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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代院画不仅在美术史上占有 重 要 地 位!还 对 当 时 的 工 艺 美 术 风 格 产 生 了 深 远 的 影 响"写 实

性增强!表现细腻逼真!更具世俗化#生活化!较 之 以 前 的 设 计 风 格 发 生 了 很 大 改 变!但 是 太 强 调$形 似%也

束缚了意匠化设计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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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政治&军事都不如人意!但是它的文化&艺术 却

很发达"盛唐社会以其 对 军 功 的 向 往!艺 术 上 具 有 博 大 的

气势"到了北宋!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

间而在心境(!)%*人的心 境 和 意 绪 成 了 艺 术 和 美 学 的 主 题!

心灵的安适享受占据首位"这种思想意识也强烈影响着工

艺美术设计!装饰题材走向文学化和绘画化!设计风格讲究

细洁净润&质朴&趣 味 高 雅!追 求 韵 味!它 上 与 唐 之 雍 容 饱

满!下与明清之俗丽!都迥然不同"

宋代工艺美 术 设 计 存 在 着 一 个 明 显 的 变 化"在 题 材

上!写实的花鸟&山水&植物&动物纹样!甚至书法&绘画取代

了唐代之前幻想世界的 灵 禽 神 兽&盈 贯 连 绵 的 缠 枝 卷 草 等

极富意匠的图形主 题+在 结 构 上 也 趋 向 于 绘 画 写 实"工 艺

美术中摹仿名家书画的 做 法 也 逐 渐 多 了 起 来!以 刺 绣 和 缂

丝最为典型",存 素 堂 丝 绣 录-记 有 宋 时 在 绫 地 上 绣 成 的

,金刚般若波罗蜜 经-!共 五 十 六 页!五 千 九 百 九 十 六 字")!*

现藏上海历史博物馆的南 宋 高 宗 时 缂 丝 名 手 朱 克 柔 的,莲

塘乳鸭图-和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缂丝,牡丹-!以及现藏故

宫博物院的南宋缂丝高手沈子蕃的,花鸟图-等等都直接将

绘画引入设计!把原画面貌用针线表现得惟妙惟肖"

院画指宋代画院里画师的绘画作品"’画院(是由宫廷

绘画的繁荣应运而生的!是中国古代宫廷绘画机构的定称!

五代称为’翰林图画院(!北宋 时 期 曾 改’院(为’局(!称’翰

林书画局(!所以画史上便习惯称之为’画院("宋代画院在

规模&人才&成就等方面达到了鼎盛!以一种全新的面貌 在

画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工艺美术设计影响至深"

宋代院画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在题材内容上偏重于

花鸟画"宫廷 绘 画 的 创 作 任 务 始 终 在 宣 教 和 玩 赏 之 间 游

走!唐及唐以前的宫廷绘画明显倾向于宣教作用!大型壁画

及卷轴多以人物&故 事 为 主"随 着 宋 代’扬 文 抑 武(制 度 的

正常化!绘画在起着宣教作用的同时!所负载的审美性越来

越彰显出来!人们在山 水 花 鸟 题 材 中 获 得 比 人 物 故 事 更 大

的乐趣"再加上宋代帝王奖励画艺!大批画家入院供奉!画

家们既受皇家’赞助(!就必定在创作上受其制约!帝王偏爱

名花珍禽&奇花异草!那么宫廷画家们在创作时也就偏重于

花鸟画"

其次!宋代院画在表 现 方 法 上 强 调 逼 真 写 实"画 院 重

视古人的’格法(和严格 遵 从 自 然 现 象 的’形 似(!以 愉 悦 帝

王为目的!甚至皇帝也亲自参加创作的宫廷画院!把追求细

节的逼真写实!发展到了顶峰"精细的表现手法!成为北宋

画院的标准画法!许多画家为了表现对象的真实!专门饲养

花鸟虫鱼!供细致地 观 察 和 写 生"真 宗 年 间 负 有 盛 名 的 赵

昌!为了能用色彩忠实地反映现实!常常在清晨趁朝露未干

之时!便去花圃中一边观 察 一 边 调 色!从 而 获 得 了’写 生 逼

真!时未有共比(的 美 誉"到 了 北 宋 晚 期 的 徽 宗 时 代!这 种

风气愈演愈烈"’徽宗 建 龙 德 宫 成!命 待 诏 图 画 宫 中 屏 壁!

皆一时之选"上来幸!皆一无所称!独顾壶中殿前柱廊拱眼

斜枝月季花!问画 者 为 谁？实 一 少 年 新 进"上 喜!赐 绯!褒

赐甚宠!皆莫测其故"近 侍 尝 请 于 上!上 曰#月 季 鲜 有 能 画

者!盖四时朝 暮 花 蕊 叶 皆 不 同"此 作 春 时 日 中 者!无 毫 发

差!故厚赏之"(),*上行下 效!从 院 内 到 院 外!追 求 细 节 真 实

成为当时画坛的风 尚"同 时!由 于 绘 画 与 工 艺 美 术 藕 断 丝

连!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文思院&甲库&文绣院&绫锦院等

宫中制作工艺物品的机构和 作 坊 的 设 计 生 产"’虽 然 早 在

唐代初期就有宫中绣像!不过唐时绣像多绣佛像!到宋开始

才摹仿名家书画了"宫 廷 帝 王 一 人 之 喜 厌!决 定 画 院 众 多

画师之创作!皇家贵族 之 嗜 好 也 必 然 影 响 到 工 艺 美 术 之 时

尚!正是来自于政治权力和院体画的扩张!讲求’形似(&’格

法(的写实花鸟画带来 了 审 美 观 念 和 工 艺 美 术 设 计 的 深 刻

变化"

第三!宋代院画在审 美 趣 味 上 追 求 诗 意 韵 味"文 人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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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由仕进而成为朝廷官僚!并逐步形成一个知识阶层!他

们的价值取向与艺术趣味无疑深刻地影响着这一时期美术

的面貌!他们对艺术进行评判的时候!其人格修养"欣赏 标

准"对社会政治的关心和责任意识"学问和言论等!这些 都

对美术的创作产生 巨 大 的 制 约 作 用#画 院 画 家 受 其 影 响!

文人化的趋势很明显!他 们 的 作 品 中 文 人 画 趣 味 和 风 格 的

讲究也很突出#画家虽然仍需$格物%!追求自然之趣!但对

画面所透出的$趣味%愈 加 关 注 起 来!这 时 表 现 最 为 突 出 的

题材是花鸟画!那充满各种$趣 味%的 经 典 花 鸟 小 品 精 彩 之

极#到南宋时期!这一风格趣味的追求更加普遍化!画院画

家们在山水"花 鸟"人 物 题 材 上 无 不 刻 意 经 营 着 自 己 的 感

受!作品更着重 去 讲 求 韵 味!更 重 视 画 作 中 空 灵"含 蓄"平

淡"自然的美#

宋代院画对工艺美 术 产 生 的 最 直 接"最 大 的 影 响 就 是

写实风格的形成#工艺 纹 样 的 写 实 风 气!大 致 形 成 于 唐 末

五代之际!这个变化 当 初 主 要 从 丝 织 品 中 反 映 出 来#丝 织

品的花卉纹样由过去平列图案式的布局!发展为写实折枝!

即所谓的$生色花%#到了宋代!刺绣和缂丝等!更注重生活

化!并把它提高到一 个 空 前 的 水 平#这 个 风 气 也 影 响 到 同

时代的金银器"建筑 彩 绘 和 陶 瓷 等 工 艺 门 类#比 如 耀 窑 陶

瓷!在布局上巧妙地运 用 中 国 古 代 建 筑 和 绘 画 理 论 中 对 称

和平衡的原理!即在纹饰的布局中采取等分法!以某一种花

卉或动物"婴孩为中心!以枝叶"躯干或团花相衬托!形成一

定的适合纹样!以完 全 相 同 的 几 组 适 合 纹 样 组 成 纹 饰#适

合纹样的构图具有一定的规律!如活泼健康的婴孩!常以缠

枝的密叶相掩映!或攀附于束莲或折枝牡丹之上!动物纹饰

则多以动态出现!游 鱼"游 鸭"飞 凤 等!周 围 以 水 波"营 草 相

衬托!动静结合!既富于变化!又协调一致#这种装饰方法!

布局规整!严格按照对称和均衡法则构图!以精巧"细致 和

准确"严密取胜!表现了宋代匠师们一丝不苟的审物精神和

胸有成竹"高超传神 的 艺 术 素 养#这 种 严 谨 的 布 局 和 装 饰

方法!无疑受到宋代院体绘画艺术的影响#

写实化的工艺美术呈现出以下几个特色&

%3表现题材多为花鸟#绘画题材直接影响了工艺美术

装饰题材的变化#丝织"陶瓷等工艺中的写实花鸟纹样!就

多是从花鸟画中移植而来!把花卉"鸟类作为描绘对象!以

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花卉"鸟类"鱼"昆虫为主!形成了工艺装

饰纹样强烈的写实风格#画院写生的技巧和风气由于绘画

与工艺美术藕断丝连的关系也保留到工艺装饰上!黄荃"徐

熙的花鸟!赵昌的花!崔白的雀等!都被照搬到了丝织以 及

瓷器等工艺制品之 上#有 的 磁 州 窑 瓷 枕 的 枕 面 装 饰!简 直

就像一幅精妙的花鸟画!没骨画法!疏朗布局!与当时的 花

鸟画风格完全一致!可谓异曲同工!各有千秋#这些纹样题

材的演变也正与中国美术中绘画艺术的发展趋势相一致#

!3富有韵味"更具观赏性#世俗之物!有情节性的生活

场景及历史故事!在 设 计 中 有 越 来 越 多 的 表 现#写 实 性 的

纹样装饰设计追求精巧"繁复!强化文人情趣!从而更具 观

赏性!在宋代工艺美 术 逐 渐 向 观 赏 性 和 实 用 性 分 化#一 部

分刺绣在宋代也成为了纯欣赏性艺术#崇宁年间’%%"!一

%%".年(宋徽宗在皇家画 院 设 绣 画 专 科!绣 画 成 为 专 业 而

独立的艺术创作!有 山 水"楼 阁"花 鸟"人 物 等 题 材 分 类!以

名人书画为粉本!力 求 模 仿 书 画 气 韵#北 宋 绣 画 及 绣 法 书

大为流行!其中花鸟绣画尤其精美!有些竟达到画绣难分的

水平#

,3更具生活气息#写实性还表现在装饰纹样图案中洋

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装饰纹样的题材都是现实生活中人

们喜闻乐见的!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如植物中的牡

丹花是我国的传统名花!据)群芳谱*载&唐"宋时洛阳之花

为天下冠!故牡丹又 名 洛 阳 花#诗 人 白 居 易 写 道&$帝 城 春

欲暮!喧喧车马度!共 道 牡 丹 时!相 随 买 花 去!家 家 习 为 俗!

人人迷不悟%!这些诗句形象地描述了人们喜欢牡丹的社会

风尚#宋代以穿着轻柔"空 薄 为 时 尚 的 罗 织 物 就 有 牡 丹 的

形象!如相州的暗花 牡 丹 纱#从 江 苏 金 坛 南 宋 周 瑀 墓 和 福

州南宋黄升墓出土的两 百 多 件 不 同 品 种 的 纱 罗 织 物 中!也

有一块缠枝牡丹罗!花回单位长达六十余厘米!这样大型的

纹样花罗是宋代前所没有的#

写实性院画风格进 入 工 艺 美 术 领 域!使 之 向 一 定 的 广

度和深度发展!更具世俗"生活特点!并使一部分成为专 供

鉴赏的工艺品!这是 院 画 对 工 艺 美 术 积 极 的 影 响#但 它 也

有消极的一面!刻意求工的写实花鸟!因太强调$形似%而束

缚了意匠化设计的发挥!中 国 古 代 的 工 艺 美 术 曾 经 有 过 出

色的意匠化设计!无 论 是 彩 陶"青 铜 器"玉 器!还 是 丝 织 品"

画像石"金银器!都证实了这种具有象征性或寓意性的装饰

意匠水准#但受院画的影响!普遍写实的风气!特别是工笔

花鸟画的渗入!导致了这种意匠化设计的衰退!按实描摹的

手法成为一种桎梏!它 不 仅 影 响 了 那 些 从 实 用 中 分 离 出 来

的纯工艺品的观赏价值!还 深 刻 地 影 响 到 宋 之 后 其 他 生 活

实用品的装饰设计!元 明 清 的 设 计 乃 至 近 代 设 计 都 受 其 影

响而缺乏意匠设计的生动表现#从工艺美术的造型规律来

看!设计艺术是一种特殊的造型结构形式!它与再现性的绘

画形式不同!是非写实的$人造%符号!而摹仿绘画!表现清

晰真实的自然形象!不仅缺乏实用功能!而且从欣赏的角度

看!也丧失了绘画中$意趣%"$神 韵%等 精 神 实 质!剩 下 的 只

能是机械的"刻意求 工 的 平 庸 和 呆 板#但 写 实 性 设 计 因 其

精细逼真而受皇家喜爱!贵族仿效!倒也使其在唐宋时期盛

久不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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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条)

1.学位论文 陈莉 院画风格影响下的宋代工艺美术研究 2006
    宋代的工艺美术，具有典雅、平易的艺术风格，以质朴的造型取胜，很少有繁缛的装饰，使人感到一种清淡、理性之美。此外，它与前代相比还有

一个明显的变化，即在题材上和结构构成上，都趋向于绘画写实。为什么在宋代会出现几乎被写实垄断的设计风格，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这种现象的出

现，写实对工艺美术设计产生何种影响?这一切和绘画息息相关，而宋代院画对全社会又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影响。笔者对院画的风格特征以及院画的人

文思想、院画对工艺美术产生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思考。      正文全文共分八个章节。第一、二章主要阐述宋代院画的人文思想及风格

特征。第一章论述了“理学”和文人意趣的基本观点、美学思想及其对工艺美术的影响。宋代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理学“重理轻文、重理轻情、重道轻

器”的观点，使院画产生了严谨写实的画风，工艺美术形成了典雅质朴的风格。第二章论述了院画的风格特征，即谨细拟物和诗意追求的并重。这使绘

画在讲究细节忠实的同时，追求诗意、精致，也对工艺美术有很大影响。      后面的内容具体分析了写实性绘画进入工艺美术领域产生的结果。第三

章说明了工艺技术的进步及商业的发展使工艺美术的写实具备了物质基础。第四章论述了写实化对工艺美术题材的影响，题材多选用现实生活中喜闻乐

见，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第五章论述的是写实化对工艺美术风格的影响，生活化的题材必然使之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浓郁的世俗风情。第六

章论述了写实化又一影响，即工艺美术的程式化加强。表现在纹样造型、构成组织形式和吉祥含意三个方面。第七章阐述了因为写实性绘画的直接进入

，导致了工艺美术逐渐向欣赏性和实用性两方面分离。第八章论述工艺美术写实化产生的消极影响，过分写实束缚了意匠化设计的发挥，限制了风格的

多样化。      经济迅速崛起，信息时代的产业更替几乎冲击着一切领域。中国的现代艺术设计，设计意识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概念、范围、命

题的转化和扩大，要求我们对设计艺术自身的历史进行反思和重新认识，没有对传统的理解就不可能有新的设计意识的形成。民族文化体系的重建也有

赖于对历史的现实的理解，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了解和分析，重新认识，以此实现跨越时空的文化衔接。这正是研究宋代工艺美术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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