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舞剧《五星出东方》“锦绣”舞段展现

了端庄大气、别具韵味的汉代宫廷舞姿，

令观者心潮澎湃。除了舞者身着汉服，

翩跹起舞带来的独特魅力，舞台上营造

的庄重威仪之感还离不开一种特别的布

景道具——屏风。近年来，国风复兴，人

们热衷观看各类改编创新的宫廷舞蹈节

目，如河南卫视的元宵晚会，B站《舞千

年》舞蹈综艺等，这些舞台布景中也经常

见到屏风这个重要元素。

在古代，屏风不仅是一件室内的古

典家具，也是一种礼仪文化的重要角色。

在几千年的历史流转中，它曾是帝王权力

的象征，是教谕世人的明镜，也是中国书

画创作的独特媒介，还寄托了古人闲情逸

致、追求理想生活的美好愿景。

历史中的屏风形象

屏风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并

不叫屏风，而是一种称为“斧扆”（又叫作

斧依、黼依）形似屏风的帝王专用器具。

“斧”指的是屏风上面斧头的纹理，黑白

相间；“扆”则是一个地点。《仪礼 · 觐见》

曾提到：“天子设斧依与户牖之间，左右

几。天子衮冕，负斧依。”西周初期，屏风是

古代政治活动中的必备之物。在一整套

礼器组成大型礼仪场合里，天子站于屏风

之前，向南朝向群臣，塑造一种庄严、肃

穆之感。

屏，遮蔽之意，屏风既是遮蔽物，又

是一种遮蔽行为。天子位于屏风之前，

向外宣示身份地位；位于屏风之后，保持

神秘感，令人心生畏惧。通过视觉上的

遮蔽和隔断，营造这个空间里天子居于

高位的统摄感。

另外，郑玄在注《礼仪》中写到：“天子

以屏风设于扆，诸侯无屏风”，说明屏风是

天子专属物，只有当时的天子可以使用。

随着后世礼仪和屏风形制发生了变化，屏

风逐渐成为一件百姓日常生活的家具。

不过，“天子立于屏”这个王权象征未曾改

变。比如，《明穆宗像》中，皇帝处于正中

央，背后是“山字式”座屏，左右两侧装饰

着腾空而起的巨龙，以此体现九五至尊的

地位。在故宫的太和殿中，我们依然可以

见到布满金龙的御座立屏。

从汉代开始，屏风的实用功能开始

显现，种类和形制变得多样化。除了座

屏，还出现了独扇屏、枕屏和多扇组成的

曲屏。曲屏也叫作围屏、连屏或叠扇屏，

常常与床榻、茵褥结合使用。汉代沿用

了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床榻和茵褥成

了就寝场所。曲屏不仅有挡风避寒、分

隔空间的实用功能，还是王侯世族身份

地位的重要标志。

从东汉至唐代以来，造纸和丝织技

术的发展为屏风提供了丰富的材质，衍

生出多种用途。在唐朝时期，屏风形制

上出现了大型的地屏，可以挡风避寒，还

能重新分配室内空间，起到私密隔断的

作用。还有在围屏基础上改良的折屏，

分为四、六、八和十二等式样，每扇屏芯

可以用来书画创作。当时的唐代名家在

屏风上绘画和题字成为了一种潮流，山

水画屏和仕女屏风盛行一时，为后世留

下了许多经典作品。

到了两宋时期，由席地而坐的低矮

家具转变为垂足而坐的高型家具，形制

小巧精致的枕屏、床屏和砚屏发展至高

峰。屏芯材料还采用大理石、天然云石，

纹路肌理好似山水画。宋代的文人意识

进入绘画艺术，崇尚自然的造物观和追

求恬淡雅致的审美观影响了家具设计与

制作，带有文人风尚的屏风成为宋代美

学的独特标志。宋代文人的山水画屏讲

究神韵和意境，映照了文人的精神世界

与内心情感，体现了当时人们的审美雅

趣和美好憧憬。

到了明清时期，屏风的材质和装饰

工艺将屏风艺术推向了鼎盛。明代屏风

用料非常讲究，多用红木、紫檀、黄花梨

等名贵木料，雕刻花鸟、山水、人物和书

法题字，加之镶嵌名贵石材。屏风的装

饰手法更为丰富多样，常用雕刻、镶嵌和

彩漆等，还出现了一种悬挂在墙上用于

室内装饰的挂屏。清代屏风沿袭了明代

工艺，受宫廷文化的影响，屏风的造型更

加厚重，装饰工艺更加繁复，形成了富丽

堂皇、雍容华贵的风格。从装饰工艺上

来说，清代的屏风艺术到达了历史巅峰

时期，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比如罕见存

留的清康熙款《彩刻汉宫春晓花鸟十二

扇屏风》，历经三百多年品相完好，是难

得一见的传世珍品。

屏风伴随着中国历史发展，有过辉

煌时期，也曾盛极而衰，走向没落。它作

为一种特殊的实物载体，有着鲜明的历

史烙印和审美变化。现在，作为一种纯艺

术品装裱形制的屏风从我们的生活中消

失了。它成为了一件实用美观的家具或

家具装饰品。但是，屏风艺术的魅力穿越

了历史，给予我们认识古人生活起居、礼

仪文化和古典艺术的独特视角，感受到人

与器物空间之间的深远关系。

屏风的东方美学意象

汉代以后，屏风开始以“画中画”形

式出现，是中国绘画中用来构造空间的

特殊符号之一。艺术史家巫鸿在著作

《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中

提到“作为一种准建筑形式，通过表面装

饰的屏风图像，成为了一幅幅‘画中画’

实施着为画中人物赋予个性的隐喻功

能”。其中，比较典型的《韩熙载夜宴

图》、《重屏会棋图》和《勘书图》，这三幅

绘画作品中的屏风作为了关键的视觉

隐喻。

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是一幅长

达3米多的叙事性手卷，由“演奏、观

舞、宴间休息、清吹、欢送宾客”五个场

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视觉之旅。画中屏

风将每个场景划分为独立单元，是情景

叙事的连接点，又巧妙地完成了时空转

换。屏风的对称性构图既强化了画面的

深度感，又作为隐蔽和敞开的分界点，提

供了一重较为隐晦的窥视欲。

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在作品中同

时出现了仕女屏风与山水屏风两种屏风

样式，引出了独特的“重屏”构图。画面

描绘的是南唐中主李璟和他的三位弟弟

一起下棋，身边站一童子。屏风中夫人

和仕女在侍寝主人，在床榻后面是一扇

山水屏风。这种双重屏风建构的空间

感，逐步引导观者的视线走向纵深，产生

了一种混淆真实的观感。此处，借由重

屏的幻境隐喻了权力与隐退的主题。

在王齐翰的《勘书图》中，最醒目的

主体是一扇几乎横贯整个画面的山水屏

风，中间是烟云飘渺的山水景象，高山脚

下、平原之上有一处屋舍。主人公位于

屏风的右侧，正在“怡然自得挑耳朵”，展

现了他不拘小节、悠闲小憩的生活场

面。这扇硕大的屏风就成了一个远方的

风景，代表了文人追求林泉高致的心像

符号，隐喻了主人公向往隐居山林的理

想生活。

屏风的美不仅在于本身的装饰和形

制，还体现在它作为一种轻质灵活的隔

断物，在空间设计中成为了一种装饰美

学。它的遮蔽和隔断功能对应着中国建

筑艺术隐与露的空间意境。屏风可以根

据空间陈设、功能需求和人的心情变化

进行折叠伸缩，灵活移动，造成隔而不

断，隔而不堵，在半遮半掩中给人以遐想

空间。特别像丝绢、丝帛这类半透明材

质的屏风，具有似隔非隔、似空非空，虚

实相生的视觉效果。

另外，屏风作为一种情景媒介与周

围环境融合在一起就成了一种特别的景

致，姿态多变，光影随行，动静结合。如

唐代杜牧所作“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

扇扑流萤”，李商隐诗中“云母屏风烛影

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屏风与人在浮光

掠影间产生了一种朦胧美。

屏风的表面也成为了一个诗意的

空间，经常作为古人诗歌的表现对象。

诗人将屏风的美学用诗词的形式来展

现，不论是描绘屏风画面的意境，还是

刻画空间环境的氛围，都能引发读者的

无限想象，影响着后世对屏风美学的创

作。当然，屏风亦是文人士大夫寄情托

志的特殊载体。白居易就在居所与素

屏为伴，写过许多自己与屏风的生活关

系，譬如《素屏谣》中“吾不加一点一画于

其上，欲而保真而全白。”借素屏来表达

自己不追求名利，保持全真、宁静的人生

态度。在晚年所作的《卯饮》中“短屏风

掩卧床头、世间何事不悠悠”描写自己闲

暇小酌后卧在床屏上的惬意状态，展现

了一种逍遥自在的文人生活。这也常常

被后世作为一种可以入诗、绘于画上的

理想状态。

屏风所蕴含的精神文化随着历史

文化的发展逐渐形成，早期的屏风是一

种礼器文化，作为帝王权力的象征，在

大型礼仪场合下营造一种威仪感。在

人们的意识中植入一种至高无上的政

治秩序，用以维护统治阶级地位。到了

汉代，它作为“鉴戒屏风”，承担了训诫

内省的教化功能。屏风表面常绘制古

代圣贤人物故事，放在君主的日常起居

中提醒君主以此为鉴，表面的图文形式

还有助于直观方便地教化宫廷女性，宣

扬美好品德。

魏晋时期，儒、释、道融合，组成了古

人的精神文化，宗教题材在中国绘画艺

术中兴起，在屏风绘画上也表现出清新

秀美、婉约飘逸的浪漫主义风格。到了

唐代，屏风已然走入寻常百姓之家，屏

风绘画的主题更加贴近人们的日常生

活，花鸟、山水、人物、诗书等形式使其

更富有诗意，表达了当时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直到两宋时期，屏风的文化功能从

警世教谕的说教意味真正转向了文人精

神的代表，更强调一种器物美学与精神

气质的契合。人们在屏风上作画题字既

是一种美的装饰，也是情志意趣的表

达。山水屏风成为了文人日常活动的背

景，在宋代的绘画作品中常见自然山水

与山水屏风相融合，文人雅士在真实与

虚拟的山水空间里互动，有一种独特的

意境之美。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到了

这种文人的山水愿景，“林泉之志，烟霞

之侣，梦寐在焉，耳目绝断”。文人士大

夫在一方山水画屏里，抛开世俗杂念，去

神游心中的精神世界。

屏风，作为东方古典美学中的一个

意象，在隔而不断、露却不尽、半遮半掩之

间体现了一种“含蓄美”。有诗言“屏风有

意障明月，灯火无情照独眠”，它既是人们

的起居器物，也是形而上的文化符号。

现代屏风在空间
环境中的意义

现代屏风依然保持了分割空间、挡

风遮蔽的重要功能，更注重空间设计上

的装饰作用，成为了美化家居不可缺少

的部分。屏风在家居设计中的摆放位置

和风格搭配上更为讲究，更强调跟空间

环境的和谐性和装饰的匹配度。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在

精神文化和美学追求上对屏风有了更多

个性化要求。现代材料和工艺技术的发

展给予了设计者更多创新灵感，因此在现

代屏风的造型结构上更新奇大胆，色彩更

丰富多样，做到了既时尚美观又舒适实

用，是现代空间环境里的装饰亮点。在室

内家居设计中，像玻璃、金属、实木及混合

塑料等材质的屏风结构就起到了良好的

隔断作用，经常被用在客厅、书房、餐厅和

玄关这些空间里。尤其在入户处摆放屏

风作为一种视觉缓冲，既丰富了室内的

层次感，还能调整风水布局，起到遮风挡

煞、聚揽财气的作用。在书房和卧室放

置一扇屏风，很好地满足了中国人“背有

靠山”的风水心理，意喻着家庭人丁兴

旺、身体健康，得到贵人帮扶等。屏风作

为一种短暂停留的独立空间，在礼仪来

往上给予了心理准备的时间，方便主人

和客人更好地进行社交活动。

屏风在公共空间上的应用十分广

泛，主要在办公区域、餐饮茶室、展览大

厅、商场门店和娱乐场所等，进行空间分

布与环境优化，从而提升整个空间的设

计美感，营造出与色彩光影相匹配的场

景氛围。在办公场地，常常使用组合屏

风将办公区域进行分割，用来节省空间

和减少干扰，既能提升人员的工作效率，

还能保护隐私。在常见的餐厅中，经常

采用半遮掩的屏风隔断划出独立空间方

便多人用餐，有一定的通透性。在一些

大型展厅中，可移动的屏风能高效便捷

地搭建出活动区域，设计并引导人群的

行走路线，根据主题风格创造出沉浸式

的场域，其安装和拆除也非常灵活。在

商场空间中，商家利用镜面屏风进行商

品摆设和展陈设计，视觉上起到放大空

间，提升光线的效果。像一些娱乐场所

中，电子屏风表现出色彩绚丽、光怪陆离

的闪烁氛围，能够刺激和放大感官体验，

成为娱乐活动中的时尚标志。

值得一提的是，屏风是舞台设计上

重要的布景道具，可以在有限的空间结

构里进行分割重组，或层叠、或重合、或

遮蔽，或错位，加深了舞台空间的纵深

感，给观者设定一种由外向内的视觉框

架。根据剧情表演，进行陈设布置，可撤

可张，可虚可实，让观众与舞台之间保持

一种特殊的感官距离，从而影响观众的

意识活动和情感投射。此外，在特定场

景里，屏风作为一种象征符号，或彰显人

物地位，或代表私密空间，可以反映人物

的思想行为和情感冲突，加强舞台上的

戏剧效果和环境气氛。

尤其在大型歌舞晚会中，舞台上的

巨型屏风和LED屏交相辉印，让舞台表

演与周围环境融合一体，创造出美轮美

奂、变化万千的感官盛宴，让人置身于如

梦似幻的空间。比如每年央视的春节联

欢晚会，歌舞戏曲节目中大量使用电子屏

呈现动态影像，在语言类节目中又摆放室

内屏风作为场景搭建的背景道具。

随着时代的发展，屏风一直都是与

人身心亲密的风雅器物，贴近人们的日

常生活，在不同空间环境中成为了一道

别样的风景。它在传承实用功能之余又

彰显着东方美学意境。我们对屏风的文

化追忆，不仅是感受古人在屏风中寄托

的神思情感，也是唤起当代人在所处空

间里养神修性、身心合一的审美意趣。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
传媒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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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风：一种礼仪文化的重要角色
陈孟伟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谈

 舞剧《五星出东方》“锦绣”舞段在舞台

上营造的庄重威仪之感还离不开一个重要的

道具：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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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矩《重屏会棋图》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