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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爵的造型语言为启示，从青铜爵的造型来源入手，分析了关于爵使用功能的不同看法，并从历史和社会文

化发展的角度出发，论述了青铜爵用途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从青铜爵的造型和纹饰的发展变化入手，以产

品设计的视角分析其造型特征，追溯其社会属性，为现代酒具的设计提供了造型的来源。最后以青铜爵为原型，提

取其造型特点，从而对现代酒具进行探索性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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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jue modeling language as revelation, from bronze jue modeling of source, it analyzed the function

about joe use different views. And from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ulture development angle, it discussed the change of

utility for bronze jue. On this basis, it put forward his own views, starting from the bronze jue modeling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pattern, analyzed its modeling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roduct design perspective, traced its

social attribute, provided the source of the modeling for the design modern wine. Finally, it took the bronze jue as the

prototype, extracting its modeling characteristic, and the modern wine set for exploratory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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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非酒器无以饮酒，饮酒之器大小有度。”

可见古人对美食美器的重视。青铜酒器作为酒文化

的一部分同样历史悠久，千姿百态，而其中爵是中国

古代青铜器时代最具代表性的酒具和礼器之一，也是

当时等级、身份标志的青铜礼器组合中的核心器。青

铜爵产生于夏末商初，继承发展于商代中期，繁荣于

商末周初，衰落于西周末期至春秋初期，在整个青铜

文化中青铜爵占有重要的地位[1]。从青铜爵的造型发

展以及纹饰的设计上，能够反映出当时的社会背景、

人们的思想意识变化以及青铜器的加工工艺水平。

1 青铜爵之评析

《博古图总说》中这样写道：“爵则又取其雀之象，

盖爵之字通于雀。”不论古人的解释是否妥当，但青铜

爵由此得名[2]。青铜爵作为一种酒具，为当时的王公

贵族所有，但在它的具体用途上至今也是争论不休，

主要是围绕在它是否是饮酒器的问题上。笔者认为，

对青铜爵的用途不能一概而论，青铜爵从夏朝末期出

现，一直到春秋的千余年时间里，随着社会的变迁，其

用途也随之发生变化。夏末商初，奴隶制建立不久，

集权制还不完善，这时的青铜爵造型古朴，无纹饰，柱

矮短成钉状，可见是实用性较强的酒具；商周是奴隶

制的辉煌时期，统治阶级在贬抑人性的基础上宣传高

昂的神性，青铜爵的造型以及纹饰表现出一种“狞厉

美”，从它极高的伞状立柱上能够看出，这个时期的青

铜爵已经不适合作为实用性器具，它已经作为人与神

交流的一种礼器而存在了[3]；到了春秋时期，随着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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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摇摇欲坠，天命观念彻底动摇，青铜艺术原有的

社会功能萎缩了，青铜爵摆脱了浓重奇诡的传统造

型，抛弃了狰狞怪诞的美学风格，显露出一种走向清

新俊逸、轻松明朗的趋势，这时它作为一种馈赠和装

饰的器具而存在。

其实，青铜爵的具体用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青

铜爵这种充满动态美的艺术价值，以及其径庭稳定、

展翅欲飞的吉祥鸟的形象，体现了当时青铜铸造的精

巧技艺。

2 青铜爵之演化

2.1 造型之演化

青铜爵有很多不同的种类，但主要是由三足、流

尾、鋬、柱组合而成的异形造型。三足是爵的主要特

征，从功能上来说，三足是 3个稳定的支撑点，可以使

柱体离开地面，形式上来看，具有造型的实空间和虚

空间的对比，增加了造型的变化，制作工艺也并不复

杂；流尾造型则体现出了一种动势感和视觉上的平

衡；鋬采用单边设计，非对称的设计手法体现出其灵

动的一面[4]。

这里所分析的造型演化主要是针对一些具有典

型特征的青铜爵展开的。乳丁纹爵（见图 1a）是我国

发现最早的青铜容器，整体造型纤细狭长，腰部收紧，

侧边有把手，柱短而简单，鋬镂空；长流对应尖尾，体

现了一种视觉上的平衡；腹底是平面，三足与爵主体

部分的衔接不是很流畅，整体造型显得头重脚轻、上

下不呼应，似乎有不稳定的感觉。这个时候的青铜

器给人的感觉是朴素而单纯，造型略显稚嫩；商朝初

期的青铜器，在整体造型上就表现出了浑厚凝重的

视觉效果，并将三足适当缩短加粗，重心下移，这样

就改善了头重脚轻的视觉感受。流尾适当的缩短之

后，在使用上更加方便和人性化；商朝末期的青铜爵

以兽面纹爵为代表，腹底呈圆弧状下坠趋势，三足粗

壮呈斜角支撑，立足更加稳定，极高的伞状立柱上可

以看出其造型更加霸气，在鋬上采用了兽首的立体

装饰，同样也体现了青铜爵神性的一面，爵身失去了

最初的流线型外观，而转向了一种硬朗凌厉的风格，

可见此时的青铜爵更多表现的是精神内涵以及政治

宗教的内容；青铜爵发展到西周时期开始在造型上

发生转折，三足略有收缩，伞状立柱回归到正常的比

例，流线型的爵身，腹底更加圆润，并且与足浑然一

体，整体造型在变化中相互顾盼，彼此呼应，平衡中

又凸显出一种动态感，造型更加成熟稳重，体现出一

种典雅和谐的美感[5]；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奴隶制度

的摇摇欲坠，青铜爵所表现的政治和宗教的象征意

义，已经在逐渐消失，于是青铜爵在造型上彻底抛弃

了之前浓重凌厉的夸张造型，以战国爵为例，三足相

对于西周时期略有回收，立柱失去了夸张怪诞的伞状

造型，以简单的几何体取而代之，整体的线条更加舒

服和流畅。

2.2 纹饰之演化

纹饰是青铜时代工艺水平的重要表现，也是青铜

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青铜爵的纹饰常饰在腹、腰、

颈、鋬上。青铜爵的纹饰经历了发生、形成、兴盛、抽

象这些时期，它相对于造型本身而言，更能反映出宗

教思想、社会习俗等对器物的影响。纹饰的发展和青

铜爵造型变化是相辅相成的[6]。青铜爵纹饰之演化见

图 2。夏末商初的青铜爵有些无纹饰，有些纹饰简单

朴素，以乳钉纹最为突出，基本上是采用简单的二方

连续的图样作为装饰；商朝时期出现了兽面纹，主要

是采用一些动物的图案在爵身进行装饰，实际上这类

纹饰是各种各样的动物或幻想中的物象头部正视的

图案，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上端第一道是

角，角下有目，有些还有耳和眉，龙纹为最常见的纹

饰，通过抽象化的艺术处理，从而体现出一种神秘和

威严的感觉；商朝晚期的兽面纹爵，为了使装饰面上

装饰纹样鲜明突出，常常采用“三层重叠”的装饰原

则，用细密的云雷纹等作底纹，衬托出浮雕主花饕餮

纹或羹纹，构成各种造型繁复精美的纹饰，结构繁冗

复杂，带有诡秘阴森的气氛，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利

图1 青铜爵造型之演化

Fig.1 Modeling evolution of bronze j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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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位；西周中期以后，爵的纹饰从追求神异化向强

调条理化、秩序化的风格发展，几何纹增多，体现出一

种秩序感，这是因为周人的观念里纹饰的宗教含义已

不如商代强烈，由“象物”形式转向图案化，气氛活泼

轻松，体现出一种审美情趣，当然，也有祥瑞的意义，

纹饰本身也具有了系列化的特征；到了春秋战国时

期，奴隶制度开始瓦解，纹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

些动物的纹饰进行抽象之后，用简单的线条表现出另

一种形式，另外，纹饰的取材也不仅仅局限于动物纹，

而扩展到一些俊朗清新的抽象图案，描绘现实生活，

如狩猎、宴乐、攻战等，从神秘、威严的气氛中脱离出

来，使得整个青铜爵的风格发生了变化。

3 青铜爵之演绎

酒具包括盛酒的容器和饮酒的容器，有了酒具，

对饮以及自斟时才有了一种饮酒的乐趣，饮不同的

酒，选不同的杯，现代酒具的主要材质有陶瓷、玻璃、

塑料、金属。随着包装工艺的发展，现代白酒都是采

用瓶装，有些厂商为了促进销售，将盛酒的容器设计

成酒杯，给使用提供了方便。但是从酒文化的角度上

看，这也是一种饮酒文化的缺失，美酒配美器才是一

种饮酒的享受和文化的体验。酒器之发源，礼器之滥

觞。青铜爵是中国青铜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酒礼器，

是中国酒礼器的源头所在，尤其在商代，是最典型、最

常见、最高等的酒礼器，是帝王官宦之家必备的酒器，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新材料的发展，青铜爵这种具

有浓厚历史文化沉淀的产品也随之没落了，人们只能

够在博物馆里才能够一睹其风采，想象当时那种把酒

当歌的情景。

笔者将青铜爵的造型以及文化的内容进行提

炼，再结合现代人对于酒具的需求，设计了一套现代

酒具，见图 3，主要是饮用白酒或黄酒时使用，旨在通

过产品再现当年青铜爵的辉煌以及增加人们饮酒时

的审美享受。

这套酒具是由1个盛酒器、1个托盘和4只酒杯组

成，造型都来源于青铜爵的典型特征，整体造型简洁、

使用方便。首先，采用三足的设计形式，抛弃了传统

青铜爵较为夸张的造型，而是将其统一到几何的形

态，而且盛酒器、托盘、酒杯的足各有特点，托盘的足

直立且短小，这样放置在桌面上比较稳定；盛酒器的

足是采用几何的切割方式作出的镂空形，这样与整体

更加协调统一，且能够方便地放入托盘中；酒杯的足

（下转第91页）

图2 青铜爵纹饰之演化

Fig.2 Pattern evolution of bronze joe

图3 现代酒具设计

Fig.3 Modern wine se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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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外扩的趋势，短而尖的锥形，比较小巧简单。其次，

盛酒器与酒杯也提炼了青铜爵流与尾的元素，将其造

型进行了概括，使其更具有实用性。另外，盛酒器上

采用了双鋬的设计，满足了左右手不同习惯的需求。

最后，整体酒具的材质采用陶瓷与玻璃的结合，影射

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与交融，腹和流尾的玻璃起到了

上下呼应的作用，同时也可以在喝酒的时候，便于观

察所盛酒的余量。

4 结语

青铜爵是中国青铜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酒礼器，

也可以说是中国酒文化的代表，其造型设计既有深刻

的功能内涵，又具有完美的艺术形式，体现了那个时

代的社会状态、生产方式以及工艺水平。研究青铜爵

的造型以及纹饰的演变，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文化也

有很好的帮助，对于青铜爵的研究不能单一地从造型

或者纹饰出发，而要放在大的社会环境下，结合时代

的特点，这样可以更加全面细致地对青铜爵进行研

究，从而在此基础之上，进行现代酒具的设计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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