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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伦春纹饰图案与符号审美意象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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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鄂伦春传统纹饰图案题材广泛、形式感强、变化多样、寓意丰富，纹饰图案的使用与民俗宗教和人们的衣

食住行有着密切的联系。鄂伦春传统纹饰图案中映射出来的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审美问题，它更折射着其他

民族生存因素，如地理环境、萨满文化、民俗传统、文化传承、民族融合和发展。鄂伦春纹饰图案能够让

观赏者感受到一种质朴自然的审美意蕴、整个民族执著向上的生命之美以及勤劳勇敢、纯朴豪迈的民族风

骨。鄂伦春族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人口较少民族，民族文化的主要记载形式之一便是纹饰图案，深入

挖掘鄂伦春民族纹饰图案，使其在现代艺术设计中广泛使用，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和传承鄂伦春族民

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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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伦春族人作为生活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渔猎民族，

在其长期的游猎生活、社会生产和实践中创造了许许多多

具有民族特色的纹饰图案。这些纹饰图案具有取材自然、

图形简洁、意境抽象、种类繁多、创作随性的特点，体现

了审美意识与实用功能的完美结合。这些民族传统图案出

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服饰、建筑、家具、雕刻、

刺绣、剪纸、编织和祭祀等等。鄂伦春人在日常渔猎生活

中用心感受自然、依据自然形象进行即兴创作，将美好意

象和未来憧憬记录在桦树皮、鱼皮、动物皮上，这些刻录

在民族时间长廊里自然形象经过鄂伦春人反复的艺术加

工和创造，演变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纹饰图案。鄂伦春族

的纹饰图案文化跟其他民族社会文化一样，经历了一个由

原始到现代的演变过程，在鄂伦春民族传统文化日渐与现

代主流文化交融的今天，鄂伦春纹饰图案成为我国文化宝

库中珍贵的民族艺术遗产，亟待发扬、传承和保护。 

1  鄂伦春纹饰图案符号探源 

1.1  创作题材广泛 

鄂伦春人创作的纹饰图案的题材广泛，灵感大多来自

他们的渔猎生活日常。鄂伦春人们崇尚自然，善于观察和

描画身边事物，将对自然万物的个人理解用朴素简洁的图

形语言来进行抽象化提炼和形象化概括。纹饰图案造型题

材有人物、动物、植物、劳动生产工具、自然神和抽象的

几何符号图形等等。涉及人物的图案较少，大多进行正面

描绘；动物图形侧面形象较多，包括各种野生动物、飞鸟

和昆虫，如野鹿、山羊、马匹、飞禽、蝴蝶、大雁等等，

这些动物图案大量存在于鄂伦春人的服饰、器皿、祭祀神

像中；植物图案则是对大自然的花草树木简笔勾画，包括

树木的树干和枝叶、花草的叶子、花蕾、花瓣、幼芽等；

鄂伦春族对自然事物的轮廓形状进行大胆地夸张和变形，

创作出富于变化的几何图案，如圆点、半圆、扇形、十字、

T字三角、水波、涡旋、浪花、单双回字、菱形、鱼鳞状

等等，通过将这些几何图案灵活搭配组合形成富有艺术美

感的纹饰符号。鄂伦春纹饰图案广泛的创作题材反映了鄂

伦春人的生活习俗、宗教文化、渔猎生产、衣食住行等各

个方面。 

1.2  实用价值和民俗意义 

鄂伦春纹饰图案形态各异、形象生动、蕴含丰富的寓

意，被广泛地使用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用于美观装饰。这些

装饰图案不仅生动再现了鄂伦春人的生活环境，而且是人

们热爱自然、崇尚自然、追求美的一种体现。鄂伦春人在

生产生活用具以及服饰用品上使用花朵、松树、草叶、蝴

蝶等图案以及其他纹饰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与企

盼。这些饰物包括狍子帽、手套、长袍、背包、腰带、配

饰、烟口袋及香囊荷包等等。这些图案图形与饰物的外轮

廓相吻合，增强服饰和日常生活用品的美观性。 

鄂伦春人纹饰设计符合艺术审美，他们会依据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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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品和器物的边缘变化和角隅的具体样貌设计出相应的

边缘及角隅纹饰，边缘纹样出现在帽檐、服饰的领口和袖

口、靴口的边缘；角隅纹饰多出现在仙人柱(住屋)上的覆

盖物“额勒敦”和皮围子、皮衣和皮口袋的四角，以及器

物的边角（包括一角，对角和边角）等处。鄂伦春人善于

从细节的角度在粗犷的空间布局中对纹饰进行巧妙的处

理，展示鄂伦春人浓郁的审美情趣、细腻的节奏和韵律之

美，纹饰的恰当运用使鄂伦春民族饰物呈现出鲜明的艺术

观感效果。 

鄂伦春具有民族特色的纹饰图案也广泛地存在于桦

树皮制品上，包括摇篮、桶、篓、碗、箱等器具，如桦皮

摇篮的团花图案，桦皮盒上的几何符号连续图案，包括 T

字纹、草叶纹、回性纹、波浪纹、三角纹、鱼鳞纹等等。

鄂伦春人在桦皮制的生活器具上刻出多种多样的花纹图

案和填涂颜色来表达美好祝愿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比如

摇篮上的团花图案，蕴含对小辈成长的祝福和祈愿；“南

绰罗花”的“十”字花形纹饰，多用于姑娘的嫁妆上，象

征纯洁美好的爱情以及对爱情的诚挚幸福；“珠勒都很”

花纹象征夫妻同心、白首相携，而红、黄两种颜色则分别

寓意新娘和新郎嫁娶之喜。 

鄂伦春表现人物的图案不多，主要体现在萨满服饰和

神画像上，而其他器物上并不多见。萨满是鄂伦春早期氏

族社会里的神明者，对其法衣、神帽以及神鼓上图案纹饰，

需要用尽心思设计制作。鄂伦春崇拜自然神，信奉万物有

灵，因而图案中充分反映了天神、太阳神、山神、水神、

火神、雨神、草神等自然神，这些人物形象神像图案表现

了鄂伦春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寄托。 

2  鄂伦春纹饰图案审美意象 

2.1  兼容并蓄的审美特点 

由于生存环境的原因，鄂伦春族人久居山林，酷爱自

然景物，因此在纹饰图案的设计映射出美好的自然界形

象，充分彰显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艺术特色。以自然物为

主要题材的纹饰图案设计是基于原型基础上抽象再现，在

重现过程中使用形式多样的几何图形和线条。鄂伦春纹饰

图案的创作灵感就源于自然，常常是触景生情、由感而发，

艺术灵感的火花被随时记录身边的物品上。鄂伦春的每一

个族人都是图案纹饰的创作者，由于不同的人对同一实物

产生不同的审美情感，因此，同一种事物的图案纹饰也有

多种表现形式，例如，鄂伦春纹饰图案中的蝴蝶和云朵造

型都是不拘泥于一种形式，呈现千姿百态的形式美。鄂伦

春族人的大部分纹饰图案都蕴涵着美好的寓意，如地久天

长、如意吉祥、平安喜庆、长命百岁等美好的祝原。鄂伦

春人通过对图形的构造充实组合，创造出造型丰满、使用

广泛的团花民族传统图案，这也反映鄂伦春人在艺术图案

创作时力求圆满、完美审美追求。另外，鄂伦春族在于汉

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的过程，民族纹饰图案也借鉴了汉

族历史悠久的优秀图案元素成分，体现鄂伦春民族审美兼

容并蓄的特点。 

2.2  自然朴素的审美意识 

鄂伦春人创造的各种纹饰图案极具艺术感和审美意

义，虽然当初的设计是出于实际用途的考虑。云卷纹和飞

鸟图是鄂伦春人最早使用的纹饰图案，因为，鸟和云与他

们信奉的天神最亲近，因此成为圣洁和吉祥的象征。鄂伦

春人将各种点和线进行搭配组合，形成具有节奏感的图

案，这些点和线布局安排很有规则，在简单规律的重复中

刻意保持着对称关系，寄寓着具有鄂伦春民族特色的审美

动机与审美追求。鄂伦春人喜欢使用带有几何形图案的纹

饰，并在实际运用中对纹饰图案进行巧妙布局，朴素却不

失优美地重复使用某种纹饰，使其与服饰及器物的材质和

状态浑然天成。鄂伦春人对不同纹饰图案的搭配力求繁简

错落，使得那些即便是复杂多变的花纹也依然保持着古朴

简单的风格。这种朴素的布局审美意识反映出鄂伦春人在

简单枯燥、日复一日的渔猎生产实践和山林聚居生活中，

始终保持着对自然的热爱、对自由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憧

憬，纹饰图案的设计和运用体现出鄂伦春人与大自然完美

结合的艺术特色。 

2.3  民族传承的审美追求 

鄂伦春人通过纹饰图案的民族传承体现对审美文化

孜孜不倦的追求，这种民族审美意象的传承主要体现在剪

纸和刺绣艺术上。鄂伦春人将民族纹饰图案广泛应用到剪

纸画的造型中，鄂伦春族剪纸艺术蕴含着来自于民族传统

文化根深蒂固的美学思想。鄂伦春没有自己的文字，剪纸

就成了表达生活的重要形式，作品内容反映族人的生活习

俗、萨满文化、狩猎生产、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现代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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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春族剪纸在秉承传统的基础上，将民族工艺造型体系的

创造性得到的很好的发挥，纹饰图案设计与运用与时俱

进、推陈出新，剪纸作品充满现代元素的气息。鄂伦春族

刺绣是另一种使用纹饰图案的艺术形式，刺绣原材料主要

是各种动物的皮革，鄂伦春女人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直接

在兽皮绣出各种图案，然而随着鄂伦春走出山林，狩猎生

产的终止使刺绣工艺受到材料限制，现代刺绣的方法则是

将纹饰图案先画在纸上，然后照着轮廓进行描绣，纹饰图

案既保持了传统的审美风格，有充满具有现代象征、家国

情感与审美意义的设计理念。通过欣赏现代鄂伦春族剪纸

和刺绣技艺，人们能够从多侧面了解鄂伦春民族丰富的文

化底蕴和内涵，感受鄂伦春人热爱家国、自强不息的精神

风貌。 

3  结论 

通过对鄂伦春纹饰图案和民族审美意象的探讨我们

可以看出，鄂伦春传统纹饰图案题材广泛、形式感强、变

化多样、寓意丰富，纹饰图案的使用与民俗宗教和人们的

衣食住行有着密切的联系。鄂伦春传统纹饰图案中映射出

来的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审美问题，它更折射着其他民族生

存因素，如地理环境、萨满文化、民俗传统、文化传承、

民族融合和发展。鄂伦春纹饰图案能够让观赏者感受到一

种质朴自然的审美意蕴、整个民族执著向上的生命之美、

以及勤劳勇敢、纯朴豪迈的民族风骨。鄂伦春族是只有语

言、没有文字字的人口较少的民族，民族文化的主要记载

形式之一便是纹饰图案，深入挖掘鄂伦春民族纹饰图案，

使其在现代艺术设计中广泛使用，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了

解和传承鄂伦春族民俗文化。 

当今变革剧烈的社会生活不可避免地造成鄂伦春传统

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要求之间的差距，鄂伦春需要在方方面与

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相顺应，因为发展和改变是一个民族必须

面对的主题。这种来自时代变革的迫切要求是鄂伦春族人开

始对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以及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现代

价值，这在一定程度激发和强化了鄂伦春人自觉守护民族文

化的族群意识，进一步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毋庸置疑，鄂伦

春族文化中的纹饰图案文化是中国艺术创作不可多得的审

美艺术标本，鄂伦春民族文化的部分传统元素都正在悄然隐

入历史大幕，更多基于传统的现代图案创造是鄂伦春民族文

化顺应现代方式的积极应对改变和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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