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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陶瓷文化经历了几千年，呈现出丰富性与多元化的

特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在陶瓷装饰当中，往往采

用纹饰装饰的方式，增强陶瓷的艺术魅力与审美效果。陶瓷

纹饰装饰的出现时间较早，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

为中国艺术创造奠定了基础。在现代陶瓷设计当中，往往为

了追求新颖而走向了另一极端，导致陶瓷文化的本质丢失，

不利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传播。因此，应该明确传统纹饰在

陶瓷设计当中的重要性，通过民族化的设计方式提升中国陶

瓷设计的国际地位，增强设计的生命力。“民族的就是世界

的”，只有在陶瓷设计当中坚持民族特色，才能实现与现代

文化元素的有效融合，提升陶瓷在市场当中的竞争力。因此，

应该从传统纹饰的基本特点出发，制定针对性设计方案。

2 传统纹饰的装饰特点

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形成了丰富的传统纹饰资源，

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多元化特征，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

除了包含大量的传统文化内容外，传统纹饰当中也体现了人

文主义精神，是中国民俗文化的外在反映。丰富的文化内涵，

使得传统纹饰更加具备艺术审美与生命意义，在陶瓷中的应

用也更加广泛。首先，传统纹饰可以运用具象的题材呈现出

抽象化的概念。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的用具、人物、器皿

和动植物等，都是传统纹饰的题材来源，因此应用于陶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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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当中可以增强人们的文化认同感。同时，这些纹饰图案又

具有抽象化的文化特征，增强了陶瓷的艺术美感。其次，在

传统纹饰的构图当中，往往采用均衡和对称的手法。以中心

点和中心线为基础，在四周均匀布置相同纹样，这是传统纹

饰的基本特征，因此使构图更具均衡性与对称性。对称性主

要是针对纹样的空间位置而言，体现了组织单元的布局特征，

而均衡性则主要是针对纹样的力量分布而言，体现了整体的

平衡美感 [1]。因此，传统纹饰在陶瓷设计当中的应用，可以

增强其组织性特征，真正凸显其装饰属性。图 1 的凤纹就是

一种常见的传统纹饰。最后，传统纹饰还能在繁复中体现丰

富的变化性以及秩序性。繁复不代表拖沓与重复，其中的韵

律和节奏是保持变化性的关键，在调和与对比当中，有效协

调虚实、大小、聚散和主次等，实现了局部与整体的有机配合，

传统纹饰的内涵与层次也得以彰显，图 2 的蔓草纹就体现了

上述特点。

图 1 凤纹

图 2 蔓草纹

3 传统纹饰是观念的外化

传统纹饰的类型十分丰富，包括铜器当中的饕餮纹、崖

壁岩画、甲骨文和彩陶纹样等，除了具有多元化的寓美外形

之外，其背后的象征性意义也十分丰富，因此应用于陶瓷设

计当中可以体现内在观念与符号意义。在观念传达中，由于

传统纹饰的形式构成存在差异，因此外化方式也有所不同。

尤其是在吉祥纹饰当中，观念外化的体现更加明显 [2]。在现

实的生产、生活当中，人们往往追求好运和赐福，通过绘画

的形式体现嘉庆之征以及福善之事，因此出现了较多的瑞应

图和吉祥图。在周代的青铜器当中，也存有较多的鱼纹，象

征人们对吉祥和美好生活的愿望与追求，吉祥纹饰体现在陶

瓷、石刻、铜镜和织锦等器物当中。传统纹饰丰富的形式现

象，彰显了艺术审美的基本规律，其中精气神韵是最主要的

精神特征之一。在陶瓷设计当中应用传统纹饰时，对于神似

的追求较高，这也体现了其在气势、神采上的美感 [3]。同时，

理想浪漫观念在传统纹饰中的外化，则使得陶瓷艺术的自由

空间得到拓展与延伸，自然的常规束缚被冲破，集中体现了

传统纹饰的美好寓意。同时，在陶瓷设计当中应用传统纹饰时，

还注重其虚无空灵的特点，尤其是在虚实相应等中给人以足

够的艺术审美与想象空间。委婉含蓄也是传统纹饰的基本特

点，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特点相契合，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

是一个含蓄和委婉的民族，这体现在传统纹饰的暗喻、谐音

和象征当中，给人以不言自喻和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体验，

增强了陶瓷设计的艺术性。

4 陶瓷设计中传统纹饰的应用
4.1 借鉴设计样式

将传统纹饰的设计样式融入到陶瓷设计当中，能增强样

式的丰富性与多元性，给人们带来不一样的审美体验。连续

形式、单独形式和组合形式等是陶瓷设计的主要形式，增强

设计的意蕴美与节奏感，促进了陶瓷业的快速发展。骨式的

应用，则能丰富纹饰造型，使得陶瓷设计的丰富性得以体现。

为了体现陶瓷流畅与欢快的特点，需要在应用传统纹饰时运

用“动”的元素 [4]。运用圆点和弧线对花纹进行设计，通过

点位置的延伸获得多种多样的纹样。在图纹的组合当中体现

陶瓷设计的变幻特点，呈现传统纹饰的艺术魅力。

4.2 借鉴意念创造

单纯性与强烈对比性是陶瓷纹饰的突出特征，其表现力

具有朴素魅力，呈现了陶瓷设计的艺术美。社会生产生活当

中的素材，往往被应用于传统纹饰的创造当中，此外其中还

包括了丰富的图腾象征。人们对精神的追求，则体现在丰富

的动植物纹饰与人物纹饰当中，同时也彰显了社会发展形态

的变化特点与规律 [5]。几何纹饰就是从大自然和社会生活中

提取相应的元素，将意念创造与陶瓷设计紧密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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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植物生长与形态特点、太阳形状和山峰形状、动物形态等。

在陶瓷设计当中体现自然物的艺术形态，使得陶瓷的渲染力

得到明显提升。在借鉴传统纹饰特点的基础上，也应该通过

西方工艺技术的融合，增强其整体设计效果。

4.3 创新设计手法

在现代陶瓷设计当中应用传统纹饰时，应该对设计手法

进行不断创新，符合时代审美取向，保障设计理念与方法的

与时俱进。三维形态在传统纹饰当中的应用较为常见，能增

强纹饰的体积感。类比的方式在设计中应用较多，门窗装饰

纹样当中通过镂空虚实对比，能起到良好的借景和装饰效果，

使得空间通透感得到增强 [6]。因此，也可以将此类设计手法

应用于陶瓷设计当中，将陶瓷材料和原木结合在一起，达到

冰裂纹样的设计效果。

5 结语

传统纹饰具有装饰特点，同时也是观念的外化，将其应

用于陶瓷设计当中，可以体现设计的丰富性与特色性，彰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在实际设计工作当中，还应该通

过借鉴设计样式、借鉴意念创造和创新设计手法等途径，使

陶瓷设计既能体现传统纹饰的内在特征，又能与时代需求结

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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