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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陶图

图案的形式美被历代的图案创作者作为：

经验运用并传承。原始人在长期的大自然美j

的熏陶中形成了美的意识，他们对美的感觉i

体现在彩陶的图案创作中，彩陶图案的艺术；

创造，更在于运用了多种的形式法则，为我j

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一．彩陶图案中的对比与统一

所有的彩陶图案都是建立在对比统一的j

形式美之上的，对比法是彩陶工艺在装饰上l

运用最多、最普遍的一种艺术手法。它采用l

了曲直、横竖、长短、大小、黑白、虚实、动l

静等，用线、面，空间以及形式感等各方面l

的对比，产生丰富多彩的装饰变化。半山型；

彩陶的装饰，在运用线的对比方面，取得了l

很大的成功，旋涡纹的流动曲线和网格纹的；

静的直线，取得了曲与直、动与静的对比之!

美，而成组的网格线及成组的弧形曲线又分{

别形成了统一的美。

在线的横向与竖向形成的对比方面，典；

型的是1973年秋在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的马；

家窑型墓葬中发现的舞蹈纹彩陶盆，内壁的j

四道横向平行带纹与竖向的内向弧线形成方f

向的对比关系，而所有的线又形成了统一的；

美感，很容易使人感到舞蹈的动感和韵律。!

看着这件作品，我们仿佛看到几千年前的原{

始人拥围着欢腾舞蹈的场面。

我们从图中也能看到对比统一的形式美，；

陶罐的上半部由许多细线画出的菱形，与适!

合于菱形的两个实体的三角形互相对比作二i

方连续。而整个陶器上半部为密，下半部为；

疏，形成对比，陶罐底部的黑线与上半部形；

成呼应，这是一种对比统一。

二．彩陶图案中的对称与均衡

图案的组织形式讲究对称、均衡、变化，；

疏密得体，并有一定的程式和规则。在甘肃；

省马家窑一带发现的被称为马家窑类型的彩；

陶上，大都描绘水波纹、旋转纹图案。这些}

图案匀称、流畅，十分精彩，看上去真有行}

云流水之感，使人觉得轻松活泼，平和而亲i

切。面对这些5000年前的历史遗存，我们很i

容易想象到历史中讲述的原始氏族社会的情；

景：男人耕作、狩猎、捕鱼，女人从事家务i

或采集。没有剥削，没有奴役，一幅平等和i

{谐的社会景象。⋯——⋯⋯．⋯⋯．．，，⋯．．，一⋯⋯——⋯⋯、⋯⋯一⋯⋯⋯⋯．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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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同的，于是节奏感被显现出来。竖向表达的

{i节奏在视觉上又是一种趣味。

{：四．彩陶图案的比例与权衡

彩陶图案的比例的美似乎是每一个彩陶

；‘都存在的。从一条线的长短、位置，到整个

l图案的比例安排，都显示着彩陶图案创作者

：；对比例的审慎权衡及比例美感的自然流露。

：五．彩陶图案中的“黑白相守”

；j 彩陶图案在视觉上有永久的美感，这是

l；由于原始人在描绘彩陶图案时，不仅注意了

：；手中所画的形，而且注意到形的边缘余下的

4空间的形。我们通常称所画的形为正形，余下

f{的空间为负形。那么，正形是美的，负形同样

{i要美。如果负形在视觉上是失败的，正形一定

i』也有问题。图案专家们常说的“黑白相守”正

i；是指的这种正形和负形的关系，正形和负形

图中的彩陶几何图案似乎是表达人物播!：是相辅相成的。几乎所有的彩陶图案，在黑白

j种的符号式的具象图案。这个图案是形式美l l相守方面均极为优秀。黑白相守是形式美对

j对称与均衡的最好典范。此图案以表示人体{；比统一规律在每一处纹样中的具体体现。

i的竖线为对称线，人的左右是完全对称的，l l六．多效装饰法

l在对称的人的两侧又有两个对称的多层同心l{ 多效装饰法是一个创新名词，即一种图

l圆。这个对称的彩陶图案虽然内容丰富，却j j案组织，正视时是一个完整的装饰体，俯视

|显示出稳定的、秩序的装饰美。 i；时也是一个完整的装饰体。做到这一点并不

彩陶壶上的图案是非对称的。图案以网{j是很容易的，它需要充分考虑以设计出适用

!线形成的宽带做水平的和垂直的任意构成，i j的设计意象和多面结合的艺术构思。

l图案在重量与疏密上显示出均衡美。 l； 多效装饰法在半山型彩陶中取得了很高

i三．彩陶图案中的节奏与韵律 |i的成就。例如，半山型直线纹彩陶壶上平行

节奏与韵律是有规律的组合，有规则的；i线的装饰，正视是整齐的水平线，像湖水凤

l变化。律有动的律和静的律，动的律有运动i l平浪静；俯视则是同心圆的圆圈纹，像击动

l感，富有生命的象征-静的律有渐变感，是；：的向外扩展的微波。又如半山型垂幛纹彩陶

i秩序的表象。工艺美术的律，如同人们用“冰；．壶，正视时像层层下垂的幛幕，俯视时则又

；冻的音乐”形容建筑一样，是“无声的诗篇”。i：像重瓣盛开的花朵。

}工艺美术的律，像鱼跃水面，激起一圈圈同!i 此外还有其他的形式法则及精美的实例，

}心圆的微波；如山巅的宝塔，一层层伸向蓝l i在此不再一一列举。这些陶器可以使我们清

}天。在图案装饰中，律的应用甚多。 l楚地看到，人类在制作这些生活用器时，就已

有的陶器上以圈点的几何形作有秩序的i i经根据形式美的法则在创造。这些形式法则

}排列，这个二方连续的几何图案给人明确的i i显然是原始人们为了在装饰上运用形式感所

；原始的节奏感觉，如同木鱼的敲击，而二方；；形成的装饰效果，已达到审美要求的满足。运

连续下侧的略粗的弧线形又产生了韵律感。i i用了形式和情感的对应关系，产生了“异质同

有的陶器上相同的图案单元作竖向的平；i构”，使外在对象和内在情感得到统一，即“物

移形成装饰几何图案。图案单元那近似椭圆i i我统一”，是我们学习的典范，创作的源泉。

形的曲线与水平线、斜线之间由于距离的长i；参考文献：

短曲直的变化，产生了某种节奏与韵律。而；|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东方出版中心

经过竖向平移之后，因为图案单元完全是相+；杨春芳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徐州经贸分院工艺美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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