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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中国是世界上彩陶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彩陶历史悠久，形成了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中

国文化圈，研究史前彩陶的艺术形式，彩陶艺术的审美意象，构建彩陶文化的设计学研究基本体系。方法 以
新石器时期的彩陶、历史遗迹和文献资料为基础，运用设计学中的设计思维、考古学中的类型学、社会

学中的实验研究和历史学中的文献分析等理论与方法，研究史前彩陶造物设计的艺术形式和彩陶艺术所

体现的审美意象。结论 史前彩陶发展历史悠久，中国史前彩陶以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为代表，彩陶

艺术形式由造型和纹饰两部分构成，彩陶艺术的审美意象由象形纹饰的形象创造和几何纹饰的构图韵律

所体现，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的基本文化形态、社会组织、生活形态及人文面貌，呈现出中华民族的早

期意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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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s and Aesthetic Images of Prehistoric Painted Pottery Design Art 

ZONG Li-cheng, YIN Xia-qing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China is one of the most developed areas of painted pottery culture in the world. Painted pottery has a long 
history. It has formed an early Chinese cultural circle represented by painted pottery. The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art form 
of prehistoric painted pottery, the aesthetic image of painted pottery art, and form the basic system of design studies on 
painted pottery culture. Based on Neolithic period pottery, historical sites and literatur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design 
thinking in design, typology in archeology, experimental research in sociology,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in history were ap-
plied to study the art form of prehistoric painted pottery design and the aesthetic image reflected in painted pottery art. 
Prehistoric colored pottery has a long history. Chinese prehistoric colored pottery is represented by Yangshao culture and 
Majiayao culture. The painted pottery art form is composed of two parts: modeling and decoration. The aesthetic image of 
painted pottery art is created by the image of pictographic decoration and reflected in the composition rhythm of geomet-
ric ornamentation, reflecting the basic cultural form, social organization, life form and human face of society during this 
period, showing the earl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painted pottery; modeling; decoration; imagery 

彩陶是指在泥质陶坯上，使用矿物质燃料进行绘

制，以满足制造者或使用者特定需求的烧制陶器，中

国最早的彩陶发现于七千多年前的半坡遗址[1]。中国

陶瓷文化艺术博大精深，发展历史悠久，从史前新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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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时期一直延续至今，作为中国造物艺术文化中的杰

出代表，中国一词的英文“China”又表示陶瓷的意思，

足以见陶瓷文化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重要影响。彩陶

是史前文明进入新石器时期的重要标志物，《太平御

览》卷七十八记载：“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

而种之，作陶冶斧斤，为耒耜锄，以垦草莽。”《史记·五

帝本纪》记载：“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

器于寿丘。”《考工记》记载：“烁金以为刃，凝土以

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

在大量的历史典籍和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到对史前陶

器的记载。史前彩陶灿烂的纹饰和造型设计奠定了早

期造物设计艺术的基调，尤其是对后期青铜器设计艺

术形式、纹饰、造型、工艺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

史前彩陶艺术形式和审美意象的研究将有助于理解

先秦造物设计艺术的基本发展脉络、设计文明的起源

和中国传统审美意象的构成因素等。 

1  史前彩陶 

陶器的出现和使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意义

重大，被一些研究者看作是新石器时代到来的重要标

志之一，新石器时代到来的标志还有农业、定居和磨

制石器的出现[2]。陶器是作为人类日常生活用具出现

的，作为一种器具，无论是造型还是装饰，在一定意

义上都属于艺术创作[3]，在大约公元前六千多年的老

官台文化遗址发现了大量的陶器，个别钵形器口沿装

饰一条宽彩带，被认为是彩陶艺术的萌芽。 
中国史前彩陶分布范围广泛，时代跨度较大，主

要分布在黄河、长江流域和南部沿海区域，这主要与

这一时期人们逐水而居的生活方式有关，黄河流域的

彩陶文化最为发达。中国史前时期的彩陶文化主要有

仰韶文化彩陶[4]（半坡型和庙底沟型）和马家窑文化

彩陶[5]（石岭下型、马家窑型、半山型和马厂型），

各地区彩陶纹饰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彩陶艺术从新

石器中期开始发展，一直延续至新石器末期，约有四

千多年的历史，这一时期又被称为彩陶时代，彩陶也

成为这一时代人文艺术、时代精神、文化成就的集中

体现。老官台文化彩陶三足钵见图 1。 

2  彩陶艺术形式 

彩陶文化艺术虽然在新石器末期逐渐衰落，但其

所构建的艺术形式、造型法则、设计思想和造物艺术

生命力并没有消失，到了新石器末期，玉器、青铜器、

漆器等造物设计活动逐渐发展壮大，彩陶艺术文化在

这些领域得到了传承，在大量早期青铜器造型和纹饰

上都可以看到陶器的影子。彩陶的艺术形式由纹饰、

造型、功能、使用场景及方式和文化语义几个方面组

成，彩陶的审美意象主要体现在彩陶的纹饰（线条、

图案、颜色、构图样式）和造型样式（基础造型、仿 

 
 

图 1  老官台文化彩陶三足钵 
Fig.1  Three-legged pottery of Laoguantai culture 
 

a  贴塑蛇纹罐 b  捏塑鸟型彩陶罐 
 

图 2  手制彩陶 
Fig.2  Hand-made faience 

 
生造型、功能型造型）上。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将以

彩陶器物的造型和纹饰两个方面对彩陶艺术形式和

审美意象进行分析。 

2.1  器物的造型 

彩陶器物的造型设计主要受到具体用途和制作

工艺的影响，早期发现的彩陶主要有壶、罐、瓮、瓶、

尊、盆、缸等，基本的制作工艺以手制为主，在发展

的过程中，手制工艺可以分为捏塑法、泥片贴筑法、

泥条盘筑法（见图 2），泥条盘筑法是早期陶器的主

要制作工艺，在黄河流域的仰韶彩陶文化中被广泛采

用，其特点是成型快、便于控制、分层堆叠，现代增

材制造的 3D 打印技术思路就源自于此。在龙山文化

时期，制陶业有两个突出的进步。一是轮制陶技术发

明并被普遍推广应用。轮制技术的应用，不仅使所制

器物厚薄均匀、造型规整、美观，而且利用陶轮的转

动直接拉坯成型，快速而便捷，极大提高了制陶效率，

使制陶业日益向专业化和规模化方向发展。二是陶窑

结构有很大的改进，龙山时期陶窑结构的改进主要体

现在扩大窑室、延长火道、增多火眼、采用弯隆封顶

等，制陶技术的进步[6]，为彩陶设计艺术的发展提供

了基本保证，器物的造型呈现多样化发展，器物的种

类逐渐开始增多，在随后的发展中，有了手制、轮制、

模制等制陶工艺，对原料的选择、淘洗和提炼更加成

熟，夏晚商初时期出现了白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

从工艺上来说，陶器的造型设计从史前时期的手工制

作、捏塑、泥条盘筑，发展出模制、轮制工艺，例如

三足袋状陶鬲，袋状的三足形制非常接近，就是因为

采用了同一个袋状的模型所拍打而成，见图 3[7]。至

此，史前彩陶的制作工艺发展成熟，人们可以按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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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三足袋状陶鬲制作方法分解 

Fig.3  Exploded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production method of three-legged pouch-shaped pottery 
 

表 1  史前陶器类型 
Tab.1  Types of prehistoric pottery  

用途 器型 备注 
容器 壶、罐、瓮、瓶、尊、盆、釜、缸等。   

炊煮器 罐、鼎、斝、鬲等 灶、箅 
饮食器 盘、盒、豆、碗、钵、杯、角、尊、簋、觚等   
汲水器 小口尖底瓶、葫芦瓶、长颈瓶等   

祭祀礼器 高柄杯、平底壶、三足盆、鼎、甗、鬶等 陶质细腻、器型缩小、器表磨光 
乐器 鼓、埙、铃等   
其他 器座、斧、刀、簪、镰、球、纺轮、陶祖、陶塑、异形器   

 
己喜好、需求、功能等制造各类型陶器（见表 1），

陶器的造型设计艺术达到高潮，除了基本的陶器造型

之外，各类模仿、仿生造型的陶器大量出现，常见的

有人形、鸟形、兽形、植物等，并且在仿生造型的基

础上，开发出一系列具有创新意义的器型，极大提高

了当时社会的物质文化水平，并为青铜器造型设计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2.2  彩陶纹饰 

陶器产生于火与泥的蜕变，早期的陶器基本都是

素陶，没有相关的纹饰，只有在加工过程中手捏、刮

削、压印、拍打器壁产生的一些不规则的印痕，这些

印迹较多见的是绳纹、席纹。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中，

不少器物的底部都有各种纹路的草席印痕，根据这些

印痕，当时的编织方法可分为人字纹编织法、辫纹平

直相交法、条带式编织法、缠结编织法、纹缠法、棋

盘格和间格纹编织法等[8]，可以看出当时人造物已经

呈现多样化、多元化发展态势。随着人们不断发展思

维能力，以及对自然的认知和理解的加深，审美意识 

 
a  新石器时代 
白陶戳刺纹瓶 

b  老官台文化宽带 
彩三足刻画纹钵 

 

图 4  陶器表面纹饰 
Fig.4  Pottery surface ornamentation 

 
逐渐诞生，人们开始有意识、有规则地在陶器表面刻

画、绘制纹饰（见图 4），彩陶开始出现简单线条纹

饰，自此形成了灿烂的彩陶文化。彩陶纹饰见表 2。 
从表 2 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彩陶纹饰的图案基

本源自于各种自然物象，如天空（星座）、山川、河

流、动植物等，这些纹饰都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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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彩陶纹饰 
Tab.2  Painted pottery decoration 

分期 类型 主体/代表 纹饰 特征 

半坡类型 以鱼为主体 
鱼纹、鹿纹、猪面纹、植物纹、人面纹、直线、

三角、圆点等几何形 
人面鱼纹 

仰韶文化

彩陶 
庙底沟类型 以鸟为代表 

鸟纹、蛙纹、四瓣式、多瓣式花瓣纹、圆点纹、

回旋纹、连弧纹、网格纹等 
二方连续形式、等

分构图 

马家窑型 以黑彩花纹为代表 黑彩花纹、黑红彩花纹、圆纹、弦纹、平行线纹 明亮黑彩 
半山型 黑红相间锯齿纹为代表 漩涡纹、水波纹、葫芦纹、菱形纹、网格纹 纹饰繁密 

马家窑文

化彩陶 
马厂型 四大圆圈纹为代表 蛙纹、回纹、几何纹、波折纹、菱形纹、编织纹 抽象化的简单纹饰

 

     
 

图 5  一组仰韶文化彩陶纹饰 
Fig.5  A group of Yangshao culture earthenware decoration 

 
人们在探索自然、理解自然、认知自然的过程中，将

对自然物象的理解呈现在彩陶上。彩陶纹饰在形成与

发展的过程中呈现三个方面的特征。 
1）由写实纹样逐渐趋于几何纹样，半坡彩陶上

的鱼纹，早期以鱼的基本形象为主，纹饰表现鱼的形

貌特征，描绘较为写实，在发展过程中，鱼的纹样开

始转向具有规则几何特征的纹样，勾画鱼的基本生物

特征，鱼身纹被分解后演变成向多种方向的不同几何

形构成的纹样[9]。 
2）由简单单独纹样逐渐趋于连续复杂纹样，半

坡的鱼纹和庙底沟鸟纹最初都是以单独的动物写生

纹样出现的，在发展的过程中，庙底沟的鸟纹由具象

向抽象、二方连续形式发展，出现了多等分、连续性

的花瓣纹和旋纹，形成了组合形式复杂、层次分明、

色彩对比等艺术风格。 
3）由单色纹样逐渐趋于复杂多彩纹样，彩陶文

化在发展到中后期，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形式美法则和

审美意象，图案纹样有单独纹样、分解纹样、复合纹

样、连续纹样、衍变纹样、适合纹样等[10]，彩陶纹样 
在设计的过程中充分考虑了视觉角度、色彩搭配、图

案配比、纹样布局、纹样分割与定位等因素。马家窑

文化彩陶罐在造型上多为圆腹，且上腹部较大，这样

做的目的是为了增大纹饰绘制面积，纹饰基本都绘制

在罐体上部，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纹饰的视觉感受，

一组仰韶文化彩陶纹饰见图 5。  

3  彩陶艺术的审美意象 

审美意象需要具备基本的三要素，即形式要素

（规律、原则、模式）、情感要素（想象、联想、象

征）和心理要素（愉悦、兴奋、满足、激动），只有

满足以上三种要素的对象才具备审美的基本标准。彩

陶艺术的审美意象，可以通过器物上的纹饰、纹饰的

绘制方式、构图形式和情感表现进行解读，通过对以

上因素的研究，可以触摸或感知到史前社会的文化形

态、社会组织、生活形态及人文面貌。彩陶图案由史

前工匠人工绘制，早期陶器中普遍存在的纹饰有编织

纹、网纹、水涡纹、花卉树叶纹，而且这类纹饰具有

象形写实性和几何性特征，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在探

索自然的过程中，对于自然物象的理解、对人类自身

感官系统的认知，彩陶纹饰其实可以看作是一种载

体，将人们对自然、自我所理解、体会、感触到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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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彩陶中的动物 b  彩陶中的鱼纹 c  鲵鱼纹彩陶瓶 

 

图 6  彩陶纹饰中的动物纹 
Fig.6  Animal patterns in painted pottery 

 
动（力量、速度、协调、柔韧、灵敏）和生命（秩序、

协调、均衡、发展）用刻符、造型和画笔形式表现出

来，由此构建了丰富的审美意象，体现在形式、情感

和心理三要素方面。 

3.1  形象的创造——象形纹饰 

在彩陶纹饰中，几何纹饰占据主导地位，尤其在

彩陶文化的后期，但另外一类象形纹饰在彩陶文化的

早中期占比较大，而且对彩陶文化艺术和后期的其他

造物设计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发现的这类

象形纹饰主要有鱼、蛙、兽、鸟、虫、人和其他一

些水生动物形象。象形纹饰是以具体的参照物为对

象，通过线描和平涂手法，将参照物的基本特征、

结构、比例、动态等表现出来，这类纹饰可以分为

两类：一类是对自然物象的记录，这类纹饰具有明

显的生物形象特征，纹饰结构、比例符合生物形象，

这与人们当时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另一类是创造

新的形象，这类形象除了具备基本的生物形象特征

之外，纹饰的构图融入人的情感、认知、经验和判

断，根据器型的大小、位置和其他需要，进行构图、

装饰、布局和创造，纹样趋于图案化、绘画性（见

图 6），表现出人们对这类形象具有非常深入的了解，

例如鲵鱼纹彩陶瓶，瓶腹上用黑彩绘人首形的鲵鱼

纹图样，其身躯为折屈状，尾尖向上挑起，尾梢与

头须自然相连，身体上部作网格纹处理，两侧生出

两足，身体下部填黑彩，线描有粗细变化，手法有

虚实结合，用笔有顿挫、转折和收笔，表现出动势、

生动的生命形象。 

3.2  构图的韵律——几何纹饰 

据目前已发掘的遗址和数据统计，彩陶数量不超

过陶器总数的 10%，在象形纹饰出土较多的遗址中，

象形纹饰数量不及彩陶器物的 10%[11-12]，这些统计数

据会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推进和考古资料整理的公

开不断更新，但彩陶中的纹饰线条和图案基本代表了

史前陶器的艺术文化，早期的简单线条、几何纹饰到

后期的复杂写生、抽象、意象纹饰。几何纹饰基本由

点、线、面构成，常见的有点线型、网格型、折线型、

弦带型等。其中，线条的应用体现了彩陶纹饰的构图

韵律，以线条为基本构成的马家窑类型彩陶，代表了

这一时期彩陶艺术的高峰，把这一时期的彩陶纹样称

之为“线的艺术”一点也不过分[13]。彩陶文化中后期

对线条的应用已经非常成熟与发达，线条所营造的韵

律体现了秩序、对称、统一、协调、均衡的审美意象。

在史前彩陶纹饰中，按照线条的基本属性、构图方法

和样式，线条构图的方式至少可以归纳为两种：（1）

线条的粗细空间布局，通过匀称的线条或粗细结合的

线条，通过色调之间的差别，形成黑白、红黑、黑黄

相间的效果，非常巧妙地形成了“留白”艺术效果，

在画面上营造出空间感、秩序感；（2）线条的动态空

间布局，将不同线条类型（曲折、放射、回旋、起伏

等）进行搭配，营造出节奏感和运动感，体现了人们

对生命内涵的理解。在构图形式上（见图 7），常见

的有三角分法（Ⅰ）、三等分或多等分法（Ⅱ），说明这

一时期人们已经产生了基本的数理概念，三角形的稳

定感与圆的流动感构成了早期彩陶审美意象的基础，

纹样的中心一般从圆开始，在向四周扩散的时候，按

照同方向多束线条纹样进行辐射，形成动感、稳定、

和谐的总体纹饰。 
综上所述，彩陶艺术中的形象纹饰和几何纹饰构

成了彩陶审美意象的主体，展现出了史前时期中华艺

术的基本形态，形成了以彩陶为代表的最早的“早期

中国文化圈”，不仅反映了人们对于自然的热爱、与

自然和谐共处、社会关系和谐发展的价值观念，而且

体现了秩序、动感、对称、统一、协调、均衡的审美

意象。彩陶艺术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国审

美艺术的基础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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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彩陶纹饰中的线条韵律形式 
Fig.7  Rhythmic form of lines in painted pottery 

 

4  结语 

史前彩陶文化是中国文化文明的源头，形成了灿

烂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等，彩陶代表了这一时期

最杰出的手工业产品和艺术水平，对彩陶艺术文化的

研究将有利于系统梳理中国造物设计文化的发展脉

络，也是中国设计文明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彩陶艺

术的审美意象内容庞大，在文学、历史、考古、艺术

等不同学科门类下研究的内容和重点不同，接下来希

望综合多学科方法、知识和手段，对彩陶艺术审美意

象的形式要素、情感要素和心理要素进行系统性的分

析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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