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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南在区位上以太湖为中心吴文化发祥地，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现代化程度最高的

区域之一。苏南传统民俗文化秀慧、智巧、素雅、细腻，这些独具特色的苏南民俗民风图形

与符号语言，既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观念，又传达着地域人们的思想智慧。如苏绣图案、苏式

园林景观元素、惠山泥人、南京剪纸等等，这些活跃于民间的民俗文化，成为寄托情感、诉

诸信仰的重要方式，也为当代艺术设计提供了不竭创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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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图形具有地域性，与其地方习俗、历史、文化、经济关系密切。苏南自古以来就是

我国经济文化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凭借太湖流域丰富的水域、自然、气候条件，逐渐形成并

孕育出素雅、细腻、秀慧、智巧的吴文化。如在渔牧农耕、蚕桑织绣、祭祀礼仪、起居饮食

等社会实践活动中，以地方民俗文化为特色的图形符号，或具体、或抽象，成为我国当代非

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翻阅民俗图形的演变历史，传统民俗图形在“图必有意、意必吉祥”

等理念下，将民俗图形与人们对天、地、人、山、水、木等基本素材进行融合，来展现传统

地域民俗文化。事实上，传统民俗图形本身凝炼着地域民众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眷顾，

对传统美德的敬重，对和美团结情怀的追求。苏南民俗图形与其民俗文化息息相关，并成为

构建当代文化生态，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不过，在对苏南传统民俗图形的传承与

发展中，误用、乱用、错用的尴尬，脱离了传统民俗图形应有的文化旨趣与意蕴，也丧失了

对传统民俗文化的有效传承与发展。为此，本文将基于苏南优秀传统民俗图形的典型应有与

创新，力求更加客观、详尽的挖掘苏南民俗图形的发展规律、传播特点，对其进行系统性辨

析和研究，来促进苏南传统民俗图形合理、规范、科学发展。 
一、精彩绝伦的苏绣：见证了姑苏的繁华与美誉 

自 2006 年，在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苏绣”赫赫在列。苏绣是苏州重要的传统民俗

文化，而苏州的镇湖独夺“中国刺绣之乡”的美誉。苏绣是苏州工艺美术行业的一朵奇葩，

其图案风格秀丽、色彩文雅，尤其是在针法技艺上复杂多变、精工细腻，更令其位列“中国

四大名绣”之首。 
（1）无锡刺绣一枝独秀 
无锡刺绣源于无锡本地的刺绣品种，从属于“苏绣”也是“苏绣”的重要发源地。无锡

刺绣注重精微绣技艺的表现，突出精细美感，远看诗情画意、近看活灵活现，其特色是针脚

短、技术要求高、难度大、用针、用线、用料、用色严谨细腻。如清代无锡刺绣名家丁佩善

用针、线、绢、丝来代替笔墨纸砚来创作无锡的秀美风光，令人耳目一新。在工艺特征上，

无锡刺绣讲究精益求精。 
在绣稿选择上，以绘画图案为底本，按比例进行缩放并运用到刺绣中，来还原图案的真

实美感。如《丝绸之路》双面精微绣，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永久收藏，其底稿设计由顾青蛟大

师担任，赵红育、吴鸣文大师联合制作完成，整个画幅气势恢宏，人物、衣着、神态各异，

将古代丝绸商旅行进于大漠的场面进行了精神演绎，也赋予了绣品独特而深邃的文化寓意。 
在视觉呈现上，无锡刺绣讲究均衡雅致的构图思维。如赵红育的《游春图》，采用均衡

对称式构图，描绘了手执马鞭、踏春游历的古代女子，两者居绣品中心，以中轴线为基准，

以留白方式突出绣品的主体形象，独具层次感和视觉冲击力。还有吴鸣文的《童子嬉春图》，

以童趣的生活情境来展现无锡的民俗生活，放爆竹、玩花灯、嬉戏的孩童，一人一景形态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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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趣味横生。 
（2）苏绣的跨界应用 
苏绣在当代艺术设计中的跨界应用，以姚建萍为首的“镇湖绣娘”，其参与制作的多幅

苏绣作品，为苏绣艺术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2004 年姚建萍的《世纪和平---百鸽图》荣获

中国民间工艺最高奖山花金奖，随后，姚建萍的《春早江南》走进人民大会堂；2011 年姚

建萍自创“滴滴针法”获得首例刺绣专利，融合了传统书法、壁画、篆刻、陶艺等艺术形式，

使其成为新一代“苏绣”传统工艺传承人。在弘扬传统民俗文化实践中，姚建萍也从苏绣的

不凡魅力展现中，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创新刺绣工艺技法，尤其是在当代服饰艺术设计

领域，将刺绣传统技艺融入其中，将苏绣工艺推广到普遍的生活实践中。2017 年电视剧《因

为遇见你》一经播出，就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特别是在剧中演员的苏绣服饰、苏式生

活，让苏绣从工艺圈走向生活圈、大众圈，也给电视剧的播放带来了更大社会效应。据了解，

《因为遇见你》网络点播量超过 90 亿次，而该剧艺术顾问由姚建萍担当，也为推动苏绣走

向世界做出了卓力贡献。面对苏绣民俗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姚建萍更是坚定了对苏绣文

化的发展信心。姚建萍与腾讯合作，开发一款基于苏绣艺术的游戏产品，来展现“唯我国风”，

其中，在游戏主题、道具、服饰设计中，多运用传统文化，尤其是以刺绣图案和形式来传播

苏绣文化。 
二、步移景异的时空幻境：展现苏州古典园林特色的洞门花窗 

苏州园林是我国古典园林建设的文化遗产，如建于元代的狮子林、建于宋代的沧浪亭、

建于明代的拙政园、建于清代的怡园、鹤园、耦园等等，都成为苏州园林的传统建筑典范而

备受世界瞩目。洞门花窗是苏州园林建筑的一大特色，尤其是在园林墙面应用中，图形变换

多样，层次分明，利用似隔非隔的空间错落设计手法，划分出若隐若现的园林空间感。 
（1）洞门花窗的图形特色 
苏州古典园林建设中的洞门花窗，不仅仅是建筑的一个形制，更是构成园林建筑风格与

文化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其所传递的艺术审美与独特应用功能，实现了装饰性、实用

性的统一，更让洞门花窗成为苏州园林设计的一件别样艺术品。在形制结构上，洞门花窗变

化多样，门有宽、窄变化，窗有长、方之别。以漏窗为例，有方形、横长、直长、圆顶等等

结构，一是为了满足观赏需要，二是为了满足采光通风要求。 
在花纹图案设计上，主要有几何体、自然形体、混合体形。几何体中有直线、弧线、圆

形等变化，与传统彩陶纹样、青铜器纹样、砖瓦、刺绣、年画、剪纸等纹样具有相似性。在

具体形态上，有单纯的方形、圆形，也有双葫芦形、石榴形、扇形、八角形等式样，其造型

有的符合格律体，如九宫格、米字格，有的符合单独纹样，填充纹样、自由纹样、角边纹样

等。在漏窗形式上，还有别的的变体方式，如橄榄景式、葵花式、夔式穿海棠式、菱花式等

等。另外，在图形、图式结构上，除了自然图纹外，还有各类花卉图案，如梅兰竹菊、芭蕉、

石榴、荷花等；鸟兽类有虎、云龙、凤凰等，吉祥纹有松、鹤、寿、喜等图案。 
    （2）洞门花窗的现代应用 

从传统苏州园林的结构、形态、图案表现来看，洞门花窗造型优美，图案变化多样，极

具文化内涵与艺术美学价值。在现代艺术设计，特别是在公共景观设计领域，更成为苏州地

区独特的城市景观。如在苏州繁华街道，公交站作为城市交通主线，其站台设计引入苏州园

林建筑风格，利用亭廊结构，歇山顶或硬山顶，屋檐设计为万字挂落，悬挂流苏宫灯，廊墙

改为“吴王靠”方式，中间辟有漏窗洞门，避免了墙面的单调结构，也让候车者感受到流动

的框景变化，增添苏州街道的文化艺术品位。同样，在苏州苏嘉杭高速公路两边的隔音带，

通过镶嵌大小、间距一致的漏窗，既避免了隔音带的单调外形，又呈现了视觉美感；在交通

标志牌设计上，苏州街道十字路口，悬挂漏窗式交通警示标识，外方，表面采用冰裂纹雕镂；

街道铁护栏也运用漏窗图案，如宫式万字、灯景寿字等等，极富文化气息。 



在公共建筑、旅游建筑装饰设计中，对苏州传统洞门花窗图形要素的运用可谓是百花齐

放。2006 年苏州博物馆新馆建成，整个建筑的最大特点是采用玻璃及开放式钢结构，用灰

色花岗岩代替易碎的瓦片，彰显了苏州粉墙黛瓦的建筑特色。作为贝聿铭的封山之作，苏州

博物馆新馆遵循“中而新、苏而新、不因循、不割裂”的设计思想，在营造竹影摇窗的意境

中，运用多种取景框来增强园林建筑空间的层次感。在苏州竹辉饭店照壁设计上，中间设置

圆形洞门，两边各辟有一冰裂纹海棠形洞窗，与宾馆前面的湖石假山形成对景。这一设计方

式，可以从圆门看到山水小品，现代建筑隐约其中；从假山看圆门、漏窗，虚实相生，展现

苏州洞门花窗的造型特色。 
三、概括提炼与夸张变形：惠山泥人勃发出的生命力 

无锡是吴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也是苏南传统民俗文化的代表地域。惠山泥人承载着吴地

民俗文化的缩影，尤其是写意传神的民间艺术形式，更是中华民间文化艺术的瑰宝，于 2006
年被列入第一篇国家级非遗名录。在苏南，手捏泥人反映了地方文化习俗，特别是以惠山泥

人为代表的民间艺人，在题材、造型、色彩、构图等方面表现出淳朴的乡土气息。 
（1）题材多样，民间习俗色彩浓烈 
在早期的惠山泥人创作中，以民间传说、戏曲故事为题材，来表现民间生活的世俗文化。

如我们熟悉的“大阿福”、具有辟邪的“春牛”、“老虎”，还有百姓们喜闻乐见的“寿星”等。

惠山泥人在题材选择上较为广泛，也极具地域民俗特色。如京剧中的人物、昆曲中的角色，

从泥人造型设计上来表现戏曲故事的精彩瞬间。 
（2）造型夸张凝炼，出神入化的艺术效果 
从艺术造型来看，惠山泥人借鉴传统绘画、戏曲文化、民间艺术等艺术形态，结合地域

生活人物及心理动态，将喜怒哀乐表诸于泥人的造型上。手捏作为直接造型方式，有搓、揉、

剪、捏、拍、印、挑、压、推等多种手法，简练处极简，夸张处极夸张。如“将军肚”、“小

儿腿”、“美女腰”、“老人背”等，既直观生动，又形神毕现。 
（3）色彩运用巧妙，独具民族文化特征 
从惠山泥人的用色来看，彩绘是其特色。在用色规律上十分讲究，如“从上到下，先淡

后浓，先白后黑，头发最后”，涂色遍数“头色不过四，身色勿过三”，色调对比上“红要鲜、

绿要娇、白得净”等等，这些极具强烈色彩对比的视觉效果，更具吴地民间特色。 
（4）构图方式各异，高低错落有致 
从“手捏戏文”素材来看惠山泥人的构图结构，多由两个或多人组合而成，不同人物形

态各异，高低错落、舒缓紧张变化有序。如根据不同主题，人物数量有三角形、四边形组合

构图，也有对称方式均衡构图，还有非对称的人物呼应四构图。不同的构图方式，展现了作

品的人物身份、形态、场景的变化，更具艺术感染力。 
四、结语 

苏南传统民俗文化丰富，多样，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沉淀、延续，也形成了苏南特有的

传统艺术体系。传统民俗文化作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民间艺术家的探索、挖掘与实

践中，将古老的民俗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艺术设计中，也为现代艺术设计领域的创新发展注

入了生机与活力。传统民俗文化是古代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艺术审美

品位，与其民俗图形符号密不可分。通过对苏南优秀传统民俗图形的应用与创新研究，了解

其发展规律，探析其源头民俗的历史文化演变形式，并将之融入到当代艺术设计中。只有这

样，才能更好的体现传统民俗文化精髓，才能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传统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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