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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2/2021_2022__E9_A3_8E_E

7_89_A9_E6_9D_82_E8_c34_42682.htm 中国传统结又称“中国

结”，是我国特有民间手工编结装饰品。编结的历史可以追

溯到旧石器时代，古人用“结绳记事”中国结的特点是每一

个人结从头到尾都是用一根丝线编结而成，每一个基本结又

根据其形和意命名。而且用许多巧妙精美的编结方法和技巧

，来赋予“结”许多吉祥的名称和内涵，如：“腰间双绮带

，梦为同心结”，“绣带合欢结，锦衣连理文”等。把不同

的结饰互相结合在一起，或用其它具有吉祥图案饰物搭配组

合，就形成了造型独特，绚丽多彩，寓意深刻，内涵丰富的

中国传统吉祥装饰物品。在现代文化反朴归真的今天，中国

结情系天下，倍受海内外朋友青睐。这些温馨的结饰已不仅

仅是简单的饰品，而被公认为表达情感之物，成为一种集实

用，装饰，表意，护身等功能于一体的工艺品。中国结还被

编织成手链，戒指，项圈，耳坠等极具韵味的首饰和装饰品

，服饰点缀，家居装饰，礼尚往来。。。。。中国结已经深

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中国结由于年代久远，其历史贯穿于人

类史始终，漫长的文化沉淀使得中国结渗透着中华民族特有

的，纯粹的文化精髓，富含丰富的文化底蕴。“绳”与“神

”谐音， 中国文化在形成阶段，曾经崇拜过绳子。据文字记

载：“女娲引绳在泥中，举以为人。”又因绳像盘曲的蛇龙

，中国人是龙的传人，龙神的形象，在史前时代，是用绳结

的变化来体现的。“结”字也是一个表示力量，和谐，充满

情感的字眼，无论是结合，结缘团结，结果， 还是结发夫妻



，永结同心，“结” 给人都是一种团圆，亲密，温馨的美感

“结”与“吉”谐音，“吉”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福，禄

，喜，财，安，康无一不属于吉的范畴。“吉”就是人类永

恒的追求主题，“绳结”这种具有生命力的民间技艺也就自

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流传至今。中国结不仅具有造

型，色彩之美，而且皆因其形意而得名，如盘长结，藻井结

，双钱结等，体现了我国古代的文化信仰及浓郁的宗教色彩

，体现人们追求真，善，美的良好愿望。在新婚的贴钩上，

装饰一个“盘长结”，寓意一对相爱的人永远相随相依，永

不分离。在佩玉上装饰一个“如意结”，引申为称心如意，

万事如意。在扇子上装饰一个“吉祥结”，代表大吉大利，

吉人天相，祥瑞，美好。在剑柄上装饰一个“法轮结”有如

轮黑心行，弃恶扬善之意。纵观中华服五千年的历史。从先

民用绳盘曲成“S”形饰于腰间始，历经了周的“绶带”，南

北朝的“腰间双绮带”到盛唐的“披帛结绶”宋的“玉环绶

”直至明清旗袍上的“盘扣”及传世的荷包，香囊，玉佩，

扇坠，发簪等无不显示了“结”在中国传统服饰中被应用的

历时之久，包罗之广。中国结的取意如其他中国艺术般多利

用自然形态，谐音而取其意，如用“吉字结”，“馨结”，

“鱼结”结合就成为“吉庆有余”的结饰品，以“蝙蝠结”

加上“金钱结”可组成“福在眼前”等。以此类推又延伸出

了“长寿安康”，“财物丰盛”，“团圆美满”，“幸福吉

祥”，“喜庆欢乐”等祈福的内涵，被作为民间祈祷的符号

，成为世代相传的吉祥饰物。中国结中还有一类被认为是通

神灵的法物，可达到驱邪避灾，镇凶纳吉，却阴护阳等功效

，如“吉祥结”，“盘长结”等， 这类“结”作为凝聚着神



秘宗教观念的护身符，在民间得以广泛应用，并形成一定的

传承机制。这大概也是之所以“结”文化生生不息的缘故之

一吧。如今巧手的人们看中它这种东方文化的巧妙神韵，把

它重新定义为项链，手镯，耳坠，头饰，发夹等等诸如此类

服饰配件，发挥其作为典雅饰品的独立价值。在烟袋上装饰

一个“蝴蝶结”，“蝴”与“福”皆音，寓意福在眼前，福

运迭至。大年三十晚上，长辈用红丝绳穿上百枚铜钱作为压

岁钱，以求孩子“长命百岁”，端午节用五彩丝线编制成绳

，挂在小孩脖子上，用以避邪，称为“长命缕”。本命年里

为了驱病除灾，用红绳扎于腰际。所有这些都是用“结” 这

种无声的语言来寄寓吉祥。中国人在表达爱方面往往采用委

婉，隐晦的形式，“结”从而义不容辞的充当了男女相思相

恋的信物，将那缕缕丝绳编制所结，赠与对方，万千情爱，

绵绵思恋也都蕴含其中。梁武帝诗有“腰间双绮带，梦为同

心结”。至于结的表意价值，历代文人墨客有大量生动的描

写。纵观中国古代诗词歌赋，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绳结已超

越了原有的实用功能，并伴随着中华民族的繁衍壮大，生活

空间的拓展，生命意义的增加和社会文化体系的发展而世代

相传。 古汉诗中亦有：“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胶投

漆中，谁能离别此。”其中用“结不解”和胶漆相融来形容

感情的深厚，可谓是恰到好处。晋朝的刘怜在〈〈青青河边

草篇〉〉中写道：“ 梦君结同心，比翼游北林。” 唐代是我

国文化艺术的一个重要时期，诗词等文学作品对结的称颂也

较为突出。唐朝著名诗人孟郊的《 结爱》，当属这方面的代

表之作：“心心复心心，结爱务在深， 一度欲离别，千回结

衣襟。结妾独守志，结君早归意。始知结衣裳，不知结心肠



。坐结亦行结，结尽百年月。”“结”字，把我们同祖先思

绪相连；“结” 字，使我们与古人情意相通。正可谓是：“

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