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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经典几何纹饰的流变研究
周　婷

（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　成都　610100）

彝族是中华民族中一个有悠久、神秘历史文化的少数民

族，凉山州彝族人民在彝族先民创造的传统的、具象的语言

符号的基础上，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寻找着属于凉山彝族

的的审美定位，创造出属于凉山彝族独特风格的艺术世界。

凉山彝族的传统纹饰基本包括几何、动植物、器物纹样，从

名称看，动植物、器物纹样都有具体与现实对应的实物，能

确定其来源。那无实物形拟、较为抽象的几何纹饰源于什么？

如何产生？意义如何？为了让他们特有的装饰性的艺术符号

语言更充分的体现节奏、韵律、重复与统一的秩序美感，为

了能更多地反映凉山彝族所共有的审美诉求，本文从凉山彝

族传统几何纹饰的特点及流变分析对凉山彝族传统纹饰进行

系统整理研究。凉山彝族传统几何纹饰的流变是凉山彝族传

统纹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的传承和应用，不仅丰富了

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文化内涵，也展示了其更深刻独特的艺术

价值。

1 绪论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的国家。因为不同的色

彩信仰、审美习惯，以及受到历史变迁、宗教信仰、民俗文

化的深远影响，纹饰和色彩依附于传统节日、婚嫁、祭祀以

及日常生活所需的各个方面也随之变化。彝族文化是中华民

族大家族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彝族有三十多种不同的支系，

居住地区分布广泛，其中属于四川凉山州的彝族孕育了极具

传统色彩的风俗习惯，孕育了极具民族魅力的文化传统。它

们的传承和应用，丰富了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文化内涵。

彝族是一个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不同的支系其

自称也存在着不同。 彝语有六大方言，即北部、东部、南部、

东南部、西部和中部 6 大方言，各方言内部还分许多次方言

和土语，方言间差别较大，基本上很难相互通话和交际。六

大支系传说是大约六七千年前，青海一带的古羌族有一小支

南下迁徙到了现在的昭通巧家一带，所以彝族是古羌族的后

代，彝族的祖先是苏幕遮，经过了十几代的发展壮大，有了

彝族的共祖，伟大的阿普笃慕，洪水毁坏了的族人的家园，

笃慕便分配他的六个儿子分别项六个方向开疆拓士，老大慕

雅热向西，也就是凉山一带，老二向金沙江，者三向西向，

也就是楚雄大理，老四向南，大概红河，老五向东南，大概

广西，者六向东，即贵州。经过几千年发展，各个地方彝族

又形成了自己的语言，习俗，服饰文化之类。凉山彝族应该

是最大一支，四川大、小凉山的彝族自称“诺苏”、“纳苏”、

“聂苏”，这部分彝族约占总彝族人口的二分之一。

凉山彝族传统文化和纹饰艺术是凉山彝族先民留给我们

的最宝贵的财富，是反映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和生活向往的重

要文化，我们在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也需要深层的

挖掘这些文化背后更多的内涵，探索这些视觉符号蕴含的更

多的深远意义。深入了解后结合现代新的装饰艺术可能会让

设计师有更多的创作灵感，能让作品呈现更独具特色的视觉

艺术效果，更好的表达其所具有的文化内涵。

2 凉山彝族经典几何纹饰的文化渊源

2.1 凉山彝族纹饰的起源

纹饰是一个民族精神和灵魂的集中体现，具体表现为花

纹和图形的符号语言。经常会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具

体的纹饰都搭配有不同的含义，除了有美观度的提升，还有

更多同时也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寄托。

凉山的彝族有独特的地理环境，是优势也是劣势，导致

发展速度缓慢，但是落后的社会形态反而让原始的风俗习惯

和文化传统得以保留。我们观察彝族纹饰可以发现，基本都

是来源于彝族人民的生活和向往，纹饰风格稍显古拙写实，

其中以几何纹饰为代表，这些特点尤为突出。

2.2 凉山彝族纹饰的流变

凉山彝族纹饰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虽然纹饰来源于生

活，但是不是完全写实的风格 , 总结出有以下几个变形的原

因：其一是托物言意，以具体实际形象来表达抽象形式的内

心情感。举个例子说明彝族人民会把各种具有美好寓意的图

形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具有多重意义的更加精美丰富

的纹饰，这种类似于超现实的组合方式彝族先民很早就开始

运用了，现在看来是十分超前的艺术形式。其二是随物变形，

在运用一些纹饰进行装饰美化的过程中，太过复杂或者风格

不够统一的情况下，彝族人就会通过变形的方式让整体更和

谐，形与形相互呼应，加上和谐的构成关系，共同作用达成

一种美的形式。其三是几何变形，由于生活中各种物体本身

形态是复杂多变的，想要更精炼纯粹的提取纹饰，那将具体

的图形抽象化是必不可少的。几何形纹饰相对于自然形纹饰，

更具有自由无拘的特点，能传达一种简约、规律、严谨的理

性美。

3 凉山彝族经典几何纹饰的视觉符号分析

纹饰指提花织物或者生活器具上的花纹图案。主要题材

分为自然景物和各种几何图形 ( 包括变体文字等 ) 两大类，

有写实、写意、变形等表现手法。一般纹样不仅题材要新颖、

艺术上要灵活变化，还要结合具体装饰对象结构特点、工艺

和用途等因素。

几何纹饰是出现最早、也最简洁的纹饰，属于原始装饰

纹样。它以点线面组成多种规则的几何图形而得名，在中国

古代商周时期是陶瓷中的主角，秦汉后便逐渐沦落为辅助纹

饰了。现在绝大多数瓷器上都能看到几何纹饰的身影。同时

在凉山彝族传统文化中，几何纹饰是在漆器、服饰和各种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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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上运用最广的图形。凉山彝族的纹饰因地因价值体系的不

同，相互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差异，但是从整体来看，在各种

符号和寓意之间也是有很多联系和共同之处的。从这些共性

因素中观察，很多纹饰都是从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物体的真实

写照，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抽象化、符号化，由临摹为表意，

这是一个由内容到形式的流变过程。一般在凉山彝族文化中

几何纹饰包括日月纹、星星纹、山纹、水波纹、火镰纹、指

甲纹、鸡冠纹和蕨岌纹等等。

植物纹也是较为常见的纹饰运用，经常见到的有蕨岌纹

及其变形纹饰、太阳花纹。蕨岌纹在彝族服饰上的广泛，寓

意是祈求温饱和对子孙后代繁荣昌盛的期许。太阳花图案的

寓意与上文所提及的日月纹有异曲同工之处 , 都是表达凉山

彝族人对于自然天体的崇拜 , 太阳能给予万物生长的条件 ,

体现了他们对丰收富足的渴望。

动物纹使用兽类和家禽类图案居多 , 而其中最为主要的

有羊角纹、牛角纹、马牙纹、牛眼纹、鸡冠纹、鸡肠纹等 ;

昆虫类不太常见。这种图腾纹饰的应用 , 就是一种祈求庇护

的心理需求，象征着幸福、吉祥和财富。这些所提及的纹饰

图案 , 其实都反映着彝民对大自然力量的崇拜 , 而动植物、

天体都在大自然的范畴之中。

器物纹主要的纹饰有火镰纹、窗格纹、锅庄纹、石阶纹、

土司印章纹。在这些器物纹饰中其中火镰纹的运用较为广

泛。他们习惯于将器物纹饰放置于服饰中较为显眼的位置。

这些图案同样是他们对自然生活的崇拜 , 也是其对生活丰衣

足食、世代兴旺的向往。

3.1 日月纹
太阳纹是凉山彝族古老的图腾符号，承载着彝族人民对

太阳和自然的崇敬。他们深知日月的重要性，日月纹源于

对太阳和月亮的崇拜 , 彝族的先民发现天体气象能够直接影

响作物的收成和畜牧业的兴衰 , 而且在原始社会这种大自然

的影响力是人力不可抗拒的 , 于是就对日月产生了敬畏的情

感 , 同时也是为了表达祈福避灾的美好意愿 , 就以抽象的几

何纹饰作为符号语言。太阳纹无论以什么形式出现都是整体

呈圆形的，各种装饰纹饰以其为中心，对外扩散装饰。

太阳纹应用分析在服饰、银饰和漆器中十分丰富。归纳

起来有日光形、圆盘形、葵花形、几何形、八卦形。

日光形太阳纹就是突出光芒，以圆为中心，波浪纹向外

移动、重复、排列发射，多为波浪纹。圆盘形太阳纹，以圆

盘为主形放射，如果缀有其他纹饰，就会以盆低中心为圆心

向周围均匀的放射出三组纹饰。葵花形太阳纹是充分利用了

花瓣的形状，模仿花朵的自然形态，表现自然形态的生命力，

花瓣按照一定秩序排列的美也象征着自然的发展与变化为人

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构成了一个和谐秩序。八卦形

的太阳纹，最明显的就是中心是八卦纹，即一个黑白互回的

图像。 这种八卦纹奥妙在于它用一条 S 状的回旋线对等分割

了一个封闭的圆，从而象征着宇宙的永不休止的变化和运动。

3.2 火镰纹 火纹  
火镰纹饰在某些地方称为卷云纹，古代从引用自然的火

到到现在熟练的运用火，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彝族先民

最早使用的“火镰”，是用起火石相互撞击起火星，再引用

成火。他们把这种造福子民的火石视若珍宝，对它充满了敬

畏与喜爱。火纹是以熊熊燃烧的动态烈焰为对象的纹样，彝

族对火文化有着特殊的情怀，火纹的发展也从一般装饰发展

到作为凉山彝族的经典图腾纹样。从火把节中可以感受到一

些彝族对火文化的情感。火把节彝族的传统节日，凉山彝族

一般在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前后举行，贵州彝族则在农历六月

初六左右进行。祭神祭田、祈年丰收、送祟除邪是火把节的

重要民俗内容。火把节的由来传说很多，其本源当与火的自

然崇拜有着直接的关系。火是彝族追求光明的象征。

火镰纹和火纹这种图象形符号展现出对现实中向往的美

好的事物的再创造，以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表达对事物本

身本质的关注与表现，在资料中了解到，彝族人民对于火最

直接的感受就是燃烧时放出的光明与热量，火焰的力量感染

了他们后，在强烈的激动的情绪下，对火焰进行了抽象的情

绪表达，于是便有了我们的火镰纹、火纹。

3.3 蕨岌纹
这个纹饰是分开的有两个不同的形状分为嫩芽和成叶，

这个植物是属于世界上最古老的植物之一，所以也是古彝民

的重要的食物来源。因为古代需要去辨别某种食物可食用与

否，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自己中

毒，所以对于古代彝民来说蕨岌是多么珍贵。于是彝族世

世代代都与这个植物保持亲密关系，成为了生活中必不可

少的食物，也自然而然的将这生活必需品的形象绘于画上，

以表达自己淳朴的祈福温饱的感情。直到现在凉山彝族也

保持着食用蕨岌的习惯，而这两个图案在生活中也经常出

现在漆器和服饰上。

蕨岌纹是凉山彝族先民在最开始自然崇拜的经典纹样，

它随着彝族几千年的历史传承发展流传至今，仍然活跃在我

们的艺术视野之中。蕨岌受彝族人民的喜爱，可能不止它的

食用价值和一起共同度过的艰难情谊，它的生命力极其顽强，

繁殖力旺盛，彝族人民对其有着独特而深厚的情感，经常以

蕨岌自拟，觉得它的生存经历就和彝人的历史发展一样顽强

勇敢。正因为有着这些情感和敬仰之情，以蕨岌为创作灵感

的纹样就源源不断的出现在各种服饰，器物，礼器和建筑上。

蕨岌纹不仅体现了一个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内涵，彝族人民

还认为本民族很多特点都与之同一化，相互在大凉山的深处

期待着更远、更精彩的未来。

4 凉山彝族经典几何纹饰的流变意义

几何纹饰多用于装饰和美化作用，复杂的实物模仿的纹

饰复杂且多变化，而装饰作用的纹饰就需要根据物品的形状、

呈现效果和寓意的变化而调整，这就需要规范化。在绘制图

案时，为了方便和效果能够并存，就需要将实物存在的曲线

化直，或者去繁化简，化异为正。在这种“强硬”态度下，

就使具象的物体转化成了抽象的几何纹饰。

开发彝族纹饰的新形式目的在于要继承一些传统的文化

内涵，彝族纹饰承载着神话和悠久的历史。彝族纹饰造型，

色彩，线条，构图都传达着彝族人民的心理活动和审美情趣，

蕴含着宗教，道德和文化。所以纹饰的影响不只是对本民族，

也对中国整个社会都是有影响的，弘扬彝族纹饰艺术，不仅

要表现浓厚的彝族特色，还需要表现它所散发的古朴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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