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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期青铜鼎形器的审美意P

    中国古代青铜器经历了夏、商、周约 五鼎四篡，士三鼎-篡或一鼎-篡a”青铜 商早期青铜器的装饰纹样复杂丰富、

一千六百年的演变，通过美术考古研究，呈 器在不同阶段的组合变化中可看出商周礼 华丽精致，注重对自然、神话故事的形象

现在不同地域、时代的器物形态千变万化， 仪制度的发展变化，之所以形成如此等级 加以创造，通过浪漫的想象创作出似兽非

其中鼎形器是商周青铜礼器中有代表性的重 森严的社会礼制，主要在于统治者借祭祀、 兽、似物非物的动物纹饰。尤其是青铜鼎

器，成为王权统一的象征物。对青铜器的研 事神、丧葬等活动推行礼制并且以此告诫 器身的婪餐纹饰所营造的狞厉、恐怖、诡

究应当不仅限于对其造型研究为主，还应建 不可Pf越礼数，通过实施刑法而后推行赏 异的气氛更加烘托了庄重威严的神秘感，

立对艺术学、工艺技术、审美意识、功能性、 赐，最终巩固其神化的神秘与威严。 显示了商代早期青铜礼器超越现实使用的

装饰性的综合因素的分析研究，才能更加全 中国青铜器的关键是夏商周三代的权 幻想意识和不可亲近的尊严。西周中后期

面地评价中国上古时代青铜艺术的价值。 力机构，青铜时代的中国文明要依靠当时 青铜鼎的风格趋向简朴，青铜鼎复杂的纹

    夏代的礼制形成了中国夏、商、周时 社会物质财富的分配方式，而权力是用来 饰被长篇的铭文所取代，这样的艺术形式

期的礼制文化，在夏代礼器中，鼎是重要 保障财富之所以如此分配，中国青铜器便 构成了中国青铜器文化的重要特色— 青

器物。传说禹铸九鼎，《史记 ·正义》载: 是那政治权力的关键部分。商周青铜器从 铜器铭文，由此产生了包括书法篆刻艺术、

“禹贡金九牧，铸鼎于荆山下，各象九州之 本质上看，显然是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权力 绘画的文化脉络，铭文所记载的内容包括

物，故言九鼎。”《焦氏易林》载:“禹分九州， 的象征性工具，它们从生活用器演变成权 政治、军事、经济、礼仪、思想、宫室、

收天下美铜铸为九鼎，以象九州。”正因为 力的象征，被当作 “明尊卑、别上下”的 宗庙和婚姻制度等，展示了两千多年前古

九鼎的传奇色彩以及商周时期对以鼎为核 伦理符号，体现等级差别的礼器，其象征 代社会丰富的生活场景。如卫盂铭、五祀

心的礼器及其制度的逐渐规范，使它上升 意义远远超过了它的实用功能。宗白华先 卫鼎铭等是研究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到封

为国家、王权的象征，成为标榜其正统地 生在 《艺术与中国社会生活》里讲到: 建社会土地私有制历史变革的重要资料。

位的象征。商时随王朝的建立日趋系统化， “中国人的个人人格、社会组织以及日用 商周时期青铜鼎最突出的装饰纹样呈

形成具有绝对权威的天帝、祖先、天帝神 器皿都希望在美的形式中作为形而上的宇 现两个特点:一是形态丰富的动物纹饰以

抵信仰体系，尊神敬鬼是社会生活的组成 宙秩序与宇宙生命的表征。而青铜鼎所承 成双成对的形式出现，铜鼎花纹环绕器物

部分，所谓 “祀，国之大事”(《左传》文 载的特定功能使得器物本身上升为 ‘有意 成为二方连续带，以铜鼎的角鳞隔成若干

公二年)。商代统治者更加推崇尊神事神， 味的形式’，这绝非普遍意义上的实用器 单元，每个单元有一个动物的侧面轮廓，

借此推行礼制并巩固其统治。《礼记 ·表记》 具特性，具有某种象征主义的旨趣。” 即一个兽面或一只动物从当中劈成两瓣所

日:“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鼎形器是古器物中最有代表性、最尊 造成。对于动物纹样成双成对的现象，是

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这种礼法条约使 贵的器物，其形态特征不仅是对外在自然 平面装饰表现立体的技术所要求的。法国

“礼”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那些置于庙堂 高度地凝练和升华，还具有深层次的审美 社会学者勒微斯超司从商代的餐餐纹上看

之上的大型青铜鼎，具有神圣的威严和狞 功能和意义。通过考古资料中青铜礼器的 到商代世界观的两分倾向，这种倾向是由

厉的美，器形壁身的那些神秘诡异的青铜 造型看，鼎的形式有三种:圆腹、分档和 于将立体的动物形象中剖为二，以转化为

餐餐纹饰不仅一可以营造出凝重肃穆的气氛， 方形鼎。商早期鼎的造型多为圆鼎，有扁 平面的形象这种艺术与技术上的需要而造

它与青铜器本身还是沟通上天神鬼的文物。 足圆鼎、三棱锥足鼎等，以三棱锥足形礼 成的。二是殷商和西周初年的铜鼎中有少

《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 器较多，其形体简朴，腰细而腹尖，飘逸 数人形与动物纹样一起出现的情况，在某

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为 轻盈，纹样抽象简洁。从河南殷墟妇好墓 种意义上，这里出现的人形被多数学者称

之备，使民知神奸。⋯⋯用能协于天下， 葬出土的礼器来看主要是酒器，这与当时 为通天的巫师，鼎形器装饰纹样再现了

以承天休。”可见早在夏代，鼎的功能之一 社会酗酒狂饮的风气有密切的关系。到商 人、动物与神关系的擅变。在商周早期，

就是帮助巫师用于沟通凡人和天地神灵。 代中后期至西周，青铜器中的酒器明显减 神话动物的功能，是沟通人的世界与祖

    供仪式使用的青铜器的作用首先表现 少，风格趋向简朴。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 先、神的世界，而到了神、祖世界分离以

在饮食用途上，而在墓葬中成组出现及不 和专业化，制造的器物愈来愈精美，方形 后的周代后期，神化动物与神的世界被归

同类型的组合则具有特殊意义。商代青铜 鼎的形制逐渐增多，方形鼎较之圆形鼎制 入了一个范畴之内，而人与动物或为敌、

器是以鼎和酒器作为主要组合，随葬的酒 作难度更高，如人面方鼎、大克鼎、司母 或为友成为对神的反抗的一种象征。

器、鼎及其他礼器的数量和组合套数的多 戊方鼎等，其形制雄伟庄严、遍体装饰兽 鼎形器的发展跨度长达七千多年，不

少标志着墓主人身份、地位、财富的高低。 面纹，工艺考究，造型庄重而轻巧，具有 仅纵向发展，而且横向组合，构成了完整

到西周时期形成青铜鼎和铜签等食器相组 高雅的审美愉悦感。鼎形器形制由圆至方， 的发展系列，这种由器物所承载的文化现

合的列鼎制度，以鼎的使用多少来区分尊 特殊造型的变化，体现了当时社会生产力 象的艺术价值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有

卑等级，《公羊传 ·恒公二年》何休注说: 发展的高超水平，生动真实地反映了原始 特色的组成部分。口

“礼，祭天子九鼎八签，卿七鼎六签，大夫 人类对宇宙、自然所拥有的文化价值观。 郑建萍 陕西教育学院艺术设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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