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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彩画概述

建筑彩画是中国的传统工艺，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色彩绚丽。中

国的古建筑大多数以木构架结构为主，彩画作为建筑工程的组成部分，

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它的功能性和实用性。最初的彩画工艺实际上是为

了木结构防潮、防腐、防蛀，是针对古建筑形成的一种保护性措施。同

时彩画也是中国古建筑上的一种装饰，呈现不同时代的特征，体现出建

筑的等级。

中国古建筑彩画因历史悠久，故其历史信息、民族艺术信息颇丰，

就其表现形式而言主要分为和玺彩画、旋子彩画和苏式彩画三大类。

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以公共空间的苏式彩画为主。苏式彩画于乾隆年

间（1736年—1795年）流传到北方，相传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巡视江南

时，对苏杭地区的彩画都尤为欣赏，便传苏州匠师来北京绘制彩画，因

而得名苏式彩画。由于苏式彩画来源于民间，与官式建筑彩画不同，其

绘画方式并未规范化，且无规律可寻。主要内容和表现技法通过作画

人的艺术修养所体现，绘画内容丰富多变，题材较为灵活。

二、故宫苏式彩画概况

故宫有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其古建筑彩画在清朝时期

达到顶峰，并且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和玺彩画、旋子彩画、苏式

彩画、海墁式彩画和特色鲜明的宝珠吉祥草彩画几种表现形式。1911

年—1925年间，故宫对外檐彩画进行改造，外朝区域主要以和玺彩画、

旋子彩画为主，内廷区域主要由旋子彩画和苏式彩画绘制而成。

故宫的苏式彩画大多绘制于内廷建筑上。其中宁寿宫花园是乾隆

为归政养老在宁寿宫西北部所修建，花园建筑表面多为枋心式苏画。宁

寿宫彩画发生过很大变异，早期宁寿宫的建筑彩画为龙凤和玺彩画。

光绪年间，住在宁寿宫的慈禧太后出于对苏式彩画的偏爱，故在六十大

寿时将外檐围廊改为苏式彩画。但由于改绘的苏画工艺简单、局部不合

规制、绘制粗糙，也不能体现皇家建筑的等级，便于1979年进行重修，

基于公共环境的中国古代经典苏式彩画的浅析
——以故宫和颐和园为例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传统装饰图案在现代公共环境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多。文章通过对故宫、颐和园中公共空间的

苏式彩画进行对比研究，探究两者之间的差异，挖掘苏式彩画的历史信息，以期在日益重要的现代公共环境为主的装饰创作中体

现出古建筑装饰元素的应用价值，以此为现代公共环境中的装饰艺术提供相关的理论素材和研究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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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了乾隆时期的风格，改为和玺彩画。总体来讲，和玺彩画和旋子彩

画在故宫中所占的比重要比苏式彩画多些。

三、颐和园苏式彩画概况

颐和园是清中时期的皇家园林，长728米的长廊是颐和园标志性的

建筑之一，长廊中的彩画内涵丰富，共1.4万余幅。此处的彩画与长廊建

筑相互映衬，彰显长廊的气势，突出了晚清时期的绘画特点。光绪年间，

包袱式苏式彩画开始与北方的官式彩画相融合。之后历经多年变化，颐

和园苏式彩画的图案、样式、布局以及设色都与江南地方彩画有所区

别。

颐和园作为皇家园林，其彩画是官式苏式彩画中的精品，彩画主要

绘制于休闲场所中的亭、阁、轩、榭、垂花门、游廊等等。在颐和园，除

长廊的彩画之外，园中其他区域的公共空间中也多见苏式彩画的分布。

可以看出，苏式彩画在皇家园林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同时，此处的苏式

彩画也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四、故宫和颐和园苏式彩画的差异

（一）绘制年代的差异

北京故宫由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开始建设，明代

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建成，其宫殿建筑也开始绘有彩画。现如今

故宫中彩画多为明清时期绘制而成，明代官式彩画多以旋子彩画为主，

清代官式彩画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和玺彩画。而清中叶后期，建筑彩画融

合了汉、满、藏多民族文化元素，苏式彩画大多于此时开始在故宫中出

现。

满清入关后，建筑仍沿用明代官式建筑体系，皇家行宫苑囿得以发

展，具有特色的风景园林建筑开始兴建，苏式彩画也开始绘制于类似颐

和园这样的园林建筑之中。颐和园始建于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

大部分苏式彩画是靠工匠们常年积累的经验绘制而成，随意性较强。

颐和园经过几次重大的复建和修建，建造初期的彩画作品大多已经无

迹可寻。同时由于颐和园长廊彩画处于相对开放的公共空间，因此，其

重绘的次数比室内彩画要多，例如现存的彩画大多于20世纪50年代至

80年代甚至本世纪初多次重绘。重新绘制的彩画基本保持了晚清时期

颐和园彩画的总体风格，同时也留下了历史变迁的痕迹。

可见，苏式彩画是从清代中、后期开始在官式建筑上绘制并发展。

故宫由于修缮次数少，还保留了少量初期的彩画，大多分布于生活区域

的公共空间中。而颐和园初始绘制的苏式彩画因历史上多次重绘而被

覆盖，已经很难知悉其初始的样式和风格,但从重绘的苏式彩画中，依

然能够窥见以往的风貌。

（二）题材的差异

故宫中的彩画装饰为了迎合皇家庄严的宫殿氛围，彰显皇权的至

高无上，其建筑彩画主要以等级最高的和玺彩画进行装饰。而苏式彩

画则大多分布于故宫的园林建筑中，其中尤以“乾隆花园”即宁寿宫花

园中的苏式彩画最为精美。故宫内包袱式苏式彩画的取材多为写生吉

祥画，更适于生活区域的建筑。例如清代晚期在西六宫区域，慈禧太后

居住过的储秀宫的苏式彩画多为寿桃、云纹等纹饰，表达吉祥寓意等内

涵。而同一时期翊坤宫也绘制了这类彩画。但故宫内包袱式苏式彩画的

题材由于从属于皇家建筑的原因，没有绘制太过于繁杂和热闹的主题。

颐和园的苏式彩画在表现题材上则更加多样，囊括了文人、民间、

宗教三种传统艺术题材。文人艺术题材是通过艺术的表现手法，将人

物、山水、花鸟、线法四个内容互相交替排列，并用各种画框分隔，绘

制在同一建筑上。同时由于文人对“文房四宝”的喜爱，颐和园苏式彩

画中博古内容的出现，更是表达了文人的审美趣味。另一大艺术题材为

民间题材。彩画匠师大多来自于民间，倍受民间文化熏陶。他们通过艺

术创作手法，巧妙地将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和戏剧人物故事组合在一

起，并表现于长廊的包袱彩画作品中。宗教艺术题材则是取材于中国古

典四大名著以及神话故事、戏剧片段、成语故事等。而其中尤为引人注

意的是，在长廊绘制的许多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彩画中，还包含弘扬中

国传统礼仪文化的内容，例如：一饭千金（图1）、孔融让梨（图2）等。

苏式彩画这种具有教化功能的题材形式，是其他类型的彩画所不具有

的。

与故宫的苏式彩画相比，颐和园作为一座大型的皇家园林，其苏式

彩画的题材更加自由和多样。同时，其题材的艺术内涵也比故宫的苏式

彩画更加丰富。这些不同之处都使得两处的苏式彩画在题材上有了明

显的区别。

（三）表现技法的差异

故宫主体建筑多为高等级的官式苏画，与颐和园彩画不同的是大

量的用金，甚至用金线勾画纹路。并绘制龙纹，四周画有云彩纹和火焰

纹，主要突出皇家的尊贵。同时采用“线法”的绘画技法，线法是苏式彩

画白活绘画技法之一，是运用中国传统绘画的经营位置和西方透视学

原理及水粉风景绘画技法相结合绘制而成。如倦勤斋室内的通景画，

从屋内仰视，犹如身临其境，有着中国古典彩画难以描绘的立体效果

和逼真感。在包袱式苏画的烟云筒数量上，故宫的苏式彩画和颐和园

也有所不同，如翊坤宫及其东、西配殿的建筑外檐彩画采用了10个烟云

筒。（图3）

颐和园苏式彩画的表现手法装饰性强、纹饰清晰，主要采用传统

工艺画法， 最具特色的表现技法同样也为“线法”，但在纹饰和工艺表

> 图1 一饭千金包袱式苏式彩画 > 图2 孔融让梨包袱式苏式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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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故宫翊坤宫彩画10筒烟云筒样式 > 图4 颐和园长廊彩画6筒烟云筒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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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上比较自由。其中包袱彩画的技法主要是落墨搭色、硬抹实开、兼工

带写等，线法也运用颇多。长廊中的包袱线法有180余幅，约占包袱绘

画的六分之一。其中人物故事与山水风景多采用洋抹及现代绘画技法对

人物、飞禽、走兽进行刻画，包袱框采用“攒退”的表现手法和渐变的颜

色绘制，突出画面的立体感。颐和园长廊烟云以6筒和8筒为主（图4），

只有石丈亭、对鸥舫和鱼藻轩进深间用到了10个烟云筒。

由此可以看出，故宫苏式彩画多采用沥粉贴金工艺，以彰显皇家

贵气以及炫耀皇权至上；而颐和园的苏式彩画则更加注重装饰效果，

表现技法更加自由，体现出了皇家园林的绚丽丰饶。两者存在一定的差

异。

（四）色彩的差异

明末清初，故宫苏式彩画用浓墨重彩层层描绘，主题色彩以青、绿

二色为主。清中期到清晚期，色彩并不是使用传统意义上的纯色，而是

采用复色，丰富了色彩层次，并大量使用金色，以体现皇家建筑的富丽

华贵。清晚期的苏式彩画在宫殿中运用了对比色调，多分布于开放区域

的宁寿宫花园西路北端倦勤斋、符望阁及游廊等处。苏式彩画整体色调

也由深变浅，已逐渐形成固定的设色模式。

颐和园苏式彩画的色彩种类则充分体现了色彩的丰富性。颐和园

的彩画一般采用砖红色、土黄色或者白色等暖色作为基调色，色彩鲜

明。早期和玺彩画与旋子彩画用色比较单纯，色彩多采用暖色、中间

色。比如：粉色、米色、三青色与香色，给人一种庄重、雅致、华丽的视

觉感觉。到了清代中晚期，由于石青、石绿被洋青、洋绿所代替，色调则

开始偏间色。乾隆时期的苏式彩画也称为官式苏画，其出现时间晚于其

他两种形式的彩画，受此影响也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因而，苏式彩画、和

玺彩画以及旋子彩画的颜色至此都有了整体变化。之后的苏式彩画则

延续了这种颜色样式，直至现代。由于颐和园长廊彩画处于公共开放的

环境中，因此其色彩的退化和斑驳程度要比室内彩画更快。这也说明相

对封闭的室内空间而言，绘制于公共环境的彩画更不易保存。

综上，故宫苏式彩画的色彩对比性强，并大量采用彰显皇家气派

的金色，以体现皇家建筑的恢弘气派。颐和园苏式彩画的色彩则更加丰

富，多采用暖色调绘制,衬托出颐和园更加绚烂多姿、充满活力的氛围。

（五）绘制位置的差异

故宫苏式彩画多绘制在建筑内外檐，由于等级森严，一般在内廷寝

宫和庭院的建筑上绘制，体现出既有秩序，又不失趣味的区域特点。例

如在文渊阁、西六宫区、宁寿宫花园和御花园区域有所分布。故宫中轴

线区域主要是和玺彩画，两侧区域主要绘制旋子彩画。由此可见，在故

宫这样的皇家建筑群中，苏式彩画绘制位置大多位于休闲、生活区域的

公共场所，这或与其建筑本体的使用功能有关。

颐和园苏式彩画主要绘制在园中的主体长廊中，每根枋梁都绘有

彩画，东起乐寿堂的邀月门，西至万寿山的石丈亭，基本整条长廊都绘

制了苏式彩画。长廊彩画属于苏式彩画中的包袱画，绘于建筑檐步上，

是颐和园彩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除佛香阁景区、东宫门景区和南湖岛

景区外，其他景区建筑上均绘有苏式彩画。可见，从苏式彩画在颐和园

中的分布和绘制位置来看，较故宫而言，颐和园更注重苏式彩画的使

用，且绝大部分绘制于室外的公共空间。相比之下，园中其他类型的彩

画则分布少些。

通过以上对故宫和颐和园中苏式彩画的分析可以看出，故宫中少

量苏式彩画和颐和园长廊的苏式彩画各有特点。由于苏式彩画在表现

方式上相对贴近日常生活，同时受古建筑使用功能的限制，不像和玺彩

画和旋子彩画能够体现庄严的宫殿氛围。因此，苏式彩画更适合绘制

于秀美别致的园林建筑之中。

五、结语

苏式彩画是中国古建筑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古建筑上一种

主要的装饰艺术形式。本文通过对故宫和颐和园中公共区域苏式彩画

的比较和分析，可以看出苏式彩画由于其绘制场所的功能属性不同，对

其所在场所产生的意义也不同。与其他类型的彩画相比，苏式彩画的题

材和内容等方面承载着文化流通、道德教育等作用，具有其他彩画类

型无法达到的教益功能，同时对中国古建筑的装饰有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因此，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也将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具有深

刻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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