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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篇——装饰美学基础

图案设计的教学可以不受应用对象的特性、实用功能、物质材料和生产工

艺条件的制约，以学习掌握图案设计的共同规律和方法为内容，以培养视觉审

美能力为目的。 

本篇以基础图案为核心内容，涉及到基础图案设计的造型、色彩、组织构

成以及表现技法等内容。同时，还将国内外优秀的图案设计作品和部分学生习

作穿插其中，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为学习者提供了一个深入浅出、循序渐进的知

识体系。

第一章　基本概念

一、图案的基础知识
训练目的 — 通过图案基础知识的学习，了解图案的产生、概念、特征等基础理论知识，

           为图案设计的专业学习奠定理论基础

参考书目 — 《外国工艺美术史》，张夫也，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装饰艺术》，郑军，高等教育出版社

           《装饰之道》，李砚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1-1  法国拉斯科洞窟壁画

基本概念

图案的基础知识

1．图案的发生
距今28000年前，人类在洞穴上“绘画”的冲动有幸得

以保存下来。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道尔多涅地区拉斯科一

带的作品和稍晚一些的位于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

壁画的题材主要是动物，包括野马、野牛、驯鹿、山羊等。

画中的动物有的长达5米，绘画技巧熟练，形态生动概括。

他们使用的颜料来自氧化矿物、天然泥土和汁液，颜料里掺

进了木炭或动物油脂，用一种类似蜡笔的东西涂抹，或是用

管子喷涂在洞壁上。这些图画无论是什么主题，通常都表现

得强烈有力，充分显示了原始绘画的巨大气魄。

对于原始人类来说，生存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他们相

信，绘画出动物的图案，有助于他们狩猎成功，获得生存

所必需的食物。由于长期与各种动物打交道，对动物的习

性和形态特征已十分熟悉，在强烈的生存欲望驱使下，感

官的记忆被外化为具有视觉审美意象的图形符号。这种本

真质朴的图画在２0000年后重见天日，震慑了已无衣食之

忧的现代人。

试想一下，在没有评论，没有商业交易，没有冷嘲热讽

和表现欲煎熬的宁静山谷里，远古人类虔诚地画了一头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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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忍饥挨饿而渴望得到的野牛，以及凝聚在笔尖的梦想，在几

万年后被定义为无法超越的艺术。这种震慑的力量源于一个原

始人借助图画，随心表达的真实愿望。当然，这里面还伴随着

与生俱来的审美流露。

面对壮美的风景，心中的豪情会油然而生。把玩精美的器

物总不免被其形态、质地和工巧所折服。心生感动就舞之蹈

之、涂之抹之。远古的先民们就是这样随心而动地创造了让后

人叹为观止的视觉审美的世界。

随着人类社会的逐步形成和完善，早期这种图案与绘画混

为一谈的状况开始逐渐出现了分离，图案被更多地界定在对有

形世界的理性提升上，符号化成为其最主要的特质。从应用层

面来看，图案被更多地与人们的装饰需求联系起来，形成了庞

　　今天的人们，只有从考古发现中才可以了

解我们的祖先——原始人的生活情况。而原始

时代美术作品的发现，更可以让我们形象地接

触到原始人的心灵。在欧洲各地一些幽暗的洞

穴里，人们发现了洞壁上所描绘的各种动物形

象以及人类的狩猎生活和战争场面。这些壁画

巧妙地顺应着凹凸不平的洞壁，形象地展示了

人类早期的斗争勇气以及他们的智慧与才能。

图1-2  法国拉斯科洞窟壁画

图1-6  狮子和犀牛 / 法国拉斯科洞窟壁画

图1-3    游鱼 /  法国科斯凯洞窟岩画

图1-5  手印 / 法国科斯凯洞窟内景图1-4  马 / 法国科斯凯洞窟岩画 / 距今约
18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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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的拉斯科洞和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

洞，是最为著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窟壁画遗

址。在这些洞穴里，原始时代的人们用木炭、

红土以及动物脂肪油与黏土调制成的颜料，精

心描绘了许多野牛、鹿、山羊等动物。其中最

大的牡牛长达5米。狩猎是原始人主要的生产

劳动，他们把野兽当做认识自然的主要对象。

阿尔塔米拉洞内描绘了一头受伤的野牛，它圆

睁怒目，伸出双角，力图做最后的反击。奔放

的线条和鲜明的色彩，刻画出野牛顽强的生命

力。人们甚至会感觉到它的肌肉在颤动，与这

只受伤的野牛并列着的还有三十多个动物形

象，都是先勾线条后涂颜料。很难想象这些生

动的形象竟是由那些手握石斧、捕食野兽的原

始人类创作的。

图1-11  新石器时代的猎人 / 西班牙史前洞穴
壁画

图1-10  受伤的野牛/法国拉斯科洞窟壁画

图1-8  野牛/西班牙阿尔塔米拉岩洞壁画图1-7  野牛/法国拉斯科洞窟壁画   图1-9  法国拉斯科洞窟壁画

大的物化审美世界。由此可以看出，图案作为精神的凝聚，装

饰审美的基础被广泛地应用到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２．图案的概念
广义是指实用美术、装饰设计、建筑设计和产品设计等领

域关于形式、色彩、结构的预先设计，并在工艺、材料、用

途、经济、生产等条件制约下，制成图样、装饰纹样等方案的

通称。狭义则指器物上的装饰纹样和色彩。

在数字艺术领域，一般把矢量图形称之为图案。

３．图案的特征

（1）图案的实用性特征

图案与人的衣、食、住、行关系密切，是直接体现着人的

生活品质和精神追求的艺术设计形式。它既满足着人们的实用

基本概念

图案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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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芬卡小陶像 / 新石器时代 图1-13  石雕洛塞尔维纳斯 / 旧石器时代

图1-14  鹿 / 旧石器时代

物质需求，又满足着人们的审美艺术追求和对生命的精神向

往。同时，它在使用功能、工艺材料、生产技术、经济基础的

制约下充分展现着人的创造智慧。这是图案区别于其他造型艺

术的重要特征。

（2）图案的审美性特征

图案的美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艺术美，二是实用美。所

谓艺术美是在形式美感规律的驱动下，通过色彩、体态、组织

构成等手法达到赏心悦目，表达情感和以情动人的目的。而实

用美是指建立在应用需求基础之上的效用之美，不一定具备视

觉审美的条件。因此，图案之美是建

立在应用过程中的审美认知过程。

（3）图案的象征性特征

图案的象征性特征可以追溯到远古

的史前时期，人类一方面积极面对自

然，向自然索取生存的权利，一方面

又对无垠浩瀚的自然充满恐惧、祈求

恩赐，从而形成了矛盾的文化心理。

于是，人们希望借助某种图案来与不

可知的神秘力量沟通，从而获得现实

的和精神上的安全感。这种传统在历

史的遗留中形成了庞大的图案象征体

系和应用民俗。这是图案区别于其他

艺术形式的又一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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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人还留下许多雕刻作品，如在法国罗

尔特洞内发现的刻在兽骨上的鹿群，十分有趣

地刻画了鹿群过河时的情景。在欧洲各地还发

现了一些小型人像雕刻，它们大多是女性雕

像，造型上往往是夸张、变形的。突出表现了

人的生理特征。

图1-16  驯鹿角制装饰棒 / 旧石器时代

图1-15  维林多夫母神 / 奥地利维林多夫

基本概念

图案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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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设计方法

一、临摹 —— 研习传统
训练目的 — 临摹是中国传统造型与审美训练行之有效的方法，可以直接将前人

          的优秀成果转化为学习者的技能。同时，也是学习者积累图案设计

          资源的有效途径

参考书目 — 《基础图案装饰教程》，徐汉，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装饰图案设计进阶指导》，杨建军，岭南美术出版社

           《图案设计教学》，陈楠，江西美术出版社

设计方法

临摹——研习传统

1．图案临摹的意义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各国各民族都保留下来许多丰

富多彩的图案视觉资源，由于地域、种族、生活方式、风俗习

惯、审美趣味的差异，它们各成体系，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具有不同的含义，形式也十分多样。千百年来，各国各民族的

图案艺术始终是在自身传统的基础上世代相传，生生不息。因

此，继承和借鉴优秀的图案传统，是学习图案设计的第一步。

在临摹过程中我们可以充分了解图案艺术的规律，掌握图

案设计的方法和技巧。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民族图

案风格的形成、变化、发展所呈现出来的造型、色彩、组织

构成、材料工艺的差异和特征的分析临摹，可在潜移默化中

提升自身的审美意识和专业素养，为将来的图案与装饰设计

实践服务。

2．图案临摹的方法
临摹的形式主要是在现场，面对临摹对象进行实地对临。

这样的形式可以多角度地对对象进行观察，对材料和工艺形成

直观地感知，并能够感受到现场的特殊气氛。当然，在不具备

这样的条件时，也可以选择实物照片、各种形式的图片资料和

好的临摹作品进行临摹。

一般来讲，临摹分为三种方法：原样临摹、整理临摹、复

原临摹。

原样临摹就是对对象现有状态的真实记录，包括残损状况

也要如实记录下来。复原临摹是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尽可能再

现对象的本来面貌，使其完好如初。这两种方法比较注重对象

的资料性和形象数据性的真实反映，因此比较适合以为研究提

供依据为目的的临摹。而作为以学习图案设计为目的的临摹，

更看重对对象规律性的把握。所以，整理临摹这种既注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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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传统图案临摹图例

图2-1  传统图案临摹图例

图2-2  传统图案临摹图例

性又注重艺术规律、时代风格和工艺技巧把握的方法就比较适

合学习型临摹的需要。

整理临摹除了要把临摹对象的完好部分真实描绘下来以

外，还要将残损，变色部分给予整理性的再现，使之完整。这

就要求临摹者对所临图案的造型、构成、色彩、工艺材料进行

认真分析，同时还要对其所属的国家民族，所处的历史时期有

相当的认识和了解，才能将图案完好地临摹出来，达到生动完

整的效果。

作业·要求
作业名称 — 整理临摹。

作业形式 — 由教师提供临摹范本和作品的背景资料，在此基

            础上学习者通过整理临摹的方法完成临摹练习。

            如果课时允许，也可以直接安排到现场进行临摹

            学习。

相关规范 — 要将残损、变色部分给予整理性的再现，使之完

            整。尺寸可以参考临摹范本尺寸，也可对较小的

            范本进行放大临摹或是将过大的作品缩小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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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写生 —— 取法自然
训练目的 — 通过写生训练提高学习者的观察能力、造型能力、

           技法表现、画面组织能力以及采集图案创作素材的

           能力

参考书目 — 《基础图案装饰教程》，徐汉，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装饰图案设计进阶指导》，杨建军，岭南美术出版社

           《图案设计教学》，陈楠，江西美术出版社

１．图案写生的目的和要求
图案写生是对表现对象进行分析研究的有效方法，是为图

案设计积累素材的重要手段，也是观察生活、记录生活，形成

形象记忆的主要途径。它要求写生者懂得观察，具备准确的造

型能力、生动的表现技法和画面组织能力。因此，图案写生与

一般意义上的绘画写生相比较，有着自身的特殊性。

首先在观察方面，图案写生要细致通达，不可流于形式。

图案写生是要为图案设计服务的，而图案最终是要被应用于装

饰实践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写生阶段就要重视对客观对象形态

特征、结构规律、色彩关系的提炼。要将观察与思考相结合，

将观察结果上升到理性认知的高度。其次，描绘要做到结构准

确，特征鲜明，有所取舍。同时，还要避免因追求准确客观而

忽略了生动形象的标本式描摹；为了表现生动形象而丢失了物

象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使写生素材变成中看不中用的废纸的现

象出现。因此，图案写生既要体现出神态生动、形象完整的整

体把握，又要有如实描摹和细致刻画的局部特写，甚至可以附

加必要的文字说明，为图案的变化设计提供最大的可能和最充

分的依据。

２．图案写生的题材和要求
图案写生的题材一般分为植物写生、动物写生、人物写

生、风景写生。

（１）植物写生

植物是图案设计中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类题材。写生时要注

意以下方面的要求。

首先应仔细观察、了解、熟悉花卉的基本生长特点，如花

头、叶瓣、根茎的生长特征，每种花卉都有不同的特点，所以

要注意区分。然后用铅笔或钢笔、毛笔等工具，选择最佳角

度把花形勾画下来。描画时最好能把整枝花形（即有花头、叶 图2-4  花卉线描写生

设计方法

写生——取法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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瓣、根茎的折枝花）画下来后，再画些不同角度的单个花头、

单片叶瓣的特写，以求更加了解其生长特征。如有可能，可着

些淡彩，以求写生稿更为生动，加深记忆。写生稿的画面一定

要生动、准确、干净整洁，切不可过于随意、马虎。

（２）动物写生

动物写生相对于花卉写生来说，难度稍大些，因为花卉是

静止的，而动物则动作活泼，特别是野生动物，所以初学者需

具备一定的速写功夫、素描基础及观察能力。

动物的种类很多，我们大体可将它们分为兽类、鸟类、鱼

类、昆虫类等。写生稿上最好能够将它们的名称记下。

面对动物观察写生有利于我们直观地、深入地理解和掌握

动物各方面的特点，感受动物生命的活力，变化出富有个性美

感的动物图案。 动物图案的写生应注意以下几点。 

Ａ．动静结合：动物不会像植物那样静止不动地让我们来

描画，因此写生时要注意观察，抓住时机。当动物休息静止不

动时，着重勾画它的形体特征、局部结构关系和皮毛纹理，尽

量画得详细、具体，不必追求画面的完整性。当动物运动时，

着重表现它们的动态特点，要整体观察，画得概括、简洁、夸

张。只有这样，将宏观与微观的素材结合起来，才能使动物形

象更加生动、丰满。 

Ｂ．观察比较：有些动物外形上很相似，如：鸡、鸭、

鹅，狮、虎等。如不注意区别，很容易把它们画成同一种动

物。要区分这类动物则需要进行比较，在相同之中比较其不

同点。如：鸡、鸭、鹅的不同点主要在头颈部；狮、虎、豹除

皮毛外，体型上略有区别，狮子健壮、老虎丰满、豹子苗条，

这些都是通过观察比较得来的印象。将这些细微的区别记录下

来，对图案变化会有很大帮助。 

Ｃ．记忆默写：动物的许多优美动态是转瞬即逝的，很难

一下子把它画下来，这就需要靠记忆与默写。记忆默写的前提

仍是要多看，反复观察、反复感受，除了到动物园观看以外，

还可以通过电视台的动物节目等渠道去观察、了解动物，记录

下它们的生动姿态，并把它们默写表现出来。 

（３）人物写生

人物图案设计是所有图案题材中难度比较高的一种。当

然，有了花卉、动物图案设计的基础，那么人物图案设计也就

好掌握多了，毕竟它们之间有较多的共通之处。

初学者开始人物写生时，可先从一些较为简单的头像速写

图2-5  动物素描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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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手，然后再画些全身动作速写。在内容的选择上，有男女老

少、中国人与外国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区分。所以应该找一

些较为有特点的人种及动作进行写生。如少数民族人物，他们

的形象及服饰较好掌握，外国人中的黑人形象也较好很夸张。

所以在人物的写生时，应尽量有所选择，为图案设计找到最有

特点的人物素材。另外，在动作上也应注意选择，人的体形及

动作是变化很多的，特别是女性，是人物图案设计中应用最多

的题材，如舞蹈动作、时装表演、人体造型等。 

（４）风景写生

风景也是基础图案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涉及的内容极

为广泛。近有祖国名山大川、江河湖海、亭台楼阁、都市风

光。远有世界各国的风情景物，这一切都可以成为风景图案设

计取材的范围。但是，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我们不可能到所

有的地方去写生，这样就只能采用变通的方法。距离近，条件

允许就进行写生，距离远，可以通过收集绘画及图片资料来获

取素材。当然，收集整理的素材资料应该是一些较有特点的自

然风光和人文景观，这样有利于在初学设计时掌握图案设计的

图2-6  人物素描写生

图2-7  人物速写

设计方法

写生——取法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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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篇——装饰美学基础

欣赏与分析

中国传统图案

美的形式

美的造型

美的格式

美的构图

西方传统图案

古埃及的图案装饰

古希腊的图案装饰

文艺复兴时期的图案装饰

近现代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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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传统图案

1．美的形式
早在5000年前，中国人就已经掌握并能够熟练地运用美的法

则，来积极主动地创造美的形式为生产、生活服务，进而满足精神

生活的需求。

从目前考古发掘的成果来看，在彩陶文化时期，我们的祖先就

已经非常善于运用对立统一的原理，将对称与均衡、节奏与韵律、

对比与调和、虚与实等形式

法则灵活地运用于装饰艺术

实践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

陶器装饰艺术。

这一时期的装饰图案，

出现了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

纹样，并且在点、线、面的

处理上十分简朴流畅，显现

出很好的装饰效果。这其中

“点”的运用尤为突出，在

一点、二点、三点之间，用

弧形几何纹样连接起来，成

为优美的花形装饰，充分证

明了在石器时代，先民创造

的装饰艺术品就已经十分地

成熟，展示了中国人的聪明

才智，开启了中国装饰风格

的先河。

第三章　欣赏与分析

训练目的 — 通过对优秀作品的欣赏和分析，提高学习者的视觉审美能力，将前人的优

           秀成果直接转化为专业素养，对专业能力的整体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书目 — 《中国传统装饰与现代设计》，高阳，福建美术出版社

           《外国工艺美术史》，张夫也，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装饰艺术》，郑军，高等教育出版社

           《装饰之道》，李砚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3-1  庙底沟彩陶图案

欣赏与分析

中国传统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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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各种彩陶钵、罐、壶、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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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半坡彩陶鱼纹 图3-4  鱼形

图3-9  虎 图3-10  白虎、羽人砖纹/汉

图3-12  空心砖虎纹 /汉图3-11  凤形

图3-15  凤纹爵拓影/西周前期

图3-14  凤纹拓影

图3-13  夔凤纹拓影 /西周 图3-16  凤纹拓影

图3-5  商周鱼形玉佩 图3-6  商周鱼形玉佩

图3-7  商周鱼形玉佩   图3-8  商周鱼形玉佩

欣赏与分析

中国传统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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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7  青花树下奏乐妇人图盘

图3-18  青花松树鹿唐草纹

图3-19  陶瓷三彩花卉碗/ 宋

图3-24  受传统书法影响的装饰图案图3-20  陶瓷铁锈花牡丹纹/ 宋

图3-23  陶瓷铁锈花牡丹纹/宋图3-22  陶瓷铁锈花花卉瓶纹 /宋

图3-21  古彩人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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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的造型
中国的汉字以象形的方式构建了完整的文字符号体系，

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的祖先在观察和概括物质形态的能力方

面，有着先天的优势。象形文字体系中，山字像山，水字像

水；象字有个长鼻子，马字有张细长脸；羊字、牛字两角弯

弯，都以头来表示。这种象形取意的创造思路，为图案的造

型带来了行之有效的方法。在以后的商周铜器、战国漆器、

秦汉画像石刻中都一直承袭了这个传统，创造出无穷无尽的

美的造型。

3．美的格式
有一些美的形式由于得到大多数人的喜爱，被长期使用

流传下来，形成了一种较为固定的格式被应用到生产、生活

图3-25  敦煌莫高窟藻井图案/隋 图3-26  甘肃彩陶纹样 图3-27  兰州白道沟坪彩陶纹样 图3-28  兰州白道沟坪彩陶纹样

图3-29  马家窑彩陶盆 图3-30  双鲤纹铜镜 / 唐 图3-31  四兽纹瓦当/秦 图3-32  铜镜 /汉

图3-33  五蒂纹镜拓影/北魏 图3-34  雁儿湾彩陶纹 图3-35  越窑刻花碗纹样/唐 图3-36  云鹤纹瓦当 /秦

欣赏与分析

中国传统图案



写在后面

一直以来，在院校教育中，图案与装饰都是被划分成两个不

同的课程来进行授课。图案的教学基本上是停留在基础图案阶

段，对图案的应用问题很少涉及，而装饰设计课程基本上是图案

基础+室内设计基础，这样就造成了图案的教学无法与应用对接，

装饰设计的教学面太窄，深入不够，也没法解决应用的问题。

这次在林家阳教授组织下编写的这套“高职高专艺术设计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规划教材”中，我们经多方论证，最终确定

了将图案与装饰合为一体的编写思路。图案的教学以视觉美学研

究为基础，注重学生素质的培养，装饰部分以视觉美学的运用为

目的，注重学生应用能力的提升。这样一来，就很好地清除了装

饰和图案教学中存在的盲区，也是我多年教学实践中想要实现的

目标。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既注重继承传统教学的精华，也针

对学科发展的需要对内容作了相应的补充。在图案部分补充了数

码时代的工具和制作方法，并通过赏析有归纳、有体系地将图案

的审美历程展现出来，以拓展学生的专业视野。在装饰部分既有

对形式美规律的探讨，也有具体方法的分析，同时将装饰在视觉

设计、工业设计和建筑与环境中的应用分类阐述，从应用层面上

将装饰设计的丰富性呈现出来，将前人和当今装饰设计的优秀成

果直接转化为学生的专业能力。在图例的选用上，我始终遵循雅

俗共赏，既要有生活化的实例，又要有被历史验证了的经典的原

则，涉及到过去不被重视的一些装饰表现领域，如涂鸦、花样文

身、艺术社区，民族民间装饰案例等。由于篇幅限制，只能是给

出一个思路和方向，没能够充分展开，希望通过这些努力将我的

教学实践体会，教学研究成果拿出来与大家共享，并能够引起共

鸣，摩擦出新的思想火花，我就很是欣慰了。

最后，想感谢云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和商学院的领导对我工

作的支持，感谢林家阳教授的热心帮助，感谢河北美术出版社田

忠主任和他的同事们，感谢我的助手李润水在制作上的协助。因

为有你们，才有这本书的顺利出版。

丁　韬

2007年1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