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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小己黾中国陶瓷工艺发展的薪阶段，中期{

以后，景德镇开始烧制青花瓷，其中很多都是；

饮食用器皿。青花瓷的出现，被认为是中国陶；

瓷史匕的嘲到币科，其艺术风格女11同中国民l
间蓝印花布—般，简朴而典雅、丰富而统一，明i

净而素雅，直到今天，它也仍是餐改用瓷的主l

{状的影响。元代统治者的文化、审美、宗教、l

l游牧生活习惯影响了元代饮食器具的色彩倾{

l向，形成元代饮食器具纹样的主要装饰用

l色，崇蓝、尚白、贵红特点反映了蒙古族的

l色尚，也为了适应伊斯兰地区居民的习惯，{

{满足瓷器出IZl需要。

文／韩荣

i一，运用纤巧的花纹组成若干细条缠绕器

：身，并分割装饰面积。被用来分隔条带的

l层数较多，有五层、七层，有的甚至多达

l十二层，覆盖器身，安排有序却不觉挤迫。

元代饮食器具纹样艺术造型规律具有

l明显的程式化，这种程式具有规范性所表

l有体量增大、高度增加两大特点。主要形{i丽。主体纹饰位于盘、碗内壁中心地带，在l i针对饮食器具的形体具有多面的特征，在l

}式有高足杯，高足碗、大盘、大碗、扁瓶、i}瓶、壶的腹部，多为中国传统纹样的题材，l{某种条件限制画面的范围内，善于利用条}

l八棱梅瓶、执壶、玉壶春瓶、墩式碗等。i；而辅助纹饰位于器具的口沿、颈部、足部或{l带环绕，因形而制形，派生出纹样来适合}

{元代饮食器具的器形特点是同蒙古族习l；主体纹饰的周边，有些借鉴了伊斯兰纹样l i器形，为了保证纹样的完整性，往往会对{

l惯于迁徙生活和随之形成的饮食习惯分i l的内容。外来的文化因素只占据了饮食器；l纹样加以适当变化，将其合理放置进限定l

j不开的，。最典型的是四系扁瓶，其肩设}；具纹饰中次要的领地，主体纹饰往往是中j j的已有框架内。条带的种类趋向于几何图j

l四系，可穿绳束带，极宜携带”，另外还；}国题材，从元初对伊斯兰装饰图形，如器物}；形，如圆形、方形、椭圆形、半圆形等，其{

；有高足杯，又名“马上杯”，是执于手中，l}上纹样的构图形式的借鉴，逐渐演变为中l{间填充的纹样运用匀称、连续、对比等多{

l方便马上饮酒的器具，这些集中反映了{{国装饰题材的增多是自然发展的结果。总l；种形式，化限制为自由，将有限的空间变}

f饮食器具有与其生活状态、饮食习惯相i l的来说，饮食器具纹样艺术的创新之处不}{为可以任由驰骋的天地，使器具纹样形成!

{适应的特征。 i是特别突出，更多的是对传统文化元素的{；一种具有动感的“场”。饮食器具的正面、{

元代饮食器具常见的装饰纹样有动物，}；新组合。 }j侧面和顶面都是表现纹样艺术的空间，在i

l人物、花卉等三类，其中鱼藻图较为流行，{{二．元代饮食器具纹样艺术的装饰手法 }{具体应用中前不遮后，左伴随右，上呼应；

}而云肩纹则与蒙古族文化有密切关联，近似i{ 纹样艺术是视觉形象的设计方案，其{l下、变方为圆、依圆成曲，从纵横线、对；

{于皇室仪卫服肩部的装饰纹饰，多被称为如i{所依附的对象相当广泛，几乎囊括了所有}；角线中运用巧思，四面或八方，或大或小，}

l意纹，并在纹样之中填绘花卉或植物。另外，|i的人造物，这些纹样不但具有物化特征，l{在实虚之间来创造纹样应用的和谐体。

}变体莲瓣纹的使用数量较多，应用范围广l{也有精神属性，是思维意识的综合产物。i{ 饮食器具大量纹饰是不同历史时期，l

i泛，是受到伊斯兰建筑文化中清真寺拱门形{i纹饰繁密是元代饮食器具的重要特点之i；不同的观念意识的载体，传达了元代的艺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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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风格，在其中可以通过纹样的内涵及意

义来区分哪些是纯粹装饰性的还是象征性

的是难以散到的，因为这些性质往往是在

不停地融会并延伸的。随着手工业和商业

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革新，明显刺激

了饮食器具的形制与纹饰的多样化。元代

饮食器具纹样的装饰性突出了自然形象，

没有削弱其生动的自然特征，同时，没有

掩盖器具本身的材质美。

三．元代饮食器具纹样艺术的装饰审美

中国文化的相对封闭性和稳定性必然

给纹样艺术的创新和发展带来阻碍，在很

多方面体现的是劳动者集体创作的特点，

是集体意识与个体意识的统一，客观对象

；带给人愉悦而优美的精神感受，因此具有

!沟通人与器物之间关系的物质媒介功能。

：同时，饮食器具的纹样艺术是许多特定的

：审美观念的代表物，将纳福迎祥、喜庆祝

}寿的思想感情灌注其中，并将某些非生命

{的事物形象加以几何化处理，利用以生存

i为核心的希望与共鸣唤起生命深处的纳吉

l意识，体现的是对生命的颂扬，进而来补

；偿人们精神或物质上的某些不足，这些手

；法所洋溢出来的浑厚质朴、苍劲有力的情

趣和美学意境也是元代饮食器具纹样艺术

；的装饰之美。、

i． 元代饮食器具纹样艺术风格迥异予宋

!代清新娟秀、优美典雅的装饰风格，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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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来的文化观念。

元代造物艺术并不是单纯地对宋代风

格直接继承，猛烈的大漠来风与汉文化结

合，豪放刚健的审美与清逸高雅的审美趣

味相存，粗放之中不乏精丽，器形饱满丰

硕，纹饰华贵细致，繁缛典雅，具有独特

的东方情调、民族风格与艺术魅力。饮食

器具是实用功能十分优越的日用品，对饮

食器具纹样直接和富有想象力的解读需要

了解其所依附的历史背景及相关社会史

实，而饮食器具纹样的装饰是人类观念意

识的释放产物，是人类文化历史的组成部

分，是入类造物及审美取向的见证。中国

古代的饮食文化正是美食与美器的完美结

逐渐成为观念的象征物。这种集体表象形

成了相对固定的方式和思维逻辑，并无条

件地服从于群体。元代饮食器具纹样艺术

中借景抒怀、托物寓意的出发点是装饰审

美的表现，尽量使形象成为某种理想的标

志，并包含所期盼的某种意义，具有相对

固定的规范性和程式化特征。

饮食器具纹样艺术美具有视觉享受的

装饰之美，同时具有深刻的精神之美，器具

中的纹饰要能够权衡彼此之间的关系，适

应器形、美化器身。饮食器具纹样往往作为

一种装饰附丽于器具表面的艺术，使多样

性和综合性相辅相成，通过形体之间的融

合与叠加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纹样艺术。很

i现了器具的物质性内容，又体现了其精神

i性内容。大器的粗壮、小品的玲珑是以装

；饰器物、增加艺术感染力、渲染意境之美

}为一定手段的。我们知道，在器具的审美

；功能中，纹样艺术虽然依附于整个器物的

l形体，却也具有相对独立的欣赏价值，形

；体与纹饰之间的结合不能脱离任何一方，

!否则便失去其意境之美。完整明朗、形神

：兼备便是元代饮食器具装饰审美的核心内

；容，而饮食器具纹样艺术是饮食理念与审

l美观念的载体，是宝贵的物质遗存，是生

}活文化的艺术体现。

总的来说，元代饮食器具的纹样艺术

l风格受到三方面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来自

合的范例，元代饮食器具的艺术性和美感

的造型，是在原料美的基础上充分体现装

饰美与意境美的结合，饮食器具纹样艺术

的传承意念是被修饰对象追求美感的结

果，也是装饰手法和绘画艺术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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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纹样艺术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原型，通过；{华夏文化，对宋的继承较多，饮食器具的{i

l民间文化的演绎，逐渐形成了一种精神符；{制作考究、气韵典雅，其次是受到伊斯兰l{

；号，成为约定俗成的文化系统，传达出特有!i装饰文化中繁密华丽的图案及蒙古族器形i}

；群体才能充分理解的意境之美。 ；；硕大特征的影响。显然，纹样艺术的发生；l

对于实用品来说，物化的内容是主要j；和发展会受到自然地理、历史民俗的影㈡

i的，对于欣赏品来说，精神性的内容是主l!响，许多纹样都能看出其造型的传承、交i

!要的。饮食器具在其强大的实用功能之l!流和变异，因为许多图案创作的出发点和；!韩

；外，较为突出的是意境之美，使用的同时；；意识基础是相似的，很多是从先民那里继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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