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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瓦当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仅具有实用功能，更是文化艺术的载体。汉朝作为中

国瓦当发展史的高峰期，本文旨在深入分析汉代瓦当的类型、构图原则、审美意象及文化内涵，以揭示其

背后所蕴含的美学价值和史学意义，从而为当代艺术设计提供灵感和启示，促进瓦当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 

汉代瓦当，图案纹饰，设计美学 

 
 

Research on the Aesthetic Design  
of Han Dynasty Waddang Pattern 

Jing Ra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Ethnic Culture,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Feb. 10th, 2024; accepted: Mar. 1st, 2024; published: Apr. 16th, 2024 
 

 
 

Abstract 
In ancient Chinese architecture, tiled eaves are an indispensable part, serving not only practical 
functions but also as carriers of cultural art. The Han Dynasty marked a peak in the development 
of tiled eaves in China. This article aims to deeply analyze the types, compositional principles, 
aesthetic imagery,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iled eaves from the Han Dynasty, in order to re-
veal the aesthetic value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behind them. By doing so, it hopes to provide 
inspiration and revelation for contemporary art design, and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
opment of tiled eave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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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瓦当，又称瓦头，是古代房屋建筑中筒瓦顶端下垂的部分，主要具有遮风挡雨的实用功能和增加美

观性的装饰功能。在《辞海》中有记载，“当，底也，瓦覆檐际者，正当众瓦之底，又节比檐端，瓦瓦

相盾，故有当名。”据目前考古材料发现，中国的瓦当最早发现于西周时期的陕西扶风、岐山县内的周

原遗址，质地为泥质灰陶。纵观瓦当的演变历程，始于西周，最初形制质朴无华、古拙庄重。在春秋战

国时期，随着诸侯割据、王室衰微，各诸侯国相继发展自身实力，七雄各霸一方，各国所用瓦当多各具

特色，瓦当艺术第一个鼎盛时期因此形成。其中，齐国故城(今山东临淄)的树木双兽纹半瓦、燕国下都(今
河北易县)的饕餮纹半瓦、秦都雍城(今陕西凤翔)的动物纹圆瓦和咸阳的云纹葵纹瓦当等最为卓越，形成

战国瓦当艺术三分天下的鼎盛局面[1]。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书同文，车同轨。随着六国文化的逐渐

融合和统一，人们的审美情趣也有所提高。在大一统的背景下，瓦当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其纹饰不

再拘泥于战国时期的单一风格，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汉朝是继秦朝之后的另一个大一统王朝，是一个

文化繁荣的伟大时代，瓦当纹样的发展深刻体现了时代之精神，它作为一种装饰元素承载着丰富的文化

内涵，展现了汉代人民对艺术的高度追求与向往。汉代瓦当集西周以来之大成，体现出典型的中华民族

传统艺术风貌的精神气质，使瓦当艺术达到光辉灿烂的顶点[2]。因此本文将从瓦当的纹饰、类型等多个

方面，揭示汉代瓦当所承载的文化精神意象，同时深入研究瓦当纹饰的美学特征与设计理念可全面地理

解汉代文化风尚。 

2. 汉代瓦当类型分析 

在生产力落后的远古时期，大自然对于人类来说是神秘莫测的，他们对大自然始终保持着敬仰之心，

信奉“万物有灵”，并且认为所有存在物都像他们自己一样，于是他们就把自己内心意识到的亲密而熟

悉的物质转嫁到所有的对象上[3]。自然崇拜在古代瓦当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其图案纹饰正是他们的意识

形态的反映，蕴含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审美精神和价值观念等。汉代瓦当根据主题纹饰不同可分为图案

瓦当、图像瓦当和文字瓦当三类。 

2.1. 图案瓦当 

图案瓦当的纹饰通常是以简洁的线条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事物进行深度的抽象化处理，进

而形成高度写实和具有抽象元素的图案，这些图案大都脱离了其具体直观形象，充满了强烈的写意性，

诸如葵纹、云纹、莲花纹、饕餮纹、涡纹及动植物纹等。 
云纹瓦当的最初形态“气”早在周代就有所出现，王培良先生在其论著提到，“将西周瓦当上的纹

饰与周代铜器上的纹饰相比较，可以真切的看出……周代半瓦当上的奇怪纹饰就是气的表现形式”[4]。
直至战国时期才形成完整的云纹瓦当，秦汉时期流行甚广。秦代的云纹瓦当风格粗犷，雕刻手法简单，

对汉代云纹瓦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代云纹瓦当便是继承了秦代云纹瓦当的特点，但也有所发展。瓦

当的当面主要通过单格线、双格线、三格线将当面划分为四个部分，使得整体具有规整有序的美感；同

时，也有一些瓦当则无格线，以自由流畅的形象出现；瓦当当心多为乳钉，或饰以十字、鹤、连珠纹、

三角纹、网格等，其轮廓细腻，线条流畅，雕刻精细，展现了汉代工匠们精湛的雕刻技艺及对美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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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刻理解。云纹瓦当蕴含着吉祥、祥瑞的象征意义，被视为拥有神秘力量的吉祥物，在汉代流行盛广

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从表面上看是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和感悟，事实上它更多地体现了汉代

流行的升仙观念和对待生死的看法。秦末汉初，国家人口急剧减少，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百姓生活

陷入困境，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凋敝的景象。为了消除秦末战乱的影响，西汉初年的统治者采取了道家

黄老学说，推行与民休息的“无为而治”政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神仙信仰之风盛行，人们渴望

追求长生不老，云纹瓦当的象征寓意也因此得到了汉代统治者们的青睐，故大量的云纹瓦当被生产并广

泛应用于皇家建筑和民间建筑中，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2.2. 图像瓦当 

图像瓦当的纹饰内容大多以自然物象为灵感，匠人们常以写实的手法对自然物象进行逼真的描绘，

他们不仅将日月星辰、山川江河等自然景观纳入创作，还融入了动植物及少量的人物形象，通过夸张地

艺术想象和精巧的加工处理，创造出了丰富多彩而富有生动韵味的图像瓦当。在设计上，匠人们主要采

用线与面的有机结合方式，使得画面相互协调、呼应，进一步增强了画像的生动性和趣味性。图像瓦当

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战国时期，其最初的形态是以单一的动物形象所呈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汉代早期

至中期，图像纹瓦当艺术迎来了鼎盛时期，逐渐演变成组合式动物形象，比如龙纹、凤纹、朱雀纹、白

虎纹、玄武纹等。其中，经典的四神纹饰以其构图严谨、造型唯美的外观而广受追捧，展现了汉代艺术

的高超造诣(图 1)。不仅如此，四神瓦当流行的背后映射了当时社会对动物形象及其所代表的精神意象的

崇拜与追求。 
 

 
Figure 1. Four god tiles were unearthed in Chang’an city of the Han dynasty  
图 1. 汉长安城出土四神瓦当① 
 

四神，亦被称为“四灵”、“四维”或“四象”等，指的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瑞兽，这

种形象源于远古时期的图腾崇拜和星宿信仰，带有浓厚的神话传说色彩。在中国传统天文体系中，古人

将赤道附近的星宿划分为二十八宿，并将其分为四个方位，由“四象”管理，在《尚书·尧典正义》一

书中有记载曰：“是天星有龙、虎、鸟、龟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东方成龙形，西方成虎

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鸟形，北方成龟形，皆西首而东尾”[5]。随着时代的推进和文化的演变，四

神体系的功能和象征意义经历了多次变迁，直至西汉时期才逐渐定型。其中，青龙是四神之首，象征东

方，代表春季和青色；白虎象征西方，代表秋季和白色；朱雀象征南方，代表夏季和赤色；玄武象征北

方，代表冬季和黑色。 
在汉代，人们对图谶之术有着极其深厚的信仰，这种宗教神学观念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对人

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作为四方、四时、星宿象征的四神体系，也因此被统治者所利用赋

予了政治色彩，成为统治者谋求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工具，将其广泛应用于建筑之中。汉长安城南郊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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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中出土的四百余件四神瓦当便是这一历史现象的有力证明。 

2.3. 文字瓦当 

文字瓦当起源于西汉中期早段，盛行于西汉后期，在汉瓦当中居主导地位。在创作布局上，文字瓦

当是以点、线、面三种基本元素相结合构成了丰富多样的图案，这些文字种类繁多、题材各异，多以篆

书为主，还有部分隶书、楷书等。在书法上，文字瓦当讲究依圆就势、布局饱满的视觉效果，体现了汉

朝独特的审美情趣；字体上表现为干净利落、质朴醇厚，于方寸之间传达出“笔之所到，意之所趋”的

情感意蕴。文字瓦当在寓意内涵表达上，相较于图像瓦当和图案瓦当更具有说明性和指向性，这一显著

特性主要来源于文字本身能够直接明确地传达信息能力。文字瓦当不仅具有装饰建筑的功能，还具有记

载历史事件、人物事迹、宗教信仰等历史信息的功能，具有历史文献价值，通过文字瓦当，我们可以深

入地了解古代历史文化。 
据考古发现，至今出土的文字瓦当在字数上有一字至十二字的，但尚未发现十一字瓦当。文字瓦当

按照内容主要可分为七类：宫苑类、祠墓类、吉语类、官署类、纪事类、宅舍类和其他类。其中，吉语

瓦当在汉代建筑中尤为流行，诸如“延年益寿”、“长乐未央”、“与天无极”、“千秋万岁”、“富

贵”、“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图 2)等等。这些吉语瓦当反映了汉代各阶层对荣华富贵、健

康长寿、幸福安康等美好愿望的追求，同时也是人们理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此外，从古至今死亡就被视为是重要且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这源于“事死如事生”的传统观念，

人们普遍认为，“灵魂像活人一样具有情感，它们会留恋生前的地方，或者会怨恨生前的人与事，所以

要好好打发他们安心离去。同时，他们也认为灵魂在另一个世界会继续发挥影响现实人们生活的作用，

所以，他们必定尽力把丧葬之事做得令灵魂满意，最为重要的是给灵魂一个舒适的居住之地，这样灵魂

才会保佑亲人，给其带来好运。”[6]同时，汉代社会稳定、国力强盛，厚葬之风盛行，在这样社会氛围

下，墓葬类文字瓦当应运而生，其文字主要有“万岁冢当瓦当”、“长久乐哉冢瓦当”、“神灵冢当瓦

当”等。最初，墓葬名瓦当用于标识墓葬的名称，其中以“冢”字瓦当最为常见。后来，随着时间的推

移，人们赋予了墓葬瓦当福佑子孙的含义，表达了希望祖先能够为子孙后代带来福祉和庇佑的强烈功利

性，实际上本质是儒家文化对丧葬习俗重视的体现。 
 

 
Figure 2. Han “Wei heaven spirit, Yan Yuan 
ten thousand years, the world Kangning” tile  
图 2. 汉“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

瓦当②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2219


冉婧 
 

 

DOI: 10.12677/design.2024.92219 339 设计 
 

3. 汉代瓦当纹饰的设计美学 

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提出：“在每件作品中，以某种独特的方式组合起来的线条和色彩、特定

的形式和形式关系激发了我们的审美情感。我把线条和颜色的这些组合和关系，以及这些在审美上打动

人的形式称作‘有意味的形式’，它就是所有视觉艺术作品所具有的那种共同属性”。[7]汉代瓦当作为

古代工艺美术的创造品，其纹饰之美正是“有意味的形式”的生动体现，这些瓦当纹饰不仅具有别具一

格的艺术美感，还蕴含了丰富的文化意蕴和时代精神，彰显了汉代人们对于美的崇尚与追求。 

3.1. 线条节奏之美 

瓦当纹饰图案是由点、线、面三种基本元素组成，三者以立体的形式共同构筑出瓦当纹饰独特的美。

点是瓦当造型中相对较小的元素，点的使用主要以乳的形式出现，瓦中置乳是汉以后的事情，无论是文

字瓦还是图案瓦，乳成为不可或缺的要素[8]。线条在瓦当纹饰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英国美学家罗

杰·弗莱曾深刻指出，中国艺术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在其中占重要地位的线的节奏，轮廓总是其形式的最

重要的特征所在。然后，我们注意到这种线的节奏又总是具有流动和连续的特征……一幅画总是被表达

成为一种有节奏的姿态的可见的记录[9]。可见，正是瓦当纹饰中的直线、曲线、圆弧线、波状线、辐射

线和 S 形线等多种线条共同构筑出了丰富多彩、形态各异的纹饰图案，并赋予了它们强大的生命力，更

在视觉上呈现出和谐的韵律感和节奏感。 

3.2. 随圆就势之美 

汉代瓦当形制有圆形、半圆形两种类型，其中以圆形瓦当为主。与半圆形瓦当相比，圆形瓦当在实

用功能上更具优势，不仅能够更好地遮风挡雨保护屋檐椽头，延缓椽头腐朽过程；在美学设计方面，扩

大了瓦当面积，使其装饰构图更为完整和丰富，从而增强了其美观性，更符合人类的视觉审美。圆形构

图是一种饱和、圆满、富态、旋转、运动且具有张力的构图形式；圆形构图有两种解释：其一是画面外

在是圆形的；另一种是画面中主体内容的结构是圆形的[10]。圆形瓦当是由“内圆”与“外圆”两种元素

组成，在纹饰构图上讲究随圆就势原则，意味着纹饰图案需适应圆形空间，随其轮廓变化而进行制作刻

画，使得瓦当整体呈现出一种饱和、圆满且和谐的美感(图 3)。自古以来，“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承载

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中映射出中国人独特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古人在对世界观察中，对“圆”产生了

最初的认知，进而萌发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认为宇宙万物运转方式是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并 
 

 
Figure 3. Han dynasty moire tile  
图 3. 汉云纹瓦当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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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圆”的哲学思想，如“天人合一”、“中庸之道”、“返璞归真”等学说皆源于此。

故而，汉代大量的圆形瓦当出现并非偶然，“圆”不仅在外观上迎合了统治者的审美追求，更是在精神

内核上与他们的统治理念相契合。 

3.3. 对称均衡之美 

对称均衡作为汉瓦当的重要设计法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汉瓦当纹饰的审美性和平衡性，还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追求和谐、平衡与稳定的哲学观。正如美学家滕守尧所说，“对称可以产生一种极

为轻松的心理反应。它给一个形注入平衡、匀称的特征，即一个好的完形之最主要的特征，从而使观看

者身体的两半的神经作用处于平衡状态，满足了眼动和注意活动对平衡的需要”。[11]可见，对称首先是

满足了人类生理上对平衡的需求，继而引起心灵上的愉悦感。汉代瓦当对称结构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完

全对称，另外一种是不完全对称。完全对称是以瓦当圆心或中轴线为支撑，上下左右的纹饰形状和大小

均等相同，从而使得画面整体布局呈现出庄重大方、圆满统一的视觉美感。不完全对称从视觉整体来看

是对称的，但某部分区域存在一定差异，故而又称之为一般对称性。而在出土的汉代瓦当中，绝大部分

文字瓦当便采用了这种不完全对称形制，相较于前者完全对称，不完全对称更能彰显出瓦当纹饰的生命

力和丰富多彩。诸如“延年”飞鸿瓦当、“万岁”瓦当和“长乐富贵”瓦当等便是不完全对称的典型代

表，展现出一种独特的美。 

4. 结语 

总而言之，汉代作为中国瓦当艺术发展史上的巅峰时期，其多样化的图案纹饰和精湛的工艺水平均

达到了前所未有之高度，这些瓦当无不彰显出的汉朝国力的强盛和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通过对汉代瓦

当纹样的类型与设计原则进行深入探讨，我们不仅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其设计、制作与使用方面的演变

历程，还能深刻地领略到汉代瓦当所蕴含的审美观念、文化内涵及哲学思想，从中汲取灵感和启示，为

当代艺术设计注入新的活力。 

注  释 

①图 1 来源：陈徐玮. 汉长安城瓦当研究[J]. 考古学报, 2022(1): 1-18+149-150. 
②图 2 来源：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 编. 新编秦汉瓦当图录[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86: 

219. 
③图 3 来源：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 编. 新编秦汉瓦当图录[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86: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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