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古代青铜器艺术标志着我国历史上{

的某一个独特的时期，青铜器艺术反映了当j

时社会文化和制造技艺。在人类文化源头中，|

欧洲文化的重要源头是希腊的造型艺术文化，i

而中国青铜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艺术的特色}

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代表。青铜艺术的内在l

精神和神韵融入中国传统艺术的血液中，每{

一件青铜器都将青铜工艺、雕刻、绘画、书{

法等多种艺术融于一身，因此中国的青铜文i

化博大精深，也体现了永久的魅力之美。

一、青铜器的出现

青铜器的出现改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

生产用具的改革，又带动了经济革命的潮}

流。在奴隶社会时期，农业和手工业劳动者；

虽都是奴隶，但已有了一定的分工。分工促}

进了生产技术，特别是手工业技术发展迅{

速。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人们发现了金属l

矿砂，并掌握了冶炼和铸造技术，这就为雕{

i=、青铜器的发展

商代后期是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上的第一i

；个高峰，中心在河南安阳的殷墟。春秋战国{

{时期，青铜器的应用失去了祭祀和礼器的特；

}性，而向生活日用器具发展，重视钟鸣鼎食l

|的组合，以实用为主的小型器物越来越受到；

{欢迎。原有的器形也进一步加强了实用功l

}能。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

i铜制工具越来越少。秦汉时期，随着瓷器和i

{漆器进入日常生活，铜制容器品种大量减!

!少，装饰也逐渐简单。

我国青铜器种类繁多，容庚先生在((殷}

；周青铜器通论》中将青铜器分为四部五十；

i类，即食器部(计四门十一类)、酒器部(计；

l五门二十四类)、水器部(计二门五类)、乐!

i器部(计六类)。商代最多见的是鼎(方形四i

l足)、尊、爵、觚、觯、觥、簋、彝、豆等。i

i西周和春秋的青铜器，名目更加繁多，除部!

{已开始冶铸青铜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

；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

i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从现有的材料来

}看，形成期的铜器有以下特点：

(1)红铜与青铜器并存，并出现黄铜。甘

：肃省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一件范铸的青铜

}刀，河北省唐山大城山遗址发现两件带孔红

；铜牌饰，河南省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内出土一

}件含锡7％的青铜容器残片I山西省襄汾陶寺

i墓地内出土一件完整铜铃。山东胶县三里河

：遗址出土两件黄铜锥，发现铜质制品数量最

．多的是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齐家文化，有

!好几处墓地出土刀、锥、钻、环和铜镜，有

：些是青铜，有些是红铜。制作技术方面，有

的是锻打的，有的是用范铸造的，比较先进。

(2)青铜器品种较少。多属于日常工具

{和生活类，如刀、锥、钻、环、铜镜、装饰

i品等。但是应当承认当时人们已能够制造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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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青铜器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青铜”是指自然铜与锡、铅等化学元素：

的合金，因其色相青灰，所以称为青铜。青；

铜具有熔点低、硬度高等优点。不同用途的i

器物，所用的“齐”(通。剂”，即配比)也{

不相同。《考工记》曾经记载了一个较为科学!

的青铜配比，如钟鼎一类器物的铜锡配比为{

6：l，斧斤一类的工具为5：l等。

几千年来．中国的匠师们积累了精湛的；

青铜器制造技艺，中国青铜器的工艺、形制、l

纹饰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但中国古代青铜器i

享有盛誉并非以数量取胜，而是在于其质量。i

中国青铜器数量大，种类繁多。究竟中国有i

多少件青铜器物，这是谁也无法统计的数字。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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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分沿用商器之外，常见的有鼎(圆形三足)、|

i鬲、匝、卣、瓿、壶、盘、盂、甑、钫、敦、{

i鉴等。另外还有属于兵器的戈、矛，属于乐{

{器的钟、铙等。在纹饰方面，由早期多见的j

}云雷纹、饕餮纹、夔龙纹、凤鸟纹、蝉纹、蚕{

}纹，到后期的蟠螭纹、环带纹等。其组织结}

l构形式有二方连续、四方连续和单独纹样多i

l种。据统计，商、周青铜器花纹的种类名称，|

l不下数十种之多。在造型风格上，早期的纹；

l饰多奇幻。显得严肃神秘，随后则逐渐变为；

{精巧、简练，手法细致，并且渐趋写实。这’

j都反映了不同历史时代和社会条件所形成的

{思想意识、审美观点和对于自然现象的不同；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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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器。此外，在龙山文化中常见红色或黄色陶

；鬻，腹裆部常有模仿的金属铆钉，如果认为

；这时的铜鬻容器与夏商铜鬻、爵，犟容器功能

l一样的话，当时的青铜器已经在或开始转向

；礼器了。

(3)一般小遗址也出土铜制品，一般居民

i也拥有青铜制品。此外，这个时期的青铜制

}品多朴实无饰，就是有纹饰的铜镜也仅为星

条纹、三角纹等的几何文饰，绝无三代青铜

：器纹饰的神秘感．

2．鼎盛期

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是青铜

；器的鼎盛时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

!特别是商周时期迷信成风，奴隶主阶级出于

曾统计过，仅以有铭文的青铜器物而论，|| 从艺术史角度划分青铜器艺术的发展历l}对天命的崇信，那些本来的生活日用器皿的；

代到今天。出土就达一万件以上。若加i i程，大体上与考古学的分期一致。可分为三l l食器、酒器、水器、乐器等，为奴隶贵族所：

铭文的铜器，其数量之多就可想而知了。l 1个阶段：即形成期、鼎盛时期和转变期。 |i独占，成为祭祀、礼仪活动中的礼器和神器，i

为数量大，中国青铜器的品种也是极其i l．形成期 i并被赋予特殊的意义，成为青铜礼器。所有；

的。这些青铜器造型生动、精美，风格i 距令4500—4000年的龙山时代，相当}}的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

，呈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 {!于尧舜禹传说时代。古文献上记载当时人们；i礼器是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的，或陈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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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庙堂，或用于宴饮、盥洗，还有一些是专l i先神圣的光辉。

l门做殉葬的明器。青铜礼器带有一定的神圣l l三、青铜艺术品

-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 著名的司母戊鼎就是

青铜器最常见花纹之一是饕餮纹。也叫{：商代晚期的典型作品。司

；兽面纹。这种纹饰最早出现在距今5000年前l；母戊鼎1939年3月19日出

i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山东龙山；土于安阳武官西北岗吴家

}文化继承了这种纹饰。饕餮纹，本身就有浓：柏树林，高133厘米，长110

}厚的神秘色彩。《c吕氏春秋·先识》云：“周：{厘米，宽78厘米，重量达

l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i 875千克，是迄今为止最大

}故此，一般把这种兽面纹称为饕餮纹。商周i{的青铜器。其腹部铸有“司

{两代饕餮纹的类型很多，有的像龙、像虎、像{{(后)母戊”3字(司是祭祀

i牛、像羊、像鹿，还有像鸟、像凤、像人的。l i之意，母戊为商十五代二

i从饕餮及其载体青铜礼器的功用——当时统{i十九王文丁的母亲)，是商

：治者采取的特有的政治及精神统治手段着l：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

眼，可以看出饕餮纹样带给人的恐怖、狞厉；．所铸。鼎身两侧以兽面纹 {i

：的感受正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囿干远古：和夔纹装饰边缘，中间朴素无纹，产生对比；{十分精湛。不仅重在传神。而且造型写实。

l特有的认知方式，饕餮纹样的拥有者又将白}；的艺术效果。整个鼎形制浑厚雄伟，庄重瑰：l 汉代铜灯式样甚多，制作精美，而且合l

}身视为其所指的神的世界的一部分，二者一l i丽，人站在它面前，会感受到一种力量。受l乎科学原理。最著名的是河北满城出土的长l

}体的观念使得饕餮纹样中又蕴涵着和谐的因l l到某种震撼．它的形象往往作为中国古代文!l信宫灯。通高48厘米，人高44．5厘米，西|

}素，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以美的享受。饕餮纹l i明的象征而出现。由于鼎体大而厚重，必须：{汉时期制作。出土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盛：

!最重要的特征应当就是它的眼睛了。无论怎l{采用鼎足朝上的浇铸方法，中空的鼎耳是接i{之妻窦绾墓。上面刻有“长信尚浴”等铭文{

：样变化，饕餮纹都少不了那一对炯炯有神、l；铸的。鼎为中国古代炊器。早在七千多年前{{共65字，所以被命名为。长信宫灯”。它的{

；不怒自威的巨目。它瞪视着外界，震撼着人i：就出现了陶制的鼎。铜鼎则是商周时期最为{；设计十分精巧，优美的跪坐仕女，左手托灯，{

!心，但同时也强烈吸引了人们的目光。饕餮!重要的礼器。在古代，鼎是贵族身份的代表。I{右手提灯罩，以手袖为虹管，将油烟吸入体；

；纹多作为主题花纹出现在青铜器的腹部，少；；典籍载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i!内，圆形的灯体有两块瓦状的灯罩，可以随{

；量在足部。宽阔的空间给了它足够的施展余i}士三鼎或一鼎的用鼎制度。此外，鼎也是国．：意调节灯光的方向。宫女的右臂和身躯相i

；地，醒目的位置则赋予了它更多的支配性与i i家政权的象征，《左传》有载：“桀有昏德．鼎；通，烟气可以通过右臂进入体内，并留下烟i

!威严感。 l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鼎大多为三{}灰，以减少室内油烟的污染。值得注意的是l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饕餮文化占有重}}足圆形，但也有四足的方鼎。司母戊鼎便是l l持灯宫女的形象：她身穿广袖长衫，动作白i

{要地位，它所表现出来的狰狞、粗犷、豪放}l最负盛名的四足大方鼎。 }i然而优美，面目端庄清秀，头略向前倾斜，目l

{不羁，显示出震撼人心的威力，象征着中国；l 河南新郑出土的春秋中期的莲鹤方壶。；{光专注，神情疲惫而小心翼翼，表现出一个{

；的历史挣脱野蛮，跨入文明古国的重要标志。l{以龙为耳，以兽为足，盖上有两层向外张开{{下层年轻宫女所特有的心理特征。这件作品；

i凡有饕餮形象的礼器，即显示着尊严、权威；：的莲瓣，莲瓣中有一立鹤展翅欲飞，开创了l!作为日用灯具。设计精巧，结构合理，新颖{

；和力量，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 {清新瑰丽的时代新风格。莲鹤方壶是春秋大l i别致，宫女的形象逼真生动，富于性格特点，；

3．转变时期 i；变革时期时代风貌的“物化”反映。因此，早l：是一件实用和美观高度统一的工艺美术品。l

转变时期一般指战国末年至秦汉末年这i}在20世纪30年代，面对“怒放的莲花和欲i} 青铜器设计，是我们的祖先继彩陶和黑；

l一时期。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以及富国、强：l飞的仙鹤”，有人就断定其为“时代变革精神；陶以后，在产品设计领域的又一伟大创造。实l

l兵为gl的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和以郡县l i的象征”。 {i用功能的设计，仍然是青铜器设计不可或缺{

}制取代分封制，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封建社l； 以1969年甘肃武威出土的铜马群中的马；{的方面。中国古代青铜器源远流长，绚丽璀l

l会最终建立，传统的礼仪制度已彻底瓦解，铁i{踏飞燕为代表。汉代产生了一批优秀的青铜{l璨．有着永恒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传世{

l制品已广泛使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l{雕塑品。马踏飞燕又名马超龙雀、铜奔马，为{}和近年发现的大量青铜器表明，青铜器自身{

j翻天覆地的变化。 l{东汉青铜器，现藏甘肃省博物馆。奔马身高i!有着一个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

这个时期的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地位逐|{34．5厘米，身长45厘米，宽13厘米，形象矫l

：渐下降，器物大多趋于日用化，但是具体到{健俊美，别具风姿。马昂首嘶鸣，躯干壮实而l参考文献：

{一些青铜器，精美的作品还是不少的。如在i四肢修长，三足腾空、飞驰向前，一足踏飞燕；{1·夏燕靖Ⅸ中国艺术设计史》辽宁美术出版社2006
i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出土的两乘铜车马。这两{i着地。一匹躯体庞大的-q踏在一只正疾驰的!}2·余霞《中外设计史》辽宁美术出版社2005

i乘车马均为青铜器铸件构成，大小与实际合!i小燕子背上，小燕子吃惊地回过头来观望，；i 3·尹定邦《设计学溉论》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i乎比例，极其精巧。车马上还有不少金银饰{{表现了骏马凌空飞腾、奔跑疾速的雄姿。其{|4．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件，通体施以彩绘。可以说是迄今发掘到的{；大胆的构思，浪漫的手法，给人以惊心动魄}{5·贺西林《中国古代青铜艺术》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l
i形制最大、结构又最复杂的青铜器。 l之感，令人叫绝。艺术家巧妙地用闪电般的{{

到了东汉末年，由于陶瓷器得到了较{}刹那将一只凌云飞驰、骁勇矫健的天马表现：i

；大发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得淋漓尽致，体现出汉代奋发向上、豪迈进!l赵苏西安工程大学{原西北纺织学院)艺术工程学l

}在新的时代环境中。青铜器艺术失去了早l l取的精神。该作品不仅构思巧妙，而且工艺i 院艺术基础部教师⋯⋯⋯⋯‘’⋯⋯⋯’’‘⋯⋯⋯‘‘ ⋯⋯⋯。⋯。’’’⋯⋯⋯⋯’j’一j⋯⋯⋯‘⋯’⋯⋯⋯‘⋯⋯‘⋯⋯’⋯⋯⋯⋯⋯⋯⋯⋯⋯⋯⋯一一i‘i——一⋯⋯⋯⋯⋯⋯l⋯-_-⋯⋯—‘⋯一～一⋯—————·～·一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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