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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瓦当是中国古建筑中的文化载体，无论从造型、图案、形式美等方面都展现

着独特的实用价值和装饰艺术特色。本文主要从汉瓦当的起源发展、装饰艺术特色与审美几

个方面进行探讨，分析汉代瓦当背后的实用与审美价值，从而挖掘其特殊的装饰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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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瓦当纹的起源与发展 

历史上最早的瓦当,出土于陕西扶风召陈西周宫殿建筑遗址。据相关测算,大概是西周中

晚期的产物。[1]瓦当原本是用于建筑物屋顶的集实用与装饰一体的建筑材料，在我国古代建

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到汉代达到了顶峰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大批造型和图案丰

富的瓦当出现，促进了汉代瓦当的繁荣发展。 

“有人说建筑凝固了的音乐,那么这组灰色珠链应是悠扬乐曲中不可缺少的音符了。”[2]

瓦当从西周到秦汉鼎盛时期，到汉代精美的装饰纹样和丰富的题材，再到元明清时期的衰退，

经历了造型、图案与形制的发展与变化，从简单的实用价值发展到具有装饰与审美价值，不

仅体现了时代的发展，更凝聚着人们对美的追求与向往。 

2 汉瓦当的分类与装饰艺术特征 

汉代的瓦当造型基本摒弃了西周时期半圆形造型，瓦当的造型大多都是圆形，材质也多

为雕塑性极强的灰陶，由实用性到审美性。汉代的瓦当从类型分析，主要延续了之前的图案

与图像瓦当以外，增添了文字瓦当；从结构与形式美的构成来看，打破了较规整的单一式结

构布局，发展为多元自由化的中心对称、辐射式、旋转对称等构成形式。从汉代瓦当的类型、

造型、色彩、构成等特征来看，这一时期的瓦当沿用了古代瓦当的部分特征，在此基础上，

大胆创新，造型更加抽象化，种类与审美的达到了历史巅峰，是其他时代瓦当所无法比拟的。 

2.1 图像瓦当的造型与装饰艺术特征 

汉代的图像瓦当造型繁多，大多沿用了秦代瓦当的纹饰特点，多为动物纹样，在其基础

上增加了图像种类。据《陕西金石志》记载,有麟凤、飞鸿、双鱼、玉免、蟾蛛等数十种,这

些图像纹构图巧妙,匠心独具。[3]但是汉代的瓦当是在秦代瓦当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秦

代大多是一些客观生活的真实写照与现实生活的体现，而汉代的图像瓦当在其基础上进行归



纳概括，通过丰富的线条、细腻的笔法和夸张的艺术处理手法，将汉代人与自然、神话与现

实的蓝图巧妙的表现出来，体现出汉代气势磅礴、自由豪放的浪漫主义情怀和特征。 

图像瓦当主要以具象的动物、植物或单位纹样为主，结构与装饰构成主要以中心对称、

放射发射、平衡交叉等简单的构成形式为主。无论构成与装饰手法怎么变化，都讲究“圆”

的体现，代表圆满。汉代最著名图像纹乃“四神纹”—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体现了汉

代的哲学观念与人们的精神寄托。四神瓦当通常用于建筑的屋顶的四个方位，有去在辟邪，

镇宅纳福的吉祥寓意。除此之外，汉代的图像瓦当还有蟾蜍、龟、蛙、燕、兔等纹样，都体

现着宗教与装饰审美的艺术特色与构成美感。 

2.2 图案瓦当的构成艺术特征 

汉代图案纹样是在图像瓦当写实艺术的基础上又一次的提炼与艺术升华，把较为具象的

图像纹样通过简单的线条、结构、造型进行编排与艺术处理，形成装饰性和审美性与一体的

图案瓦当纹样。 

汉代的图案纹样主要以云纹、漩涡纹、葵纹、水波纹、莲纹等居多，最有代表性的当属

云纹。图案纹样主要源于神话传说和对生活的高度概括，随着瓦当艺术创造力的不断提升，

图案瓦当纹饰风格由写实走向写意，逐渐形成高度凝练的抽象性几何形线条图案。[4]图案主

要是对于图像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按照一定的排列方式和骨式进行排列，其中常见的为中心

对称与左右对称式。其构成特点是取单位一纹样，围绕中心点旋转四次、八次、十二次等之

后，可构成新的图案。这种瓦当图案纹样构成感和装饰性极强，在图像瓦当的基础上发展的

更为简化和具有装饰艺术特征。 

图案瓦当的装饰艺术构成形式，在汉代出现了常见的四分法，瓦当纹饰更加规整化、秩

序化、程式化，把汉瓦当的艺术特色推向了装饰性的顶峰。这种四分法的瓦当纹饰有的中心

相连，有的中心断开，在中间添加相同的图案纹饰，构图与布局极具装饰色彩。 

2.3 文字瓦当的的构成艺术特征 

文字瓦当是汉代独有的瓦当纹样，出现较晚，在西汉时期尤为鼎盛，这在中国古代瓦当

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标志着中国的瓦当走向了艺术巅峰时期。文字瓦当的出现，多

为书法中的小篆字体，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与文化内涵。瓦当上面文字的字数从一到

十二个字数不等，最为常见的也是较对称的四字瓦当。文字内容也多为具有吉瑞祥照的内容，

如“富贵延年、千秋万岁、与华相宜、长生未央、与天无极”等四字瓦当。 

西汉时期文字瓦当的出现与运用，有着极强的装饰与审美内涵。而篆刻也是中国古代象

形文字最早的起源，能够体现其符号性等特征，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渴求，也揭



示了当时社会祈求祥瑞和吉祥的美好寓意。在装饰意义上,瓦当文字是一种完全装饰化的文

字,是该时代特有的“美术字”,无论是篆、缓篆、隶体都是当时书写形式的字体不同表现,

它不是书写的结果,而是篆刻和工艺制作的结果,具有独特的装饰性。[5] 

3 汉瓦当的装饰艺术价值与审美 

汉瓦当作为集实用性与装饰性与一体的装饰品，其装饰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显著，它已

不单单是一种古代建筑物上的建筑材料，更是一种人们的精神寄托和艺术魅力的体现，同时

也反映出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背景。作为时代的产物，不仅给人精神与艺术的享

受，更对于我们现代设计提供了一定的资源储备和艺术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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