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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传承·

探析新疆传统角形纹样的应用
□ 刘鹏亮

摘 要：角形纹样在新疆地区历史悠久，是西域游牧文化的一抹亮色。通过了解角形纹样的存在与发展的历史背景

与不同民族审美文化的体现，阐述角形纹样在新疆地区装饰艺术中的应用。角形纹样作为一种典型符号已然成为一

种文化现象，并且成为了具有新疆文化特色的装饰艺术，展现出新疆传统纹样的文化之美与精神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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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新疆地区的先民们在生产实践过程中

创造并发展了具有本地特色的装饰角形纹样。基于新

疆独特的历史背景和不同民族审美文化的体现，角形

纹样文化底蕴深厚，反映了新疆地区的民俗文化和审

美理念，对于创造出符合现代社会语境下的文化艺术

作品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新疆考古中发现，新疆地区的纹样载体多是毛

纺织品，如毛线编织帽、毡帽、毛质服饰、毛织腰布、毛

毯等，这些毛织物纹饰大多数以动物和几何纹样为主。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新疆先民从单一的畜牧业生产模

式中解脱出来，逐渐采用农业生产方式，开始从事农

耕、手工艺和商贸等活动，并因此创造、使用带有纹饰

的毛织物。两汉魏晋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新疆

得益于处在东西方文化交汇处，来自中原的丝织品和

来自西方的毛织品、棉织品通过丝绸之路开始源源不

断输入新疆，加速了不同民族和地域间的文化传播与

交流。这一时期，无论是丝织物还是毛织物、棉织物，纹

样形式丰富，内涵深刻，普遍以动植物纹为主，并与其

他纹饰（如人物纹、云气纹、文字纹、几何纹）相互交错

出现。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原织丝工艺和西方棉布工

艺在新疆地区的传播，促进了新疆本地区传统工艺技

术的高速发展。在保持本土化艺术风格基础上，新疆装

饰艺术的传播与发展还吸收了一些犍陀罗艺术常见的

图案形式，纹样趋于几何装饰化，色彩层次丰富饱和，

创造出具有西亚和中亚民族特色的纹饰形象。与此同

时，萨珊联珠纹锦、汉地纹锦等通过商品交易也来到新

疆，他们一起构成了新疆地区丰富多彩、种类繁多的装

饰艺术。

新疆地区各游牧民族崇拜自然，喜欢春芽、树木等

植被，对植物的观照代表着老人对小辈们的美好祝福，

体现了游牧民族对草原、树木、花朵等植物珍视爱护的

高贵品质。因此新疆纹饰也会提取有关形象并加以应

用，有的芽、叶、树木形象不仅仅只是作为纺织品、花毡

等边饰出现，而是已经成为相对独立的视觉构成元素。

出于功能化和装饰化的追求，创作者还在毡毯等

纺织工艺品上频繁应用各种动植物“角”的形象。动植

物题材表现渐趋程式化，对装饰美的直接诉求又促使

民间匠师采用一些理想化的变形手法，如将不同种类

的动物、植物角形纹样组合在一起，或者动植物角形纹

样反复变形与几何形制完美融合。这些动植物角形纹

样承载着对大自然的美好想象，突出了线条的自由化、

构图元素的多样化。

新疆地区角形纹样的使用以哈萨克族、蒙古族、柯

尔克孜族为主，哈萨克族、蒙古族主要分布在天山以北

地区，柯尔克孜族主要分布在天山以南地区。

天山以北地区多是荒漠、高山、草原，复杂的自然

环境给原始草原游牧民族提供了自由驰骋翱翔的空

间，使他们具备了更强烈的生存需求和征服自然的能

力。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使得新疆哈萨克族原

始先民存在着很强的不确定性，由此逐渐产生了在精

神上向往自由的状态，角形纹样也反映出哈萨克族先

民对自然世界的直观性感悟。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

的时期，新疆哈萨克族有过动植物崇拜，直接或间接影

响着新疆哈萨克族的生活习俗、民族心理。角形纹样作

为现如今新疆哈萨克族的典型符号，是动植物崇拜的

原始意识，同时也是与现实需求。如为研究阿尔泰早期

畜牧部落提供了珍贵资料的巴泽雷克墓地，发现了迄

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拉绒多彩毛毯，毛毯上的鹿角式

角形纹样、羊角式角形纹样和植物式角形纹样与现如

今的毡毯、纺织品上的角形纹样相似。

角形纹样在新疆蒙古族里称为“犄角形”，在蒙古

语中装饰纹样指类似对称卷曲线条的犄角形，由此可

以看出犄角形在蒙古族装饰纹样中的地位。在情歌《森

吉德玛》里唱道：“花纽着的两条辫子，像那金鹿的犄角

一样，花压着的两条辫子，像那大鹿的犄角一样。”在现

实当中牛羊的犄角代表着牛羊，是五畜兴旺与财富的

象征。清晰明确的角形纹样在新疆蒙古族日常生活用

品中广泛应用，在装饰形式上可以单独出现，还可以连

续出现，在组织结构上既可以做中心纹样，也可以做边

缘纹样及角隅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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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疆角形纹样的应用

天山以南地区多是河谷、山区、平原、沙漠、盆地、

戈壁、冰川等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加之崇拜和敬畏之

心，造就了新疆柯尔克孜族独特的装饰艺术、牛和野生

动植物（鹰、大雁、生命树、春芽等）形象，这些角形纹样

形象通常以夸张变形的手法表现。对新疆柯尔克族人

来说，角形纹样不仅具有祈求牲畜丰收的美好意愿，还

有对自然植物发自内心的喜爱和依赖。他们将这些转

变融合到日常生活中，如毡毯、服饰、室内装饰、器物之

上，从创造、使用到发展、流传，逐渐演变出千变万化的

动植物角形纹样形态。

新疆地区传统角形纹样是在特殊的历史和不同民

族文化背景下，经过长期的实践劳动生活，逐渐形成的

具有地域性特色的装饰性纹样艺术。作为人们选择、吸

收和融合多元文化的产物，角形纹样促进了新疆地区

纹样的变化与发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留下了浓重

的一笔。

在种类方面，有些角形纹样可以直接应用到载体

上，例如鹿角式角形纹样、羊角式角形纹样、牛角式角

形纹样、鹰式角形纹样、猫头鹰式角形纹样、天鹅式角

形纹样、植物式角形纹样都可以直接应用，或作为主图

形或作为辅助图形或者边饰等。也有种类不同的角形

纹样搭配组合直接应用到载体上，例如做毡毯边饰的

羊角式角形纹样与牛角式角形纹样的搭配组合形式。

在工艺方面，还有些角形纹样直接在物品上镶嵌

雕刻，这种应用通常出现在手工艺品、建筑外立面和室

内装饰中。其中，运用最为广泛的方式是将每一个单元

纹样依据所需本体的用途和材质，对其进行刺绣、粘

贴、绘制、雕刻等，这些工艺手法是本地区最为常见的。

新疆原始游牧民族过着游牧转场的生活，为了便于携

带，流传下来的手工艺品体量通常比较小，角形纹样的

形制也多根据形体绘制且风格简单大方。

在用途方面，以角形纹样在毡房中的运用为例，在

自然环境影响下，新疆各游牧民族保留着逐水草迁徙

的生活方式，毡房便成为他们主要的生活居住形式。毡

房主要由内部骨骼和毡毯两部分组成，其中毡毯部分

主要的装饰纹样以单一的角形纹样为主，但也在毡毯

内外进行角形纹样装饰。这种装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

本地区游牧民族的生活情趣，为其日常单调的装饰带

来了活力，同时在鲜明的视觉形态对比中展现了丰富

多彩的草原文化。

随着视觉形态的美学发展以及对其他装饰纹样的

认识和理解，各种形象 (鹿、羊、牛、鹰、猫头鹰、天鹅、生

命树、春芽)的角形纹样装饰应用在服饰、毡毯、手工艺

品、建筑等方方面面，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粗

犷到精细、由模仿到创造等过程，在保持角形纹样特征

的基础上不乏变形应用。

角形纹样的变形应用主要是根据文化、风格、喜好

和变迁等因素，在传统角形纹样的基础上，通过扭曲形

象、增减元素和形态变异等表现手法，改变原来的面貌

或兼有质的变化，同时在其背后伴随着“意外性”的发

生。在角形纹样变形的过程中，有些以单一的角形纹样

为母体进行变形，有些以复合的角形纹样为母体进行

变形，最终促生了新的角形纹样样式。例如，传统角形

纹样中一般是一个弧度，而现在出现了两个或者两个

以上弧度。变形之后的角形纹样变化丰富，有利于延伸

和拓展传统角形纹样的表现形式，这种方法时常运用

在创新展现民族特色的服饰、印染花布和绣品等领域。

变形后精美的装饰和创造中的审美想象，反映了新疆

地区人们向往美、追求美、感受美的品德，同时也是角

形纹样的再开发、再发展、再利用的新路径（见图 1）。

在发展历史与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新疆角形纹

样吸收了多元文化特色，在保留与吸收中不断传承与

发展。新疆角形纹样是原始思维与现实需求的结合，是

对自然和生命一笔笔真实的写照，是民族情感和自然情

感的表达，是人类美术装饰艺术史上一颗耀眼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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