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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动物雕塑的艺术表达

何文宏
( 安徽建筑大学 艺术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2)

摘要: 中国传统动物雕塑艺术历史悠久，融汇了中华各民族的文化素养、审美意识、思维方式和

哲学思想。随着工艺水平、审美能力及社会生产力逐步提高，中国传统动物雕塑发展形成多个

文化体系，其中不同时期的动物雕塑其文化特点及艺术特征区别较大。通过分析传统动物雕塑

艺术的元素构成，了解中国传统动物雕塑的艺术表达方式，才能更好地从艺术表达的维度探寻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核心内容，进一步从多元化视角传承传统动物雕塑的艺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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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构建了多元化、多维度的

文化思想体系。传统动物雕塑的艺术发展，通过

基于对不同时代背景下艺术审美的传承，集成中

国历史文化中多种文化元素，针对传统动物雕塑

的艺术表达进行内容分析，可以提高现代艺术创

作对传统艺术文化的了解，对探索传统艺术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传统动物雕塑的发展与传承

中国传统动物雕塑发展，最早可以追溯至石

器时代。由于早期阶段雕刻工艺较为简单，加之

缺乏具有广泛实用性工具，石器时代动物雕塑艺

术形态较为单一。而在距今 6000 年的后洼遗址

中，动物雕塑俨然形成多个不同文化体系，动物类

型也从家禽向野生动物、昆虫进行拓展，该阶段仍

然是以石雕为主。随着动物雕塑工艺的逐步研究

及雕塑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商代动物雕塑开始向

玉石、玉器进行过渡。同时，该阶段大部分动物雕

塑逐步与宗教文化产生联系，铜器动物雕塑也在

这一时代得到充分传承与发展。战国时期动物雕

塑则更多以保留实用性原则为主，尤其在酒樽与

青铜鼎中有大量动物纹饰，近代出土的战国晚期

青铜器甚至将部分动物进行立体化雕塑设计，使

其所呈现的艺术效果、观赏价值得以大幅提高。
汉代的动物雕塑在艺术形式、艺术内涵上基本保

留秦代、战国时期特点，但在艺术表达方式及艺术

内容上有所拓展，陶塑、木雕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广

泛运用。汉代动物雕塑不再局限于传递贵族阶层

文化艺术思想，部分园林、建筑中开始应用常见的

动物雕塑，逐渐在文化艺术创作上向大众艺术兼

容，使中国传统动物雕塑艺术元素丰富性得到再

次提升。到唐代为止，中国传统动物雕塑颜色使

用方面一直缺乏创新，直至唐代中期漆雕的兴起，

使中国传统动物雕塑在艺术发展中逐渐向艺术写

实进行靠拢，以写实艺术为主导的雕塑艺术发展，

也在这一时期对我国动物雕塑发展产生部分间接

影响。经过数千年的传承，宋代动物雕塑艺术发

展已然达到登峰造极的阶段，宋代《梦粱录》中部

分内容，对面塑进行了明确记载，呈现了南宋盛世

的时代景象。虽然面塑起源于汉代，但由于工艺

相对复杂，加之艺术传承难度较高，导致面塑未能

在汉代得到广泛关注，在汉代文学作品及诗词中

也对面塑少有提及。［1］宋代面塑不再拘泥于器物

及景象塑造，人物、动物面塑是宋代面塑艺术发展

的主要方向，也是宋代动物雕塑艺术传承不可或

缺的构成元素。明清两代对于动物雕塑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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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承继了我国各个朝代雕塑艺术精华，仅明

孝陵中的动物雕塑便集成了多个雕塑艺术流派，

对材料的使用包含花岗岩、大理石及砂岩等多个

材质，在雕塑形式方面同样融入圆雕、浮雕等多种

样式，地宫结构也多采用动物雕塑进行装饰，充分

显示出雍容华贵的文化特点。随着对历史文化艺

术挖掘深度的逐步提升及工艺技术水平的逐步提

高，近现代传统动物雕塑艺术呈现百花齐放的发

展态势，为我国传统动物雕塑艺术发展传承夯实

了基础。

二、中国传统动物雕塑的文化艺术构
成元素

1． 宗教文化

唐代的贵族阶层及皇家艺术雕塑对动物选择

多以象、战马为背景。受家族文化影响，战马是唐

代民族文化的重要符号，因此，将战马作为动物雕

塑主要背景，是唐代李氏家族文化的重要传承。
而“象”则是佛教文化中的思想图腾，正是由于唐

代对佛教文化的大力推崇，使“象”成为唐代动物

雕塑的主要背景。这其中，佛教对于动物雕塑的

运用，更多是表达内在文化思想，通过动物雕塑勾

勒和谐社会、文化生态环境。正因如此，自唐代开

始，佛教的宗教文化始终对我国动物雕塑艺术发

展产生影响，也是唐代动物雕塑文化传播的重要

载体。除此之外，道教也对我国动物雕塑艺术发

展形成深远影响。道教追求自然、和谐文化思想，

受道教文化影响，唐代平民阶层所接触动物雕塑，

均是以道教文化思想作为核心引导。例如，黑虎、
青牛、黄龙、白鹿等，均在唐代尊为神灵，平民阶层

更是以祭拜道教动物作为祈祷的主要方式。相比

于贵族阶层所推崇的佛教文化，道教对于中国传

统动物雕塑的影响更多是在艺术文化思想上的渗

透。近年来出土的唐代历史文物，就有大量受道

教文化影响的动物雕塑，一定程度代表平民阶层

的思想诉求。因此，从这一点来看，唐代对于佛

教、道教文化的推广，为中国传统动物雕刻艺术发

展加入了多元化内容元素，对后世动物雕塑艺术

创作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
2． 大众文化与贵族文化

早期阶段，由于我国古代政治体系多数是围

绕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展开，因此，在文化艺术发

展方面，大众文化与贵族文化存在本质区别。尤

其是在宋代，大众文化与贵族文化形成艺术文化

结构冲突，致使宋代文化艺术发展开始向多元化

领域拓展。在动物雕塑方面，贵族文化为主导的

动物雕塑倾向于传递自然和谐的意境，而大众文

化影响下的动物雕塑则是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态及

生活现状。例如，大足石窟的动物雕塑，在创作意

境与艺术表达方面，不同文化思想对动物雕塑中

动物形态的刻画有较大区别。其中，《养鸡女》的

艺术刻画，虽然中心思想是传递平民百姓与自然

生态和谐共处，但从动物优雅姿态及高超雕刻工

艺角度来看，该雕塑仍然是以贵族视角审视百姓

生活，未能从大众文化角度做好雕塑作品的艺术

设计，导致该动物雕塑作品在文化思想上产生一

定冲突。而反观《牧牛图》，则以平民视角进行艺

术刻画，动物神态及动作的设计，均是以表达真实

环境现状作为基础。所以，大众文化与贵族文化

对于中国传统动物雕塑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是中

国传统动物雕塑艺术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三、中国传统动物雕塑的艺术特点

1． 实用性

中国的传统动物雕塑并不是单一面向艺术鉴

赏价值的艺术创作，在保持雕塑艺术追求的同时，

也具有一定实用性。尤其在部分器皿方面，大量

融入猪、鱼、鸟等动物，而在家具、建筑方面，则以

虎、龙等野兽及神话动物为主导。从艺术表达的

寓意来看，将家禽作为器皿动物雕刻的主要模板，

更多是从温饱的角度传递艺术思想，而将龙、虎等

野兽及神话动物运用于建筑设计及家具设计，则

是从保持安定、祥和及风调雨顺的角度进行祈

福。［2］因此，中国传统动物雕塑兼顾艺术价值及

使用价值两个主要特点，在传递核心艺术思想的

同时，也为艺术传承提供切实保证。所以，从本质

上来说，中国传统动物雕塑将艺术与现实进行充

分融合，为动物雕塑赋予更丰富的含义，一定程度

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思想中含蓄、内敛文化对艺术

发展的影响。
2． 观赏性

突出动物雕塑的观赏性，是中国传统动物雕

塑艺术发展的重要基础。例如，唐代的三彩鞍马

与赵州桥浮雕等，均是围绕强化艺术观赏价值进

行艺术创作。其中，唐三彩鞍马对颜色、工艺的运

用方面进行大胆创新，采用较为鲜艳的颜色进行

勾勒，基础工艺也以可塑性较高的陶瓷工艺作为

基础，使三彩鞍马这一雕塑的立体化视觉得到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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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增强。而赵州桥浮雕则是将神话动物蛟龙作为

雕刻基础，在佩饰上加入竹节、花饰等元素，让赵

州桥浮雕呈现较为祥和的背景环境，极大提升了

赵州桥整体艺术美感。此外，正是由于中国传统

动物雕塑艺术观赏价值相对较高，使其在文物界

备受追捧，文物收藏家也对动物雕塑较为青睐。
一方面，通过艺术观赏提升个人审美体验，另一方

面，其中所蕴含的祥和寓意，也使收藏者在心理上

得到充分慰藉，进而，使中国传统动物雕刻艺术在

现代艺术发展环境中得到广泛关注。
3． 真实性

描绘真实的时代背景，也是中国传统动物雕

塑艺术发展的主要特点之一。由于中国古代信息

传递模式相对单一，对于环境背景的塑造及真实

环境反馈，大部分采用画作、雕刻及文字书写方式

进行传播。其中，雕刻艺术的发展与雕塑艺术传

承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例如，唐代“三彩驼载奏

乐俑”的雕塑题材，是以丝绸之路作为环境背景，

通过人与骆驼的动态交互，呈现唐代丝绸之路的

和谐景象。［3］这其中，骆驼的艺术刻画摆脱了汉

代中规中矩的创作模式，而是利用骆驼头部向上

姿态，传递唐代昂扬向上的核心思想，陶俑人物动

态的转变，也反映出唐代丝绸之路的繁荣景象，通

过和谐艺术表述，使“三彩驼载奏乐俑”传递丰富

的内容信息，提高了该动物雕塑作品的艺术高度，

不仅为唐代历史文化研究提供部分内容参考，同

时也对后世更好地了解唐代动物雕塑艺术创造了

有利条件。

四、中国传统动物雕塑的艺术表达方式

1． 视觉感受

( 1) 雕塑颜色、结构模型。合理运用不同颜

色进行动物神态勾勒，有助于更好地提高动物雕

塑的视觉观感体验。中国传统动物雕塑对颜色的

运用，主要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从石

器时代到汉代，动物雕塑的颜色更多是以较为庄

严、肃穆的冷色调为主，黑色、蓝色及金色，是这一

时期动物雕塑的主要色调。而从唐代开始，动物

雕塑的颜色逐步基于环境背景、佩饰的变化进行

变化，颜色种类也从单一色调向多元化进行演变，

在“三彩鞍马”中对颜色的运用有六种以上，对多

种颜色的运用对于突出动物动态变化效果大有帮

助，充分赋予动物雕塑生命活力。在结构模型的

塑造方面，传统动物雕刻艺术注重对艺术作品动

态意境的突出，进一步采用立体化结构设计进行

雕塑模型制作，通过多种材料的运用，强化动物雕

塑视觉感官效果，以实现对视觉艺术感受的充分

提升。
( 2) 雕塑材料、雕塑形式。不同材料的选择

决定动物雕塑整体视觉效果。传统动物雕塑对材

料的选择，部分是运用土陶、花岗岩、大理石或砂

岩。其中，陶俑在中国传统动物雕塑中占有一半

以上比例。之所以大部分传统动物雕塑都是陶塑

形式，主要是由于该材料具有良好的结构可塑性，

对于更好掌握雕塑细节具有一定帮助，有利于针

对雕塑细节进行精细化打磨。而在雕塑形式上，

圆雕、浮雕和透雕在传统动物雕塑的形象刻画方

面应用较为普遍。圆雕由于在立体化视觉感受方

面具有优势，所以在小型、中型动物雕塑中更为常

见。而浮雕的艺术创作更便于长期留存，不容易

产生结构性腐蚀问题，所以在大型动物雕塑中运

用较为普遍。著名的昭陵六骏便是以浮雕作为基

础进行动物雕刻的艺术创作。透雕由于工艺相对

复杂，在汉代早期并不常见，随着雕刻工艺水平的

逐步发展，清代末期透雕在动物雕刻中逐渐增多，

对于动物雕塑的艺术塑造也实现了艺术维度的进

一步提升。
2． 情感传递

( 1) 雕塑寓意。利用雕塑承载吉祥寓意是中

国传统动物雕塑的重要艺术情感。其中，传统动

物雕塑的设计对于吉祥寓意的运用可以说达到较

高的思想维度。例如，炳灵寺石窟中对动物雕塑

的雕刻，既承载佛教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同时又围

绕丝绸之路进行心灵祈福，祈祷获得神灵的庇佑。
因此，从本质上来说，中国传统动物雕塑的艺术表

达，并非是单一从视觉感受角度进行艺术创作，更

多的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部分思想，对于更

好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另外，部分

动物雕塑在祭祀活动中出现，也充分表达了人与

人之间情感上的寄托，通过较为内敛的表达方式

传递信息，使传统动物雕塑的文化影响力有所提

升，为我国雕塑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 2) 雕塑艺术内涵。从艺术审美角度来说，

中国传统动物雕塑的艺术表达，主要从文化、艺术

感知力两个维度进行布局，通过融入丰富的历史

元素，使动物雕塑能更好地传递文化艺术信息。
例如，唐代“昭陵六骏”，从艺术鉴赏角度进行品

味，该艺术作品生动、形象，展现六匹骏马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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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 但从艺术内涵角度来说，“昭陵六骏”表达

的是唐太宗对生前战马的喜爱，通过对“昭陵六

骏”艺术内涵的理解，能提高鉴赏者对雕塑艺术

研究的沉浸体验。［4］所以，只有将艺术内涵、艺术

审美进行双向融合，方能更好地体会出动物雕塑

营造出的环境意境。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动物雕塑的艺术表达，主

要从视觉审美以及艺术内涵两个维度进行表述。
不同时期动物雕塑受艺术特点、艺术元素的影响，

其艺术表达方式存在较大差异。但归根结底，中

国传统动物雕塑的艺术表达与传统文化意识形态

有着直接关系，其时代背景的变化及文化思想的

转变，始终对动物雕塑艺术发展产生影响。做好

对传统动物雕塑艺术表达的分析，将是了解中国

传统文化艺术发展的科学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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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tistic Express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nimal Sculpture

HE Wenhong
( School of Art，Anhui Jianzhu University，Hefei Anhui 230022，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animal sculpture art has a long history，which integrates the cultural accomplishment，aesthetic
consciousness，thinking mode and philosophical thought of the Chinese nations． With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technological
level，aesthetic ability and social productivity，Chinese traditional animal sculpture has developed into a number of cultural sys-
tems，among which animal sculpture in different periods has great differences in it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artistic character-
istics． By analyzing the element composition of traditional animal sculpture art and understanding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way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imal sculpture，we can better explore the score cont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thoughts from the di-
mension of artistic expression，and further inherit the artistic thoughts of traditional animal sculpture from diversified perspec-
tives．
Keywords: animal sculpture; artistic expression; the core of thought; inher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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