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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nglu decorative patter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 This pa-
per summarizes the definition and origin of Danglu decorative pattern unearthed from Haiduhou 
tomb, and selects the representative bronze inlaid gold Danglu unearthed from Haiduhou tomb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alyzes the plastic art characteristics of rosefinch decorative pattern in detail, 
and interprets its auspicious implication and aesthetic taste, reflecting the cultural value of tradi-
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 Looking for the combination point of rosefinch patterns and dress crea-
tive design, this paper explores and practices the design thinking and method of combination of 
patterns and creative 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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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卢纹饰是中国传统装饰纹样中重要的一部分，文中对海昏侯墓出土当卢纹饰的定义及渊源做了概述，

选取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具有代表性的青铜错金当卢作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了朱雀纹饰的造型艺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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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解读其吉祥寓意及审美趣味，体现传统纹样的文化价值。寻找朱雀纹样与礼服创意设计的结合点，对

纹饰与创意礼服相结合的设计思维与方法进行探索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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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海昏侯墓葬文化是近年来学者们较为热议和关注的话题，海昏侯墓出土当卢纹饰的形式和内涵十分

丰富，是中国纹饰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装饰纹样之一。有关当卢研究的学术文献相对较少，主要集中于对

商周时期当卢的类型或当卢纹饰中四神纹样的文化与艺术形式的研究，对海昏侯墓出土的当卢纹饰的学

术研究则更少，本文拟对海昏侯墓出土当卢朱雀纹饰做一深入解读并运用。 

2. 海昏侯墓当卢及纹饰 

当卢即“当颅”，古称“钖(yáng)”，为古代马额头上的金属装饰器具，一般系于马额头中央偏上的

部位，其上端或分出两歧角，或不分而呈叶状，通过额带固定在马鼻革与额革的交接处[1]。 
海昏侯墓出土的“当卢”有 80 多件，这些当卢的外形和材质多种多样，有圆形、圆叶形、尖叶形和

长叶形四种形状，也有银、铜、错金三种材质[2]。形状不同的当卢上都装饰有山羊、朱雀等不同的图案，

纹饰最丰富、精美的当属三件青铜错金当卢，它们的整体造型并不大，呈尖叶形。其中一件青铜错金当

卢的正面大约錾刻有八种精美的动物图案(图 1)，如青龙纹、白虎纹、朱雀纹、玄鱼纹、玉兔纹、蟾蜍纹、

金乌纹、凤鸟纹等吉祥纹样，在动物纹样周围錾刻线条飞舞的云气纹与卷草纹，粗细不均却生动活泼。

据史料记载，汉代贵重物品上通常根据主人的身份地位绘制着不同的纹饰，它们不仅有装饰、美化的作

用，还隐含着十分重要的象征性和示意性。海昏侯墓当卢以纹样直观图为主，构成有层次、有内涵的理

想化图案。为了便于说明，笔者对朱雀纹和凤鸟纹加以提炼并绘制出来。 
 

 
Figure 1. Bronze inlaid with gold Danglu 
图 1. 青铜错金当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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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昏侯墓当卢纹饰的渊源与寓意 

当卢在商周时期出现，汉代盛行。商周时期的当卢纹饰风格简洁粗犷，表面多装饰有几何纹、兽面

纹等图案，一般分为歧角形、长条形、马面形和鱼形等四种形制[3]。马面形和鱼形当卢表面多装饰有几

何纹样，线条勾画十分随意，纹样布局稚拙古朴。部分马面形、歧角形和长条形当卢的表面饰有兽面纹

样，它们有首无身，双目圆睁，额上长有两个弯曲的角，好似牛头，形象较为怪诞。随着青铜器纹饰朝

着复杂化演变，商代中期当卢表面的兽面纹也变得越来越丰富、神秘，常在其两侧出现两条蛇形的辅助

纹样，排列成对称状。商周时期的青铜装饰纹样，大多隐喻了对自然力量的崇拜之情以及对其支配欲望

的幼稚幻想。春秋战国时期正处于奴隶社会消亡和封建社会萌芽的交替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气十分

活跃，新兴力量不断崛起，使得装饰艺术从过去古拙、严谨、规则的风格向活泼、奔放、流畅的风格方

向发展。战国时期的楚国文化艺术非常突出，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论》中指出“楚国传统文化是巫官

文化，民间盛行巫风，祭祀必用巫歌。”楚国尊崇巫文化，楚人将现实生活中的人和巫术跟上天神灵联

系在一起，将神灵具象化，创想出形态各异的神兽图案作为人间与上天神灵联系的纽带，以期受到神灵

的庇护。在这种背景下，装饰图案逐渐从几何抽象形向写实化的方向转变。纹样的产生与演变深受艺术

文化流行风气的影响，而艺术文化又与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人文风俗、宗教信仰等因素有着

关联[4]。西汉时期处于繁荣强盛、兵强马壮、多民族统一的时代，社会经济和工艺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故此，统治阶层的帝王贵族为求国泰民安、永享权威，寄予一份心灵的祈盼，越来越追寻“长生不老”、

“得道成仙”，道教十分盛行，道教的神话图案流行开来。西汉时期的装饰纹样向着细致化、多元化、

写实化的方向改变，其中，朱雀是当时主流文化中羽化升天思想的象征符号，海昏侯墓出土的当卢纹饰

即为西汉时期的，朱雀纹样自然不可或缺。 

4. 海昏侯墓当卢朱雀纹饰的造型艺术 

海昏侯墓出土的当卢种类多，如图 1 是汉代青铜错金技艺的集大成者，笔者选取这件青铜错金当卢

来分析研究。秦汉时期有着严格的礼仪制度，用不同的纹饰器具来反映主人的社会地位及等级高低，其

装饰纹饰分为主体纹饰与辅助纹饰，主体纹饰起关键性的作用。辅助纹饰依赖于主体纹饰而存在，围绕

并点缀主体纹饰。 
图 1 的主体纹饰中有朱雀造型，朱雀是秦汉时期一种主流装饰纹样，是古代神话中的南方之神，位列

“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鱼)之一[5]。由于此处朱雀与凤鸟(图 2)形态十分相似，故对朱雀有两种不

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朱雀是凤鸟的别称；另一种认为朱雀和凤鸟是两种不同的灵物，凤鸟的出现早于朱雀，

朱雀的造型受到了凤鸟的影响，因此两者十分相似。多数学者还是赞同第二种观点，将图 3 的纹样称作“朱

雀纹”，其纹样特征与凤鸟纹样有相通亦有不同之处。朱雀的形体特征与仙鹤、孔雀类似，与凤鸟相比，

不像凤鸟那般丰腴华丽，其体态更加清秀飘逸。图 3 的朱雀，双足稳立，双翼闭合，细长的颈部回首昂视；

其花冠更加纤细修长，尾部翘起并向里微卷，以几缕尾羽填补空间，羽毛鳞片似在风中摇动[6]。 
朱雀形象表现形式自由而率性，散漫中不失秩序，奔放中不失韵律。它强调整体造型的美，营造身

姿动态的气势，这种动物造型样式在中国古代装饰艺术史上最具有艺术气质。 

5. 当卢纹饰在现代礼服中的运用 

海昏侯幕出土的当卢纹饰既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也有极好的文化价值。为了传承与活化传统艺术，

寻找适当的载体进行创新运用，使其进入当下社会生活，故笔者尝试将其运用于礼服设计中。 
笔者通过对朱雀纹样造型的简化提取，取其优美有力的尾羽之形，将尾羽纹样再设计后与礼服相结

合进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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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Phoenix pattern 
图 2. 凤鸟纹 
 

 
Figure 3. Rosefinch pattern 
图 3. 朱雀纹 

5.1. 纹样再设计 

从海昏侯墓出土当卢纹饰中提取出朱雀尾羽的局部纹样作为创意设计的主要元素，在不改变提取纹

样基本神、形的前提下，变化纹样的结构线，结合现代审美对其进行平面上的创新设计，使之产生对称

图形、对比线条的造型结构特点。对称的图形结构具有规整严谨、端正平衡、庄重安静的特点，同时能

强调中心、稳定重心、聚集焦点，而且装饰意味毫不逊色。而将起伏不平的波浪线与光滑的弧线相结合，

打破了对称图形形式带来的沉静和严肃之感，揉进了跃动、活泼的愉快感受。在对纹样色彩的设计上，

笔者选用黄色、橘色、绿色和灰白色来作为纹样的基础底色。黄色与橘色的选用灵感源于青铜错金当卢

的色彩印象，再搭配绿色，似有今年极为流行的牛油果绿的观感，而灰白色的加入使纹样的整体配色得

以调和。将填充好颜色的单个图案呈放射状排列，重新组合成一个更大的新纹样[5]。 
受当卢装饰工艺产生的凹凸立体效果启发，该创新纹样拟以立体装饰的手法运用于礼服上，故先

将其做成独立的装饰布片，再运用烫钻、镂空、拼贴、锁边绣和钉线绣工艺，充实纹样的细节表现，

呈现立体肌理效果，使纹样更加精美有质感。目前，烫钻是深受大众喜爱的工艺表现形式，闪亮的钻

饰既张扬了创新纹样的个性气质，又迎合了人们对时尚的追求，使独立装饰布片具有很强的审美感受

(如图 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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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Design effect of pattern 
图 4. 纹样设计效果图 
 

 
Figure 5. Schematic diagram of pattern process 
图 5. 纹样工艺示意图 

5.2. 纹样运用于礼服的创意设计 

图 6 是纹样与礼服设计相结合的效果图。为了利于表现纹样，凸显纹样的魅力，纹样运用于礼服上

时，该礼服的款式造型宜简洁不宜复杂，外轮廓造型采用礼服常见的 A 型，运用堆积、叠加的手法将创

新后的纹样布片反复拼排于礼服上，达到统一中又有变化的视觉效果。这种反复运用同一纹样元素的表

现形式，给人均一、稳健之感，而在重复过程中纹样发生了大小、方向、位置的变化，故又显活泼、自

由之态，可强化观者对礼服的审美体验。 
此系列创意礼服的色彩选择了白色和绿色为基色。白色属于无彩色系，是色光中补色光混合后的表

现与平衡状态，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是单调的、空虚的，另一方面又集所有色彩成一体，是丰富的、

完美的。巧妙地使用白色可以创造出清爽明朗的视觉效果。由于创新纹样的色彩设计中运用了大量的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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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礼服的局部也运用绿色与纹样色彩相呼应。礼服的面料选择，可选用华丽高贵的丝绒，丝绒面料手

感光滑柔顺，色泽柔和亮丽，具有极好的悬垂感。将创新纹样运用在礼服中，既美化了礼服的外在形式，

又起到了丰富礼服内涵的作用，使传统文化得以传播从而被认同。 
 

 
Figure 6. Design effect of dress 
图 6. 礼服设计效果图 

6. 结语 

海昏侯墓出土当卢纹饰是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的服装设计还是以西式化为主

流的背景下，中国传统纹饰不应被遗忘，传统纹饰的传承和创新运用是设计师应该多加以关注的。设计

师要从中华传统纹饰的创新运用方面不断深入探索，运用先进科技与前沿设计理念，将中国之美弘扬到

世界各地，让中国传统纹样艺术备受瞩目。随着时尚行业的不断发展和设计实践的不断积累，海昏侯墓

当卢纹样应能以更时尚、更深入、更多样的设计形式重生于现代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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