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敦煌壁画看宝相花纹在唐代女装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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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敦煌壁画中的服饰纹样最直观的记录了唐代服饰纹样的变化，从中可以各纹样的流变与发展，大致可以概括出有花草类纹样
和吉祥动物纹样两大类，其中宝相花纹是中国传统装饰纹样中十分具有代表性的纹样，具有十分浓厚的宗教气息，故而在古代传统意
义上被定义为富贵、祥瑞的象征，深受世人喜爱，很好的体现了中华文化兼收并蓄的特征。深入研究宝相花纹在唐代女装中的变化与
应用，将帮助我们更好地揭示传统服饰的演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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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相花纹历史悠久，集众花特色于一
身，很好的体现了中华文化兼收并蓄的特
征。唐朝时期的疆域开阔，文化发展空前繁
盛，与西方文明的交流十分密切，这一时期
的宝相花尤具特色。

1 服装中宝相花纹的概念

宝相花纹，是中国传统装饰纹样中十分
具有代表性的纹样。“宝相花”的称谓，应是
始于北宋，追朔到北宋巨作《营造法式》中，
曾提及这一名词并且出现了相应图形。“宝
相”一词的起源并不是用于描述图案纹样，
而是对于佛祖的赞美，最早出现于南朝，《头
陀寺碑文》中提到“崖谷共清，风泉相涣，金
资（姿）宝相，永藉闲安；息心了义，终焉游
集”，故而“宝相”经常作为佛像的代称，可见
宝相花纹具有十分浓厚的宗教气息，故而在
古代传统意义上被定义为富贵、祥瑞的象
征，深受世人喜爱。
在元素上，除了基础的莲花纹特征，宝

相花纹又融合了唐代盛行的牡丹花纹、起自
南北朝的忍冬纹、历史悠久的云纹、源自波
斯的石榴纹；在构成上，多采用具有对称性
的“米”字结构、同心圆结构，在视觉上恢宏
大气，稳定均衡，给人瑰丽完满、和谐统一之
感，充分反映了大唐盛世的风仪。
结合已有研究观察敦煌莫高窟壁画，从

壁画反映的唐代女装上不难总结出服饰上
的宝相花纹的构成元素。

2 壁画女装中宝相花纹的元素

2.1 莲花纹：主体架构
以莲花为主体。唐朝之前，莲花纹是敦

煌藻井的中心图案，因为莲花具有“一蓬多
子”的特性，契合古代祈求多子多福的思想。

而圣洁的莲花，还有浓厚的宗教象征意义，
“步步生莲”是佛国的崇高境界，象征着佛陀
对纯洁无暇理想国度的追求。
宝相花纹基本保留莲花纹的主体架构。

隋代的八瓣莲花纹是宝相花纹的前身，两者
的发源都是佛教，表现了宗教崇拜，也表达
了多子多福的祈求。莲花衍生出来的宝相花
纹，同样要表达佛国的“净土”之义，必然是
在形态上有所相似的。所以宝相花纹，很好
的沿用了莲花纹的对称性，结构的平衡性，
虽然受到时代变迁的影响诞生了新的宝相
花纹，但它依然形似盛开的莲花，象征着纯
洁的宗教理想。
2.2 石榴花纹：衔接作用
仔细观察宝相花纹，不难从中分析出石

榴花纹的形状，研究可知，整个宝相花纹的
布局和纹样单位之间的衔接往往采用了石
榴纹来构成。其实石榴花纹并不是来源于我
国本土，而是从波斯古国传入西部，据资料
记载，石榴是在张骞出使西域时被引入我国
的，石榴纹也同期出现，但由于早期中华民
族对动物纹样更为钟爱，所以花草纹样不占
主导地位。
隋唐开始，自由生长的花草成为了当时

人们心目中挣脱束缚的象征，花草纹样的到
了广泛的应用和创造。这一来自西域的石榴
花纹，在大唐时期，中西文化的交流中迅速
崛起，因为石榴的果实是“千房同膜，千子如
一”，和莲花一房多子的特征一样，因此也被
作为了多子多福的象征，且石榴花纹比较小
巧，可以更自由的穿插在花纹的衔接转折部
位，拥有吉祥含义又具有结构优势，石榴花
纹在宝相花纹诞生的过程中也被化用进去，
宝相花纹的侧卷瓣中就有应用，成了宝相花
纹不可缺少的组成元素。
2.3 忍冬纹：丰富结构

忍冬纹是根据金银花来创造的，在南北
朝时期风靡一时，其实也是泊来纹样，起源
应在古希腊。《本草纲目》描写金银花的效用
“久服轻身，长年益寿”，所以人们常常认为它
是长寿的象征。到了唐代，忍冬纹并不流行，
而是渐渐归并到了别的纹样中，比如从牡丹
纹延伸而来的复杂的“唐草”，然后和莲花纹、
牡丹纹、云纹共同构成宝相花纹。忍冬纹构成
的侧卷瓣，状如蜷曲的花瓣，在视觉上形成了
一种守护的姿态，给人以佛教的慈悲感。

结构上来说，忍冬纹呈波状，变化多样，
延展性佳，适用于宝相花纹的边饰部位，波
状纹样打破了宝相花纹四平八稳的结构，增
添了层次感和流动性。
2.4 牡丹花纹：唐风唐韵
牡丹花在盛唐时期红极一时，这一被誉

为“真国色”的富贵之花，完全契合了唐朝的
大国风范，深受唐人喜爱，是唐代首屈一指
的花卉代表。因此，牡丹花纹在唐代的发展
可想而知，而作为吸纳各花之美的宝相花
纹，自然要囊括牡丹纹样的特点。如果说莲
花象征着崇高的精神世界，那么牡丹就是贴
近现世的世俗富贵，人们信奉宗教不仅仅是
需要精神寄托，也是希望积福，希望虔诚的
供奉能为自己的现世带来福报，那么牡丹象
征的富贵正好迎合了人们的这一心理，它的
加入使得宝相花纹更为贴近百姓生活，蕴含
的意义更为丰满现实。

3 壁画女装中宝相花纹的构成

分析敦煌壁画中的宝相花纹样，主要有
三种构成形式
3.1 单独纹样
单独纹样是纹样组织的基础形式，独立

于四周纹样，可以单独成为一个完整图案的
纹样。它的结构完整，应用的自由性很大。在
纹样应用中，既可以作为唯一整体成为一个
纹样，也可以和别的纹样组合在一起，成为
一个整体纹样。宝相花纹 （下转第 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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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是较为标准的对
称单独纹样。
3.2 适合纹样
适合纹样是在限定的外形中适用的纹

样，适合纹样的结构必须能与限定的图案外
形和谐的结合，跟同一外形内的其他纹样有
机融合，不会出现生硬的组合感。当宝相花纹
作为适合纹样使用的时候，要进行一定的变
化，例如将其切分，用四分之一的部分来做整
个图案的边角装饰，或者将宝相花纹拆分，一
分为二进行连续变化，作为图案边饰等。
3.3 连续纹样
连续纹样与单独纹样相对。连续纹样，

顾名思义，就是按照规律循环排列的单独纹
样。往往具有很强的重复性，在视觉上延续
性很好。宝相花纹可以单独纹样重复成为一
个连续纹样，也可将多个宝相花纹组合成一
个纹样向四方延伸成为连续纹样，应用形式
多种多样，疏密排列不一，很有情致。

4 女装中宝相花纹的色彩

宝相花纹的色彩，从整体上来看，是高
度统一的，一般宝相花纹在色彩的分配上，
会以一到两种色彩作为主调，大面积平铺，
在花纹的局部色彩上也应用主色调来进行
对应。其他颜色的使用也是严格考究的，作
为服饰上的装饰花纹，宝相花纹的色彩还必

须与服饰主色调融合，除了主色的统一外，
配色也需要谨慎组合，既要体现宝相花纹的
大胆热烈，又要顾及服饰颜色的协调和色彩
梯度。

5 唐代女装中宝相花纹的应用

宝相花纹由于其代表性，在唐代应用十
分广泛，再此就不赘述，从壁画和资料分析
看来，宝相花纹在服饰上的应用主要是在面
料的工艺上，也就是面料的染织、刺绣。唐代
的经济发达，吸纳了很多世界现今的纺织技
术发展，唐代的染织技艺达到了相当的高
度，涵盖了各种复杂工艺，例如：缂丝技术、
丝绒技术，以纬锦替代经锦提花，斜纹、缎纹
的变革，新的染料和提花机的发明等等。有
了这些新兴技术的支撑，宝相花纹在面料商
的表现有了更多的可能。
丝织面料上的宝相花纹。当时的主要织

物有丝、棉、毛、麻等应用最为广泛的是丝
绸，作为服装的主要面料丝绸的需求量很
大，其中“唐锦”最有代表性，图案最为华丽
精致，唐锦采用了纬线起花的新方式，形成
的图案较以往的经锦起花更为细致，能够表
现更多的色彩和图案细节，因此大受欢迎。
在这样的背景下，唐锦的制造越发精进，成
熟的工艺使其成为了御用面料，通常按照宫
廷服装设计需求，经过极其复杂的工艺，制

成特定图案、色彩、形状的唐锦，作为高档织
物供给王公贵族。
新疆阿兹塔那墓穴出土的宝相花纹锦

鞋，是由黄、蓝、绿、茶青四色丝线经锦起花
织出的宝相花纹鞋面。阿兹塔那一百十七号
墓穴出土的唐锦缝制的四条锦条，用来作为
女装的边饰同样饰有精巧细腻的宝相花纹。
除了织锦采用宝相花纹以外，唐代的印染也
很发达，服饰上宝相花纹的印染也很普遍。
此外，宫廷服饰常用到刺绣，使用金银线将
宝相花纹平绣于面料上，典型文物有陕西法
门寺地宫出土的蹙金绣宝相花纹衣饰。
综合分析，宝相花纹在唐代女性服饰上

出现的部位，集中在领子、袖口、裙片、裙摆
底边、腰带等位置，主要作为边饰，是运用十
分广泛的装饰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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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饰较为贵重，珠宝的购买者与收藏者更加
趋向于珠宝本身所蕴含的经典设计，因此，对
于一些珠宝首饰的设计来说，在注入潮流的
时代元素的同时，往往更加注重加入经典的
现代建筑文化元素，一些现代建筑的民族与
民间元素被加入到珠宝设计的环节之中，形
成了一些珠宝品牌的经典款式，引起一部分
消费者对于经典款式的喜爱与购买。

其次，现代建筑元素在珠宝设计中的运
用体现出了珠宝设计抽象的表达方法。正如
东方明珠塔建筑元素的设计理念，整个建筑
三根地基大柱、主体结构与十一个球体设计
遥相呼应，形成了良好的结构框架，生动且抽
象地展示了诗句“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壮观与
雅致。因此，在珠宝设计的过程中，也可以借
助造型与结构的构式，将珠宝设计为独特的
造型，并在细节处形成呼应，使得珠宝具有整
体性的同时，在细节部位形成抽象的隐含意
蕴，表达珠宝设计中含蓄且淡雅的美感。

再次，现代建筑元素在珠宝设计中的运
用也是极简主义的集中表达。正如东方明珠
塔因其外观从总体上来讲，像极了火箭的结
构，建筑简明扼要地表达了东方明珠塔犹如
一支火箭直插云霄，表达了伟大祖国繁荣昌

盛与腾飞的伟大理想。珠宝设计也可以尝试
“极简主义”的应用。在珠宝设计时，简明扼
要地突出珠宝设计的主题，以独特的造型与
材质为基础，将鲜明的设计理念直接表达出
来，使得珠宝在具有整体性特征的同时。例
如，法国珠宝品牌卡地亚设计的 Love系列的
珠宝，充分应用了建筑中的螺钉设计，并通
过成双成对的设计，直接表达了 Love系列珠
宝的所蕴含的爱的忠诚的情感。

最后，现代建筑元素在珠宝设计中的运
用是借助了雕塑与建筑美学的集中体现。恰
如巴塞罗那奥运村的建筑充分地运用了建筑
的材质、光影与造型结构的元素，珠宝设计中
也充分地运用了这些元素。美国的著名珠宝
品牌 Tiffany的 Fold系列的珠宝，运用黑金为
珠宝的主要材质，并加用钻石、不透明的宝石
纯银作为搭配，使得珠宝在光的照耀下熠熠
生辉，珠宝呈现流畅的线条，如建筑的鱼型结
构一般选用了折叠与反转的造型设计，使得
珠宝呈现出灵动活泼的形态美。

4 总结

总的来说，随着文化的冲击与美学的发

展，现代建筑元素在珠宝设计中的运用范围
逐渐扩大，建筑美学与珠宝设计紧密融合，
珠宝设计中凝聚的建筑造型元素使得珠宝
设计焕发了新的光辉。以中国的东方明珠塔
与巴塞罗那鱼型建筑为例为研究素材，体现
出了现代建筑的富丽堂皇与美轮美奂的特
点，并将这些特点将珠宝设计紧密结合，实
现了珠宝设计对形态美与艺韵美的设计理
念与审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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