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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常州梳篦历史发展为背景，从研究常州梳篦传统装饰图形特点和现代装饰图形特点出发，通过比较得出：

只有在继承和发扬梳篦装饰图形传统工艺的种种特点上，根据不同时代的审美变化，不断推陈出新，才能使梳篦成

为富有民族传统工艺和艺术魅力的现代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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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angzhou comb as the background, in contrast with the 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decoration of Changzhou comb and modern decoration graphics, the conclusion showed:
only to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various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process, constantly innovation, could make comb
become modern arts and crafts rich with traditional craft and artistic ch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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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梳篦被誉为“宫梳名篦”，曾有过辉煌的历

史。论梳篦的行业地位，常州梳篦以历史悠久、工艺

精湛、质量优良著称，而且产量占全国的五分之四以

上。但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化、人们生活习惯的巨大改

变、日益加剧的国内市场竞争，常州梳篦部分传统工

艺逐渐消失，年产量及销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目前

常州梳篦已经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在“大旅游”背景下，常州梳篦充分利用中国、常

州旅游业大发展的良机，在政府、行业协会和作为市

场主体的相关企业的分工合作下，更新观念、培育市

场，看准旅游纪念品生产这一成长空间巨大的方向，

逐渐把常州梳篦业打造成旅游纪念品生产的一流企

业，通过提升品牌美誉度和国际国内 2个市场的占有

率，实现常州旅游商品市场的跨越式发展

[1]

。常州梳

篦在保留传统工艺的前提下，实现了从单纯注重实用

性向注重工艺性的生产转型。

1 常州梳篦的发展

常州梳篦经历了第 1代的日用梳篦，发展至第 2

代的日用工艺梳篦，至第 3代的艺术欣赏梳篦和旅游

梳篦后，常州梳篦厂又创造了第 4代的发饰梳篦和胸

饰梳篦。特别是工艺梳篦和旅游梳篦，这些梳篦造型

逼真、色彩绚丽，融实用、观赏、装饰、收藏于一体。随

着时代的变革，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篦箕、木梳也发

生着深刻的变化，它不再是单一的生活用品，从传统

单一的实用性，逐步发展成日用造型梳、工艺欣赏梳、

相拼梳、按摩梳、旅游纪念梳等几大类。工艺欣赏梳

和旅游纪念梳产品题材丰富多彩，有历史名人、飞鸟

走兽、民间传说、名胜古迹、动物花卉和各种戏剧脸谱

等，是馈赠亲朋好友的上乘礼品。

2 装饰图形在常州工艺梳上的运用

2.1 传统装饰图形特点

1）注重图形意象与梳篦民俗的契合。梳篦作为

百姓日常生活中毫不起眼的器物，虽然普通却又涉及

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淳朴的人们对梳篦的情感亦

十分复杂。从梳篦的生产、制作工序到人们使用梳篦

梳理头发，再到梳篦所承载的精神含意，处处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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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们内心之所想、所依、所盼，赋予梳篦丰富的精神

内涵。故而形成了许多跟梳篦有关的民间情爱风俗、

婚庆风俗、丧葬风俗等。在梳篦上随之出现了如平升

三级、百年和合、喜上眉梢、福禄寿、刘海吊金钱、囍

字、寿字、鱼纹、仙女送子、蝴蝶纹等传统装饰图案，包

含了一种朴实的民间信仰和愿望祈求，体现夫妻和

合、健康长寿、祈子、发财、做官等理想。如“龙凤配”

图案在唐代以后，广为流传。它不但象征帝王和帝后

的权威，也可象征人类所有夫妻间的美满结合，而且

还可象征一切世间的精神与物质的阴阳两极调和。

可以说，龙凤图案是中华民族最有代表性的形象符

号，是美妙的艺术形象

[2]

。用在梳篦上，加强了夫妻生

活美满、白头偕老的内涵表达。

2）注重图形意蕴与加工工艺的契合。不同形态

的梳篦，融合特色装饰工艺，呈现出来的是具有不同

艺术气息的梳篦王国。不少装饰图形题材与特定工

艺相结合，进一步衬托出背后深厚的文化寓意。明代

注重镂雕、镶刻等工艺，清代注重表面描、烫、印等工

艺。这些梳篦的篦梁上有彩绘的，镶嵌金银线的，也

有用烙铁烙画上去的，能够把人物的头饰、肖像、动

作、服饰等生动形象地展现出来。常州梳篦彩绘装饰

的技法，笔法细腻，画面制作的线条清楚，轮廓分明，

表情丰富，具有概括、简练、逼真等特点，色彩上具有

浓郁的中国民族色彩审美意趣。例如在工艺梳四大

美女中，见图 1，画面的人物描绘笔法娴熟而生动，富

有细节，颜色搭配与人物性格、身份相协调。人物西

施的头饰、服饰与她民女的身份相符，头饰简单、服饰

朴素，与杨玉环、貂蝉、昭君等人物华丽的头饰、服饰

相比，具有很大的区别。常州梳篦烙烫装饰技法，色

彩呈深浅不等的褐色，主要通过把握烙烫的程度造成

色彩的深浅变化，在木质材料上呈现出一种水墨画的

意境和返璞归真的质朴感。罗汉烙画工艺梳见图 2。

在工艺梳篦上，从构图、线描、设色到形象的细部处理

都带有一定的平面感和装饰性。运用传统装饰工艺

的程式化手法，把生活中的形象通过提炼、夸张而形

成美感效果。有些篦梁上绘有历史名人，如十二金

钗、少数民族人物、四大美女、皇帝、格格、唐伯虎、秋

香、光绪、珍妃等，人物刻画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使

梳篦本身更具有观赏性和文化性。除此之外，梳篦上

还绘有《西游记》、《白蛇传》、《西厢记》等故事人物，祈

福愿望的吉祥图案和造型，各种戏剧脸谱、花卉、飞鸟

走兽等。常州梳篦传统装饰加工工艺，雕、描、刻、烫、

嵌是常州梳篦在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的工艺保障，符

合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审美需求。

2.2 现代常州梳篦装饰图形特点

现代常州梳篦装饰图形，因梳篦的消费目标群的

重新定位而有所变化。如果什么东西都靠进入博物

馆来保护，笔者认为这是保护的失败，要让它“活”起

来，还要在民间，在现代生活环境中“活”起来

[3]

。在梳

篦品牌林立的产品过剩时代，常州梳篦只有另辟蹊

径，进行市场差异化定位，才能得到生存的空间。在

常州发展旅游的背景下，常州梳篦从单纯实用性产品

生产向旅游纪念品方向拓展。由于消费定位从实用

功能需求转移到主要以留念功能、审美功能需求上，

梳篦装饰图形设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1）装饰题材注重旅游景点文化相契合。旅游纪

念品的核心属性主要是其纪念性和地域性，而旅游纪

念品的所指最终都相关于旅游地的地域文化，地域性

对于构成旅游纪念品的纪念性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4]

。

常州旅游礼品梳篦的装饰图形元素突破了传统图形

元素的局限，拓展了现代传统装饰图形题材，与旅游

景点的文化特点紧密结合，凸现景点特色。作为旅游

图1 四大美女工艺梳

Fig.1 Comb with four beautiful women

图2 罗汉烙画工艺梳

Fig.2 Comb with Rohan pyr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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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品的常州梳篦，运用的装饰图形元素很丰富，有

名胜古迹自然景观元素、人文风俗元素、主题公园特

色项目元素等，为常州梳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发展

空间。

2）采用名胜古迹自然景观元素。采用名胜古迹

自然风景或景点特色元素，是常州旅游纪念梳的重要

题材之一。例如给宜兴南山竹海景点设计的纪念梳，

主造型使用竹元素，装饰画面用南山竹海的风景进行

艺术创作，既传递了美好的祝愿又体现了景点的竹海

特色。给常州天目湖景区设计的一款景区纪念梳，采

用天目湖的特色元素之一“鱼”为设计元素，用中国传

统年画风格，既传递了年年有余的美好愿望，又突出

了景区的物产特色。

3）采用旅游区人文、风俗元素。人文、风俗元素

图形题材的工艺梳是常州工艺梳篦的特色之一，有小

说人物、历史典故人物、传说人物、少数名族人物等，

都是常州工艺梳篦的图形题材。梳篦被设计开发成

不同旅游区域的旅游纪念品，不仅人文民俗特征鲜

明，形态各异，而且能唤起旅游者对历史、传说、典故

等的人文记忆和对不同时代、区域的装束打扮的认

知。梳篦在某种意义上被当作人文载体，传播各地的

传统文化，加上制作工艺精良，深受旅游者的喜爱。

如金陵十二金钗工艺梳、秦淮八艳工艺梳、民族风情

舞蹈工艺梳等，见图3。

4）采用主题公园特色项目元素。主题公园特色

项目元素图形题材的梳篦，主要采用主题公园的特色

项目，如海洋公园的鱼类，动物园的各种动物，花鸟

等，有针对性地开发特色纪念品。如今，各地主题公

园相继推出，也为常州梳篦与市场紧密结合提供了机

会。如为大连海洋公园设计的一套海洋鱼系列旅游

纪念梳和企鹅形纪念梳篦，见图4，就是用海洋鱼和海

洋动物作为造型装饰题材，色彩丰富，形态各异，凸显

了海洋公园主题特点。

2.3 装饰手法特点

设计的着眼点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而是未

来。传统不应该是体现在它的历史性上，而应该体现

在它的传递性上，既继承又创新，在继承中创新，在创

新中继承，从而做出符合时代特色的设计作品

[5]

。现

代常州旅游纪念梳篦在传承传统梳篦文化、继承传统

雕、描、刻、烫、嵌装饰工艺的前提下，依据现代消费者

的审美观念和流行时尚，对梳篦装饰图形用现代的色

彩和现代构图方式进行设计创新，图形表现艺术进一

步多元化。如为常州恐龙园设计的纪念梳篦，见图5，

造型取材于现代恐龙的动漫形象，采用色彩描绘工

艺，形态活泼可爱，色彩夸张，非常受年轻人的喜爱。

再如为南京总统府设计的总统府纪念梳，见图6，用现

图3 民族舞蹈工艺梳

Fig.3 Comb with the national dance

图4 为大连海洋公园设计的系列旅游纪念梳篦

Fig.4 Series of tourism souvenir comb for Dalian Marine Park

图5 常州恐龙园纪念梳

Fig.5 Changzhou park memorial comb

图6 南京总统府纪念梳

Fig.6 Nanjing presidential memorial co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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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抽象图形创意手法，结合当地代表革命的雨花

石、红枫等形象，用现代点线面构成关系，处理装饰图

形，色彩搭配时尚，既具有时代特点，又不乏地域文化

历史内涵。

3 结语

梳篦产品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物质功能载体，它同

时还具有与人的思维和情感相交流的特点，并且随着

时代的演变逐渐成为一种融物质功能与精神功能于

一体的产品

[6]

。文化是一种积淀，它从遥远的昨天走

来，又走在明天的最前面

[7]

。无论时代怎么发展，梳篦

产品本身永远闪烁着本民族的文化精神之光。时代

性与传统工艺及地域文化个性有机融合，将使常州梳

篦永葆时代气息。时代在发展，人们的审美情趣、流

行风尚都在变化，但是梳篦传统文化的根不会变。“艺

术的真谛是创造新符号、新秩序、新形式、新思想的过

程

[8]

”。只有在继承和发扬梳篦装饰图形传统工艺的

种种特点上，不断推陈出新，才能使梳篦成为富有民

族传统工艺和艺术魅力的现代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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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地利用后现代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通的特点

进行广告创意，就能发挥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中

国的广告人应该密切结合儒家思想文化特点，合理

利用后现代主义，才能使中国的广告业在国际化的

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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