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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陵阳公样是中国传统装饰纹样之一，也是唐代织锦

中经常采用的图案形式。其纹样瑰丽大气，兼具中西方

元素特点，同时有考古成果证明，陵阳公样作为文化的

象征曾传入日本。文章在介绍陵阳公样的起源、发展创

新的同时，也分析了其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从而

激励当代艺术家进行大胆创新，不断丰富当代艺术的创

作形式和风格，并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一、简述陵阳公样的创始人及起源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记载：“窦师纶，官益

州大行台，兼检校修造。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

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

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1] 这

段话中提到，当时窦师纶在益州担任大行台一职，同时

负责当地的检校和修造工作，他创造的瑞锦、宫绫，章

彩奇丽，蜀地的人称之为“陵阳公样”。到了唐太宗年间，

皇宫库房中的瑞锦图案多呈现外层纹样嵌套内层对称式

的雉、斗羊、翔凤、游麟等图案，这些都是窦师纶创造

出来的，时至今日仍被传承和沿用。窦师纶在织物的图

案设计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他所设计的纹样新颖独特，

具有鲜明的特色。

通过阅读《唐代窦师纶暨妻尉氏墓志》等材料，我

们能够简单地了解窦师纶的一生：窦师纶与唐王朝的李

氏家族关系匪浅，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时，窦师纶身在

长安，李渊之子李智云遇害时，窦师纶不顾危险地将其

安葬，并在李渊带领大军攻打长安时，也一同参与作战。

窦师纶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部下，他曾跟随李世民一起参

与东都战争。在李世民管辖益州道时，窦师纶被任命为

益州道大使，在这一时期，窦师纶发明了陵阳公样，这

一发明对唐代的舆服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李世民在玄

武门之后，特意将窦师纶召回长安，原因之一是他对唐

代的舆服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二是李世民对老部下的

重视和关照。但是窦师纶在父亲去世后，便离开长安，

前往外地安葬父亲，从此与长安的局势脱节。尽管历史

上关于窦师纶的资料并不丰富，但从他的墓碑上的碑文

来看，他的贡献足以让他成为窦氏家族的骄傲。

由以上内容可知，陵阳公样起源于唐初时期，是窦

师纶在本土优秀传统图案的基础上融汇了中亚、西亚地区

纺织图案题材所创造出的一种新型丝绸图案样式。

二、 陵阳公样在西域地区的演变
笔者在新疆实践调研期间发现，魏晋至唐代时期当

地丝绸文化的表现形式有着明显的变化，并对此深感兴

趣。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研，了解了当地流传的风俗

习惯、民间文化，同时对当地博物馆两个时期的藏品进行

了对比研究后，笔者总结出了陵阳公样在西域地区出现的

原因。

（一）汉代至魏晋时期的纺织品图案样式

分析新疆当地的馆藏资料可知，汉代至魏晋时期，

中原的纺织品不断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域。对于这一时

期的纺织品图案纹样地研究，笔者选取了在当地比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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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的文物，分别是联珠胡王锦（见图 1）、绿地对鸟

对羊灯树文锦（见图 2）、树叶纹鞍毯（见图 3）。通过

这三件文物可以看出，汉代至魏晋这一时期，丝绸的整

体构造形式并无太大的改变，但这三种纺织品的图案主

体有明显的不同：“联珠胡王锦”主要以人物牵骆驼过水，

水面倒映以对波形式表现，并在人物与骆驼间有“胡”“王”

二字；“绿地对鸟对羊灯树文锦”的底色为绿，画面中

有对称的鸟、对称的羊、对称的灯树；“树叶纹鞍毯”

中的图案规整，中心是菱形填充小树叶，四周大树叶，

边框为几何样。这几种图案表现形式是我国古代一直沿

用的对称及带状循环构图样式。

图 1 联珠胡王锦
（现藏于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博物馆）

图 2  绿地对鸟对羊
灯树文锦（现藏于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图 3  树叶纹鞍毯
（现藏于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博物馆）

（二）唐朝时期纺织品纹样图案样式

自唐代开始，丝绸之路推动着中原和西域的文化交

融。阿斯塔那墓葬出土了一大批唐代丝织品及与唐代服

饰相近的服装，其中的丝织品是唐朝时期西域地区丝绸

样式的代表，丝绸的图案纹样既有上文提到的带状循环

构图样式，也有陵阳公样，服饰有对藩属外族“袍带”

赏赐的“唐冠带”等。这些资料对我们研究和分析陵阳

公样提供了宝贵的信息。以新疆当地馆藏中的鹿纹锦（见

图 4）、大联珠纹锦覆面（见图 5）、猪头纹锦（见图 6）

为例，我们从图案中可以看出鹿纹锦以团中鹿为主体，

围以联珠纹，大联珠纹锦覆面以大连珠构成回形纹，并

有莲花莲子装饰，猪头纹锦图圈内左有猪头纹，圈间有

小联珠纹 [2]。

唐朝时期西域地区纺织品图案纹样与汉代至魏晋时

期西域地区纺织品图案纹样相比，风格有明显的变化。

窦师纶创造的陵阳公样就是这一时期西域地区纺织品图

案纹样的代表。陵阳公样大部分以团窠为主体，围以联

珠纹，团窠中央饰以各种动植物纹样，显得章彩奇丽 [3]，

而且从唐朝前的对称团案纹样演变为以动物、联珠、卷草、

宝相花为主体的组合纹样。窦师纶擅长绘画，精通织物

图案设计，在设计中吸收了中亚和西亚等地的题材和表

现手法，采用以联珠纹为主的形式表现装饰性，不改变

四方连续排布、造型规整的团窠和团花纹样，又加入祥

瑞图案并形成了自己本土化的风格 [4]，将西方的联珠纹

外圈逐渐用具有中国风格的卷草纹代替，从而成为唐朝

时期最能体现装饰图案的时代特征的流行新样。

图 5  大联珠纹锦覆
面（现藏于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博物馆）

图 4  鹿纹锦（现
藏于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博物馆）

图 6 猪头纹锦（现藏
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

物馆）

三、浅析陵阳公样在西域地区演变的影

响因素
（一）社会环境因素

笔者认为由西汉张骞开启的中国亚欧贸易交流通道

是推动陵阳公样在西域地区演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丝绸之路”是由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

因为在东西方贸易之中，我国的丝绸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货物，因而“丝绸之路”这个词被大家广泛认可，并用

该词汇来命名这条贸易路线。而我们通过前文的样式表

现可以看出，汉代至魏晋时期的纺织物的表现形式没有

发生明显的改变。笔者认为，时代背景是很大的影响因素，

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社会纷争不断，人口锐减，

统治阶级的政权也不稳定。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从国家

到百姓，各个阶级都不会有过多的人对丝绸的样式进行

研究，而民间的贸易交流也不会过多，对外的文化和贸

易交流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而隋唐时期社会比较稳定，

同时唐朝时期“丝绸之路”的繁荣畅通，也促进了中原

地区与西域地区的贸易交流。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从东

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动乱限制了贸易交流，因此，

在隋唐时期，人们渴望能再现当初西汉贸易带来的繁荣，

这就为唐朝时期陵阳公样在西域地区的演变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

（二）文化环境因素

关于影响陵阳公样在西域地区演变的文化环境因

素，笔者依据魏晋时期的“绿地对鸟对羊灯树文锦”来

分析，该图样主体一直沿用对称及带状循环结构，受到

很典型的文化因素影响。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讲解员及展签中对该作品的介绍，“绿地对鸟对羊灯树

文锦”的主题花纹表现的是中原地区上元节火树银花不

夜天的场景，而葡萄树和对鸟是当时西域地区的文化元

素的体现。笔者认为，该文物体现了在唐朝时期中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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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的文化交流，突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吸收、学习、

包容的特点。

唐朝时期纺织品的图案纹样与此前的纺织品的图案

纹样相比，在风格上确实有着明显的变化，大多数纺织

品的图案纹样不再使用对称及带状循环结构。从图 4至

图 6 可以看出，唐朝时期纺织品的图案纹样以团窠为主

体，围以联珠纹，而主体物有着祥瑞美好的寓意这一点

并没有发生改变。联珠纹最早出现在我国的北魏时期，

据资料记载，北魏时期波斯曾遣派了十次朝贡，联珠纹

在这个时期传入我国。而到了隋唐稳定时期，“丝绸之路”

则进一步促进了中原和西域的交流，陵样公样也作为丝

绸图案正式融入了东西方文化。

（三）贸易的影响

笔者认为，从西汉开始的中国亚欧贸易交流是推动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家贸易交流中，朝

贡是典型的表现，而且朝贡和回礼的物品会影响两个国

家对彼此的看法及评估，所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用不

成熟的物品或是不能融入本土体系的物品来建交。但是，

商人不会有这样的意识，商人是逐利的，所以他们会尝

试将一些新鲜的物品作为贸易产品。比如，魏晋时期的“绿

地对鸟对羊灯树文锦”能够被当时西域地区的人们接受，

说明这种图案的纺织品在西域地区是有市场的，而且越

具有西域地区本土化的特点就越容易被当地人接受。因

此，有一部分商人大胆尝试文化交融，在这种背景下，

就会加快陵样公样的出现和演变。

陵样公样在西域出现，盛行于“丝绸之路”，在后

世得以流传传承，是在长时间的东西方文化交融中形成的，

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此外，陵样公样以有着祥瑞美好寓

意的图案为主体，外层团案内置对称式，因此在当时深受

人们的喜爱。

四、艺术特点
（一）中外结合的元素造型

在阿斯塔那墓葬中出土的一大批唐代丝织品，有一

件烟色地狩猎纹印花绢（见图 7），与日本法隆寺所藏的

作为国礼赠与日本的蜀锦四大天王狩狮纹锦（见图 8）进

行比较可以看出，烟色地狩猎纹印花绢中的人物和四大

天王狩狮纹锦窠中间的人物动作造型极其相似。在中西

方文化交融中，陵阳公样以具有汉族特色的珍禽兽作图

案主体，以西方联珠纹样为图案的装饰，装饰内容包括

花卉、人物图案及生活叙事场景等，由此创造出一系列

新式的系列群体图案，具有复杂、高贵、大气的东方文

化传统造型特征，催生了中外民族文化融合的新样本。

  图 7  烟色地狩猎纹印花绢     图 8  四大天王狩狮纹锦   

（二）圆满吉祥的图像寓意

陵阳公样的图案纹样具有祥瑞的意义，表达了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比如，在陕西，图案纹样中

的枣子有吉利的寓意，因为，在当地有的地方干旱，而

枣树耐干旱、存活能力强，而且枣树上有棘刺，“棘”与“吉”

同音，因此，人们便将枣树与吉祥联系起来，有枣子图

案的陵阳公样便有了吉祥之意。由以上内容可看出，陵

阳公样不仅能反映出当时的文化，也能用来寄托当时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结 语

民族的艺术品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

唐朝时期的对外交流是包容的、兼收并蓄的、交流融合

的，这既是唐朝国力强盛和文化自信的体现，也是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独特魅力的体现。陵阳公样作为

对称团窠纹样的图案形式，后演变为集动物、联珠、卷草、

宝相花为一体的组合纹样，这种灵活的、与时俱进的变

化体现出了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希望我们可以将更多

优秀的传统文化元素运用到当今的艺术创作中，以此来

展示中华文明的灿烂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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