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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传统门窗装饰艺术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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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岭南传统门窗装饰艺术受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民系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艺

术风貌。 岭南传统门窗隔扇的组织构成形式在功能上符合客观需求，在装饰上具有独特的形式美，
既丰富了装饰文化内涵，又体现了岭南民众的生活情趣。 其隔扇门窗装饰图案符合比例与尺度、统
一与变化、对称与均衡的形式美法则，体现了岭南门窗独有的寓意美和色彩美的纹样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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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岭以南地区称为岭南，相当于现在广东、广西

及海南全境。 岭南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自然条件优

越，是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前沿地带。 岭南地区发达

的社会生产和经济贸易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建筑艺

术。 在岭南传统建筑艺术中，门窗装饰艺术彰显了

岭南建筑艺术的特征，因此，研究岭南传统门窗艺术

对研究岭南建筑艺术有着重要的意义。 岭南的范围

很广，本文主要探析岭南地区中广东省区域内的传

统民居建筑的门窗装饰艺术，以及其所遵循形式美

原则的特点，以发掘岭南建筑独有的艺术魅力。
一、岭南传统民居门窗的分类及装饰材料概述

老子在《道德经》第 １１ 章云：“凿户牖以为室，
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户
即门，牖就是窗户，可见门窗乃建筑中不可或缺且密

不可分的部分。 岭南传统门窗根据制作材料主要分

为：木门窗、石雕漏窗、玻璃窗、铜门窗、蚝壳窗；按中

国传统建筑门窗常见造型来分主要有：落地窗（隔
扇门、隔扇窗）、漏窗、牖窗、落地罩。 人们认识一座

建筑，首先通过大门和门窗形状来感受建筑的气质

和艺术风格，甚至建筑之主的才气或名气。 千百年

来，“就地取材”是岭南传统建筑材料获取的原则。
青砖是常见门窗装饰材料，其色彩为青灰色，密度适

中，不但适合雕刻“脆度”，而且适合耐用的硬度。
砖制料所呈现的砖雕装饰艺术形式，既符合特定的

物质生产基础，又满足了当时人们朴素的精神需求、
信仰追求和审美要求。 岭南传统门窗除了砖雕装饰

材料外，还以木、铜、铁等材料加固大门与房门。 明

清时期从常用沙、油纸等半透明材料到用牡蛎壳磨

制而成的“明瓦”作为建筑主要采光和防热材料。
清中叶以后随着玻璃引入广东沿海地区，岭南地区

传统门窗装饰材料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彩色玻

璃的装饰充分利用玻璃的特性，在改善建筑采光环

境的同时，还增添梦幻般的光影效果，这种新材料逐

渐在传统隔扇门窗上运用，并发展成为一种“广式

满洲窗” ［１］４１⁃４４。
二、岭南传统门窗装饰美学原则

（一）岭南传统民居门窗纹样装饰的形式美

原则

岭南传统门窗隔扇的组织构成形式在功能上符

合客观需求，在装饰上具有独特的形式美，既丰富了

装饰文化内涵，又体现了岭南民众的生活情趣。 千

百年来，中国传统建筑设计都习惯用隔扇门窗上的

格子采光，岭南传统门窗设计亦不例外。 然而，与中

国传统门窗装饰设计相比较，岭南传统隔扇的格心

设计以采光为基础，且体现了岭南独特的地理气候

与通风和围护的功能需要的特点。 在研究中，我们

发现，岭南门窗纹样装饰的形式美原则体现了岭南

地域“开放通融、择善而从”的社会心理，以及寄情

于岭南自然山水的人文情怀，以及对美好生活有指

向性的心灵渴求（如吉祥、寿喜、富贵、多福等），因
此其所遵循的形式美法则有特定的地域性。 门窗装

饰设计的原则要求是：其外观样式要符合整个建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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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部位设置的情况，其装饰艺术也随其功能和位置

的变化产生不同的组合形式。 岭南传统隔扇门窗装

饰图案设计的美学原则主要符合比例与尺度、统一

与变化、对称与均衡的形式特点［２］。
１． 注重比例与尺度

岭南隔扇门窗安装在两根柱子之间，排列成相

连的间隔，通常以四扇、六扇呈双数，以长方形框架

为基本形，框内分隔的上部的格心和下部的裙板，以
及两者相隔的条环板，与门窗相互协调。 由于岭南

门窗以木材构架为主，无论是取材和制作都较为方

便，因此，其外观造型更为自由，形式更为丰富。 岭

南传统门窗与建筑墙面的面积比例、门窗自身的高

宽比例以及格心内部各个部分的高宽比例都有特定

的尺度法则，其法则因地制宜。 如图 １ 佛山梁园曲

子衬底套绿镶玻璃画心满洲窗的木制入墙外框厚度

如果看作是 １ 个单位，那么与单个活动窗的总宽度

比则是 １ ∶ １０；中间直径宽同样对比，与单个活动窗

的总宽度比则是 １∶ ３，而入墙外框和支摘窗尺寸成 １
∶ １ 的正方形。

２． 注重统一与细节变化

统一是每一个门窗装饰设计必须遵循的原则，
但也并不是要求每个隔扇上的格心和裙板上的装饰

设计都完全一样。 岭南传统门窗装饰设计原则，注
重以统一之美作为整体主导，则细节适当变化，避免

单调。 如图 ２，格心都是几何纹样的直线，明快的直

角使线条改变方向，纵横流动的分割把每个窗棂格

心组合成一个整体，看似相同但局部却是方向不同

的直线组合，统一使用直线作为组合的元素，适当改

变线条方向，并在组合数量方面适当变化。 同时，中
条环板以椭圆形为基础形，配以各不相同的动植物

画面作装饰图案，使整个隔扇门在统一面积分割和

主题画面的基础上，在细微处做一些方向和设计元

素的变化，使其产生变换与流动的效果。
３． 注重对称与均衡的格律美和奇趣感

对称也是岭南门窗装饰常用的手法。 对称就是

以中轴线为中心分成相等两部分的对应关系，给人

大方和端庄的美感。 在岭南民居门窗中常见对称的

装饰纹样生成丰富多彩的图形，产生均衡协调的美，
如图 ３ 梅州梅县镇隆文岩前村秉彝庄龙纹漏窗，以
龙图腾作装饰左右对称，产生稳定和谐之美。 图 ４
上条环板和中条环板的几何装饰纹样都是左右对称

的，而格心上有看似对称的视觉效果画面，却是由于

金漆木雕花瓶与周边衬托的线条及装饰摆件产生位

置上的力学均衡，使整个隔扇窗装饰有对称与均衡

的格律美和奇趣感。

（二）门窗纹样装饰的寓意美

“观物以取象，立象以尽意，得意而忘象，境生于

象外” ［３］９３，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一大特征。 人们常用

象征的表现手法在一些动植物和抽象图形上委婉地

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４］。 受岭南民俗民风

的影响，在岭南民居门窗上的装饰纹样呈现出地域性

的审美特点。 人们习惯将喜庆的事物以及对生活寄

予的向往表现在门窗的装饰纹样上，这些有一定文化

含义和社会审美情趣的装饰纹样主要有五类：几何

型、文字型、器物型、动植物型、山水风景型。
１． 几何型

条纹、回形纹、方胜纹、万字纹、冰裂纹、拐子纹、
龟甲纹等几何型纹样是岭南传统门窗装饰常见的图

形，这种以线条为主要表现元素而构成的分割效果

具有十分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寓意。 如有着“万寿

藤”之称的拐子纹是由缠枝和龙纹两组基础纹样构

成的装饰线条，以龙腾飞的视觉效果抽象地变成缠

枝纹样，线条拐弯处有直角和圆角，因此拐子纹的

“拐”与岭南地方方言“贵”谐音，指“贵子”，意为

“子孙昌盛” “康宁富贵”之美好期望与愿景。 岭南

门窗装饰纹样千变万化，在基础形式上组合再生新

的纹样，如图 ５ 梅州梅县镇隆文岩前村秉彝庄窗户

为万字纹和龟甲纹结合的格心装饰。 万字纹即

“卍”字形纹饰，音为“万”，在佛教表示为辟邪趋吉，
是永恒吉祥的符号，与代表“长寿安康”的龟甲纹结

合，两者相互映衬，寓意相生相趣为“万福万寿”。
此外，回形纹是由天雷纹发展而来，寓意福寿连绵不

绝，吉利永长；方胜纹是人们对婚姻美满的希冀，寓
意永结同心、美满吉祥；灵动延伸的冰裂纹寓意着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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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人民自由创新的生活态度，对生命寄予生生不息

的希望。

２． 文字型

在岭南传统园林和书斋的窗户上常见用单个大尺

寸的字或一组细密字体组成的名人诗篇作为图案装

饰。 这些直接使用“福”“禄”“寿”“囍”等字，或蚀刻典

故对联、诗词名句纹样，都是文字本身所蕴含的吉祥之

意，体现主人的高尚情操。 如图 ６、７、８。

３． 器皿型

以器皿为纹样造型结构的岭南传统门窗装饰内

容丰富，形式多变。 在装饰题材上，以常见的自然风

光和生活场景为题材，这些极富生活情趣的题材是程

式化的构图不可比拟的［５］。 常以花瓶、礼器、货币等

原型进行抽象变形，组合一些生活题材在窗心格中形

成装饰图案，或以形象轮廓作为窗户结构。 在岭南经

典园林建筑庭园中常见花瓶轮廓造型的空窗，如图

９；又如图 １０ 梅州梅县镇隆文岩前村秉彝庄有花开富

贵装饰门窗图案，窗心格雕刻的小木雕装饰是花儿在

花瓶中绽放的画面，“瓶”与“平”读音接近，寄予人们

“花开富贵”和“岁岁平安”的美好祝福。

４． 动植物型

在岭南门窗装饰图案中的动物和植物经常被综

合在一起构图，使画面更加生动而富有生命力，也使

其寓意更加深刻，两者相映成趣，成为门窗格心装饰

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常见有“鹊登高枝” “五福捧

寿”“年年有余”等吉祥画面。 象征美好寓意的植物

有佛教八宝吉祥之首的荷花，与“和”谐音，有清廉

高洁、祥和吉利之意。 岭南瓜果以葫芦、阳桃、荔枝、
菠萝、佛手等为吉祥寓意的代表，葫芦与“福禄”谐

音，代表人丁兴旺，世世昌盛；阳桃寓意“洋洋得意，
事事顺心”；荔枝有“吉利”和“一本万利”之意；菠萝

象征“完美无缺”。 以外，还有以外形像佛手的岭南

地域独有植物“佛手”为代表，其名、其型富含着“佛
陀”的保佑，除有趋吉避凶、财运亨通之意外，还与

石榴、桃子一起被称为“福寿子三多”，寓意多福多

寿多子。
（三）门窗纹样装饰的色彩美

论及岭南门窗之色彩，广式满洲窗最具特色。
其色彩丰富，整体形象清晰，空间距离大，互补色和

对比色的运用产生轻重感的穿插对比，结合室内外

的环境氛围，进而产生节奏感和平衡感，符合岭南地

域特定民系文化下所具备的艺术追求和文化气质。
岭南建筑装饰空间具有自由、流畅、开敞的特点与其

特殊的建筑材料密切相关。 １８ 世纪后半期，岭南及

东南沿海地区即流行玻璃建筑材料，尤其是彩色玻

璃的使用使岭南建筑从原来简练、朴素的风貌，逐渐

演变为色彩斑斓，精巧秀丽。 门窗隔扇或者花罩漏

窗都是精雕细琢，再镶嵌套色玻璃成纹样图案，甚至

是在玻璃上绘制以珠江沿岸风光、岭南花鸟虫鱼、岭
南山水风景等主题图案，使玻璃材料和传统书画绘

画艺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绚丽的色彩在光影下如

同一幅幅玲珑剔透的织锦。 以番禺余荫山房的满洲

窗为例，其使用不同色系的彩色玻璃，以红、黄、蓝、
绿的色彩变化让同一窗外的景色达到四季交替的观

赏效果。 同时受岭南地区夏季气候炎热的影响，满
洲窗更多是以冷色为主，淡雅清新的冷色套色透光

产生的明度变化，不仅使整个建筑空间充满清幽雅

致的氛围，而且使人感觉清新凉快，心旷神怡。 广州

陈家祠镶嵌玻璃画心隔扇门，深浅变化的套蓝色系

映衬“远在天边，近在咫尺”的窗外之景，营造出一

种朦胧效果，让人翩翩遐想；在开平自力村铭石楼首

层厅堂中的隔扇门除了套（蓝）的格心中心玻璃画

以外，旁边还辅之以套（绿）曲纹压花玻璃，黄色菱

形压花进行衬底，和谐的色彩搭配传统题材的构图，
使建筑室内清新雅致。 岭南门窗装饰在玻璃色彩运

用的视觉心理上，更体现岭南近代文化所具有的经

世致用、开拓创新的价值取向，在审美艺术领域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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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追求新异的审美实践和崇尚自然、清新活泼的

审美理想［６］２０⁃２６。
三、结语

任何经典之作都有其不可忽略的形式美。 美的

东西体现了人们对生活的追求和自然造物的和谐。
岭南传统门窗装饰与岭南民系文化有着密切的联

系。 岭南传统门窗装饰体现了岭南民系文化的开放

与兼容、多元与统一、传承与创新。 在建筑工艺上新

旧材料的相互融合，装饰艺术符合清新自然和充满

人文情怀的美学原则。 本文通过对岭南门窗纹样装

饰的形式美原则、门窗纹样装饰的寓意美，以及门窗

纹样装饰的色彩美进行探析，有助于发掘岭南地域

文化独特的风貌，展现了岭南文化地域的性格，丰富

了当今设计师对民族和本土元素的理解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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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昆汀·塔伦蒂诺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美国独立电影革命

中重要的年轻导演，以《低俗小说》和《无耻混蛋》为代

表作，环状叙事结构、“暴力美学”与黑色幽默是他的鲜

明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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