，均衡较之对称，更寻求变化的秩序。如果再经过组合(视点的停

歇、方位的权衡、视觉习惯的适应)，则可以在视觉世界中创造出更多复杂的均

衡状念来。他同时还提出在不平衡中求平衡的美学观念。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荆楚丝织刺绣纹样中，几何纹样和植物纹

样以对称为主，动物和人物为题材的纹样则以造型均衡为主。出现这种现象和

楚人“观物取象"的观照方式密切相关，“几何纹一部分直接从自然物中得到

或抽象出，一部分则经由“象形"的变化阶段而逐渐演化出，在两种可能性中，

都离不开“观物取象”的观照方式和象形的文化方式⋯⋯"3李泽厚先生也指

出： “由写实的、生动的、多样化的动物形象演化成抽象的、符号的、规范化

的几何纹样这一总的趋向和规律，作为科学假说己有成立的足够根据⋯⋯4”几

何纹样的一个很大特点在于它把一种自然原形的各个因素经过主体审美心绪的

规范化处理后使之符合某种空间的秩序感。因而在荆楚丝织刺绣纹样的造型过

程中多数单体或组合形体都被设计成对称或者是均衡的形式。植物题材来源古

人长期从事农业生活方式的对象，古人通过长期的观察、认识，对各种植物的

特性有较深刻的了解，于是，对于各种植物也赋予各种不同意义的象征。于是

植物纹样承载着人民对于生活的寄托、审美上的追求，被人们表达在楚艺术品

中，通常这些纹样寄寓着人们祈求平安、丰收、趋吉避凶和维护社会伦理秩序

等方面的愿望。所以植物纹样已经是一种生活化了的艺术形式，于是植物纹样

表现为一种单体造型灵巧流畅整体构图宁静闲适的风格特征，具有工整的对称

或均衡的形式。而动物纹和综合题材的纹样则都表现为一种舒卷自如，浪漫飘

1韩玮：《中围l田．构幽艺=术》，济南，山东美术出版{t，2001年。

2鲁道大·阿恩海姆：《芝=术与视知觉》，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3李砚祖： 《纹样新探》， 《文艺研究》，1992第6期，第13负。

4李泽厚： 《美的历程》，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年3月，第一版，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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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的艺术气质，凶而在造型上不拘泥于均衡的形式，表现出强烈的追求自由的

浪漫情怀。

4．3．1．2对比与调和

两个以上的部分构成整体时，通常处于对比关系的情况较多。对比的造型

概念都是对应的，如：直线与曲线、明与暗、凸与凹、暖与寒、水平与垂直、

大与小、多与少，粗与细、重与轻、硬与软、锐与钝、光滑与粗糙、厚与薄、

透明与不透明、清与浊、高与低、发光与无光、上升与下降、强与弱、快与慢、

集中与分散、开与闭、动与静、离心与向心、正与负、实与虚、奇数与偶数等。

对比的目的在于打破单调，造成重点和高潮1。所以，形态诸部分的对比变化需

要有统一而生成美好的形态。这就叫调和，调和可以通过明确各部分之间的主

与宾、主与次、支配与从属或等级序列关系来达到。

楚人在创作荆楚丝织刺绣纹样时非常注意形式的对比与和谐，是艺术作品

形成丰富的层次感和打破单调，造成重点和高潮，以至于能根号的表现艺术主

旨。例如湖北江陵马山一号墓出土凤鸟践蛇纹绣(如图4-5)，两襟对中，双袖

平直，腰与下摆等宽，凹后领。衣面是凤鸟践蛇纹为红棕绢，图案呈菱形，中

间为一幅双翅展开的凤鸟啄食一蛇、脚践一蛇图案；四角各有一七角形，外环

七个小圆点，四边外绣三角形纹的图案。领缘是形纹锦、两襟和下摆缘用红棕

绢绲饰，袖缘为条纹锦。通过形态变化多样的几何纹来衬托主体的凤鸟和蛇，

这里的的线条的曲直、长短、粗细、色彩等的对比与调和，充分凸显了凤的飘

逸秀丽，极富生命张力的精神气质。

4．3．1．3节奏和韵律

节奏近乎于“节拍"，它是一种机械的律动。在造型中，节奏则主要意味

着疏密、刚柔、曲直、虚实、浓淡、大小、冷暖⋯⋯诸对比关系的配置合拍。

具体的节奏形式有重复、渐变和交替2。“韵者，隐迹立形，备仪不俗。"(荆

浩语)韵律，从广义上讲是一种和谐美感的规律、确切讲在艺术中它是形象在

l尹定邦：《图形与意义》，南科技出版社，2002年一版，第37页。

2尹定邦：《图形与意义》，南科技m版社，2002年一版，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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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奏的订制、推动、强化下所呈观的情调平u趋势，如体量和线条的韵律、序列

等。

楚人在啦汁创作丝织刺绣纹样时充分考啦到了纹样造型的节奏与韵律，例

如湖．Ig[ti陵马山砖J i号战幽基出土的岁地龙风虎纹绣纹样(如图4 11)，系

蹦锁绣针法在“罗”地上刺绣而成。此款

纹样主题是龙、风、虎，与其它鸟兽纹样

利穿枝花草、藤生穿插结合。其L}】穿技花

啦、滕蔓既起着装饰作川，义有图像骨骼

的作用。其中龙、风头部写实．身体部分

与花睁合为一体，龙、虎十H对，龙作行走

状，肢体呈挺胸立腹式曲线；虎体则绕以

来、黑条形相M，，细腰瘦尾，身形矫健；

风则秀体舒展，气宇轩昂，一幅“风呜、

龙啸，虎吟”画卷，栩栩如生。罗地以其

轻、薄质感与满绣纹样的沉稳、扎实形成

鲜明对比。其中龙风虎、花草、藤蔓的造

型线条疏密错落有致、刚柔相济、虚实牛H

生、浓淡相宜，造型形式的节奏感和韵律

感经营有道。

4．3 2荆楚丝织刺绣纹样造型的本质美

图4—1l龙风虎纹绣纹样

人们欣赏艺术作品时，常常是注重感受艺术形象及形象所体现的生活内容

和思想意义，即侧重于对作品形态本质的审美，并且以此决定取舍。荆楚刺绣

艺术_F因为其龙蟠风逸形象的形态本质荚见睦。形态的本质是力的形象(简称

力象)，也是事物内部诸要素的高度综合，既包括形态的美学意义与主旨思恕的

美学价值的有机融合，又包括作品所显示出柬的意境和情趣的美。

4．3 2 I荆楚丝织刺绣纹样造型的力象美

形态的本质是力的形象，是内在的运动表现为外在的形。所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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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形状本身的动念，既视觉直观动态，另一方面，形的特征和自然中的某些

自然物、人、动物的动态等发生关联或联想，第三就是形态的创作者在表达一

些内在的感情时所用的元素、题材、手段与观赏者之问发生共鸣1。这种共鸣主

要是和观赏者的经验产生一致。形态是物质的，物质是不断的运动变化的，所

不同的是形念将运动变化做凝固的形式表现，故又称为力象。将这种物理性的

认识与人的感觉认识结合起来，就使具象形态、象征形态和抽象形态成为一种

生命活力的形象。楚人在创作丝织刺绣时运用“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

手法，在这种“天人合一”的整体的世界观与“物我同一”的审美观念的观照

下，其造型艺术表现形式不重“写实”重“传神”，不重“再现”，重“表现”

注重表现整体造型的气势，而不是对客观对象事无巨细的全盘描绘。楚人最擅

长用曲线来表现对象的力象，所用的曲线包括弧线、角度不一的各种自由弧线。

优美的曲线能够激发出观者的内心情感，整体上给人以生动、洒脱的心理感受，

犹如美妙、欢快的乐章，与浪漫主义风格相得益彰。如在荆楚刺绣纹样的表现

手法上，各种纹样基本上是由流畅、洒脱的曲线构成，其中不管是龙、凤等动

物纹样还是植物纹样都以一种飘逸生动，富有生命力的现象而绣在丝织品上。

这表明楚人运用曲线表现力象已经得心应手，线的神韵再这里被发挥得淋漓尽

致。各种纹样在实现心理功能的基础上强调曲线所表现的力象，力求在统一中

寻求变化、注重纹样的整体装饰风格。

知觉的基本形式是由它的组成部分的模式决定的2。因此，只要各部分的模

式保持不变，即使它的组成部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整体仍然可以保持不变。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称之为“关系转移"，由于受楚人造型的审美品位和

主观因素的影响，以及采用一些抽象、夸张等手法的运用，导致与现实中形象

不完全一样，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荆楚刺绣中所绣的植物纹形象和现实世界

中的植物有相同的力象，因为它们组成的力的式样(动势和相互关系)是相同

的。当然，所知觉的整体的某些特点，因其成分的特殊性质有变化而发生变化

也是真实的。这说明，从力的角度去认识形态是人类特有的知觉本能(过去的

经验)，这种认识可以把抽象形与具象形联系起来，从而使抽象形能够表达具体

的含义，更具有意义。

1扎智光：《中国审美文化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

2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四川人民}l；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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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2荆楚丝织刺绣纹样造型的意象美

意象出自中国古典美学，“意”是思想观念，“象"是事物形象。意象是

超越了主观存在的另一种存在，是意与象的有机结合，具有主观情感与客观物

象对立统一的规律，是感觉与情感的具体表现。

中国传统美学尤其是诗画美学都把“意象”形式作为艺术的“本我”形

式，这种“本我”形式把人所感知的外在表象变异，为的是将人这一主体的认

知解构后再重构(譬如龙、凤、怪兽等纹样)，同时主观意识却反客为主，取代

无线本身而成为形式表现的主要目的。被剥离的是“象"，作为物质原生表象

而衰弱；重构的过程则突出了楚人审美中对“意”这～主观认知问题的偏重1。

楚人不把客观事物的外部形象作为模拟的参照物，而作为创作联想的诱发

体，作为皆物表意的媒介，基于一种非理性非“科学”的意象之上突出主观意

念的合理性。根据主观感受强调对象的精神风貌、神态特征的整体把握为目的。

更趋于传情而不在写形，更在于写意而不在写实。虽脱离对象的外形，不符合

科学比例、透视，却体现其个性特征。这就是荆楚丝织刺绣纹样的意象造型观。

正如罗丹所说：艺术家一切制作，都是他们内心的反映，是人类灵魂的微笑，

是渗入一切供人使用的物品中的感情和思想的魔力。

l陈瑞林．中国古代图形艺术简史．清华人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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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荆楚丝织刺绣纹样的构图

荆楚丝织刺绣纹样是一个由高度符码化的抽象反映形式所构成的富于审美

的自身形式完整的象征符号体系1。它们或表现为自然性纹样，或表现为几何形

纹样，或表现为人物行为纹样，把楚人的生活装饰得丰富多彩而又浪漫神秘。

透过这些神秘奇魄、自由浪漫、轻扬舒卷、飞动飘逸的纹样，我们仿佛有谛听

到了来自远古时代具有丰厚原始文化遗存的楚民族历史的回音。那么，作为现

代人的我们该如何去解读呢先民们遗留给我们的这笔宝贵的财富呢?本章我们

从构图的角度去探讨楚国先民创造的丝织刺绣纹样。

5．1荆楚丝织刺绣纹样的组织方式

就图案纹样的运用和组合方式来说，有单独纹样、适合纹样、隅饰纹样、

边饰纹样、连续纹样等种类。连续纹样又分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两种。荆楚丝

织刺绣纹样的组织方式则主要是适合纹样和连续纹样。其它形式较少见到，在

此不做详细介绍。

5．1．1适合纹样

适合纹样，指被组织在特定的几何开头或别的开头如三角形、多角形、圆

形、方形、菱形、扇形等)之内的适合于某种装饰要求的纹样2。根据其组织形

式可以分为自由式，对称式，离心式，向心式，旋转式，多层式等等。这种组织形式

中还可以有方中有圆、圆中有方等多种组织方式。在荆楚丝织刺绣纹样中，适

合纹样通常情况下是被设计成单独纹样后在再做成连续纹样。其中，自由式出

现的较少，几何纹样多为对称式(包括轴对称和中心对称形式)或多层式，以

1陈远发：《荆楚文化之谜》，南海jfj版公司，2002年。

2班昆：《中国传统图案大观》，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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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纹为主体动植物纹样为辅的组合纹样中则多为离心式，而以动植物纹样为

主几何纹为辅的组合纹样中则多为向心式或旋转式。

出现这种现象表明楚人先民不但已对纹样组织形式类型有比较全面系统的

认识，而且将其运用十分合理。因为纹样的造型和组织形式直接影响到所要表

现对象的主旨，楚人在当时已熟谙这一艺术创作的技巧，使得其作品的形式感

和艺术作品的主旨取得完美的统一。『F如孔子所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就是强调艺术表现方法的重要性。孔子还说：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

质彬彬，然后君子。”意思是说，质朴超过文采就会粗野，文采超过质朴就会

虚浮。这里说明艺术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也是强调了文

和质要配合得当，一件优秀的艺术作品既要有鲜明的主旨，也要有完美的艺术

表现形式。或者说只有充分地有效地表现艺术主旨的艺术表现形式爿‘是完美的

艺术表现形式。可见，楚人在设计纹样时充分考虑了纹样题材、艺术主旨和表

现形式的关系，这是楚人在丝织刺绣纹样中组织形式成功之处，值得我们现代

的艺术设计师学习的。

5．1．2连续纹样

连续纹样又分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两种。二方连续图案，也叫带状纹样，

是～个纹样单位向左、右、上、下连续而成～条带子般的图案1。排列的格式很

多，主要有均齐式、平衡式和混合式三种。中国图案中的地方连续格式，最初

出现于印纹陶器上的绳纹、贝文以及彩陶装饰水纹、点与弧相结合的纹样和网

纹中，后来在点与点之间用直线或弧线连接起来。再以后，在这些反复连续的

部位上增加了各式各样的母题，于是就形成了以花叶为母题的唐草纹、人形纹、

禽鸟纹、风景纹的装饰带，如敦煌的花边，唐镜上的海马葡萄纹，碑上两侧向

上的连续花饰等。后来的在织物上把二方连续向四方重复发展，成为满地缠枝

的四方连续图案，这当然是另一种白成体系的格式了。荆楚丝织刺绣纹样就是

主要以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为主。

四方连续的纹样组织形式出现在丝织刺绣纹样上并不是偶然的。原因表现

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方面，载体不同，丝织刺绣纹样的载体的物理性能和加工

1班昆：《中国传统图案人观》，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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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远不同于其它物质载体，诸如陶器、漆器和青铜等，纹样载体的物理性能

和加工性能的差异导致纹样造型表现手法的不同，因而也影响到纹样的表现效

果。丝织纹样是通过经线和纬线编织而成，因而可以经纬线的数目严格控制整

个画面的各个部分，因而各部分都表现为千篇一律的规矩。而陶器、漆器和青

铜上的纹样都是通过画、刻、雕等方法制作成的，具有较大的随意性，灵活性。

对于刺绣而言，虽然不是织出来的纹样，但比较于其它载体的纹样制作表现也

要严谨的多，于是也有在刺绣品上绣四方连续纹样的。另一方面，载体的大小

和造型不同，通常情况下，陶器、青铜、漆器等都是作为用品使用的，其体积

一般不大，都是空间曲面造型，在这些器物上作纹样装饰，需要考虑纹样面积、

体面转折等多方面的空问因素，由于这些限制因素，这些器物上的纹样都是事

先设汁，施工时灵活处理的。而丝织刺绣则都是平面上的纹样装饰，纹样的样

一旦确定一般不再需要修改，可以重复制作。第三方面，工艺控制的难度区别

较大。丝织刺绣的生产工艺繁琐，严谨，无修正弥补措施，生产工艺控制难度

很大，因而设计好纹样单体后，重复生产制作成四方连续可以大大的减少人工，

其它器物纹样的工艺相对简单，因而可以随意，灵活处理，可以根据需要随时

对纹样作调整，所以，一般器物上的纹样除了根据需要作成重复的效果，几乎

很少见到有四方连续的。其中二方连续也是作为边饰纹样而出现的。第四方面，

生产批量不同，器物生产多为单件或小批量生产，因而设计也是全新的，丝织

刺绣是可以批量生产的，这样小的纹样单体重复后形成靠匹，这是更大程度减

少丝织刺绣的人工。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四方连续的纹样组织形式出现在丝织

刺绣纹样上是各种生产方式、生产过程、生产工艺等多方面综合因素所决定的，

丝织刺绣上的四方连续纹样正式扬长避短的作法。

5．2荆楚丝织刺绣纹样的构图

构图，从广义上讲，是指形象或符号对空间占有的状况1。因此理应包括一

切立体和平面的造型，但立体的造型由于视角的可变，使其空间占有状况如果

用固定的方法阐述，就显得不够全面，所以通常在解释构图各个方面的问题时，

总以平面为主。

1雷圭／己：《中国汉代图案的特点》，1986年第l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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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上讲：构图是艺术家为了表现一定的思想、意境、情感、在一定的空

间范围内，运用审美的原则安排和处理形象、符号的位置关系，使其组成有说

服力的艺术整体1。

在中国传统绘画中，被称之为“章法”或“布局”2。其中“布局”这个

提法比较妥当。因为“构图”略含平面的意思，而“布局”的“局”则是泛指

一定范围内的一个整体，“布”就是对这个整体的安排、布置。因此，构图必

须要从整个局面出发，最终也是企求达到整个局面符合表达意图的协调统一。‘

东晋顾恺之称其为“置阵稀势”南齐谢赫将其定义为“经营位置”明朝李日华

则说这是“布置意象”⋯⋯无论古人如何冠名，这个术语中一直都包含着一个

基本而概括的含义，那就是把构成整体的那些部分统一起来，在有限的、平面

的、画纸上对所要表现的形象进行组织，形成画面的特定结构，借以实现作者

的表现意图。绘事者有云“展纸作画章法第～”。经营位置“经营位置"或“经

营，位置是也”，是说绘画的构图。经营原意是营造、建筑，《诗大雅灵台》有

载“经始灵台，经之营之。"经是度量、筹划，营是谋画。谢赫借来比喻画家

作画之初的布置构图。“位置”作名词讲，指人或物所处的地位：作动词，指

安排或布置。谢赫说毛惠远“位置经略，尤难比侍”，是安置的意思。唐代张

彦远把“经营位置”连起来读，“位置"就渐被理解为动宾结构中的名词了。

他说“至于经营位置，则画之总要”，把安排构图看作绘画的提纲统领。位置

须经之营之，或者说构图须费思安排，实际把构图和运思、构思看作一体，这

是深刻的见解。位置经营如同围棋，下子格格皆可落，切勿乱迷。素纸也可处

下落墨，切记不可胡乱抒笔。棋有棋路，画有画理，～笔走失如棋败局。古人

将章法(构图)比作下棋，摄影变如此，也要有一定的章法与布局，置阵布势。

构图和设计可以通用，因为它们的含义是一样的。设计的精确概念和它的

原始含义是构思，即艺术家为了明确而动人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适当安排各种

视觉要素的那种构思。构图学就是要研究一切构图的结构形式和规律，研究构

图结构的原理和原则，研究构图和各种思维形式的对应关系。构图学必须建筑

在全部思维科学的基础上。

因此构图称为画面总要，所谓总要就是纲要、概要的意思，画面构图象写

1雷圭冗：《中国汉代幽案的特点》，1986年第l辑。

2韩玮：《中国画构图艺术》，山东美术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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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一样，做到有章有法，有次有主，相互呼应，虚实对比，藏露隐现，简繁

适中，疏密无问等的构图规律，服从于主题表现的要求，同时又要取得整体形

式感的完美和谐的统一，这就是构图最终的目的。

荆楚丝织刺绣纹样以它艳丽的色彩、浪漫的构图形成了独特风格。对于楚

国装饰纹样的认识。过去一般是从漆器和青铜器的纹样中得来的。随着出土刺

绣品的陆续发现，使人们获得了新的认识。楚国的绣品纹样主题是各种各样的

凤鸟、龙和花草。这些纹样都严格遵循对称的原则构成；作为单独纹样保持对

称；用单独纹样构成的连续纹样和综合纹样也都是对称的。纹样构图规则，大

多作方形、长方形或菱形。动物纹样绝大多数对动物原来的形象作了变形处理，

写实的仅占少数，也有几个动物合为一体的纹样构图，均采用平视体构图。在

各个单独的纹样之间往往以花草枝蔓作为间隔，使整个构图更显得充实、富于

变化，避免了单调、停滞。同一纹样的绣线配用多采用基调相近的颜色，对比

较为平缓；但在色彩明废上却距离较大，形成鲜明的层次，使人感受到色彩滨

纷又稳重、统一。

5．3荆楚丝织刺绣纹样的构图结构

从“完形”的角度看荆楚丝织刺绣纹样的视觉心理构成，把“完形’’理论

用于视觉艺术分析并取得较为深入的研究成果的，首推鲁道夫·阿恩海姆。他

的《艺术与视知觉》(中译本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一书对我们把

握荆楚丝织刺绣纹样的视觉心理构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完形"是德文“Gestalt"的意译，中文有时又音译为“格式塔”。的确，

“格式塔”在谈及“形”之时，非常强调其“完整性"；只是这种“完整性”

的“形"并非客体本身，而是由知觉活动组织和建构成的经验中的整体1。换言

之，在这一前提下，“完形"理论有两个基本点：其一，任何视觉式样的“完

形”是独立于其组成要素的全新整体，整体的“结构骨架”比各结构要素占有

更重要的位置。其二，知觉活动在组织和建构视觉式样时，意味着客体的“倾

向性张力"与主体的“选择性简化"交流，由此而产生“心物同构’’。可以说，

l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四川人民】ff；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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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荆楚丝织刺绣纹样创作意识中，作为整体视觉式样的舞蹈“结构骨

架”和“心物同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了强调。

荆楚丝织刺绣纹样“完形”的空问构成与动力性质用“完形"理论来审视

纹样。其实就是分析荆楚丝织刺绣纹样的视觉心理构成。格式塔心理学对构图

结构提出“平衡图式"的理论。所谓“平衡图式”是指舞蹈视觉式样具有和谐

的构图，这种构图可以分为“扩散性构图”和“集聚性构图"两类。 “集聚性

构图”又可分为三种：轴心结构、中心结构和两级结构。

强调“平衡图式”，是因为“完形”理论认为“每一个心理活动领域都趋

向～种最简单、最平衡和最规则的组织状态”；认为“艺术品追求平衡、和谐、

统一是为了得到一种由方向性的力所构成的式样”。同时还认为“平衡图式的

真正功能是帮助显示某种意义。”显然，某种“意义”的显示是寓于“方向性

的力”之中的，而“方向性的力”主要是由纹样的“结构骨架”来显示的1。纹

样的“结构骨架”，是指某一视觉式样的总体“时空’’特征而不是各具体构图

的“实际轮廓线”。从反映论或感应论的意义上来说，纹样之结构骨架的来由，

应首先是对某种客观物态、事态或主观情态、心态之结构骨架的捕捉与提取。

这种捕捉与提取主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向，即“整平化"趋向和“尖锐化"

趋向。通过“整平化"趋向来提取结构骨架，意味着删除原型中不适宜的细节，

使之趋于平衡和对称；而通过“尖锐化”来提取结构骨架，则意味着加强原型

的差异性与失衡性。做法截然相反，但目的却都是为了消除原型的模糊性和不

一致性。一个纹样怎样才能自觉地提取结构骨架从而强化自身的视觉心理效果

呢?最根本的是要从整体的组合原则去考虑。这一“组合原则"主要依据“相

似性原理"和“连贯性原理”。例如前者，可以有纹样造型的相似、节奏的相

似和运动方向的相似等。这种“相似”，会使个别的纹样从其各自的背景中独

立出来而融成整体的结构骨架。因为在“完形"理论看来，“一个式样中各个

部分在某些知觉性质方面的相似性程度有助于使我们确定这些部分之间关系的

亲密性程度”。关于“连贯性原理”，是基于“一个构图单位的形状愈是连贯，

它就愈易于从其背景中独立出来”的认识。如前所述，捕捉和提取结构骨架是

为了使纹样呈现出“方向性的力”，而这“力"又是为了暗示出某种“意义"

l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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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以，纹样继“图一底”关系、平衡图式、结构骨架之后的第四个着眼点，

便是通过“方向性的力”来暗示某种意义的“心物同构”。就纹样而言，心物

同构指的是被描述对象形态之“力的行为”与对象情态之“力的行为”的同

构，这种“同构”是纹样具有“表现性”的必备前提。鲁道夫。阿恩海姆认为

“造成(纹样)表现性的基础是一种力的结构”，是一种心物同构的“力的结

构”。可以说，对于“心物同构”之结构对应性、双向牛成性以及意义指向性

的进一步研究。通过格式塔完形理论的分析有助我们解释理解荆楚丝织刺绣纹

样的艺术特征。

5．3．1扩散性构图

在“扩散性构图’’中，整体的平衡是由大量微小的平衡中心构成的；这些

微小的平衡中心都拥有同样大小的重力，体现为～种关系网络的平衡2。荆楚丝

织刺绣纹样中的连续纹样总体上看都是扩散性的构图。例如各种几何纹(如图

5．1至5．14)。

1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2雷圭元：《中国汉代图案的特点》，1986年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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吲5 1信R『楚基的绮I 图5 2信吼J楚莽的绮2

罔5 3 A边形纹绦纹样 图5 4儿何纹锦纹样

|譬|5-5 斗字菱形纹锦纹样

5．3 2集聚性构图

刚5-6塔形纹锦纹样

在“集聚性构图”巾，平衡往往集中于具有重力优势的一个焦点上，其周

围是些辅助性的“陪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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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_人菱形纹锦纹样之一 图5-8大菱形纹锦纹样之

图5 9火菱形纹锦纹样之三 图5一10大菱形纹锦纹样之四

图5一ll大菱形纹锦纹样之血 图5 12小菱形纹锦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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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21轴心结构

地，绣线有金黄、绿黄、红棕、浅扶 图5一17风鸟践蛇纹绣纹样

雷土m忡围&代目寨的特点)．1986年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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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纹样}．题是骨二r菱形f±I的一风二蛇轩『蟠纹，陂居中，二条蛇盘绕J二风身。

菱形的叫边饰简化的M乌纹。阴拜J并有一个网环(如图5 16)。

风呜践蛇纹绣红棕绢绣地．绣线有红栋、金黄、黄绿、深棕、朱红色。

纹样主题枷置在 个菱形内．风鸟张翅，尾上卷，正在啄食一条蛇，脚践一条

蛇。菱形周边绣三角彤云纹，叫角各有一个七角)||；，外环七个小圆(如图5 17)。

5．3 2 2中心结构

巾心结构是指参’，构图的各纹样厄索属川

一等级，从‘个重力中心向外发射1。

一风一龙相蟠纹绣，紫红绢绣地，绣线订

r黄、红棕色。纹样t题是一龙与一M相蛹成

“8”字形。龙叉在一删．长喘，细陡身。在“#”

字形的一端正中是风鸟的头，与龙共身。“8”

字形的另一端既作她尾，又有风翅状的纹饰．

象征着风鸟的翅和尾。纹样氏29、宽22 5厘

米(如图5一18)。

龙风相搏纹绣，这种纹样是以龙风相搏斗

作为主题，有三个不同的纹样。

龙风相搏纹绣绣品之 ，用

浅黄绢绣地，绣线有深红、深黄、

黑色。纹样出两i{11分组成，每一

部分的中部是一只展翅、长尾的

风吗，作尉{首奔走状，F{i|f则是

两条追逐的龙。左右两划分中的

风鸟相互倒置。整个构图似为风

鸟与龙争斗的场而(如圈5一19)。

龙风相搏纹绣绣品之二，用

紫红绢绣地，绣纹有土黄、红棕

色。纹样是一只风鸟大步向前追

图5—18一龙一风相蟠纹

绣纹样

懋鹣
鬃释

口土儿《中田口代嘲案的特点，，1986年第1靴。

圈5 20龙风相博纹绣纹样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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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 此+，E作反身躲避状(如|{}|

j一2(1)。

尼J札棚搏纹绣绣品之三，以紫红

绱为绣地。绣线有红棕、【．黄、黑也。

纹样足 对龙与前方的两HM鸟搏

斗(且¨|冬|5-21)。

辨M E龙纹绣，L黄绢绣地，给

朱红色稿，绣线有红棕、泺棕、土黄

色。纹样左右对称，纵向排列，姆组由

E龙瓣风组成，并M以草叶纹。龙、风

有的Ⅷm有的相背，姿态各异。线条

纤细、流畅。纹样长86、宽46厘米(如

图5—22)。

飞风纹绣，浅黄绢地，给墨稿。绣

线有棕、黄绿、淡黄色。纹样是一只胜

翅而b的风乌的俯视图。风乌的头上有

一对长K的花冠向两侧弯曲。双翅向丘

冉展"，取脚外张。风鸟尾部是张丌的

花羽，并与F排风鸟的花冠相连(如图

5 23)。

风乌花卉纹绣，这类纹样的主题都

是山风乌和花卉组成。

风乌花卉纹绣绣品之二，红棕绢绣

地，绣线有土黄、红棕色。纹样主题是

只行走状的凤鸟，头上有十字形花

冠，舣翅展丌下垂，卷尾。各个凤鸟削

以花技相连接(如图5—24)。

龙风虎纹绣，扶白色罗绣地．绣线

图5—21 龙M杆I博纹绣纹样之

图5 22舞风b龙纹绣纹样

凹5—23飞风纹绣纹样

有红棕、棕、黄绿、土黄、朱红、黑、扶色。纹样的中部和下部是一只风乌，头

上有华丽的花冠，双翅张开，作跳跃状，脚F践一蛇；纹样的上部是一只满身枷

红黑(或扶)条纹的猛虎，张牙舞爪朝前方的龙奔去．龙反身成s状(如图5-25)。

一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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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4风鸟花卉纹绣纹样之二 幽5 25龙M虎纹绣

5．3 2 3两级结构

两级结构足山两个或两级对立的纹样元索构成。两者问的对讧关系是“动

力性质”朴I旺作用的荚系。这种“相兀作几]”包括互补、互换、’Lq-等。“两

板结构”是最富有张力与活力的“集聚性构图”1。当然，所有这些纹样的“平

衡图式”，都必须将纹样造型与丝织载体背景元素综合起来考虑。

蟠龙b风纹绣．绣地是浅黄绢，绘墨稿。绣线有棕、深红、十黄、浅黄色。

原无完整纹样，经拼台复原，纹祥长72、宽44厘米。纹样上邡是 条作反s

形盘旋状的大龙，口衔一条小龙的尾部。小龙作s形，与大龙回首帽顾。纹祥

的下部是一只高冠、展翅而飞的风鸟．嘴部与图案上部大龙的尾部枷衔。凤乌

下部是一条卷曲的小龙。中问有花校和十字形作为对称袖。风鸟的头、翅表现

充分、完整，其它部位省略或不予表现。除风鸟的冠、翅用稀疏的单行锁绣线

填充外，其它部位均为满绣。纹样构图紧凑、充实，左右对称。绣线颜色配冠

和谐，浅黄的底色把图案衬托得十分鲜明，给人以华丽之感(如图5 26)。

时风对龙纹绣，浅黄绢绣地，绘墨稿。绣线有棕、黄绿、金黄、红棕、浅

狄等色。纹样眙18l、宽22厘米，山八个单独纹样组成，左方对称(如图5—27)。

第一个单独纹样是一对身体卷曲的虬(有角的龙)，一脚站立，一脚平伸，作舞

蹈状。龙身简省，而龙爪则作夸张表现。这个单独纹样与卜一花纹循环不相连

茁土，D仲目m代幽案的特点'．1986年第l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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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tl F 个单独纹样相缝．心址纹样的起始。第：个单独纹怍是个磐彤，

F总r7形饰物。第三个单j山纹样是对帽向起舞fl勺风鸟，尢雉，仰首．纽l长

颈，尾部J：卷‘，上liIf的罢膨相连接。 脚站立，一脚后翘。第pU个单独纹佯足

刈又上有双珀、身体卷IIb的尼，张珂：辫爪，头部作夸张表现．省去尾揶。第

血个巾独纹佯是对曲颈的M乌，J陡翅．尾一岛眷。头、身均为变形。第^个单

独纹样似为对应，头部隐入身-l一。第七个单独纹样是一对展翅作辫的风鸟，

相对而立， 二角形花冠。第八个tn独纹样是一时干H背而立I：|勺Mq，形巷‘J第．

个单独纹样相似，胜趔，尾-岛卷。绞样的构图简练，线条流畅，造型富J。变化。

针法熟练，也彩腆雅，赴楚III|绣-1种1 l。乘之作。

风呜花卉纹绣，这类纹朴的』-题都是由风乌和花卉组成。

风鸟花卉纹绣绣品之一，泷髓缁绣地，绣线有红棕、土黄、黄绿色。纹样

二·右作错位排列(如图5 28)。风屿作行走状，头、翅上连有弯曲的花枝。

风乌花卉纹绣绣品之兰．J．黄绢绣地，绘朱稿。绣线有红棕、深赘、深棕

色。纹样主题是一只作行走状的风鸟，昂首、卷尾。头尾均连有花草纹。纹祥

由风鸟作对角配霄而成(如例5 29)。

风鸟花卉纹绣绣品之四，浅黄绢绣地，绘墨稿。绣线有深红、土黄、深棕、

黄绿、深蓝色。纹样的主题拦一只张翅、引颈站立的鸟的仰视图，鸟的头卜有

两重花冠，双翅上各有一只乌头，纹样的一例是三行悬垂的花枝。这种三头鸟

的柑同十分怪异。(如图5-3(J)。

风鸟花卉纹绣绣品之血，红棕绢绣地．绣线有金黄、黄绿、深红、深监色，

绘墨稿。风鸟作行走状，卷尾，双翅省略，爿侧是一朵展丌的花。可见花蕊。(如

图5 31)。

鬻阐粼
图5 26蟠龙’E风

纹绣

图5—27对风对龙纹绣 图5—28风鸟花卉纹
绣纹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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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0风鸟花卉纹

绣纹样之四
图5 29 M鸟花，隧2

绣纹样之二

幽5-3l风q花卉纹绣
纹样之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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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荆楚丝织刺绣纹样形成的技术因素

6．1概述

技术与艺术至今没有准确的概念，有一种说法，艺术属于娱乐游戏文化的

范畴，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对主观缺憾的慰籍需求和情感器官的行为需要而创

造出的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的本质特点是用各种形式的语言创造出虚

拟的人类现实生活。技术是人类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以及促进社会发展的

过程中所掌握的各种活动方式、手段和方法的总和。艺术和技术是性质不同的

两种事物，它们之间既相互排斥也相互转化、相互依存1。

技术和艺术的差异一方面是表现在对待自然规律的态度方面。艺术创造可

以违背自然规律，把人的想象发挥到极致。而科学技术作为一个系统，能量、

材料、工艺、结构等因素都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自然科学的任务是揭示自然

界现象的实质，并把握它们的规律，以便控制它们。当科学知识物化时，就会

产生新的技术，从而发明新的工具和新的工艺。

新的丝织刺绣纹样的产生取决于两个前提：一是丝织刺绣技术的进步，二是

楚人审美情趣的变化。工艺技术是科学技术的组成部分，就是楚人利用自然规

律对自然资源加工改造的技术，它包括手工生产的技术和机器生产的技术，它

们均离不开工具和工艺两方面。由于工艺技术的进步和改进，在解决同一问题

时，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从而产生不同的审美效果。在荆楚丝织刺绣纹样艺术

中，工艺技术的改进，带来的纹样艺术效果的变化是显而易见，不言而喻的。

审美情趣的变化则是指借助于技术的手段而形成的多样的艺术风格。

荆楚丝织刺绣纹样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是以织造、刺绣等技术作为基础

而产生的，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体。任何形式的艺术都包含着艺术与技术的成

分，荆楚丝织刺绣纹样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具有自己独特的工艺技术和美的

特征。一件丝织刺绣纹样艺术作品是通过对蚕丝的一步步加工形成的。技术是

基础、是保证，在技术的支撑之下才有了荆楚丝织刺绣纹样艺术美的展现。技

1柳冠中：《设计文化论》，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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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和艺术是相互统一、相互依存的，不可分割的。因此说，荆楚丝织刺绣艺术

是技术与艺术共同作用的结果。

荆楚丝织刺绣纹样的艺术表现需要技术的支持，又在技术的基础上反映着

思维与情感，技术是理性与功能的良好表述，它的不断更新又为艺术的表现形

式提供了多样性。在荆楚丝织刺绣纹样的创作中技术与艺术是并重的。艺术是

灵魂，是先导，而技术是基础，是保证。但是，光有精心设计、巧妙构思的艺

术效果，而缺乏技术手段来表现，．那么，这件作品也只不过是纸上淡兵罢了，

不能变为现实的作品。只有在熟练而且精工的技术手段下，才能实现作品的非

凡艺术效果。

6．2荆楚丝织刺绣纹样形成的技术因素

技术影响TN楚丝织刺绣纹样题材、造型、构图、色彩等特征的各个方面，

造成了荆楚丝织刺绣纹样，能以绚丽的色彩和丰富多变的造型，异于其它的地

域纹样，同时也因为丝织品织造技术的限制，一些装饰在其它荆楚器物上的纹

样，在丝织刺绣纹样中，要么经过一定的变形处理，要么就没有出现。如荆楚

龙风纹等纹样在荆楚的青铜器上也存在，但是在丝织刺绣中它们存在的式样又

不一样。

6．2．1提花

提花，即在丝织物的表面形成编织花纹1。根据不同的组织结构，形成了不

同的丝织品。本文研究的提花类织物，由于组织结构的不同，导致这些丝织物

形成花纹的过程中，提花的方式也各有特点。

6．2．1．1绮类织物的提花

绮是用两种或更多的组织，按各种方式联合，在表面呈现斜向小花纹的一

类具有相同组织结构的织物2。楚绮在马山一号楚墓和信阳楚墓均有发现，它们

1彭浩：《楚人的纺织与服饰》。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2张绪球、舒之梅：<楚文化——奇谲浪漫的南方文化>，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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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柑叫的组织结构，H楚显现的花纹不刚。根据它们表I斫花纹的小同．“H：

的楚绮可以分为彩条纹绱、杯纹缔和复合菱形纹绮等几种。彩条纹绮的经纬密

度为洲x Ig撤／、F打焯米。山1’经线瓤【细不一，纵物厚度也1i均匀，黑色条特

厚度o 27毫米，另外两乜条带厚度0．18毫米。信刚楚簋的杯纹绮和复合菱形

纹绮的终纬密度为40×20撒／厘米。F面通过彩条纹绱的组纵结构术分析．绮

类织物结构的提花。

彩条纹绮的外观艇J||6i经线方向排列的深红、黑、t黄三色帽问的窄K条．

每条啦i3——15毫米。彩条纹缔的纬线是棕色，投影宽度为0 15——O 2毫米。

经线有相细两种，籼经线的投影宽度为0 2毫米．细经线的投影宽度为

。卜一O』5肇米，它们以不f可颜色的条带分区配置。黑色条区是黑色细经线，
是一上 F的平纹纽织i深红色条区是深红色相经线和土黄色的细经线；’}：黄

色条区的粗细经线都是十黄色。其中，除黑色条医小显现花纹外，深红色条区

和土黄色条区可以硅现花纹。上图是彩色纹缔的深自：和土黄色条区的组纵结构

(妇幽6一I)。

彩色纹绮的组织结构 (正面和背面)

深红色和土黄色条区的经线有幸H细两种，按l：l褶触配嚣。细经线的组织

点足一上一F，丰}【经线则在织物表面有浮长线，相邻的两根卡}【经线(即组织图-p

的l和3，5和7，9和¨⋯⋯)的组织点相同，浮线部分的组织点为三上1下-

其它部位的纽织点则是一上一下。相邻两根粗经线的浮长部位．XilJ两根纬线

上下错丌、形成“品”?彤纹。在织物的反面，则露出较长的纬浮线，位1。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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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两端的剐绛线则向中间靠拢，彤成11 1眨川接的八字肜。由J二两组浮纬交错分

布，冈此何j。两端的同一根经线噩向^·It各弯曲 次1。

彩条敛绮扳条特分色，没有连续的较大的花纹．纹绮类织物通过埘{H细经

线的控；刖，-口以形成小同的花纹，如d：衍l扎缝基出土的杯纹和菱形纹等。

6．2 l 2锦类织物的提花

H时所见们楚锦大多足彩色的纹尊：物，它是一种经线起托的’I‘纹屯经自【纵

类织物2。埘悉，曾候乙墓出十的儿¨纹锦，J}Ji于单色纹锦t它的经线Jl有一种

颜色，纬线的颜色与经线相同。相较湖北随县曾侯己墓⋯：L#HLfcJ纹锦，楚锦

的提花技术更加十富。

二色锦有_曲种不同颜色的经线，各I|)【一般组合为一组，两根经线分别作为

表经(或称花纹经)和jR经(或称地纹经)， ‘橄作表经时，"一根作为‘n经。在

织造是，往往根{珏花纹构罔的需要，两根经线会相互交换位置。也就是说t同

一根经线，tf『时用作表经，有时又换作慢经。两报经线的相互换用t在彭l物的

表面显现出山两种颜色经线组成的纹样。纬线则依照它们的功用分作交织纬和

花纹纬(也称作央纬)，用花纹纬把表经和掣经分丌。

王色锦有三种不同颜色的经线，¨样各

取一根组合成为一组，一组经线中就含有三

种不同颜色的经线。一擞用作地纹，两根H{

于显示花纹。织造时，两根用于显示花纹的

经线，～根用作表经，另外一根则用作单经．

且根据纹样构成的需要相互变换，及原柬作

为表经的变为里经，里经变为表经。在提花

过程中，有一根经线始终足作为地纹使『fj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知道，三色锦和二色锦的提

花方式是一致的，只是相对于二色锦，j色

锦多了一根作为地纹的经线，这样兰色锦的

色彩就比二色锦多。

；?：：?；箸茹；； ‘y

图6 2三色锦的组织结构

虢黜i怂絮。i?i丽穗；，：：：慧曼：蓊繁”“⋯“

Ⅻ疆一醯岱隔习舻国圆．国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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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l 3组类织物的提花

薰雾45蕊90
坪组经线都是一沉一浮。浮在表层的经线上辩舞鬟臻辫游爱溶濑姜娄黪
r分J r．另组卜沉的经线!l!lj以 。角从其妨交薅薅搔溶豁&蒸臻矗釜※

L}J穿过：然后．上浮的一组经线改作‘F沉，羹袋瑙谌镬黩邈轻媳臻麓癸

下沉的一组经线改作上浮，按j!《c上述方法继 ．焱遗箜嶷麓缀狻嚣麓§灞露

续编织。这种编织方法有时使同一组经线或 ：魏瓣麓躲爨醣麓黼燃国澎
同时浮在织物的表层，或同时位于另～纽经 ：魏攀燮滏醺露&驻搿受落嚣

线之下，形成两面相同的组织。组的边缘是 ：礤黼嚣堕游翳籁熬魏辚》萤露

将经线向内回折成 。角，继续编织，纽的 ’?oW??W”一”"
帽系和另一座楚

单层经线6"12根

其它各组经线均

数向右斜，互成

纹和横带纹(如

备组经线向内回

样便在紫色地上

一个L黄色菱形

5．21 4绦类织物

和锦经线起花的方式不同，绦采用纬 “：“珏；。 ”

线起花的显花方式，它采用两色或多色丝 6—4第一类绦的组织结构
，—￡!=!￡∥口℃：：=，nⅥ!!，6、=一

蟛浩罐人的纺织。，服饰》．湖北教育Ⅲ№{1，1995年。

燃糕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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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作}#线．jC巾有一色用作地纬，其它捧也川作花纬。山J：织入花纬的方珐有

两种，花纹敛果也小尽相同。

筇 类绦聚用抛梭浊纵入花纬，足将花纬在显花舟l；位纵入梭I J，以1小起花

部位则小把它生f{入梭u．沉悬于纵物的背面，形成浮纬。地组钐：为上一下的

、r纹I。地维纵的经纬线较耗，均为加s向弱捻的台股丝线，投影宽度

0 15——()25毫米。花纬较细，投影宽度为(}15——0 2一{米，术加捻。地纽

纵鲐擀为钾_}l{／厘米．纬密为20根／厘米，幅觉2．：{麒米，在起花部位，花

纬’，地纬作比一的配置，纠；密增加倍。花纬织入梭门，在织物正面以浮线

形成花纹。花纬组织点的浮长为

l——：{，即浮线分别越过l——3 ”

根经线。北纬不盖住地纬。在不 。：一
起花部位，花纬不织入梭口，在 ：1；
髟{物反面形成长浮线，织物}『：面 4。‘

l蟛浩：t芷人的纺织7，臌怖j．湖北教育il：版扎．1995年

2蟛沾：‘楚人的纺织’j撒％》，Ⅻn教育j|{版朴，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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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浮线长度，常常把花纹按不同的颜色分作若干小区，每一小区都顺经线方

向排列，左右对称。与之相应，每色花纬分别绕在两个或更多的小梭子上，左

右分置，每个梭子仅在某一小区内使用。如该区内有多种颜色，那就要配置更

多的梭子。在一个小区织完之后，或把花纬断开，或在织物反面把花纬引向其

它小区继续织造。如果一件绦带的花纹是用两种颜色的丝线织成，那么至少要

使用5个或更多的梭子，其中包括1个绕着地纬的梭子。由于各段花纹繁简不

同，因而所用梭子的数目也不是从头到尾都是一样多的。织造花纹结构简单的

几何形花纹(如六边形纹)则不采用分区布置花纬的办法，每色花纬仅统在～个

梭子上。在同一纬线方向上，如有两条或更多的位置要显示同一颜色，那么花

纬在织物反面从一处起花部位以浮悬长线过渡到另一处起花部位，沉纬在织物

背面相互迭压交错。花纬在显示花纹时，是以连续的短浮线压在地组织上面，

浮线之间的缝隙很小，不露出地组织。这种连续的短浮线是采用特殊的穿绕法

形成的，其织造过程如下所述(如图6—5)：在织造某段花纹之前，先将花纬末

端打结，结头留在织物反面。绕着花纬的梭子从花纹的起始点顺纬线方向，即

向左或向右边织边绣的工艺。

6．2．2刺绣

提花织物一般要受到织机结构和提花技术的限制，不能织造更大的花纹。

即使作为提花织物中技术最为先进的织锦，它也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调整经纬

线的颜色，以两色和三色为多，最多的也只有四、五种色彩，与刺绣的色彩相

比则要逊色。刺绣技法也更为灵活，更具有表现力，能表现出更加丰富的装饰

纹样。因此，刺绣图案的构图设计比较自由，可大可小，线条也易于变化。荆

楚丝织所用刺绣主要有锁绣和钉线绣两种。

6．2．2．1锁绣

锁绣是出绣线圈套组成，各个圈套组成链式1。花纹的主体部分一般用多行

锁绣把绣地完全覆盖，其它部位则用单行或数行锁绣排成稀疏的线条。锁绣针

法又分成若干不向的类型：

l张绪球、舒之梅：<楚文化——奇谲浪漫的南方文化>，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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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台式锁绣

闭合，℃锁绣，是环套起薄针在『川～针孔内(如罔6-6)‘。

、丌【l式锁绣

圈6—6闭合式锁绣

丌[1式锁绣，是环套柯或人或小的J r¨(如罔6r?)

圈6—7丌门式锁绣

三、双套锁绣

双套锁绣，是每锁一针压两个线圈．形成一种边缘紧密的锁绣法(如图6

8)2。

图6—8双套锁绣

四、辫绣

辫绣，叉称辫子股绣，也是锁绣的变格形式’。它的运针方法是用钊刺破li日

l彭☆‘楚人的纺织’川＆饰》．湖北教育出J短祉，1995年．

2邢学海‘撒情浪进——楚旧∞艺术)．湖北教育}|；版朴．2001年·

3彭拮‘楚^的纺织。j服饰j．湖北教育{|{版}L，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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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9辫绣

幽套，压过第二幽套再拉起绣线，往复作绣，辫绣线嘲紧密，如同发辫，多

片j籼丝线绣作压边一或州道(如图6—9)。

6 2 2 2钉线绣

钉线绣是用丝线把较粗的堆线、烈线拨预先们巾氍钉同在绣地上的一种针

』专骖一图6一10钉线绣

法(如图6一l o)1。

使用这种针法的绣品一直发现很少，仅见于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石字

圈6 Il“字纹锦绣

『批坨：‘楚艺术～J掣。精神》，湖北人民⋯版礼，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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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锦绣(如图6—11)。在石字纹锦的表面上，用投影宽度为l毫米双股深棕色

绣线，顺菱形的边布置成波浪形，然后再用深棕色绣线骑马订在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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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结论

作为楚民族文化心理在器物上的投射，楚丝织刺绣的纹样生动地记录了楚

民族生存活动的连续性篇章，其深度意蕴所指一直指向楚民族“永恒精神的永恒

往昔”(荣格语)。荆楚丝织刺绣上的装饰纹样有着相当宽泛的表现对象，自然界

和超自然的一切物象尽在楚人的审美观照之中。

简单的况荆楚丝织刺绣的纹样题材，指在丝织刺绣上所描绘的对象，所表

现的内容，它是客观世界经过楚人的选择、提炼之后在艺术中的反映。荆楚丝

织刺绣纹样就是以当时楚人审美经验中印象最深刻、能够引起人们联想且具有

美好情感寓意的一些纹样作为表现题材的。表现在荆楚丝织刺绣上则为一个龙

蟠凤逸、花蔓缠绕的奇异世界。

从荆楚丝织刺绣纹样的造型特征来看，纹样绝大多数对原来的形象作了变

形处理，写实的仅占少数，也有复合而成的纹样，其与中原商周纹样明显地拉

开了距离，表现在荆楚丝织刺绣品上，则是具有浓厚地域性特征和神秘的虚幻

意味，典型地体现了楚人的原始浪漫主义情怀。在荆楚图形的造型艺术中，线

条是最具抽象性和概括性的表现手段。观物取象，以线明象的方式发展成为楚艺

术的造型方式。以线条的组合和流转变化，概括地表现大千世界的美的形式和

形式的美，使楚艺术在审美特征上与其它地域艺术相比大异其趣。

在纹样的构图手法上，都严格遵循对称的原则构成，作为单独纹样保持对

称，用单独纹样构成的连续纹样和综合纹样也都是对称的。纹样构图规则，大

多作方形、长方形或菱形。在各个单独的纹样之间往往以花草枝蔓作为间隔，

使整个构图更显得充实、富于变化，避免了单调、停滞。同一纹样的绣线配用

多采用基调相近的颜色，对比较为平缓；但在色彩明度上却距离较大，形成鲜

明的层次，使人感受到色彩缤纷又稳重、统一。

任何形式的艺术都包含着技术的成分，荆楚丝织刺绣纹样作为一种艺术形

式，是以织造、刺绣等技术作为基础而产生的，它的艺术表现需要技术的支持，

又在技术的基础上反映着思维与情感，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体，具有自己独特

的工艺技术和美的特征。因为织造、刺绣技术的因素，它以艳丽的色彩、浪漫

的构图、奇谲的造型形成了与其它器物迥然不同的纹样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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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艺术学的角度，从系统论、方法论等方法对荆楚丝织刺绣纹样的题

材、造型、构图及导致其纹样形成的技术因素做了一定的梳理和分析。荆楚纹

样穿透无始无终、无边无际，似乎是循环往复却又生生不己的历史和心理的时

空，展示着它们曾经有过的象征意蕴和观念内容，传达着活跃的生命机能和充

满着运动的力量之美，提供着一种别具一格的视觉样式，不仅仪反映了古代楚

人的艺术追求倾向，也同时凸现着荆楚艺术的一些独特的观察特征和艺术感觉。

荆楚丝织刺绣纹样在古代艺术与现代艺术的沟通中，还隐藏着许多值得我们深

入探究的问题。在这里，本文仅仅抛砖引玉，希望能够激起更多的人从艺术学

的角度对荆楚丝织刺绣纹样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以期笔者的研究能对设计出

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鉴于笔者知识面的限度，本文的研究

还不够深入和全面，甚至还有一定的疏漏和偏颇，有待于各位专家指正和修改。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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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七元．中国汉代图案的特点．《图案》，1986年第1辑．

朱存明．灵感思维与原始文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

李砚祖．纹样新探．文艺研究，1992第6期．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扣馆，1981年．

李砚祖．中国艺术学研究．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

夏燕靖．中国艺术设计史．辽宁美术出版社，2001年．

-于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英]杰西‘g-罗森．中国青铜器艺术与宗教．中国期刊网．

[美]布朗贺，慧宇译．古代中国．尘封的王朝．华夏{15版社，2002年．

[美]H．G布洛克．现代艺术哲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

[美]乔治·麦克林．传统与超越．华夏出版社，2001年．

http：／／chu．yangtzeu．edu．cn荆楚文化研究网站

http：／／www．wikilib．com荆楚文化的维库，专门讨论荆楚文化的网站

http：／／www．zh5000．com中国文饰艺术在线

http：／／www．jzmuseum．tom荆州博物馆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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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理一[大学硕十学位论文

致 谢

历时一年的论文写作即将结束，三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活也快闭幕，论文得

以完成首先要感谢导师郑建启教授的悉心指导。攻读硕士以来，导师开拓严谨

的治学态度，献身教育事业的孜孜不倦的敬业精神，使我获益匪浅，备受鼓舞。

在论文的撰写过程中，郑老师凭着他对专业知识的独特见解，和对教学的多年

潜心研究，给了我最悉心的指导与帮助，这些都是论文不可缺少的支柱!

同时还要感谢柯常忠老师以及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其它各位领导

与老师们，尤其是陈汗青教授、潘长学教授、方兴教授、刘杰成副教授、胡飞

副教授、汤军老师、李翔老师、黄雪飞老师等多年以来在学习与生活上对我的

帮助与鼓励，使我能够顺利完成学业，在此感谢你们的栽培与关心!

当然，我也不会忘记共度三年美好时光的同学们，是你们给予了我最真诚

的帮助，是你们伴随我渡过了难忘的研究生学习时光。尤其是周爱民、徐波、

赵寅、张杰、杨莉、殷柯、王雪燕等等，在此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感谢他们多年的养育之恩，他们平凡而伟大的爱是我

人生最大的滋养。感谢他们在精神和物质上一如既往的给予我支持、鼓励，使

我顺利圆满的完成三年学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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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维伟

2008年5月于武汉理工大学



武汉理f：人学硕士学位论文

附录：研究生期间学术成果

参研项目：

2005年9—12月参与导师组项F{箱包设计；

2006年3月参与湖北经济学院水晶礼品项目设计；

2006年3—4月参与导师组项目mp3、手机开发与没计；

2006年7—10月参与设计武汉I仃绿之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委托设计废旧电池回收箱项目；

2006年9—12月参与导师绸项目可升降沙发设计；

2006年10月--2007年6月参与编写导师主编的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模型制作》、《E

业设计符号基础》等；

2007年6月参与步步高视听电子有限公司设计课题：My Next Phone手机设计；

2007年7—9月在深圳慧博设计公司：[作，参与多款手机的外观设计。

获奖作品：

2005年“海螺Mpe94设计”获湖北省第二屑高等学校美术作品展优秀奖；

2005年“都灵”获第六届中国国际机电产品博览会入围奖；

2007年“智能冰箱设计”获湖北省第二届高校工业设计外观设计大赛优秀奖。

发表论文：

1． 2007年3月《论清式家具的创新性》发表T-2007年3月第3期《科技促进发展》，

刊号： ISSNl672—996X(国际)、CNll．5286／G3(国内)；

2． 2008年2月《中国宗教建筑的文化解析》发表于2008年2月下旬刊《科教文汇》，刊

号：ISSNl672—7894(国际)、铡34—1274／G(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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