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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纹饰是青铜器的重要组成部分，龙纹在青铜器纹饰中运用范围广且时间长，龙纹贯穿中华文明始终，具

有极高的历史内涵价值和艺术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龙纹也演变出了许多种类，形成独特的美学，三

代先民的审美与艺术眼光用今时的艺术理念来看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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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agon patter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bronze and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bronze ornaments for 
a long time. Dragon patterns run through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have high historical connotation 
value and artistic valu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dragon patterns have also evolved in-
to many types, forming a unique aesthetic. The aesthetic and artistic vision of the people of the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also has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day's 
artistic con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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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纹饰是青铜器的重要组成部分。青铜器上一般会有各种精美纹饰，分布严谨、心思巧妙，既是艺术

表达方式，也与器物形制相协调，反映时代思想观念。 
纹饰可以用来表现人们的审美和工艺。随着人们审美的提升，纹饰呈现出从简单到复杂，再由复杂

到简单的发展过程，但首简单和尾简单有所不同，首简单是工艺无法达到，无奈为之，尾简单则是为了

表达意象，这是一个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 

2. 龙纹分类及布局组合设计 

青铜纹饰造型颇多，主要分为三类：“几何图案类纹饰”[1]、“动物类纹饰”[1]以及“人物画像类

纹饰”[1]。其中，动物类代表纹饰有饕餮纹、龙纹、风纹等。这类纹饰中以写实为主者非常少见，一般

为神异动物纹。因为这种纹饰所描绘的动物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即便有些动物纹饰较为写实，也还

是以现实图像为基础加工而成。 
龙纹在青铜装饰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龙的形象在中国历史中十分重要，一直以来，龙都是传统中

国民族的代表性象征，尤其是青铜器上的龙纹饰，带有十分浓烈的古朴象征，联系远古往往会联想到神

秘与威严，这无疑给纹饰本身也增添了一份色彩。 
(一) 龙纹分类及设计布局略解 
龙纹在青铜器纹饰运用中十分广泛且时间跨度长，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夔纹和夔龙纹同属龙纹，

自宋代后的古籍中，将青铜器上“一足”、类似爬虫的纹饰形象都称为夔，其实一足只是动物的侧面形

象，表现的依旧是双足动物。青铜器纹饰中，凡是蜿蜒形体躯的动物，都可以归之于龙类……按照图案

的结构，龙纹可以分为爬行龙纹、卷曲龙纹、交体龙纹、双体龙纹、两头龙纹等等。[2]  

 

 
Figure 1. Crawling dragon pattern 
图 1. 爬行龙纹([2], p. 338) 

 

如图 1 所示，爬行龙纹是侧面形象，龙口张开向下或向前，龙上吻向上卷曲，龙尾向上且向龙身方

向卷曲，龙身呈起伏波浪状，表现顺态之感，位于龙身上的小小区域也不“留白”，用阴阳刻的方法展

现龙身花纹，龙身以外的空白区域以几何纹进行填充，主次分明，极具古朴质感。爬行龙纹通常呈条带

状，用于装饰器物的口下以及底座，器物其他区域时常运用简单几何纹饰填充。 
如图 2 所示，卷曲龙纹在西周晚期鱼龙纹盘上得到了优异诠释。卷曲龙纹以漩涡为构图走向，画面

动态感十足，展现了足够的韵律之美。以鱼龙纹盘为例，卷曲龙纹以器物为整体展现画面，利用盘的圆

形，将龙纹铺满整个盘面，龙头位于图像中心，刻画细致精巧。龙身刻画细小鳞片，龙口、龙须刻画十

分精致，整个画面繁而不乱，丰富完整。在组织形式上多运用重复排列、突出重点、均衡和谐、比例夸

张等形式组织方法，充分表现出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形式之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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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urly dragon pattern 
图 2. 卷曲龙纹([2], p. 338) 

 

龙首占据了画面了绝大篇幅，让人感觉威严和畏惧。龙身、龙尾围绕龙头向外卷曲延申，视觉上呈

现龙头近、龙身远的透视效果，且重点龙头极为明确，是青铜纹饰艺术对视觉设计透视构图的粗浅运用。

纹饰画面中，龙首、龙身与龙尾的尺寸不断减小，龙首大、龙身渐渐缩小，实际在尾部形成画外灭点，

虽然技法运用不甚熟练，但已经可以大概让人领会其中意思，雕刻鱼龙纹盘的作者实际想表达出更长的

龙身，运用透视法在器物的二维表面展现三维场景，给人以纵深感受。 
以此盘为例，卷曲龙纹还运用到了一种构图手法即圆满构图。圆满构图中的“满”字，顾名思义，

是“圆满、全部”的意思。[4]整个器物表面不留空白，小小一隅也用简单几何纹饰进行填充，“使物象

在一个庞大的平面上互不侵犯遮挡、互不重叠”，[4]其实这是青铜器中普遍使用的构图，绝大部分青铜

器表面都充满了繁密花纹。 
 

 
Figure 3. Body crossed dragon stripes 
图 3. 交体龙纹([2], p. 339) 

 

如图 3 所示，交体龙纹是简化龙头龙身，主要表现龙身体交缠的纹饰。龙体呈“类 s 型”，龙首向

龙身迂回，在战国早期交龙纹壶上，每一龙体与三龙体勾连成纹。此纹饰乱中有序，看似杂乱，实际自

有章法，用于填补空白。将此纹饰作为辅助纹饰用于填补主题纹饰空白，达到主次分明的观感，突出主

题纹饰，具有良好效果。 
 

 
Figure 4. Two body dragon pattern 
图 4. 双体龙纹([2], p.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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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称为“双尾龙纹”，这种纹饰实际上是龙的中剖展开图。如图 4 所示，双体龙纹以龙首为中心，

龙的两个躯体向两边延申，龙尾向上卷曲，每个图案整体以龙首为对称轴呈对称分布，多以带状呈现于

器物表面。在西周早期交龙纹壶上，龙身似对称叶片以身线为中心呈现，极具蜿蜒美感。双体龙纹的构

图方法是对称式构图，对称构图最容易展现画面平衡美，画面中的雕刻没有重叠勾连部分，也体现了秩

序美。 
 

 
Figure 5. Two head dragon pattern 
图 5. 两头龙纹([2], p. 339) 

 
如图 5 所示，两头龙纹的整体呈中心对称分布，龙首在两端，两头龙身在中间部位斜向错开，以规

整图形作为图像边缘来刻画龙纹，之中蕴含了图像的参差与边缘的规整，具有反差美感。龙的形象并不

具体，极具简化，寥寥几笔勾勒出龙的意象，极具抽象美感，并且与现代艺术十分不同的弯曲角度和表

现手法，这种龙纹设计展现了青铜时代的艺术风格和一定内涵。 
(二) 青铜器龙纹设计特征 
1) 整体性 
龙纹在青铜器上或作主题纹饰或作辅助纹饰，都是以完整的龙的形态出现。青铜器表面花纹通常会

利用各种纹饰加以组合制作，留白极少，青铜器物上的整幅纹饰看起来十分繁密，细看又是各个纹饰的

汇集，多个小整体汇集为一个器物的整体纹饰，纹饰之间布局严密规整，整体表现了青铜文化的庄重与

青铜时代的神秘灿烂，体现了纹饰的整体性。 
2) 简洁性 
从表现手法上看，龙纹以点、线、面多样组合的构图形式体现其简洁性的特点。[5]在单个龙纹设计

上，形态简洁明确，充满个性。双头龙纹是此特点的代表性龙纹种类，作为辅助纹饰时的龙纹多是以粗

细不一的线条所描绘展现，用弯曲来代表龙口和龙爪，龙首仅用一个卧倒的“只”加上眼睛中间放大的

粗点来表现，传神的同时还十分简约。没有边缘却边缘感清晰，即便是一个辅助地纹，依旧用心刻画，

极致体现三代先民的审美。 
3) 二方连续 
龙纹多以组合形态呈条带状存在于鼎、尊、盉、觚等器物的口下部、颈部一周或圈足部位。在青铜器

上，龙纹有时为主题纹饰，有时为辅助纹饰，不论哪种情况，均会用到二方连续的组织方式。此种方式属

于连续纹样的一种，即将一个单元纹样向左右反复连续伸展，构成带状图案，因此称为花边纹样。[6]二
方连续的方式会将图样按照一定规律进行排列，使带状图案整体整齐美观，且富有一定的节奏韵律感。 

3. 龙纹设计的美学特征表现 

格罗塞曾说：“艺术的起源，就在文化起源的地方。”[7]确实如此，青铜器源于中国文明的发展，

是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一种体现，青铜器纹饰不仅展现了时代文化，也是青铜时代的艺术表现。 
(一) 传统色彩加持 
龙纹本身带有的传统历史意味、古朴的线条与奇特的表现手法，龙贯穿中华文化始终，成文传统文

化的代表性物象，这使得青铜器物上的龙纹增添了一份独特味道，自带辨识度，成为一种独特艺术风格。

并且其本身得线条表现手法与今时的流行艺术具有较大区别，在传统文化色彩的加持下，给人以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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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重的观感。龙纹充满中国古典形式与内涵之美，需要研究者们悉心挖掘分析。 
(二) 对称手法的巧妙运用 
青铜器龙纹大多为线性艺术，表现了三代先民的主体思维，先秦时期王权与神权的紧密结合，天下

共主，不可僭越，讲求绝对的秩序与威严。列维·布留尔说：“原始人用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眼睛来看，但

是用与我们不同的意识来感知。”[8]青铜器本身为祭器，在三代时期具有重要地位，本身便是权力地位

的象征，因此其上花纹也应时应势，具有古朴、庄重、威严的观感，对称构图正好对应其上。对称式构

图可以表达秩序感与庄重感，使花纹与青铜器相得益彰，充分展现青铜器的庄重之感。纯粹对称构图展

现的是秩序感，但有时调整画面比例，会给人以全新感受，如图 5 两头龙纹，采用中心对称构图和更为

抽象的刻画方法，与双体龙纹相比增加了些许俏皮之感。 
(三) 秩序美 
笔者认为，龙纹中的秩序美，是体现得最丰富、最有层次得。秩序美渗透每一件青铜器物。平面设

计以秩序美为原则，通常以具体形象的设计取胜，青铜纹饰图案平面设计中的视觉审美元素也是以此为

宗旨进行排列组合而成的。[9]青铜纹饰造型丰富，光论龙纹就有五种，但不论是具有柔顺之感的爬行龙

纹，还是主次分明、刻画细致的卷曲龙纹，都是以完整之态展现于众人眼前，无论是透视构图还是中心

构图，是作为主题纹饰刻画还是地纹刻画，都在某种程度上遵循着美学原理，这大概是传承至今的美学

观念。 
(四) 设计独到 
形象大胆夸张。龙纹属于动物纹，并且是神异动物纹即以现实动物为部分原型进行人为加工所创造

的动物形象，在表现龙纹时，其形象设计通常大胆夸张。许多龙纹的头身比例不合常理，这是因为先民

在设计之时只是概括提炼动物的最显著特征，再加入一些抽象概念，用夸张的手法表现龙的形象，龙首

常常是设计的重点所在，如图 2 的鱼龙纹盘，龙首硕大且刻画精致，龙身占比较小。 
主次分明、虚实得当。这个设计特点主要体现于龙纹中的线条。一个整体的龙纹图像中，线条有粗

又细，粗线时常用于刻画主题纹饰，细线用于刻画辅助纹饰，粗线给人以实感、重感，主题纹饰显得突

出，细线给人以虚感、轻感，两相映衬，纹饰组合主次分明，虚实得当。粗线条、细线条也并非是等粗

等细，在其中依旧有粗细变化，展现的图案才变得灵动而不呆板。 
以平面手法表现立体形象。此设计最典型的运用是对于饕餮纹以及双体龙纹(图 4)，用一个平面去表

现物象的两侧。具体是将一个动物的两个侧面，按照对称的方式排列在同一平面之中，虽然这按照现代

的标准来说并不能代表物象的整体，但这种设计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先民艺术技巧的一种突破。 

4. 龙纹对现代产品设计的借鉴意义 

龙纹家喻户晓，是传统文化的代表性图像，还具有祥瑞的寓意，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不可替代的

传承内涵。其产生发展对于当代设计具有十分的借鉴意义。 
首先，现代产品更迭迅速，在如此大幅变动的市场中，一个产品要想历久不衰，就要明晰产品服务

对象。青铜器纹饰在青铜器大发展的时代所辉煌，与当时大的社会环境所联系，社会的发展、先民生活

的变化使得器物以及产生变化发展。不论是作为祭器还是日常使用的器物，青铜器本身就非常重要。青

铜纹饰与当时社会环境有着密切联系，当代产品的设计也要符合这一“变化发展”过程——与社会生活

相联系，与人们的审美观念相联系。 
其次，青铜龙纹承载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记忆点，与普通纹饰相比拥有更多的内涵。这种内涵是历

史文化赋予的，当下产品想要效仿并不容易，但可以依据此点，将传统元素加入产品设计中或者将故事

元素化为设计内容，无论哪一种，都是为产品设计赋予意义，提升产品内涵，创造产品记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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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青铜器龙纹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承接上文的记忆点，独特艺术风格是增强记忆点的途径。

独特的艺术风格使服务对象产生深刻印象，有益于产品在浮沉的快消市场中建立根基，与同质化、世俗

化的产品产生隔膜，使产品与设计都能够更好地发展。 

注  释 

文中所有图片来源：马承源. 中国青铜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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