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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的外观纹饰。方法 从设计美学特征入手，分析纹饰的对称均衡、

变化统一、节奏韵律、装饰美的形式法则，分析了独立纹样、适合纹样、二方四方、边视觉、综合纹样

的构成手法。以青铜器花纹钱包、青铜面具饼干、北京奥运会体育图标、太阳神鸟项链、成都天府广场

景观等设计举例说明中国传统纹饰图案在设计案例中的巧妙合理运用。结论 论述三星堆纹饰对当今图

形创新设计的新启迪：设计师要提升审美修养，促进设计水平，传承与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要有工匠

精神，需要大力原创，需要提升图形设计的文化内涵。总结出图形创新设计需要以形式为美，文化为根，

秉持大国工匠精神，不断提高中国图形设计创新的能力，设计出经典传世的作品，服务于人类精神需求

和社会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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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xingdui Decoration on Today's Graphic Design's Revelation 

ZHENG Xiao-ren, YIN Xia, XIE Wei-li 
(Sichuan Business School, Chengdu 611075, China) 

ABSTRACT: Study the appearance ornamentation of the cultural relics unearthed from sanxingdui site. Based on the aes-

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desig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orm rules of symmetrical balance, unified change, rhythm and 

rhythm, and decorative beauty of ornamentation, and analyzes the composition techniques of independent patterns, suit-

able patterns, square and square, edge vision and comprehensive patterns. The paper illustrates the ingenious and reason-

able us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 in the design cases by taking bronze bronze pattern purse, bronze mask 

biscuit, Beijing Olympic sports icon, sun god bird necklace and chengdu tianfu square landscape as examples.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new enlightenment of sanxingdui decoration to the present graphic innovation design: the designer should 

improve the aesthetic accomplishment, promote the design level,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Be a craftsman; It takes a lot of creativity;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graphic design needs to be improved. It is con-

cluded that graphic innovative design needs to take form as beauty and culture as root, adhere to the spirit of great country 

craftsman, constantly improve the ability of Chinese graphic design innovation, design classic works, and serve human 

spiritual needs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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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在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发掘的青铜立人

像、青铜饰品、黄金杖、玉器等物外观表面均有不同

的纹饰，其有着鲜明的形式特征，其造型形式法则和

构成形式独树一帜。美轮美奂的纹饰像一把钥匙，打

开了世界纹饰的历史大门，再现了图腾文化与装饰艺

术的辉煌。 

后工业时代，机器批量生产，被称之为第 4 次工

业革命的人工智能机器问世，手工业和匠人技术文化

逐渐没落。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审美需求不断提升，

当今的图形设计创新水平已不能满足人们对美的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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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三星堆纹饰的美学价值被世人惊叹，在追求创新

的时代，对其研究与在创作空间空间大。 

1  三星堆纹饰的美学特征 

1.1  纹饰的形式美 

三星堆器物纹饰丰富多彩、变化多样，构成形式

鲜明，其分布在数量多、体积庞大、造型独特、神秘

诡谲的青铜、黄金等祭祀用品之上。器物形态及大小

不等，纹饰类型也不同，如青铜器上面主要是对称均

衡的兽面纹、回纹、虫纹等，黄金器上面主要是以线

描形式刻画出鱼和箭构成的二方连续纹饰。图饰有大

小、方圆、长短等变化，不同器物面上的纹饰有对称

与均衡的形式美，对称与均衡美使兽面纹、回纹等产

生整齐和谐、静止与庄重、平稳恬淡之感。古蜀人为

了把图形矛盾关系和谐地组织协调起来，采用变化统

一的方法，把绘制的图形有规律、多样化地统一到器

物之上，手法熟练，这可以佐证古蜀人已经掌握了图

形纹饰变化统一的概念和方法。 

生衍繁息中，古蜀人受自然界鱼鳞、羽毛、花卉

等外形结构井然有序的形态启发，在不同器物面上刻

画描绘出的纹饰有着规律规范的条理性及连续性。尤

为惊叹的是青铜立人服饰纹饰，神坛器物上面的纹饰

有着方与圆、曲与直、疏与密、多与少、空与白、粗

与细的组织与安排。青铜立人外观造型豪放、轮廓分

明，眼球外凸、嘴巴宽大、鼻子坚挺，纹饰赋予在器

物外观有着对比与调和，和谐安静的艺术效果，避免

了零乱无序、单调平淡的弊端，从而使器物有灵动和

完整的形式艺术美的效果。 

纹饰的节奏与韵律是借语，是将听觉转化为视觉

要素[1]。三星堆的神树外观造型特别的具有这种形态

美。铜树底座的穹窿形，并在座上铸饰象征太阳的

“☉”纹与云气纹，神树三层九枝及其枝头分立九鸟的

形象。其纹饰图案不管是服饰上面还是黄金神仗上面的

线均有这种典型的韵律节奏美，三星堆神树见图 1。 

三星堆黄金神杖上的提取图可体现其纹饰的对

称与平衡关系，三星堆黄金神杖见图 2。其纹饰有简

洁和繁复的装饰性和内容组织安排构图的规律，这种

规律性是古蜀人从生活、生产实践，图腾崇拜祭祀及

巫术活动中，对生活所见的自然客观对象进行了总

结、归纳、提炼创作而成。如鱼纹图样，可体现当时

古蜀人靠水而居的一种生活方式，鱼在当时作为人们

的主要生活食品，并长期伴随在生活中。 

上述器物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较为典型有纹样

的文物，其体现了对称均衡、变化统一、调和对比、

节奏韵律、装饰美与多样性等特点，符合艺术设计中

造型的形式美法则。 

1.2  纹饰构成之美 

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身高 180 cm，身躯 

 
 

图 1  三星堆神树 
Fig.1 Sanxingdui sacred tree 

 

  
 

图 2  三星堆黄金神杖 
Fig.2  Golden battle of Sanxingdui 

 
细长、仪表庄重、手臂粗大、造型优美，堪称稀世珍

奇，是世界青铜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2]。立人服饰

华丽精美、富于品质；服饰面上的纹饰极为精细繁复，

有龙纹、兽面纹、虫纹和回纹等纹样，线条细密、虚

实得当、制作精巧。出土的青铜龙虎尊，口径 29 cm，

圈足径 22 cm，通高 44.5 cm，其外观面上的回纹、

兽纹，精细的工艺和高超铸造工艺融合于一体。它比

阜阳出土的青铜龙虎尊时间要早，其造型和纹理如出

一辙。有青铜重器之称的“神坛”，全器由兽形座，

立人座，山形座和盝顶建筑四合一组成。其底部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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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有歧羽纹进行了装饰，立人像着短袖和襟杉，服

饰上面有炯纹、圈纹、曲纹，盝顶回纹居多。整个“神

坛”全体中空、造型奇特、宏大磅礴、丰盛繁赜、奇

异神秘、多元一体，纹饰相得益彰。国宝级的青铜神

树，树高 396 cm。其艺术特点以龙、鱼凫、树融为

一体的高超铆接铸造技术著称。修长、灵巧、现代、

流畅的造型风格上，以龙纹、鱼凫纹、太阳纹点 与

装饰。神奇而神威的长 46 cm 的金杖，上面的鱼凫图

和鱼纹线条清晰，鲜明的连续纹样构成的形式视觉特

征，符合二方连续纹样的概念，堪称绝美。 

古蜀人在生衍繁息过程中，图腾崇拜活动推动了

纹饰在演变过程之中的形成。纹饰通过记忆、理解、

整理、提炼与重组构成了鲜明强烈的形式特征[3]。有

独立纹样、适合纹样、二方四方连续纹样、边视觉纹

样、综合纹样等。 

三星堆的神杖和玉璋面上的纹饰图案尤为典型，

考查目睹时，内心深处为之惊叹。精细如线如丝的独

立鱼纹、鱼凫鸟纹、箭纹、太阳纹等所构成的形式美，

奇形精巧、相融一体[4]。三星堆青铜艺术透出的神秘

的崇拜自然之神的图腾文化诡谲神奇，它的艺术魅力

刺激和感染着热爱设计艺术的人们。三星堆青铜立人

铜像，从图中各个角度的图案可见：由部分图腾纹饰

构成全身纹饰，使其有着高度统一和谐的美感。三星

堆青铜立人见图 3，三星堆“神坛”见图 4。 
 

  

图 3  三星堆青铜立人 
Fig.3 Sanxingdui bronze stand 

图 4  三星堆“神坛” 
Fig.4 Sanxingdui "altar" 

 

2  三星堆纹饰在现代设计中的运用 

2.1  青铜器花纹钱包 

一款印有战国时期青铜器上水陆攻战纹的男士

真皮钱包，目前在市场上受到了广泛的青睐。花纹样

式取自“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嵌错宴乐攻战纹铜壶上面

的水陆攻战纹”，青铜器花纹钱包见图 5。 

2.2  青铜面具饼干 

青铜面具饼干是三星堆博物馆第一款申请国家

外观专利的文创产品。今年 5 月，青铜面具饼干已正

式获得国家专利证书，黄绿橙黑四色的饼干被烙印有 
 

清晰明显的三星堆青铜面具图样，妙趣横生，青铜面

具饼干见图 6。 

2.3  太阳神鸟项链 

太阳神鸟项链，地域文化显著，设计灵感来源

于金沙遗址太阳神鸟金饰，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

图饰分内外两层。内层为一圆圈，周围等距分布有

12 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围绕在内层图案周

围，由 4 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鱼凫鸟组成。张靓

颖在成都进行活动宣传时佩戴了太阳神鸟项链，引

发了网友的热议，受到了消费群体的亲睐，太阳神

鸟项链见图 7。 

  

图 5  青铜器花纹钱包 
Fig.5 Bronze pattern Wallet 

图 6  青铜面具饼干 
Fig.6 Bronze mask biscuit 

图 7  太阳神鸟项链 
Fig.7 Sunbird neck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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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媒体时代，图形和图像充斥着人们的

生活空间，手机、微信、信息、电视等都以图为主

的内容形式在进行快速传播。各类设计中运用的诸

多图饰都受传统图案纹饰构成及形式的影响。比如

北京奥运会体育图标，该导视设计完美地融入了中

国纹饰的元素，三星堆青铜纹饰所表现出的和谐、

统一、对称等美感，都被完美地融入了设计当中，

图案形式接近我国古老象形文字，很好地表现了我

国历史文化特色。 

另外，许多设计师在进行设计构想时也会借鉴传

统的图形元素融入到设计作品当中，如 2007 年设计

师文波就利用京剧的图案进行了简化直接采用用于

男装中，米兰时装周的作品。可见图饰的设计与创新

是作为一个设计师首要考虑的问题，是需要对其赋予

创意性的语言来使之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时这也是检

验与衡量设计师设计能力的重要的标准之一。 

约 2 万年前的欧洲、亚洲等地的史前壁画，是童

年时期的图形设计[5]，它是原始人在当时恶劣的生活

环境里对自然客观对象的再现，图形从劳动狩猎食物

到图腾崇拜，从壁画图形演变到纹饰图案，演绎手法

也由单一的描绘，上升到了镌刻在器物之上。看殷商

时代的纹饰和三星堆纹饰异同之妙；领略先秦兵马俑

的造型和汉代画像砖古朴简约之图；惊叹汉代漆器物

件上面精美的适合纹样图案；赏析魏晋南北朝到唐朝

的敦煌壁画。中国的图饰文化已然达到了当时世界领

先水平；再到宋元明清时期，中国的瓷器技艺也迎来

了登峰造极的鼎盛时代，与此同时，中国的国画、宫

廷建筑，宫廷服饰等领域里面的图案纹饰图形语言进

入了一个无与伦比、大放异彩的多元时代。中国的纹

饰元素如此丰富多彩，面对三星堆青铜器艺术中的纹

饰及中国各个时期的文化瑰宝，对其纹饰及美学价值

进行研究，可提升自身的审美修养，促进设计水平，

传承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北京奥运会体育图标见图

8，米兰时装周作品见图 9。 
 

 

图 8  北京奥运会体育图标 
Fig.8  Beijing Olympic sports icon 

图 9  米兰时装周作品 
Fig.9 Milan Fashion Week 

 

4   三星堆纹饰对当今设计创新的启迪 

4.1  成都天府广场景观设计 

蜀地都邑是成都核心地域，在该地域新建成的以

“水”为主题的广场，是由法国 AREP 公司设计，该

公司集建筑师、工程师、艺术家于一身的总裁杜地阳

先生曾说过：作为建筑师和规划师，我想让历史、现

代、未来和谐融合,为成都谱写一曲美妙的交响曲。

这一理念在广场景观的每一部分都得以展现，并融入

了三星堆、金沙等古蜀文化和四川自然风光元素。这

个作品是对三星堆纹饰运用得较好的代表之作。 

在广场的色调上，以绿色为主，同时配有金色。

绿色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颜色，象征着不息的生

命，同时，也是三星堆青铜器的颜色；另外金色金沙

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的颜色，这些颜色不仅体现了辉

煌的古蜀文化，而且代表了当今人们追求光明、理想、

和谐、智慧、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 

在广场四周耸立的 12 根文化图腾柱和十二文化

主题意境雕塑群。文化图腾柱每根直径 1.2 m，高

12 m，顶部是 LED 激光演映球屏，太阳神鸟的暗纹

隐饰于球体表面（球形灯在夜间流光溢彩，覆在上面

的纹饰会根据不同的方位而不同），主体采用金沙遗

址出土的内圆外方形的玉琮为主的造型元素，三星堆

出土的顶尊底座为图腾柱的基座造型。其不同的图腾

柱上下两侧的装饰纹分别有三星堆青铜纹饰中出现

的云纹、玄武纹、龙纹以及金沙的眼形器纹，古老的

纹饰在设计师、现代科技手中再次焕发了青春。 

广场高 6.6 m 的凤凰鸟造型的照明灯柱，其造型

外观是根据三星堆出土的青龙鸟和凤凰尾巴组合，像

一只只展翅欲飞的凤凰；灯柱的装饰盖也采用了三星

堆出土的青铜面兽纹饰，在灯底盖的红色花纹则是从

青铜面兽纹饰抽象而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再提炼

概括等整合设计。灯杆的颜色，同样也采用了代表无

限生机的绿色，天府工程景观中的不同柱子见图 10。 

天府广场位于成都市中心，在近代整体建筑与景

观也是经过几次修建，见证了成都百年的沧桑，在这

次新天府广场的重装之时，设计师把“城市人性化的

空间、生态价值与当地文脈相结合”的理念贯穿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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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天府工程景观中的不同柱子 
Fig.10 Different columns in the landscape of Tianfu project 

 

设计之中，从广场的整体造型上来看，设计师不仅是

在三星堆青铜器物造型纹饰的基础上，把纹饰进行了

解构、重组、现代创新设计，而且还赋予了新的意境

性的审美语境，使建筑、景观与周围整体环境融为一

体，向世人彰显了四川“蜀地”独具地域的文化特色。 

天府广场的景观设计，与其说是“古为今用”代

表着古蜀青铜艺术铸造的纹饰饕餮视觉盛宴，还不如

说是一场现代设计理念与古蜀文明跨时空的对话，是

这个强化视觉时代注入的文化力量，不仅是当今设计

创新的标榜，而且是一个启迪。 

4.2  设计需要“工匠精神” 

三星堆青铜器物和纹饰的创作，融入了古蜀人诸

多心血，这种创作精神非常可贵，值得现代的设计师

们学习，从另一种层面说，这也是当时人类“工匠精

神”的体现。劳动促进了人类的进化，勤劳耕耘是“匠

艺”的基础。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经济、艺术、宗

教等领域里，匠艺都贡献出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在

不同的时期，匠艺有被崇拜也有被摒弃，随时代而变。 

19 世纪，包豪斯学校设计的理想带动了现代设

计的潮流，全新简约理念和机器生产技术于艺术融合

的风格快速席卷世界。在产品同质化的今天，工匠精

神几乎销声匿迹。2015 年，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的“全民创新，大众创业”的口号。近年，“工匠精

神”被政府提高到国家理想高度，鼓励这种精神延伸

到文化、工业、企业等领域中去。由此，国家号召“推

动制造向创造转变，速度向质量转变，产品向品牌转

变”，国家这一主张有高屋建瓴的作用。从古到今，从

心至手，匠艺作为重要的人工肢体活动在不断被重新

塑造与书写，这个肢体曾经被黑格尔称作“精神”，这

种精神在当今图形设计领域有着新的无限可能性[6]。 

4.3  图形需要创新设计 

回顾与审视，三星堆纹饰创新度十足。市场图库

众多，分类详细，为推动图形设计的发展做出了较大

的贡献。这些传统纹饰图案被设计师具体应用到设计

项目时，需要再设计，否则滥用与雷同现象难以避免。 

当今，《图案基础》中的形式法则、《中国民间美

术造型》造型方法、《平面构成》构成形式等教材内

容，理论概念与三星堆纹饰审美形式概念高度一致，

可见，中国图形设计较滞后。原创设计作品需要原创

的图形语言[7]，当前，知识产权和设计原创性被高度

的重视，图形设计创新有着广阔的前景。在工业、建

筑、视觉设计等领域中，图形都是重要的元素，特别

是在包装、广告、新媒体等具体工作操作时，图形语

言原创后，作品才能原创；图形语言精美，其作品才

能精美；图形语言有文化根基，作品才有文化内涵[8]。

可见图形语言创新是极其重要的。 

4.4  图形设计创新需要提升文化内涵 

三星堆纹饰是对古蜀地域文化的写照，有文化根

基。毛泽东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9]。设

计师既要继承三星堆纹饰及历朝历代的纹饰与吉祥

图案，又要学习国外优秀的设计文化。纵观世界，日

本有精致的浮世绘、唐卡、漆艺。福田繁雄先生耕耘

的图形设计，创造出一种简洁、诙谐的图形语言，他

在图底反转的中国太极图原型基础上，创作出了很多

令人惊奇的海报作品。在欧洲被称之为“视觉诗人”

的冈特·兰堡，他创作的作品在视觉上的自由化和韵

律化，正是他作为“视觉诗人”派杰出代表的显著特

点，他以其丰富的阅历和隐喻的诗意，以最简洁的视

觉形象来表达最深刻的内涵，不断更新着人们的视觉

环境，不断地塑造自己不同的设计风格，这都是大师

们在理解地域文化后进行的再设计。 

5  结语 

历史阡陌、沧海桑田，三星堆时空距今已经是很

久远的历史，纹饰内容丰盛繁赜、森罗万象、缤纷五

色、意蕴深邃。古蜀人所在纹饰美学上面奠定的形式

构成基础有着成熟的艺术物品[10]。今天的设计师，需

要进一步深入认识三星堆纹饰的艺术价值，以文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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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形式为美，以时代设计文化所需，怀着创新态度，

持工匠精神，设计出新的经典传世作品，革新中国图

形设计现状，服务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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