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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长期的艺术创作和装饰实践中，作者运用中华文化瑰宝中的装饰吉祥艺术，致力于探讨让家庭
与职场风生水起的奥妙。
《风生水起：装饰吉祥艺术》从美学、民俗学角度，对民间喜闻乐见的祥禽瑞兽、奇花异草等题材的
饰物加以剖析，阐发其别具一格的艺术特色与吉祥象征意象，揭示人与自然的和谐之道。
尤其对行业的装饰吉祥艺术、家庭成员的吉祥方位与装饰、十二生肖的吉祥方位与装饰等做了深刻论
述。
内容精湛，图文并茂，集可读性、实用性与资料性为一体，是建筑行业、装饰艺术从业者的有益参考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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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烽，福建省漳平市人，现居厦门。
师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袁运甫教授。
1990年在福州大学工艺美术学院任教，2001年任马来西亚时代艺术学院客座教授。

首创人造大理石画，获国家发明专利及发明三等奖。
在国内外设计与制作大型壁画100多幅，深受各界好评。

个人事迹新华社曾报道过；作品曾在《光明日报》《香港文汇报》《澳门华侨报》《南洋商报》《星
洲日报》等境内外报纸发表。

个人传记收入《工艺美术辞典》《中国当代书画家名人辞典》等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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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地的选择、搬迁事宜
第十一章 不宜随意置挂的另类装饰画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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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东汉许慎说：“堪，天道也；舆，地道也。
”堪即天，舆即地，堪舆学即天地之学。
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是风水学的两大特征。
中国的堪舆文化博大精深，有关风水的著作五花八门，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往往是在探讨人与自然环
境的关系。
吉祥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汇了传统的绘画、书法、工艺美术、建筑等艺术特征，体现了民
俗风尚、历史变迁、美学理想等民族特色，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之道。
吉祥艺术，是一门象征意象艺术，有别具一格的艺术特色和审美特征，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标准
。
在中国，传统的吉祥观念深入人心，吉祥象征艺术，也被许多民众所认识和理解。
我从实践经验出发，在生活和工作环境中理解风水、应用风水。
从美学和民俗学的角度，探讨风水与中国传统吉祥艺术的关系，挖掘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审美特色和
审美价值，以便能够更好地在装饰过程中加以应用。
吉祥是观念也是艺术每个人都想求得吉祥回避灾祸，让自己的一辈子过得顺畅如意。
什么是吉祥呢？
从字面上看，吉祥就是吉利与祥和。
古人说：“吉者，福喜之事；祥者，嘉庆之征。
”《说文解字》解释道：吉，善也；祥，福也。
简单的两个字，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平安、和顺的祈求与期望。
这种吉祥观念，表达了人们对美的认知和追求。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人们祈愿生命的繁衍、保障和发展，祈望人生能够辟邪、纳福、消灾、求吉。
人们结合劳动和生活环境，通过传统文化的象征等手法，创造了一种独具民族习俗特色、内容丰富的
艺术形式，并且在时间和空间的推移中，对其逐步加以完善、充实和提高，这就是吉祥艺术。
它承载了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是我国民间传统文化的奇葩，历史悠久、独具神韵。
小时候在农村的生活，给我留下最深刻和充满童趣记忆的是老房屋的装帧图案和节日的民俗活动。
村里虽然没有雕梁画栋的老屋，但有几栋老祖祠和小庙宇。
那翘檐上栩栩如生的龙凤泥塑，那精雕细刻的窗棂屏风，那描摹历史传说故事的精美壁画，让我如痴
如醉、流连忘返。
到了春节，家家户户贴春联，挂红灯笼，厅壁上老式的春牛图、当代年画及明星美女图并排张贴在一
起，锣鼓与鞭炮齐鸣。
这些传统的民间吉祥装饰和民俗文化活动，寄托了村民们祈盼祥瑞吉庆、安居乐业、健康长寿、五谷
丰登的美好愿望，既传承和发展了民间文艺，又活跃了乡村民众的文化生活。
民俗传统节日，离不开吉祥艺术。
冬至是一年里最冷的时节，家家户户都要挂消寒图、送寒衣、吃汤圆。
许多民间艺术家会画硕果累累的画，赠送给亲朋好友，以示丰饶富足。
特别是闽南人，到了冬至这一天一定要吃汤圆。
吃汤圆的民俗习惯蕴含了好几层吉祥愿望：一是团团圆圆的意思；二是冬至到了，最寒冷的天气也要
来了，民间用生姜煮汤圆，具有御寒防流感的功能，这就是健康平安的愿望；三是果农要拿一些汤圆
往果树上粘，祈盼秋天到了果树多结果，来年丰收在望；四是“圆”和“甜”是辟邪、求吉、祈福的
象征。
我对吉祥艺术的认识，来自小时候的亲身经历。
我在山村读小学时，老师常在我的作业本上批改，画上“√”或是打“×”。
“√”是对的、好的，也就是吉，一看到“√”我们就满心欢喜；“×”是错的、不好的，说不定我
们回去要挨几巴掌的，当然也就是凶。
谁都想多要几个“√”，最好不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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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达到目的，就得好好学习。
这就是我对趋吉避凶的最早认识。
这个“√”和“×”是怎么来的呢？
老师说，早期原始社会人们打猎回来把猎物交给族长，族长用鼻子一闻，如果不新鲜，就用“×”来
做记号，意思是马上切开烧烤先吃。
如果是新鲜可以保存的猎物，就打上“√”，意思是用树钩挂起来留下慢慢享受。
“凶”和“吉”的观念，创造出这两个象征意象符号。
吉祥艺术，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从婚丧嫁娶、岁时节日，到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有吉祥
艺术的存在迹象；从人类到天地间的动植物、日月星辰、风雨雷电，都有吉祥艺术的表现物象。
吉祥艺术是以人类生命和生存为基点的艺术，已经成了人类日常生活习俗的一部分。
由于护生是善举，也符合现在的环境保护意识，因此在生活中出现了护生画与“放生图”等吉祥艺术
。
民间有传说：放生习俗始于汉高祖刘邦。
当年，刘邦与项羽之间有着长达四年的楚汉之争。
大年初一，刘邦被项羽的军队包围。
刘邦走投无路跳进井里，追兵搜索过来，眼看就到井边，忽然飞来几只斑鸠在井台上嬉戏。
追兵以为井里没有人便走开了，于是刘邦得救了。
刘邦得天下后，为报斑鸠救命之恩，下令每年大年初一要放生。
很多家庭挂护生画，以此来提醒自己多行善事，保护生态环境。
人与自然环境、人与社会环境的和谐相处，便成了吉祥艺术表现形式的出发点。
气韵生动的吉祥意象风水学最主要的构成要素为阴阳、八卦和五行学说。
阴阳指宇宙中的万事万物由阴阳两气相辅而成。
八卦分别为乾、坤、震、离、坎、艮、兑、巽。
五行指金、木、水、火、土五种属性物质之间存在的相生相克的规律。
风水的本源就是气场的运作、调适、融合与流动。
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气是万物之源，而且变化无穷，人要追求气高、气正。
有了生气，才能富贵、吉祥。
风水追求的趋吉避凶、纳福迎祥、吉事有祥、万事如意，符合传统的吉祥观念，蕴含丰富的吉祥象征
意象。
吉祥是风水的灵魂。
风水之道，离不开吉祥象征艺术。
风水无处不在，吉祥艺术也随处可见。
要达到风生水起的目的，吉祥艺术的运用自不可缺。
风水学认为吉祥艺术可以做风水，也可以改风水。
如果充分利用房屋财位，在财位放置寓意吉祥的物件或工艺品，或是挂上吉祥画做装饰，则能催动吉
气，催旺财运。
从美学角度说，这个财位是视角重点，是人们走进这座房屋时第一眼所看到的地方。
比如，在房屋的布局中，风水学认为两门对开是个忌讳，门是气口，两门相对的气流直冲，会损坏人
的身体，因此必须化解。
从美学来说，两门对开，直来直去，毫无含蓄之美。
如果在两门之间竖起一道屏风，屏风中镂刻吉祥如意、迎门见喜等图案，或挂上吉祥画，既挡住了所
谓“对门煞”，利于屋内的气场流动，也增加了空间韵味。
可见，装饰吉祥艺术从中发挥作用，推动了风生水起。
吉祥艺术的象征意象，蕴含天人合一、自然和谐、藏风聚气、趋吉避凶等观念，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
，符合风水学的中心；风水学，为吉祥艺术象征意象的发挥提供了广阔天地。
《荆楚岁时记》中说，春节这一天，在门上贴一张画着公鸡的门画，用桃木板写上字或画上“桃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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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在门旁来化煞；并用对联“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象更新”来表达除旧迎新。
后来，人们也在家里挂“鸡”画，取鸡与“吉”同音以图吉利。
大公鸡是大吉的意思。
门有公鸡配牡丹为富贵大吉，公鸡配竹子为平安大吉，莲花配公鸡为连连大吉。
也有公鸡、母鸡加小鸡，代表全家吉祥。
还有母鸡带五只小鸡，称五子登科。
除了春节挂，平常有喜事，朋友都喜欢以“鸡”画作为礼品赠送。
属鸡的人喜欢把“鸡”画挂在家里。
很多商家也喜欢挂寓意为“大吉大利”的公鸡与荔枝图。
“公鸡”的艺术物象，可以衍生出许多风水趋吉避凶的观念，带来气韵生动的吉祥风水。
建筑装饰离不开吉祥艺术装饰是建筑的组成部分，建筑是吉祥艺术的载体之一。
它涉及建筑学、堪舆学、民俗学、社会学、心理学、图像学和美学等范畴。
当代民居、办公室、写字楼、商铺、娱乐场等，为建筑装饰吉祥艺术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现代人除了考察房屋楼盘环境、户型设计，也会考虑装修布局、装饰布置和家具、电器、花草、装饰
品的摆设，希望能达到最合理、最科学、最吉祥的装饰效果。
趋利避害、纳福迎祥，是传统风水的目的，也是装饰吉祥艺术的主题。
建筑装饰的吉祥艺术，蕴含着传统风水的既定模式和内容。
北京紫禁城的东方为太子宫，东方在五行中属木，木得春之阳气，春天的木生旺盛气，是太子宫的理
想方位。
而木本色是绿色，所以明朝太子宫文华殿和清朝太子居住的南三所的屋顶均为绿瓦，象征太子年轻风
华正茂，如春天之木，生气勃勃，前程锦绣。
紫禁城的西方有金水河和武英殿，武英殿之武属金，西方在五行中属金，金生水，紫禁城的西方以金
水河代表，取乾金之气。
紫禁城的南方有午门，午门也称凤门，是朱雀位。
南方五行属火，火的颜色为红色，用高大的建筑物表示火旺。
午门有五座石桥，它的望柱都刻有火焰状图案。
玄武门位于故宫北方，北方五行属水，水的颜色在五行色彩中是黑色，所以玄武门内有两座建筑东大
房和西大房，它的屋顶颜色为黑色。
皇帝享有无上崇高的地位，而在古人的方位观念中，居中地位最高，代表占领中心土地治理四方。
拥有土地，是统治天下的象征，因为土的五行色彩是黄色，所以皇帝的衣着往往都是黄色。
黄色是高贵的象征。
人们为寻求吉祥如意的居住地，会从方位、布局、朝向、结构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
在建筑过程中，装修阶段的最后才是装饰。
虽然在整个建筑设计中，大多已经列入了装饰的项目及风格，但在装修中或者在入住之后，往往暴露
出一些楼盘在方位、结构、布局上的种种缺陷，这时可以通过运用装饰吉祥艺术，弥补缺陷、迎祥纳
福。
如何让装饰风水中的“风”能够生发、生动、生气勃勃呢？
如何让风水中的“水”能够起运、起色、起死回生呢？
装饰吉祥艺术可以从中发挥关键的作用。
装饰吉祥艺术可以充分表达风水的基本原则，协调人与周围自然环境的关系，达到和谐、舒畅的效果
，从而实现人们的良好愿望。
这就是本书所关注和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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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风生水起:装饰吉祥艺术》编辑推荐：1.作者师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袁运甫教授，从事工艺美术创作
与艺术交流30年。
对于建筑装饰艺术有全面的修养和知识储备。
2.从实践出发，在生活和工作环境中理解风水、应用风水，探讨装饰吉祥艺术，人人可学，家家可用
，帮读者轻松掌控财运。
3.如何让装饰风水中的“风”能够生发、生动、生气勃勃呢？
如何让风水中的“水”能够起运、起死回生呢？
装饰吉祥艺术可以从中发挥关键的作用。
装饰吉祥艺术可以充分表达风水的基本原则，协调人与周围自然环境的关系，达到和谐、舒畅的效果
，从而实现人们的良好愿望。
这就是《风生水起:装饰吉祥艺术》所关注和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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