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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luttonous pattern which is decorated on Shang dynasty bronze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due to their 

solemn and mysterious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embodiment in contemporary 

art by studying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aesthetic value of gluttonous pattern. In addition, the inheritance of 

gluttonous ornamentation as a decorative language in contemporary art designing is investig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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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商代青铜器饕餮纹饰因其庄严、凝重而神秘的艺术特征备受关注。本文通过对饕餮纹饰文化内涵和美

学价值的研究，概括了饕餮纹饰在当代艺术品中的体现，并探讨饕餮纹饰作为一种装饰语言在当代艺

术品设计中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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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左传·成公·成公十三年》中刘子曰：“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由此可见祭祀对于战争的重要性，反映了古

人对鬼神的推崇和信奉。而“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则

将商代人敬鬼事神的文化观念表现的淋漓尽致。商代人

将祭祀和敬鬼事神的观念完美的结合在青铜器及其图案

纹饰上，并作为民族文化的瑰宝流传千年。图案纹饰作为

青铜器的着装和灵魂，向人们阐释商代人的社会生活、宗

教信仰、艺术文化和审美观念。其中，饕餮纹饰是商代青

铜器图案纹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纹饰之一，并作为一种

重要的装饰语言流传至今。 

2.饕餮纹饰流传至今的原因 

饕餮纹始于良渚，盛于殷商，衰于西周。随着时代的

变迁，人们的审美也随之改变，历史悠久的饕餮纹并没有

被当代人的审美观念所遗弃，并以其突出的文化内涵和

美学价值依然在当代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 

2.1.饕餮纹饰的文化内涵 

在我国悠久的发展历史中，青铜器不仅有着精湛的

铸造技术，而且在装饰纹饰上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饕餮

纹从最初抽象而单一的纹饰发展到后期的组合型复杂纹

饰，不同时期饕餮纹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及文化内涵。

饕餮纹早期造型形象还处于松散状态，在青铜器上左右

对称分布，以单线勾勒形象，造型严谨而朴实、清新明快、

简洁大方[1]。鼎盛时期的饕餮纹主要施加在器物上的主

要装饰部位。其造型的主要特点是通过柔韧的阴线刻出

或作阳线凸起，并且通过富于变化的云雷纹填充器物两

侧, 使得整体构图丰满，具有阴阳调和之美。此时商代的

饕餮纹最为精美、生动、活灵活现，既有粗犷的艺术风格,

又有细致的刻画工艺。后期的饕餮纹造型主要特点是纹

样简单模糊，三足作翘尾夔形。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饕

餮纹饰由于其具有雄健、深沉凸出的线条活灵活现地展

现出一种庄重威严的神秘原始宗教文化。饕餮纹饰中整

体纹饰带给人神秘恐怖的氛围，在历史与文化的沉淀中

这种氛围充满了原始的力量。原始的神秘力量与原始的

宗教相结合，使饕餮纹饰艺术更增添了严肃和沉重的氛

围。直到最后，颂扬生命的雕塑作品代替了青铜器上兽面

纹，以生活为中心的宴乐攻战图等纹饰代替了饕餮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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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于是饕餮纹便慢慢淡化了。    

在商代祭祀与信鬼神的文化中，其独有的时代艺术

特征随着纹饰深深地注入了青铜器之中。受到原始社会

中奴隶制的影响，奴隶主们代表着凶残而狠毒的形象，通

过最原始和夸张的装饰手法，显示出浪漫主义的天真和

纯粹[2]。饕餮纹饰表现出单纯而略显稚嫩的特点，在凶

狠与稚嫩这一对比中，可以看出在时代背景下人们对生

活的理解与意识形态。 

2.2.饕餮纹的美学价值 

饕餮纹的美学价值在于它代表着的那个时代的艺术

文化和精神内涵。在古代，动物对人具有神奇的力量。出

于对大自然的无助、恐惧和敬畏，使得人们期盼能有神灵

的庇佑,古人会把自己想象为某种猛兽，刻画兽身人首或

人身兽首的形制、纹饰，并把更为狞厉怪异的纹饰装饰在

青铜器上用来 “辟邪免灾”，增强自身的安全感。受到当

时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和影响，他们加以描绘变形为一种

有狰狞美的纹饰，形成饕餮纹所反映的朴素的自然观。这

是时代的产物，属于时代美学。饕餮纹通过大量采用水平

线与垂直线和水平与垂直的分割手段，表现出结构严谨

的艺术特征，展现出威严的美、诡异的美、狞厉的美使人

震撼，这是形式美学[3]。当我们重新审视饕餮纹的审美

特征时可以看出，特定时代发生发展的产物极大地包容

了当时人们对自然和宇宙的认识，以一种神鬼相加幽冥

诡异的形态展现了对美的极端认识[4]。  

另外，在装饰艺术的图案化表达中，大多数的装饰纹

样都是旧的图案在新的社会背景认知下的再表达。是万

事皆可占卜的社会背景下，统治阶级为了营造神秘威严

的气氛，常常使用带有凶猛异兽纹饰的青铜器用来祭祀

占卜。而饕餮纹是这些纹饰中最常见的一种纹饰，可见饕

餮纹不仅得到了统治阶级的认可，而且还逐渐对饕餮纹

形成了最初的审美价值。但是统治阶级可能更多的是把

饕餮纹当作对原始宗教或者神灵崇拜的一个载体，而不

是把饕餮纹当作是一件艺术品来欣赏。因此，饕餮纹表现

的是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它不仅承载着神灵是当时人

们心目中最高的统治者，同时还指向了神的世界是具有

最高的统治阶级，它不仅为后人们描述出一种原始的、神

秘的、凶恶的审美情趣，还为后人们讲述了那个时代的艺

术观念和美学价值。 

3.饕餮纹在当代艺术品中的体现 

虽然商周早已过去几千年，那个敬鬼事神的时代已

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饕餮纹曾经被赋予的文化内涵

和美学价值在今日我们已经难以亲身体会，但是饕餮纹

流露出那无与伦比而又震撼人心的魅力，被艺术家们设

计并应用在当代艺术品中。  

 

3.1.饕餮纹在装饰品中的体现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打火机早已超出了点火工

具的基本属性，并成为一种具有收藏价值的装饰品受到

数以千计年轻人的喜爱。图 1（A）是带有饕餮纹装饰的

打火机，饕餮的纹饰和造型特征表现出了一种权力、地位

的象征。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透漏出拥有者的品味，气

度以及那颗火焰般炽热的心。因此，带有饕餮纹的打火机

受到一些想要体现其身份尊贵与领导风范的男性青睐。

耳饰作为一种重要的佩戴装饰品不仅能增添人的时尚感，

还能帮助人减龄并且提高造型的质感。图 1（B）中耳饰

的上部分以饕餮纹为主要设计纹饰，相较于青铜器饕餮

纹的威严、神秘的气息，这里饕餮纹的设计对纹样进行了

二次创作，由于饕餮在传说中是一种贪吃的神兽，所以设

计者在饕餮的嘴部设计出一个红色的吊环，在作为耳饰

的实用基础上，不仅具备了观赏价值，还增添了趣味性，

让耳饰也能非常适合当代追求个性特色的年轻人。另外

一种重要的佩戴装饰品-指环，经常出现在当代人的手指

上。指环不仅仅能起到装饰的作用，而且能透过戒指的戴

法向他人传递出很多重要的信息。在古代，帝王在大拇指

戴戒指则代表他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及权利。而在当代则

代表着佩戴人爆棚的自信心和气场。当饕餮纹饰与银指

环相结合（图 1（C）），使得指环传递出的信息更加强烈。

除此之外，将神兽饕餮的纹饰经过改良和提炼，使得戒指

有着历史沉淀感，原本偏向男性化的饕餮纹在经过设计

后，更中性化，因其精致的纹饰和充满历史感的意义，使

得戒指更加独特和个性化。 

 
图 1 （A）打火机上的饕餮纹饰；（B）耳饰上的饕餮

纹饰；（C）银指环上的饕餮纹饰 

3.2.饕餮纹在家居纺织品中的体现 

随着当代审美情趣的提高，我国的家居纺织品风格

越来越向着多元化发展，其中中国传统元素是其多元化

发展的重要形势之一。这是既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回归，也

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的推崇和信仰。当代家居纺织品设计

师在饕餮纹的影响下通过对传统元素的独特见解，结合

后现代主义风格设计出一系列优秀的作品，比如河南省

“韩香杯”家用纺织品设计大赛金奖作品《回轮》（如图

2 所示）。在这个作品中，作者通过具有神秘色彩及丰富

神韵的饕餮目纹带着我们乘坐时光机穿越古今，尽情享

受由细碎的格块图形组合成旋涡状态的条纹所带来回转

中的文化盛宴。此作品用沉睡了千年的饕餮之眼带来了

新时代新的生命力。这说明饕餮纹与当代家居纺织品的

结合不仅可以反映传统与现代、新思想与新技术的结合，

也可以促进传统饕餮条纹元素在家居领域的发展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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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河南省“韩香杯”家用纺织品设计大赛金奖 

(作者中原工学院李博夏) 

3.3.饕餮纹在当代服饰中的体现 

古代服饰除了御寒蔽热的功能外，它最深的意义是

展示人们的社会地位，民族信仰。而当代服饰成为了一种

充满感性和活力的动态互动文化流，通过它可深刻地反

映出当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同时，服饰作为

“符号”和“象征”也有延申的意义，是文化传承的重要

载体。服装设计师们通过形式美感的协调与统一，结合当

代多元化的审美需求，以服装语言和装饰艺术手法，将饕

餮纹的形式美运用在现代服装设计中[5]。饕餮纹作为一

种装饰艺术纹样在服装语言中不仅起着装饰美化的作用，

同时还传递出较强的政治性和宗教性意识信息（图 3 所

示）。通过服装这一媒介可以直观的传递出饕餮纹的艺术

美感，并宣扬了传统的美学内涵，可以传承古代的宝贵财

富，了解古代的灿烂文化，唤起人们对华夏文明的自豪感。

通过中国服饰可以将这种神秘而庄重的美感推向全是世

界，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文化遗产。 

 
图 3 Zuhair Murad 在 2011 秋冬的高级订制发布 

3.4.饕餮纹在包装设计中的体现 

礼品作为现代人际交往的重要媒介之一，其表现的

社会价值正在进一步提升。随着人们对礼品的大量需求，

礼品包装设计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通过礼品包装能向

馈赠礼品者或接受馈赠者传达更多的情感、观念等信息。

因此现代礼品包装设计不仅要体现出形式美，还要富有

一定的内涵[6]。将饕餮纹设计在当代礼品包装中，其形

式美主要体现在不同空间的立体感功能需求，从视觉方

面进行心灵的触动。而在内涵上，饕餮纹是自然和谐原理

的延伸，符合现代包装设计中“回归自然”的设计理念，

达到是极力追求自然和谐的完美效果（如图 4所示）[7]。 

 
图 4 饕餮纹饰产品包装盒 

4.饕餮纹在当代艺术品中的传承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从古至今都有着优良的传统审

美价值观念。然而改革开放后，西方大量现代产品的流入

中国市场，国人的传统审美观在还未完全成型之前又被

西方强势文化所侵蚀，对于很多当代艺术品来讲，中国设

计在创新风格方面力量薄弱，往往更多借鉴于国外强势

风格。在全球化浪潮的大范围影响下，设计出现了生搬硬

抄、缺乏个性、偏离承古革新的错误。与此同时，由于弱

化了中国传统设计风格，曲解了文化内涵与寓意使得中

国设计一度出现了断层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落后于西方

国家。饕餮纹作为一种古老的装饰语言，需要我们结合当

代的审美观念，在呈现方式，艺术结构，工艺方法和材料

上加以创新，从而更好的将饕餮纹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由上文可知，商代时饕餮纹饰主要装饰在青铜器上，

表现出了对威严、神秘、诡异的审美风尚的追求，是商代

神本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反映的是商人对鬼和神的

狂热情感和对祖先崇拜的无上虔诚，人性欲望被以祖先

崇拜为主要内容的鬼神观念所抑制，人们的理想和要求

都必须严格服从祀神求福的目的。而现在可以装饰在打

火机、指环和耳饰等当代装饰品上，在延续传统条纹元素

的同时，又将当代审美和流行元素相融合，这表明是在呈

现方式上的创新。古代饕餮纹主要是通过“浑铸法”和“拼

铸法”铸造工艺浇铸而成[8]。而当饕餮纹用旋涡状态的

条纹装饰在家具纺织品中时，这是在工艺方法上的创新。

当饕餮纹作为一种装饰艺术纹样装饰在服饰中时，这是

在艺术结构上的创新。 

除此之外，饕餮纹还可以在材料方面加以创新，我们

以纤维艺术与饕餮纹结合为例进行探讨。纤维艺术因其

无限的开放性，为艺术家们探索多元的纤维材料、开拓新

颖的艺术形式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是一种重要的现代艺

术形式，其中纤维材料语言的运用是纤维艺术中最具突

出的特点。当饕餮纹的结构与纤维艺术中的材料语言相

结合，使饕餮纹拥有新的生机和活力。古老的饕餮纹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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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特点是以一种固定的、逼真的、具体的面貌装饰在青铜

器及其他艺术品中。当其与线性的材料媒介相结合时，此

时的作品并不是以具体面貌来界定，而是以一种主要的

界定和描述范围来突出一种原始的、神秘的、凶恶的审美

情趣。这种传统装饰语言与纤维材料的完美结合，虽然打

破了原有的结构和艺术风格，但是其表现出的文化内涵

和美学价值并没有发生改变。这种设计思路不仅具备民

族感染力，而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从而使饕餮纹在

当代艺术品中更好的传承下去。 

5.结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更加

深刻。现代人已经不再畏惧未知世界，也不再需要通过神

灵的帮助来认知宇宙万物。崇神敬鬼的时代早已过去，饕

餮纹在商代的作用也早已离我们远去，消失在历史的长

河中。我们虽然不能身临其境的感受当时饕餮纹给古人

带来的深刻影响，但它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和传统美学价

值会一直传承下去。我们应该更加深入的学习和了解先

人们创造的精美艺术结晶，结合当代审美观念，通过在呈

现方式，艺术结构，工艺方法和材料上加以创新，为当代

艺术设计提供新的思路和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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