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迎着春的生机，美术界展现出蓬勃活力。

近期，北京画院美术馆推出“2021 北京画院

迎春画展”。该院举办“迎春画展”的传统始于

1959 年，曾在美术界产生广泛影响。此次展览，

是对 60 年展览品牌的重塑，不仅展出北京画院山

水、花鸟、人物、油画 4 个创作室 31 位在职画家的

优秀作品，还通过历史文献梳理了“迎春画展”的

发展变化及成就，展现出北京画院画家“承旧启

新”的精神传承与不懈探索。

活力在持续。4 月 17 日，“第十一届全国工笔

画作品展”拉开帷幕。展览分为特邀参展单元和

全国征稿单元，共展出 431 件工笔画作品，分别陈

列在中国美术馆主展馆和北京 81 美术馆分展馆，

名家与新秀同台竞技，全面呈现了 5 年来中国工

笔画发展的最新成就。在中国美术馆同期展出的

“中国美术馆典藏历代工笔画展”和“三百年来或

在斯——陈之佛绘画艺术特展”，同样聚焦工笔画

创作，在宏观呈现与个体表达中，更为立体地展现

出工笔画的发展脉络以及传承创新的深刻内涵。

探索在拓展。4 月 17 日至 18 日，在四川美术

学院，哲学、艺术、科学领域知名专家学者齐聚一

堂，围绕“技术世界与多维未来”这一主题，展开交

流对话，为哲学思想延展、艺术设计实践、科学技

术探索提供了一定启示。

（画间语）

右图为陈之佛中国画《玉兰赤鹦》。

中国传统装饰图案，体现着各个时代的审美

观 ，映 照 出 人 们 的 生 活 和 习 俗 ，饱 含 真 善 美 的 寓

意。特别是在敦煌莫高窟中，历代壁画和彩塑上的

装饰图案，通过装饰的手法，把石窟的主题内容和

功能装点得更加精彩，形象地记载了中国装饰艺术

的形成和演变。深入研究历代传统装饰图案创作

特点和手法，有利于促进现代装饰设计创新与发展。

传统图案与现代设计共生

敦煌石窟壁画和彩塑上，绘制着花草、树木、动

物、云纹、火焰纹等各类装饰图案。系统钻研敦煌

装饰图案艺术的发展历史、风格演变、艺术特色便

会发现，其中的造型元素、色彩配置、图案内涵等，

都能为现代设计所借鉴并发扬光大。比如，“人字

披”和“平棋”图案，作为装饰于石窟顶部较高处的

图案，具有重复性、规整性，不同花、鸟、树等图案的

应用、配合，展现出统一又不失韵律变化的特殊美

感，对今天的建筑室内装饰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佩

饰图案，展现了历代人物所佩戴的饰物式样，体现

了不同材质和工艺制作效果。如项饰、手饰、耳饰

等，造型巧妙、色彩和谐、设计精美，可以为当代珠

宝首饰设计提供灵感。壁画上绘制的地毯、桌帘等

纺织品图案，则为现代室内装饰织物的设计提供了

详实而珍贵的参考资料。

上世纪 50 年代初，我有幸跟随林徽因先生进

行 了 一 系 列 将 传 统 装 饰 图 案 融 入 现 代 设 计 的 实

践。在林先生的指导下，我们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

和平会议设计了一批礼品。我设计的丝巾采用敦

煌隋代石窟藻井图案的构图，并将敦煌壁画中的鸽

子组合为象征和平的鸽群图案，受到各国代表的喜

爱。我还设计了一个景泰蓝盘子，以不同的构图和

工艺技法来表现：以深褐色为底色，突出飞翔的白

色鸽子，加上卷草纹，体现了景泰蓝工艺品新的设

计风貌。

后来，我在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为学生上课

时，也坚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入手。比如，每个

时代的敦煌图案色彩都有其特点，但无论哪种色

调，都非常协调。我上装饰色彩课时，着重让同学

们体会不同时代装饰图案的色彩特点。若他们能

掌握专业性的色彩、色轮变化，加之符合现代审美

应用的取舍，自然可以实现富有新意和特色的装饰

效果。

如今，以传统装饰图案为元素的现代设计作品

越来越多，但也出现一些作品图案东拼西凑、比例

失衡、色调违和等问题。面对这些现象，现代艺术

设计更需以传统文脉为基石，引领当代审美取向，

掌握好有关设计的法则，如比例、大小与人体的关

系等，秉持反映真善美的艺术精神，实现传统装饰

图案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装饰效果与功能需求并重

装饰图案不是简单的纹饰添加和美化，而是目

的性、功能性、实用性和生产制作效果审美性的统

一。装饰图案的内容和形式，随着社会历史的进

步、随着装饰物功能结构的改变而变化。在现代装

饰艺术设计中，我们也要以古为鉴，结合时代需求，

有选择地保留或摒弃传统中的某些内容和形式，从

传统的沃土里再生出具有时代性的新形式、新内容。

比如，在为北京传统景泰蓝、烧瓷、雕漆等工艺

品进行新图样设计时，林徽因先生就曾说过，要注

重体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原则。其中，“科

学的”就是指设计必须从技术和材料出发，充分利

用其特长；设计的东西要合于使用，便于使用，并且

牢固耐久。在林先生的指导下，我们尝试把景泰蓝

工艺应用到现代生活中，设计了台灯、烟具盒、盘子

之类的日常用品，对古代花纹图案的精华进行重新

组织，使新型工艺品适应于时代生活需要。后来，

在参与首都“十大建筑”设计工作时，我更加深刻地

体会到，艺术设计绝不是纸上谈兵，必须使装饰设

计与材料、工艺、功能、工程诸方面密切融合。

时代在变化，科技在发展，人们对衣食住行也

提出了新的要求。怎样应对挑战？设计领域一些

年轻设计师盲目追逐时尚、标新立异，却忽视了“以

人为本”、彰显中国特色的设计理念，导致作品难以

与现代生活所需相结合。我认为，作为一名专业设

计师，在设计中不能只注重追求时尚而丢了文化；

不能只注重装饰效果，而忽略了功能需求。设计师

既要从传统装饰图案中汲取营养，也要结合现代生

活需求进行设计。值得肯定的是，当下，传统文化

艺术与人们生活的结合愈发紧密，更多传统装饰图

案被创新性地应用在公共空间、生活用品、日常服

饰等现代设计中，为人们带来美的体验。

审美情感与自然万物交融

创新现代设计，还应重视向大自然学习。从古

至 今 ，图 案 的 创 作 源 泉 都 来 自 于 自 然 、来 自 于 生

活。早在唐代，画工、工匠们便不拘一格地从大自

然中摄取多种花卉植物中最精美的部分，集于装饰

设计之中，既顺应其自然的生长规律，又符合统一

与变化、对称与均衡、动与静、简与繁等图案美的形

式法则。其中，富有代表性的如“唐草纹样”，将牡

丹、莲花、石榴花等各类花卉，以巧妙手法，组织成

千变万化的装饰图案，长达两至三米的边饰往往不

见重复，一气呵成，充满生命力。诸如此类的花草

纹样，经过发展和变化，被运用在民族文化宫大门、

首都剧场过厅的天顶等设计中，形成了民族元素与

时代精神相结合的装饰风格。

大自然里有花卉万千，它们是生命和美的象

征，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珍贵礼物，可为装饰设计

提供真、善、美的造型灵感，促进不同工艺和技法发

展。在设计中，经过简练、概括和平面处理的花卉，

会比自然形状更为典型和优雅，富于装饰趣味和艺

术魅力。毕生从事图案研究与教学的雷圭元先生

曾经说过，设计图案一定要进行花卉写生，再根据

设计需要对写生进行变化。花卉写生也成了我很

重要的基本功。如今，一些高校师生在做设计的时

候主要用电脑创作。我认为，如果要生产大批量

产品的话，是需要高科技辅助的。但是，一个设计

师在设计过程中，如果没有自己亲手画过，没有来

自内心的感悟，是不行的。向大自然学习，练就扎

实的基本功，才能从自然中汲取、提炼并强化美的

意蕴。

我已经 90 岁了。童年时代，在学习敦煌传统

文化艺术的过程中，我打下了“童子功”。长大后，

在进行设计时，我愈发感悟到“源”与“流”不可分割

的相互关系：对我来说，“源”就是流淌在我身上的

敦煌艺术文脉；“流”就是时代生活所需的艺术设计

的创新和发展。我切身体会到，唯有植根于传统文

化的丰沃土壤，艺术设计的创新才能具有永盛不衰

的动力。我的父亲常书鸿曾说过：“生命不息，跋涉

不止。”我们能做的事还要继续做下去。希望年轻

一代继续努力，不断学习、研究、创新，在继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和现

代装饰艺术新风格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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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农民需要 我就在哪里

杨宏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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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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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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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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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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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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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基
地
，
带
动
全
镇
上
千
人
增
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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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常沙娜整理的敦煌壁画

中的地毯图案。

图②：雷圭元手绘陶瓷设计稿。

图③：常 沙 娜 设 计 的 景 泰 蓝

“和平鸽”大盘。

图④：秦思、王哲设计的北京

地铁 7 号线万盛西站《共襄繁荣》

壁画（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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