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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在现代陶瓷艺术中的运用 

口 郭丽 

【内容摘要】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具有自己的装饰风格和民族语言。陶瓷艺术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发明之一。中国传 

统吉祥图案被应用在陶瓷艺术中时间久远，有其鲜明的艺术特点和民族特色。蕴涵着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吉祥 

固案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升华，使中国陶瓷艺术至今屹立在世界陶瓷艺术之林。 

I关键词】中国传统吉祥图案 现代陶瓷艺术 生活陶艺 

现如今对中国传统吉祥纹样的研究不在少数，同时，陶瓷 

艺术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并有其鲜明的时代标志。如何使吉 

祥图案在现代陶瓷艺术中既保持其传统特色，同时又能创造出 

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征的艺术作品，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中国传统吉祥图案体现了千百年来广大劳动人民对一切 

美好事物的向往，并在时间的磨砺中不断简化、提炼，增强其 

吉祥寓意，成为中国文化的符号象征，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 

智慧。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为现代陶瓷 

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从历朝历代的吉祥图案和不 

同时代的审美出发，最终能把二者完美地结合，并为现代人的 

生活带来美好和谐、长治久安的美好寓意，是笔者研究的意义 

所在 。 

一

、 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简述 

中国吉徉图案的产生和人类早期的图腾崇拜意识，以及期 

盼风调雨顺、生生不息的心愿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华民族文化 

博大精深、寓意深远，传统吉祥图案的形成不是先民偶然的灵 

感所致。在历代岩画、陶瓷、石刻(瓦当、画像石、画像砖 )、剪 

纸、刺绣等艺术形式中的每一个吉祥图案本身都有其丰富的形 

象和内涵，历经数千年的艺术提炼和加工后便形成了更形象 

化、寓意化的理想和完美主义的写照，从而使人们获取精神上 

的满足和视觉的愉悦。吉祥图案在中国传统装饰艺术中是不可 

取代的，并有着深刻的文化、政治、经济、宗教内涵。在现实生 

活中，人们习惯运用有寓意的动物、植物等来寄托理想，祈望 

圆满，并用传统的吉祥图案装饰在器物表面。这些内容全部承 

载着人们的精神寄托。所以说，传统的吉祥图案与现代陶瓷艺 

术形式必然可以完美地结合。 

吉祥观念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该时代的陶器主要是生活类 

器皿，人们 “避凶求吉”的意识非常强烈，其实在实用性陶器上 

绘制装饰图案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宗教意味，承载着信仰。不论 

任何时代的民族，都有一种普遍的心理诉求，就是人们求福求 

吉的社会集体心理意识。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质朴的历史文化 

发展形态，它是融宗教与审美意识为一体的象征符号，从远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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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至今。民族求吉的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丰富了吉祥图 

案的题材，这是传统纹样以吉祥题材为主的原因所在。 

从唐代开始，陶瓷上的吉祥图案越来越丰富，宋代是中国 

传统陶瓷图案发展的黄金时期，之后经历了元朝，至明清是制 

瓷业的顶峰时期。中国传统吉祥图案融合着历代能工巧匠的智 

慧和创造才华，融合中国佛教、道教、儒家的理念，以营造繁 

荣、吉祥环境为目的；当然也包括风俗民情的不断延续而形成 

的图案，用来反映人们心中的愿望，以美好的纹饰来表述各种 

民间禁忌，是具有民族特色的装饰艺术。随着陶瓷工艺的成熟 

与发展，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延绵不息的生命力。 

二、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在当代的传承与创新 

由于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中国传统吉祥图案从产生到 

发展，在审美层面上催生了民俗文化色彩价值追求，是一种源 

于最基本的生活热情的自我感动，其中蕴含的审美理念已经 

摆脱了理想精神的维度，与民族心理、民族崇拜和民俗习惯相 

关，成为大众的浪漫写照，并通过历代工匠的努力一代代传承 

下来。在任何一个时代，人们在欣赏艺术作品的同时，当然会 

有心理上的表现，从而造就了不同的审美情趣、审美心理，使 

人们在视觉欣赏中得到轻松，享受精神的愉悦，并表现为求福、 

求喜、求吉祥，与时代精神相适应。 

传统吉祥图案的传承与创新既要表现出新艺术理念，还要 

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气息，并能为以后的创作提供继承和参考 

样本。所以，当代陶瓷艺术创作者的艺术观念是继承，但不意味 

着单纯地奉行“拿来主义”。全套照搬的创作思想和审美价值取 

向是行不通的，需要不同的装饰风格和装饰美感。在全球一体 

化、信息化、数码化时代，艺术必须要与时代精神保持一致。“不 

变”是不合乎时代发展要求的，准确地说，既不合潮流也不符合 

社会的审美风尚。人们因理解而喜爱，因传承而弘扬，试想，如 

果吉祥图案没有创新，除了纹样内涵发展演化之外，如何能继续 

发展?只会使吉祥图案成为没有时代精神的复制品。当下创作 

者应该更好地丰富和发扬传统吉祥图案，因为它不仅是人们精 

神上的需求，更是民族文化的传承。通过艺术加工再创造，传统 



吉祥图案已经不仅仅是属于中国的传统吉祥图案。它以优美的 

形式表达人们内心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加之融合陶瓷艺术的创 

作观念和制作手法，从而成为现代人精神上的一种寄托。 

当代陶瓷艺术创作者在进行创造时，不能是对先前艺术形 

式一成不变地模仿，应回到生活陶艺中，构建一种新的传统吉 

祥图案的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创作者需要对传统造型 

进行再创造。传统吉祥图案有优美的造型及深远的内涵寓意， 

而且其中融合一些写意，它们大多反映了所处时代的文化思 

想，这就要求艺术创作者以现代设计的构成方法为指导思想， 

认真研究传统，将繁复的传统图案加以提炼、抽象概括，使其 

跟上时代的脚步、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也就是说，当代陶瓷 

艺术创作者要能够用现代构成的方法组合排列，既体现传统的 

内涵，又能达到全新的视觉效果；既要敢于打破前人的条条框 

框，从中国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又要在继承中有 

所鉴别、推陈出新并能够采取图案式的构成设计和新的视角来 

发现形式美的规律，体现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的精华；以全新的 

审美风尚为出发点，经营布局自己的纹饰，在前人的基础上有 

所发展、有所创新，赋予陶瓷器表面新的想法、新的节奏；在正 

确对待传统吉祥图案的基础上，重新组织语言，构筑新的艺术 

语汇，用“打散重构”的方式创造出现代陶艺作品。如将原图分 

解变异重新组合成新的图案，使传统重新回到生活陶艺中，再 

加以特殊的肌理来表现，就会传达出意想不到的视觉效果，达 

到当代陶瓷艺术创作的主旨。 

三、在现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凝聚古人思想和精神的中 

国传统吉祥图案可使设计者的作品具备更好的民族风格，拥有 

更长的生命力。陶艺工作者要不断创新并从实际应用出发，以 

体现传统吉祥图案的造型美感中的审美特征为标准，更好地探 

索陶艺的创作规律。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探讨。 

(一)吉祥图案的装饰性 

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的造型与色彩装饰性强，比较追求意境 

及内在的含义，所表现的对象千变万化，讲究 “托物言志、借物 

抒情”，通过概括、排序、象征等手法，使其符合平衡、对比、 

对称等能表达各种深奥复杂的吉祥寓意的形式美法则。当代陶 

艺创作在创作形式上也有升华和引申，在这种构成方式中灵活 

运用划、刻、蓖等创作手法，在沿用传统吉祥图案美好意境的 

同时，自由地调度各种色调，加入富有现代气息的构图，使作 

品既有传统装饰的魅力，又有现代构成的韵昧。 

中国传统图案注重造型的整体效果，此外在构图上也能有 

所借鉴和突破，即注重实形的完整性与装饰性。如吉祥图案常 

存在一中心线(或中心点)，注重形与形之间的呼应和穿插。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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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造就了丰富多彩的吉祥文化，在现代生活陶艺上安排得 

当，能让作品看起来更加生动，更富人情味，使作品有平静、安 

稳 、庄重之感。 

(二)色彩的运用 

随着陶瓷艺术的发展，除了其本身的寓意以外，现代生活 

陶艺色彩装饰呈多元化的发展，但传统吉祥图案的色彩也具有 

象征性。也就是说，除了对应该加以遵循的色彩有所依据，对 

材料的良好把握及熟练创作技巧，现代生活陶艺丰富的色彩装 

饰语言也表现出一定的创新意识。现代生活陶艺创作者通过丰 

富的想象力、对传统的认识、对传统吉祥图案色彩充分的理解， 

使整体风格和创造心态也表现出一定的宽容性，从而满足现代 

人渴望回归人性、自然的情怀。而带有吉祥图案色彩的现代生 

活陶艺，也为人们追寻传统文化建立了深刻的联系。 

在现代生活陶艺的创作中，把传统吉祥图案的素材直接加 

以运用，有时为了寻求装饰面的和谐与形式感，会把部分色彩 

组合和图案单独抽离出来。陶艺家经常为了保证形象的完整 

性，将这种组合融入到现代生活陶艺的装饰中，在进行设计时， 

常会将色彩和形象缩小，把民间色彩的某些因素加以强化，或 

进行重复排列和无序的重复构成，以创造更大的视觉冲击力。 

或在陶瓷形体比较显眼的地方，根据创作主体的需要，直接装 

饰比较有代表性的色彩，主观地强化这些色彩的明度，使得生 

活陶艺的形体符合现代人对色彩的审美需求。在充分了解传统 

色彩结构和组织形式的情况下，陶艺创作者可以进行传统吉祥 

图案的色彩解构和重构，将传统色彩进行分析、解体、提取，形 

成既古典神秘又富有质朴 内涵的陶瓷艺术品。 

(兰 )融合装饰与造型 

根据造型的特点来考虑装饰的适应性，如果运用不恰当会 

导致装饰与造型脱节，要考虑在造型的什么部位进行装饰，陶 

艺的造型与装饰的主次关系要十分明确。现代生活陶艺作品与 

传统吉祥图案之间是由造型与装饰组合而成的，绝不是生硬地 

接触，造型是首要的，装饰是从属的，它们应该是一种创造性 

的融合。 

在现代生活陶艺的创作过程中，陶艺创作者运用造型和装 

饰，应该十分重视传统吉祥图案排列与造型的呼应，考虑在其 

上的布局、整体感和空间意识；要蕴含多种艺术风格潜在的表 

现力，适当加以吉祥图案的装饰形式。造型与装饰的风格应该 

协调一致，使装饰图案本身发挥出优点和特性，让人感到不是 

勉强地并置或叠加，而是整体和谐统一、主次分明、浑然天成， 

从而使其具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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