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代青铜器的
陈伟

装饰风格及其文化成因

    繁富的商代育铜器品类 采用对称的格式，工整准确，秩序庄严。纹样

    从发现的商代青铜器遗存可知，青铜器 有主次之分，尤其到了商代后期，装饰纹样日

是当时造型艺术创造中最具典型性的一个类 渐细致精巧，虚实分明。以餐餐纹作为主纹，

属，其名称和形制丰富繁颐o炊煮器中较典 以回形云雷纹为地纹，另在较粗整的纹面或

型的有鼎、晶,翩;食器主要有豆、篡、 主体纹样上再勾刻出凹形细线，形成所谓的

黄、盖;酒器种类有爵、角、翠,盂、U, “三叠法”，层次丰富。立体装饰元素集中在

解,尊、垂,卤、壶、彝、勺、肤等，盛洗 扉棱、顶盖、提梁、足、耳、链条等构件部

器有A-k,鉴、盘、匝‘乐器有钟、钮、舞、 位。有的盖纽作成鸟形，有的器物如就的盖

铃;兵器有锌、矛、戈、戚、斤、削、剑、 子有作成双角的兽形，有的器物如鼎的足有

姐、匕、禁以及车马饰等青铜器物。这些器 作夔龙形，更有将整个器体摹构成鸟兽形，如

物类型变化各异。 媳尊、牛尊、象尊、羊尊等，真实生动、趣味

    雄奇的结构形态与繁丽的纹样装饰 横生。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那些兀立于器件交合

    借助于材料和技术的延展，商代青铜器 部位的扉棱，以其狞厉的造型纹饰大大增强了

的器形变化丰富，或挺拔、茁壮，或稳重、 整器的立体美感与神秘气氛。

灵秀，感觉各异。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有 装饰风格赖以衍生的文化生态

的取材于图腾幻想，有的取材于现实物象， 在一个统一的文化生态中，关于社会政

有的青铜器纹样分布饱满、层次缤密，有的 治制度、生产力水平、思想观念、宗教信

青铜器装饰简约质朴、大器浑成。装饰手法 仰、生活方式、时代精神、艺术样式等方面

分为浅浮雕、深浮雕、立体圆雕等，各臻其妙， 的因素，以及相关农业、畜牧业、金属手工

充分体现了当时制造者卓越的设计意匠。 业、制陶、纺织、原始天文学、数学、材料

    从总体艺术风格看，商代青铜器表现出 学、物理力学等具体生产、技术因素，以互

神秘、雄威、庄重的特征，且富有浓厚的装 动、互渗、互融、互生的动态化方式，逐渐

饰意味。一般而言，商早期的青铜器，大都 汇成商代青铜器的总体装饰风格。

直接仿自陶器，体壁较薄，底部平直，足呈 艺术的发展总是沿着一条清晰的历史文

锥柱状，造型规整庄重。装饰花纹多为简 脉进行。可以考知，商代青铜器上的纹饰是

洁疏朗的单层组织，线条粗拙，结构简单， 在继承原始陶器纹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常见有篓餐纹、夔纹、龙纹、虎纹、人形纹 受技术和经验的影响，早期的装饰纹样还流

等。商后期多铸作大器，器体较厚，器型日 露出陶器拍印的技术痕迹。及至商代中后

益丰富，装饰花纹主要有兽面纹、云雷纹、 期，青铜器的装饰造型及纹样风格，才日益

夔纹、龙纹、象纹、虎纹、鹿纹、凤纹、蝉 丰富独特。

纹、人面纹等，较商前期青铜器显得复杂精 商代青铜器装饰的生发与承传端赖于青

细，且出现了多层花纹。 铜冶炼与熔铸技术以及制造工艺的日臻成

    商代青铜器造型结构多样，形制完备， 熟。社会分工促成铸造技术专业化，对于铜

风格朴素的典型器物当数鼎和触0鼎一般为 锡比例的掌握，以及分铸法的采用，拓延了

圆腹、三足、两耳的造型，其三足不仅致用 范铸技术。 “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

于直立支撑，还自然构成一种高度稳定感。 齐得”的记载，说明了青铜器制造的必要条

三条足所形成的长短、大小和粗细的透视变 件，其中制范和浇铸对装饰影响最大。铸造

化，大大丰富了外在器形的节奏与韵律对比。 青铜器的泥范常常是分片制作，为了不影响

酒器瓤外形细高优美，侈口呈喇叭状，腰部 器物主要造型与花纹的美观，需要避开范片

窄收，平底略宽，造型修长亭立，高下比例 接缝，往往因此形成工整的对称形式。器体

匀称流畅。此外，肤和彝等则属于象形类青 棱角亦即所谓 “扉棱”的出现，也是利用合

铜器。肤的器身源于兽角，盖子常做成兽头 范接缝所作的巧妙处理，不仅加固了器体连

形。方形的彝则常常作成建筑物的形状。 接，化被动结构缺陷为主动装饰，更以独特

    商代青铜器表面的装饰，有平面浮雕花 的造型增强了器体形态的立体美感。

纹和立体圆雕等形式。装饰图案以单独适合纹 商代青铜礼器品类和数目的完备，是社

样为主，其中婴餐纹最为常用。图案纹样大多 会制度的物化折射。与社会文化相适应，青

铜器造型多用安定庄重的直线，装饰上采用

对称和规整的主体格式。由于铜的贵重，青

铜器被赋予特殊意义，成为祭祀天地神祖、

赏赐亲臣、礼仪宴飨、供奉灵魂的神圣之器，

是当时社会政权和神权 “明贵贱、辨等列”、

“藏礼于器”的标志物。社会等级制度与原

始宗教遗俗相化合的祭祀活动十分隆重，由

此，形成了以鼎为首近三十余款的庞大礼器

系列，具有庄严的意义和浓厚的神秘色彩。

    商代青铜纹饰繁多，以动物纹为主，兼

有几何纹和人事活动纹，动物纹中最具特点

的是餐餐纹。历代对餐餐纹的解释纷繁复杂，

其实，餐餐纹当该是在当时人类不能充分解

释自然现象并由此产生崇鬼尚天的宗教思想

以及追先念祖的背景之下，兼之族落区辨的

需要，按照主观愿望，依据现实中的虎、牛、

鹿、羊等动物，以及想象中的诡异形象，加

以复合组织，并在装饰应用中逐渐约定俗成

的相对成熟的程式化纹样符号。其它如夔纹、

龙纹、凤纹等亦属此类。此外，商代重质尚象，

牛、象、虎、蝉、蚕等造型与纹饰题材广泛，

应用于器物形态，则构成精美的立体写实雕

塑;应用于花纹装饰，则生动自然。

    使用功能也制约着商代青铜器的造型与

装饰。扁的三袋足，既增强了器身的稳定，

又充分利用了热效。三角纹、蕉叶纹等装饰

纹样常被安排在器物的口沿部位，为的就是

能适应结构形态纵敛与开阖的变化要求。出

于审美欣赏的需要，主要装饰造型和纹样，

大都被处理在视线所及的显要位置。商后期

青铜器器型的挺拔秀美和装饰花纹的华美瑰

丽，既反映了制造者的创造才智，也是贵族

奢靡生活需要使然。商代上层社会盛行饮酒

之风，酒器制作就相应发达，爵、翠、角、

机、解五爵一应俱全，纹饰华美。

    如果铭文也是商代青铜器上的一种附

饰，那么铭文的有无与多寡，除了与铸造技

术的进步有关之外，还与文字的发展相关

联。中商前期，由于文字运用尚未成熟和普

及，所以当时的铜器，只铸花纹而无字铭。

晚商中后期，随着文字孽乳已多，青铜铭文

逐渐产生并开后世之滥筋。

    结语

    总之，我国青铜冶炼技术和制造工艺在

商代取得了较高成就，无论是器物的结构造

型，还是表面的花纹及附饰，皆集中反映了

当时手工业技术水平和时代特点，表现出神

秘、威严、庄重的整体风格。其面貌的形成，

是在社会政治制度、宗教精神、生产生活、

文化艺术等显、隐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所衍

化而成的。包含结构造型、纹样装饰、材料

质地、色彩在内的图式范畴，以及工艺技术、

设计造物观念、深层文化意涵等，对于当下

的艺术设计实践与理论研究，具有素材、原

理、技术等不同层面的资源与启迪意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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