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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古典工艺美术对设计的影响

———从东汉“ 击鼓说书俑” 到“ 蜀泥人” 标志设计

李倩倩

% % ［摘要］ 古典工艺美术是现代艺术设计的渊源所在。古典工艺美术对设计的影响在两

方面：一方面是“形”和“义” 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创意的切入点的提供。要谈古典工

艺美术对设计的影响，只能结合具体的设计案例来说明。这里，通过平时在设计实践中的

案例分析，谈中国古典工艺美术对作者设计的影响。从设计案例介绍———创意取材原型分

析———过程中所得出的结论，这三条线来阐述笔者在把古典工艺美术知识和平时设计相结

合时得出的经验和感受。即：借鉴“ 形”，了解“ 意”，挖掘“ 神”。整个过程不仅是一

种丰富我们的设计元素的手段，也是丰富我们创意元素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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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 代 的 发 现，发 明 都 有 赖 于 以 前 的 发 现 和 发

明。———［美］历史学家卡尔东·&·-·海斯〔$〕

启
古典工艺美术是现代艺术设计的渊源所在。

我认为古典工艺美术对设计的影响应该是两方面

的。一方面是“ 形” 和“ 义” 的影响。就是说，我们

在设计中可以从古典工艺美术品中吸取创作的营养，

挖掘元素来丰富设计，同时也赋予设计历史，文化的

内涵。

另一方面的影响是创意的切入点的提供。这一方

面的影响要比从上一个方面来得悄然和含蓄一些。有

的背景知识，也许当时设计时用不到，可当这些古典

工艺美术的背景知识深入脑海，它就会在潜移默化中

起到重要作用，对于工艺美术知识的掌握不但可以使

设计的文化性更重，同时也对设计师的知识层面的累

积起到 重 要 作 用，其 影 响 深 入 到 今 后 的 更 多 的 设 计

当中。

对于我们这样尚在艺术院校里接受纯化教育的学

生来说，中外古典工艺美术对我们设计的影响虽然更

多的体现在从形和意上的借鉴，而在完成这些作品设

计的同时，也拓宽了我们对古典工艺工艺美术的兴趣

和了解，以便在以后的设计当中，积累历史背景知识，

找到更多的创意切入点。

承
要谈古典工艺美术对设计的影响，只能结合具体

的设计案例来说明。下面用我自己在本科二年级时设

计的一个标志为例，来谈一下古典工艺美术对我的设

计的影响。

关于“蜀泥人———张先齐东方艺术工作室”

“蜀泥人”工作室标志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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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泥人”工作室部分物品设计

企业的情况介绍

企业中文名称：蜀泥人———张先齐东方艺术工作室

企业 英 文 名 称：!"#$%&’#$(’’) *+’,$- #+-
)-./’* 01#2 /*11

企业简介

历史背景：该工作室成立于 3445 年，位于成都市大

慈寺 36 号。

业务范围：设计制作各种形式的民间精品泥塑，壁

画，陶艺，汉白玉制品。

关于“击鼓说书俑”

俑，是古代用来陪葬的塑像，主要是陶瓷、泥土或木

质作成人的形像。奴隶制时代，流行以活人殉葬，后来，

社会进步了，便改用人的代替物，于是，出现了俑。

以俑殉葬是用人殉葬的进化。孔子认为，孝道是为

人的根本。对死去的亲人作出精神的和物质的奉献，不

是为了让死者像活人一样去受用，而是作为一种礼仪。

击鼓说 书 俑 出 土 于 四 川 省 成 都 市 天 回 山，高 77
厘米。

体态矮胖，踞坐一墩上，整个身躯和头部微向左侧，

收颈耸肩，头扎巾帻插笄，额有花饰。上身赤裸，右手据

鼓捶高举，左臂环抱一扁圆鼓，双臂戴有饰物。下着长

裤，赤足，右腿平抬而脚心向外，左腿曲于圆榻上。颅圆

颧高，额前有数道皱纹，眯缝双眼，嘴半张作嬉笑状。

其表演动作诙谐奔放，活泼欢快，充满激情，其神色

及手舞足蹈的动态已达到陶醉于角色的境地，具有强烈

的感染力。整体塑造略有夸张，却无繁琐雕琢，重在传

神，质朴自然。在制作上已采用了“范”模翻制。

汉代人物俑富于材质美。形象生动活泼，改变了秦

俑那种模型化和动态比较僵硬的缺点。陶俑有男有女，

有坐有立，有唱有舞，有庖厨俑、背孩子俑，穿短衣或打

赤膊的，还有大腹便便的击鼓说书俑。不同地区的俑，

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和情趣。关中一带的女俑，态度变化

小，显得文静、典雅，俑的制作也很精细。有些陶俑在表

现主仆关系上很微妙，那些仆从显得俯首贴耳。

四川地区的俑，动态大，造型生动，形象朦胧，形式

多样，幽默感强，尤其是乐舞百戏俑，形体较小，姿态传

神，舞姿优美，是古代雕塑艺术中的精品。汉代中晚期

的车马俑也很有特点，造型拙朴，气宇轩昂，如甘肃武威

的木制车马俑，简括而有情趣。车马俑进入墓葬，可能

表现了墓主人对过去征战生活的怀恋以及对生前豪华

生活的炫耀。

当时四川省博物馆命名为“击鼓俑”，对探讨汉代说

书提供了证据。对这种陶俑曾有不同的看法，赵景深先

生等人称之谓“说书俑”，也有人称为“ 说唱俑”或“ 成相

俑”。

击鼓说书俑是汉代无名艺术家的杰作。现藏于中

国在历史博物馆。

关于“蜀泥人”标志

蜀泥人标志的设计结合了古典工艺美术的元素，用

手绘的方式再现出土于四川成都天回山东汉墓的说书

俑，在图形的处理上和文字的字体，排列上柔和现代元

素，使它同时具有一种现代感。

说书俑是中国古代民间艺术的经典之作，也是四川

蜀文化的代表之作。我认为它所具有的历史渊源和地

域化特征是该企业形象的最好表达。

抛开这个标志本身成熟与否，我仅仅想说明的是，

它是对古典工艺美术中的“形”与“意”的一种沿用。

转
从东汉“ 击鼓说书俑”和“ 蜀泥人”标志设计所得

到的

对于古典工艺美术中关于的“形”与“意”的沿用，相

对比较好理解和掌握，但这种沿用只能说是对古典工艺

美术的一种浅层次的理解和认识〔3〕。

中国的古代造型艺术相对与西方，是以精神美和意

想美见长。孔子的礼乐不在“ 钟鼓玉帛”，老子的“ 大象

无形”，庄子的“以天合天”，“ 凝神”等，这些著名理论家

的思想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审美心理，而这种审美心

理直接导致了中国雕塑艺术创作过程中象征性表意手

法的运用。象征性并不是中国雕塑所独有，但却只有中

国将这些精神贯穿在她几千年的雕塑作品里〔6〕。

在中国书，画的评述中，都有大量和“形”，“ 神”有关

系，东晋顾恺之绘画思想的核心就是“以形写神”。“ 气”

是中国哲学的根本概念，我的理解就是神韵，生动。美

学上的气韵生动是艺术作品中超越于外在感性形象之

外的艺术感染力和美感生命力，是艺术家的精神力量和

宇宙内在的统一。

在古代雕塑的方面，中国的雕塑虽然都出自于匠人

之手，不像绘画，是由居于社会上层阶级，由较高文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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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文人所创作的，但它所表现出的内在特质却是与绘

画同出一辙的。它强调灵性，意趣，传作手法不拘泥于

事物原来的面目，有适当的夸张变形，但又不完全脱离

现实，是一种情与理的结合，重写意与传神，突出内在精

神。“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这样的审美观渗透到

雕塑领域，不少雕塑作品都反映出这样的艺术特色，“ 击

鼓说书俑”就是其中较有代表的的一件，陶俑的动作夸

张，塑造手法朴质，概括，俑的每个部位都以夸张的手法

来表现，让人似乎现在都能触及那种手舞足蹈的兴奋和

激动。

其实在这个方面同样具有代表意义的，还有汉代的

茂陵石刻，霍去病墓葬的群雕。它们形体朴拙粗犷，雄

健豪迈，尤其是《马踏匈奴》中，战马昂首挺胸，将匈奴兵

踏于蹄下，气宇轩昂的形象栩栩如生。

除了从形和意上的借鉴，把握“ 神韵”，将其融合到

现代的设计之中，是传统工艺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结合

的一个难点。对于古典工艺美术中关于的“ 形”与“ 意”

的沿用，相对比较好理解和掌握，已经成了我们学习艺

术的学生比较常使用的造型构思切入点，但是这种沿用

只能说是对古典工艺美术的一种浅层次的理解和认识。

一种新的民族形式的创造，是需要我们在研究古典工艺

美术时能够摆脱其物化表面而深入到它们精神领域的

内部。因为只有在深入领悟了古典工艺美术的精华之

后，再在现代西方设计思潮的基础上，兼收并蓄，融会贯

通，找到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才能打造出属于我们本

民族的同时又是国际的现代设计。

中国传统工艺图形———“吉祥结”，在民间它常结合

“方胜”图案来使用，并以此表达人们四环贯彻、一切通

明的美好意愿，中国联通公司的标志就是采用了源于佛

教八宝的“八吉祥”之一“ 吉祥结”的造型，取其“ 源远流

长，生生不息，相辅相成”的本意来延展联通公司的通信

事业无以穷尽，日久天长的寓意。该标志造型中的四个

方形有四通八达、事事如意之意；六个圆形有路路相同、

处处顺畅之意；而标志中的 !" 个空处则有圆圆满满和十

全十美之意。无论从对称讲，还是从偶数说，整个标志

都洋溢着古老东方已流传的吉祥之气。

同样取材于“ 吉祥结”的成功范例：北京 #""$ 申奥

标志。该标志整体结构是取自“吉祥结”，它的最可贵之

处的是，它没有对这一传统造型直接借用，而是运用了

中国书法中所特有的“笔不到而意到”的写意手法，恰到

好处的传递出“中国结”和“运动员”两个生动的意象，并

籍以表达标志主题和传达人民的祝愿。

合
“形”

将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的古典工艺美术中的“ 形

体”和“纹样“运用到现代设计之中，从古典工艺美术中

提取”形“的元素，然后再结合构成课程中所学到的一些

构成的手段，如：打散、切割、错位、变异等方法，将这些提

取的“形”元素再进行新的设计重组，最后立足在传统图

形原形上，而又对原形不断分解、转变和重构的衍生形

糅合到标志的设计之中。这样设计出来作品，不仅能具

有传统艺术的灵魂，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还能

充分地表达设计所蕴涵的理念与个性。

“意”

在借鉴“形”的同时，找处藏在古典工艺美术背后的

“意”。不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对美好的事物都一样的

心存向往，司徒虹说：“中国人文化意识和形态哲学观念

的体现，它具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包含科学合理部分，是

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总结；二是它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它

体现了中国人对吉祥幸福的向往。”，所以传统图形背后

的历史文化意味同样也可以融入到现代艺术设计的血

液之中。

“神”

将古典工艺美术拿来为自己的设计所用，应该不仅

仅是简单的拼凑和照搬，在使用经典的传统形象和图案

时如果不求甚解、依样画葫芦，只限于搬用一点民间或

原始符号，就开始进行肤浅的形式美和现代美的组装，

那么设计的作品难免落入俗套。所以，应该把握好传统

图形的精神实质与内涵，并让这样一种文化气韵在他们

的设计中自然的流露出来。

我们可以将整个过程作为一种手段，来丰富我们的

设计元素，增加我们的设计经验，而且，它将成为我们学

习古典工艺美术史等背景知识的动力，使我们不断从古

典艺术文化中吸取营养，潜移默化的为今后设计的构思

打开思路，从中挖掘更多更好的创意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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