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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堂山石窟卷草纹样在邯郸地域文化图标中的设计及应用

邱凤香，张财明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长春

【摘要】装饰艺术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在历史发展中伴随着生产和生活方式，一代代传承而形成的，带

有强烈的民族性和地方性，它表现了一个民族质朴的审美取向，响堂山石窟装饰艺术同样是传承的形式。

本文是对响堂山石窟中主要的装饰纹样卷草纹样进行阐述，以及它流传到现代民族文化传承性，将响堂山

石窟卷草纹样在邯郸地域文化图标中的设计中，才能使她更好传承下去，使这些装饰纹样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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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scroll grass patterns in Xiangtangshan Grottoes in Handan regional cultural ic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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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ecorative art is a nation or a country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ccompanied by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 form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with a strong national and local. It expresses the simple aes-
thetic orientation of a nation, and the decorative art of Xiangtangshan Grottoes is also a form of inheritance. This
article is to expound on the main decorative patterns in the Xiangtangshan Grottoes, the scroll grass pattern, and its
inheritance to the modern national culture. Incorporating the curly grass patterns of the Xiangtangshan Grottoes
into the design of the regional cultural icons in Handan can make her better pass down and make these decorative
patterns enduring for a long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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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北响堂山石窟

坐落于河北省最南端邯郸市峰峰矿区的响堂山

石窟，是国家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最早开凿

于 1400多的北齐时代，因为石窟群开凿于半山腰，

人们在其内谈笑、拂袖、走动均能发出响亮的回声，

故名响堂山石窟。但因自然、人为的破环遭到严重

的损坏，现在尚有石窟 16 座，4000 多尊雕像，分

南北两处，俗称南北响堂寺石窟。

卷草纹样是响堂山石窟主要的装饰纹样，其样

式丰富多样且保存比较完整，蕴含着深厚的佛教思

想，展现了北齐佛教石窟装饰艺术特色。

2 南北响堂山石窟卷草纹样

在中国纹样的发展历程中，还没有像卷草纹样

传播的如此广泛，对比日本的唐草，欧洲的藤曼花

纹可以看出卷草纹样传播的广泛影响。而响堂山石

窟的“卷草纹”，主要特征是由“S”形支藤演变成

的云纹，与各种的植物花卉纹样相结合，构成一个

以图案化的藤蔓植物为主，既独立存在，又与整体

视觉审美相联系的特有植物卷草纹样，是响堂山石

窟主要边饰纹样之一。但响堂山石窟内的卷草纹形

式不同，但结构却基本相同，本文按卷草纹的组合

变化进行了分类。

2.1 云气纹卷草纹样

云气卷草纹兴起于汉魏时期，无论在瓷器还是

砖瓦一类上，都能看到以云气纹样作为主题。其中

在北响堂山石窟洞窟口束莲柱和释迦洞主笼东侧基

座都发现了带有云气纹样，与南响堂山的风格有所

不同，表现为波状王藤交互向两侧生出由云纹变化

成的三组叶片，总体形态似水波纹造型，另外以北

响堂山释迦洞基坛小龛柱、北响堂山大佛洞三壁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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龛柱卷草纹为代表。

北响堂释迦洞窟口束莲柱的卷草纹饰，主要特

征为 S形支藤演变成云纹，基本纹样以一大三小叶

瓣为一组，在主藤左右分枝，下面的三片小叶子做

回旋处理。这一纹样形式在响堂山比较多见，但纹

样的结构和构型却基本相同，是响堂山石窟主要边

饰纹样之一。经过发现与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的某

些纹饰很相接近。

2.2 莲花卷草纹样

莲花卷草纹样是响堂山石窟中最极具代表性纹

样，在响堂山石窟应用最为广泛的装饰纹样，不仅

展现了北齐时期高超的雕刻技术，也反映了当时人

们的审美水平。莲花卷草纹在响堂山石窟中主要运

用在佛像的基座、佛像的背光和石窟地面、藻井、

柱子等处的装饰中，其主要特征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在地面、台座、石柱等位置雕刻出独

立式莲花纹，即莲花纹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形式呈现，

主要有正面视角的盛开状莲花纹和侧视视角的莲花

纹两种形式。

第二类是以二方连续的形式，即以单个的莲花

纹或花瓣为单位以二方连续的方式横向排列组合的

样式，其样式结构为横向带状结构，主要运用于石

窟窟顶与窟面连接处、龛楣、壁面等位置。

第三类是组合式莲花纹，即莲花纹样与其他纹

样组合在一起进行装饰，其多与忍冬纹等纹样进行

组合，纹样结构多为 S 形串联结构，整体纹样由 S
形曲线串联，莲花纹和忍冬纹穿插其中，纹样具有

律动感。

2.3 莲叶化佛卷草纹样

说到响堂山石窟最常见的装饰纹样一定是化佛

卷草纹样，它是以佛像作为元素它的主要特征是将

佛像为元素，配以莲叶在 S形骨架上装饰。我们以

北响堂山刻经洞正壁主佛头光卷草纹为代表。其主

要特征为忍冬纹与坐于莲花座上的佛在波浪状主藤

上交替出现的样式。在每一个波谷的分支处或饰以

忍冬纹、或以花瓣中配置坐佛，这一单元反复排列，

主藤的分枝长出卷草的部分花样繁杂。

3 响堂山石窟艺术在邯郸市的重要影响

邯郸是一座历史文化底蕴悠久的城市，有三千

多年的建城史，八千年前孕育了磁山文化，战国时

期是赵国的都城，邯郸的魏县是魏国的都城，而临

漳县先后有作为曹魏、冉魏、前燕、东魏、北齐都

城；邯郸又被誉为成语之都，自然拥有许多的成语

典故文化，至少有 1584条成语典故，相关历史迪迹

丰富，被为“成语典故之都”。

响堂山石窟作为 1961 年国务院第一批公布的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第一批它是河北省现已发

现的最大石窟，也是 1961年国务院第一批公布的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邯郸在响堂山石窟的传播推广上具有比较高的

认知度。在 2020年 6月发放的线上调查问卷中，有

放填写人次为 225人从结果统计得出，有 56%对于

邯郸响堂山石窟文化的下解程度一般，非常了解的

占 33.33%，10.67%表示一点也不了解邯郸响堂山石

窟文化。可以得出，响堂山石窟文化在邯郸众多文

化里具有一定的知名程度。因此，从响堂山石窟历

史的角度进行邯郸标志设计对受众而言会有较高的

文化认知度，具有较强的准广价值。

（1）邯郸响堂山石窟文化包含了北魏时期的建

筑和佛像造型，并且部分景区与名胜古迹景实行免

票政策，为邯城市品牌形象的推广与传播奠定了游

客基础。同时邯郸城市推出邯郸旅游一卡通服务，

对涉及在内的旅游景点予以半价优惠，进一步加深

游客对城市的吸引力。

（2）响堂山石窟佛龛众多、佛像造型和装饰纹

样丰富，有助于进行城市品牌形像的设计，并且作

最能代表邯郸城市地域文化的语言文化符号，对后

续设计实践中能够产生附加价值也是体现邯郸人民

精神内涵所在。

（3）政府对邯郸响堂山石窟的重视。在邯郸市

政府发布的关于发展旅游文化的文件指出，要发挥

响堂山石窟的品牌效应，建造有关于石窟文化的游

乐中心，注重游客的参与、互动性和体验性。

4 响堂山石窟装饰卷草纹样在邯郸地域文化图

标中的设计研究

4.1 研究背景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内城市也逐渐向国

际化与现代化建设发展靠拢，国内经济的逐步提升，

人民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但是，高楼

大厦并非想象的这么美好，人们所居住的环境逐渐

被钢筋水泥包围，各个城市间趋于同化，没有城市

之间的文化特色，人们对城市的感情也在慢慢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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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城市独有的地域文化在被人们逐渐忘记。因此，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如何打造一个让人们产生认同

感，并具有识别性的标志设计，成了一个亟待解决

的难题。

4.2 研究目的及意义

当前，在城市竞争激烈的环境背景下，若要提

升邯郸城市形象的竞争力，拓宽宣传范围与广泛度，

只有塑造出有地域性和识别性的标志，才能达到宣

传的目的，从而提升城市竞争力。然而，邯郸城市

形象定位对自身文化特色研究有所欠缺，没有充分

利用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等元素，导致邯郸城市标

志缺乏独特性，与其他城市标志相似度高。因此，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1）在定位城市形象设计时，寻找城市的特有

地域文化，并通过服务设计理念设计出具有辨识度

的视觉符号，进而提升城市标志设计的独特性，让

受众群体对城市标志设计情感上的共鸣，增强人与

城市的归属感。

（2）在服务设计分析过程中，融合邯郸市的地

域文化进行体验流程分析、以期得到富有邯郸地域

文化的城市标志形象设计，使城市文化通过服务设

计理念赋予新的生机。

（3）探求基于服务设计理念下标志设计的路

径。通过标志设计文化的选取，分析视觉表现方法，

将地域文传进行提取并应用于城市品牌形象中。运

用服务设计理念与标志形象设计的融合更好地表明

出市场导向与消费需求。

4.3 研究方法

在研究前期，针对服务设计理念以及标志设计

的相关文献资料进行大量查阅，理清服务设计与标

志设计的概念;收集并分析城市标志设计相关的设

计案例，了解国内外标志设计的发展现状，并分析

现有城市品牌形象的优缺点，以便在设计实践环节

取长补短。在邯郸现有的旅游景区进行调研，如丛

台公园、响堂山景区、赵苑公园等。对城市品牌接

触点等进行调研，通过沉浸式观察法，利用文字记

录、拍照等方式获取相关资料，加以整理，并进行

分析归纳。

全球化浪潮来势汹汹的当代，标志设计与理念

成了热点议题，本土地域文化的发展方向亟需考虑。

从城市的标志设计与提升的方法论这一方面对所选

取的中文期刊进行了梳理和部分观点的概述，设计

要从造型、纹样、技法上充分吸收传统文化的养分，

此外，也要结合时代风貌，并注重时下流行的系列

化设计方法，方能使标志设计更好地融入当下，也

能让城市文化更具底蕴。

5 邯郸城市品牌形象的设计定位与理念

邯郸历史文化经过岁月积淀，形成了独有的文

化属性。品牌文化在市场中的最终呈现价值转化是

消费文化，依据第三章的服务设计理念的运用，明

确邯郸标志设计定位，对邯郸城市地域文化中所体

视的精神内涵进行创新设计，让文化特色铸造城市

品牌形象的精神内涵。根据上一章调研收集的资料

分析，邯郸有普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博大精深。

风格多姿多彩。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成语文化也是

被游客所熟知的，为了迎合受众群体的审美与提升

邯郸城市竞争力，将邯郸地成文化融合到品牌形象

当中，与其他城市品牌产生差异。并且在邯郸市政

府发布的《邯郸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文

件中提出要把邯郸打造成现代化的时间都市，因此

邯郸标志设计也需符合现代审美。邯郸城市品牌形

象基于对地域文化的选取，以邯郸主要地域文化作

为视觉早现方式，城市标志通过地域文化中的代表

性元进行图案设计，通过设计提取并简化为几何样

式组成具有现代美感的图形，色彩取主要从邯郸市

的人文、自然、文化三个层面进行分析，意在体现

出邯郸城市文的多元性，设计出符合受众群体的审

美需求，具有识别性的城市品牌形象。

邯郸的响堂山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传统

纹饰是地域文化极具代表性的象征符号之一，通过

不同的演化形式和设计方法，对其进行分解重构，

将传统的语言同现代的手法有机且有趣的融合起

来，形成不同的文化氛围和观感体验，从而逐渐掌

握运用更加合理高效的方式渲染文化和表达。

4 结语

传统装饰纹样是民族文化的浓缩，是人类艺术

发展的基础、从传承文化的角度来看，装饰艺术是

一个民族或国家在历史发展中伴随着生产和生活方

式，一代代传承而形成的，带有强烈的民族性和地

方性，它表现了一个民族质朴的审美取向，响堂山

石窟装饰艺术同样是传承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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