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生肖是中国民俗文化，体现中国特有民间魅力。

        据记载“鸟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意是羊为孝。
古人观察出牛、羊，感之传统伦理“忠、孝、仁、爱、礼、义、
廉、耻”之中。

         动物虽然没有思想，中国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人民用拟
人化的手法赋予了十二生肖灵魂，使这些动物故事更加富有中
国人自己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人情味”。



       十二生肖图案作为动物图案的一个分支，作为中国传统图
案，是最早一批出现在各类艺术工艺品中的。从新石器时代的
彩陶，到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从秦汉时期的瓦当、画像砖，到
明清时期的瓷器、纺织品，生肖动物造型图案是始终是这些器
物装饰表现的主题。
       



         半坡时期采用的纹装饰最具有代表性。它以象形文字的形
式以及简单的笔调表现了生动的形象。除了龙纹、鸡纹、虎纹、
纹等生肖动物图案都出现在了彩陶上，为考古和人类学留下了
丰富的对历史的佐证。当然，这些图案几乎毫不例外地都具有
高度概括、极其简洁的特点，从遥远的时空传回了原始人类追
求美的愿望。



         研究同时期龙形玉佩与
龙纹玉佩可发现与同时期的
青铜器龙形纹饰有着极大的
相似性。可见珠宝首饰从古
时起便开始借鉴其它器物上
的动物纹饰。现代的珠宝设
计中亦可以参考此思路。

周代龙纹玉佩   龙纹玉环

西周青铜器龙纹拓片



       青铜器在商周时期开始盛行。诸多生肖动物形象被塑造在以
“鼎”为代表的食器、酒器、水器等器具上。这些生肖动物图案基
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想象中的生肖动物形象，如龙纹。这类生肖
动物形象造型怪异，结构严谨，很自然地让人将其与神灵的崇拜联
系起来，突出地表现了统治者的“天命”观念。另一类是现实生活
中存在的动物，如猪纹，鹿纹，鸟纹。图案样式质朴，简洁，十分
有力。表达了远古人民对日常生活中动物形象的认知与提炼。具有
现代设计的参考意义。



        唐代生肖动物图案在陵墓石雕、
壁画、金银器、印染丝织等各种载体
中都有淋漓尽致的表现，其品种之繁、
工艺之精湛、造型之雄浑，都散发着
唐代特有的魅力和自信。这一时期，
很多生肖动物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
以羊为例，古代习俗将羊的含义引申
为吉祥如意。吉祥纹样从唐代起发源，
直到清代达到巅峰。

唐代生肖俑



         宋代图案一改唐代的华美丰满作风而变得清新淡雅。此时的生
肖动物图案，逐渐摆脱了宗教佛学的影响，写实细腻，清秀之风盛
行。宋代的吉祥图案更是得到了百姓的喜爱，这些带着寓意的生肖
动 物 吉 祥 图 案 产 生 了 程 式 化 般 的 搭 配 与 组 合 ， 比 如 “ 凤 戏 牡
丹”“喜相逢”“百年好合”等。



         明清两代，工艺美术与大规模的商品生产直接相关联，动物图
案出现在许多器物上。这一时期的手工业主要以丝织、陶瓷最为发
达。同时漆器、玉器、金属工艺、竹雕、木雕开始盛行。动物图案
出现在了诸多服饰上。
         补服是明清两代的官服，在衣服的前胸和后背均饰有补子表示
官位和品数，补子图案文官用禽鸟，武官用走兽。中国的瓷器工艺
到了明清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品种和题材都十分丰富，陶瓷
中的彩绘装饰使绘画和陶瓷直接产生了关系。如清代瓷器上的凤鸟，
几乎是工笔重彩的翻版。建筑彩画中的凤纹，以“丹凤朝阳”为主，
象征着无限的光明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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