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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中国美学精神在当代器物造型中的传承，创新器物造型的理论和表达方式。方法方法

分析传统器物造型的成就和目前国内的发展现状，论述中国美学精神的当代价值与造型观念，阐述传

承与创新的真谛是传递民族文化精神，承接中华美学思想。运用合成思维通达世间万象，提炼创意理

念，采取融合与同构的造型原理，利用联象、重象、变象等表现形式，表达设计师的精神和审美取向。

结论结论 当代器物造型要注重传统文化精髓和美学思想的传承与再生，结合当今设计观念和造型手段，

创作蕴涵民族精神和时代特征的器物造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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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ims to study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aesthetic spirit in contemporary utensil styling and innovate the

theory and expression of utensil styling.It analyzes the current condition and problems of utensil styling in China，interprets

the delivery of national cultural spirit and continuity of Chinese aesthetic thoughts as the essences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uses the composite thinking patterns integrating macroscopic and microscopic pictures to understand the

diversified phenomena in the world and distill creative ideas，applies the styling principle of integration and isomorphism

and makes use of the expression forms of image association，image overlapping，image transformation，residual image and

symbolic image to convey the emotion，thoughts and aesthetic value of the author.Contemporary utensil styling shall focus

on the inheritance and reproduc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ssence and aesthetic thoughts，and integrate current design

philosophy and styling technique to create utensil styling works with national spiri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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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器物造型让人们引以为豪，它至尊至

美，经过历代的锤炼而不朽，蕴涵了民族的创造智慧

和美学思想。传承与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是当代器物

造型研究的重要课题，并且在设计实践中“由技进

道”，向精神和智慧的层面提升。以揆情度理的姿态

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在传统文化流变的激浪里领悟

到贯穿过去、现在、未来之间永恒的美学精神，探索器

物造型的设计规律和可持续创新的广阔空间[1]。

1 传统器物造型的辉煌成就

从古至今，在中华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器物造型

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根植于陶器、漆器、金银器等

器物造型领域中，历史悠久，成就辉煌，历代佳作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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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经典造型众多。以其鲜明的艺术特点和独特的整

体风貌著称于世界，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美学精神，在

人类文化历史上谱写了璀璨辉煌的篇章[2]。

中华民族精神涵养了民族的文化思想和审美境

界，虽然中国的器物在每个历史发展时期都有着特定

的造型形式和艺术内涵，但是也形成了一种自成体系

的总体风格。从原始社会的陶器、夏商周的青铜器、

汉代的漆器、唐宋元明清的瓷器和金银器等经典作品

中，在造型方面都有杰出的创造，皆具备一种独立的

特质。纵观其发展脉络，器物作为一种造型艺术在其

风格的演变历程中，始终伴随着中华民族的美学思

想，师法自然，天、地、人和谐相通，不断融合、创造、完

善[3]，蕴涵了民族的创造精神，展现了鲜明的器物造型

特征。

2 中国器物造型的现状分析

从中国器物造型设计的现状分析，伴随着科学技

术和生产力的提高，新材料和新工艺的不断涌现，也出

现了一些新的造型。然而，真正符合当今审美需求、蕴

涵中华美学精神的器物造型作品却不多见。究其成

因，一是中国的传统器物造型经典、完美、难以逾越，以

及收藏市场的兴盛，仍旧沿袭传统的造型模式；二是新

产生的造型缺乏传统文化思想和当代设计观念的理论

支持。随后出现了诸多方面的问题：只在传统器物上

进行装饰，并不考虑造型问题；以表面材质的华美体现

工艺技术的精湛，造型未能创新；向雕塑方向转变，失

去器物造型的根本属性；造型虽然有突破，但是缺乏创

意和美感；高校理论教材表面看是器物造型设计，实际

是成形工艺或传统器物造型的形式规律分析，极少涉

及从创新观念到创意表达的系统论述。

综合上述分析不难看出，面对优秀的传统文化，

却创作不出蕴涵民族精神和具有现今审美意识的作

品，其主要原因是没有潜心研究传统美学精神和由此

派生出的器物造型原理，缺乏当代设计观念下的创意

方法和造型方式，因此，只有深悟传统文化精髓，从创

意到造型并结合材料、工艺浑然一体地呈现出传统美

学精神，才会创造出无愧于当代的优秀作品[4]。

3 中国美学精神的当代价值

中国的美学精神，崇尚人与自然以及天地和谐相

通的“天人合一”境界。自然的“通”、“合”之道指明了

艺术创作的通路，创新也要与“合”的观念相融相通[5]，

因此，要传承和创新器物造型艺术，首先要深刻解读

中国美学思想“道法自然”的自然之道、宇宙之理和人

性之情，深刻领悟蕴涵在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神。它

是一种思想，它是一种光芒，它引导着人们去创造[6]。

笔者认为，传承和创新，并不仅仅是表面的传统符号

的传承，那样只会“作茧自缚”看不到“柳暗花明”，更

不会有“跳出庐山之外”的创新。传承创新的真谛，应

该是要传递美学精神，承接哲学思想，并用这种哲学

通达世间万象，感悟现实生活，运用宏观微照的合成

思维发挥想象，聚炼创意，采取融合与同构的表达方

式，展现出具有民族精神和时代特征的器物造型作

品。这就是中国美学精神在当代艺术中的价值体现。

我国古代先哲们把自然界的一切都归结为阴阳

二气，归结为虚与实的相生相合，世间一切均处在相

互融合的运动之中[7]，因此，在中国传统器物造型中无

不蕴涵着“合”的美学观念。无论是“双龙尊、双凤瓶”

对称相合的形式特征，还是“三阳开泰、五子登科”组

合、同构的造型关系，从中可以发现，在“合”的观念

里，都会带有象征意义，蕴涵有深厚的哲理色彩[8]，因

此“合”绝不是形的堆砌，而是一个意境的提升，一个

造型的凝炼，一种信息的传播。要激活这些传统的思

想智慧和美学观念，才能接通传统与当代的通路，实

现从传统到当代的转化，从而让这些思想“活”在当

代，“活”在当代器物的造型设计中。

4 当代器物的造型观念和精神取向

在中国传统的器物造型艺术中，“器”与“艺”往往

是结合在一起的，“艺”依附于“器”的功能，“器”则成

为“艺”的载体。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工业化大生产模

式的冲击，“艺”逐渐脱离了“器”的实用功能，而成为

一种相对独立的、精神上的存在。这种当代器物的造

型观念和审美风尚注重挖掘人的内心世界，而不是客

观世界。只有如此，器物造型才能拥有独立的文化品

格和文化传承的重要使命。应该说，当代艺术家的这

种精神取向和价值取向，与中国传统文化“意象”美学

的观万物之象、融精神意念，重视人的主观意识和心

灵感受，形成了一脉相承的思想体系。

当代器物造型设计要深谙“天人合一”的中国传

统文化所形成的人与自然以及天地相互“融合”的美

学思想。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进行当代艺术

创作的重要根基，因此，“融合”是超越现实常规的思

维碰撞与灵性震撼；是深度情感与理性思考的智慧对

接；是蕴涵民族精神的创造与点题造势的凝炼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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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构”是心理世界的重构，按照创意的观念将形态相

互融合，进行新的组合，创造新的造型，并在造型中寓

情于理地来传达作品的意念。

5 当代器物造型创意和意象表达

“合则通，通则不蔽”。世界万物都是相互关联

的，一旦经过巧妙的融合，就会升华为一个闪光的创

意点。创意离不开想象，想象是创意的推动力，是将

人的知识、智慧、情感遨游于自由王国的理想翅膀。

在艺术活动中想象力是一切创作的助推器，其把一

切虚似、幻象变成了艺术世界中的可能，因此，创意

需要思维腾云驾雾，“思接千载”，“思通万里”，超时

空地用精神的眼睛观象和取意[9]。如果说造型是器

物的本源，那么创意就是造型的灵魂，灵魂附体造型

才有生命。

“什么是想象? 它就是在心里唤起的意象”。朱光

潜的话道出了艺术想象的本质，因此，在广博的中国

文化艺术中蕴涵着“意象”的美学精神。“意象”是中国

传统文化中最具“核心价值”的美学思想，观象取意、

象由意生、拟象喻理、融合同构是这一思想体系的精

髓和集中体现。当代器物造型设计要注重传统文化

和美学思想的传承与再生，才能更好地创新器物造型

的创意理论和表达方式。这里利用联象同构、重象同

构和变象同构的造型原理加以阐释。

5.1 随形就象的联象同构

观物取象，心物契合。通过观察、联想、想象提炼

创意的观念，从而进行物与物的联合，共同构成一个

相互交融的新生体。器物造型设计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能否把某种器型看成某种物象的载体，使器型成

为点燃创意火花的触发点。随形就象、适形造型，构

成一个互为因果的统一体[10]。

李文艳和张馨月设计的《文与武》见图1，文官通

过中国书法元素与高耸挺拔的器型相结合，表现出文

官的儒雅、智慧和韬略，并用流线的形式将书法字体

容纳其中，好似中国文化的长河深邃博大、川流不

息。武官利用古代将军的铠甲元素与浑厚宽阔的器

型相契合，来体现武官的威武、善战和勇猛，残破的铠

甲展现出战场的硝烟弥漫和悲壮氛围。两件作品分

别以自身典型的形态特征与器型巧妙地融合同构，

“文与武”组合在一起，造型不同、性格迥异、各领风

骚。这种以器型为依托来形成相互交融的造型效果，

使得作品更有生命力，更加耐人寻味。

5.2 相合而生的重象同构

物相重而成，形相合而生，重合可以使新的生命诞

生。重象的表现形式是将相同或相近的形象按照一定

的创意观念加以系统重合，产生新的造型和新的意蕴，

调动出形象的内在潜能，形成意念的表达，运用重象同

构的造型手段能够带来超越现实的艺术境界[11]。

《硕果累累》见图2，是笔者参加第十二届全国美

展的作品。运用超现实的造型手法，将硕大的苹果和

众多的小苹果巧妙地重合在一起。整体造型的下半

部象征着民族文化根脉的肥沃土地，里面孕育着金属

制成的优质种子和即将破土而出的果实，人为地使众

多的形态合并、融合，共同构成一个新的造型。这是

笔者通过联想、幻想以至虚构，按照创意的需要将诸

多的形态要素相重相合的产物。其表达了祖国的美

术事业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沃土，枝繁叶茂，丰盛兴旺，

硕果累累的主题。

5.3 拟象喻理的变象同构

观象取意，拟象喻理，变象是指在普遍相同性质

的事物中有个别不同性质的形态变化。利用这一造

型方法，对物象的某些部位进行变形处理，就会产生

意想不到的效果。变形部分是整体造型的一小部分，

并与整体形成明显的对比，要以少胜多。与此同时，

变象要将创意的理念隐含在造型中，要为创意凝炼出

观念性的引起观者注目的视觉符号语言，再以画龙点

睛的作品标题明示设计师所要表达的意念，引发观者

对创意的共鸣，产生既超乎想象外又寓情于理之中的

艺术感受。

笔者设计的《如器如述》见图3，就是根据创意观

念的需要，在最具有生活象征意义的“碗”上，进行了

精心的加工和巧妙的变形处理，从而引起观者的视觉

关注和猜想。原本碗的口部是圆形的，为什么变成了

一条弯曲的线条？这是笔者有意而为之，有意将这条

曲线浓缩为具有表述意义的意象化符号，利用口部曲

图1 《文与武》

Fig.1 "Culture and Mar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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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形态语言和倾斜的陈列方式，将“碗”内的水流入

茶杯里，暗示作品要表达某种意愿，宣泄某种情感。

这正是笔者通过观物、想象、造象，将创意蕴涵在造型

中，用生活的器物述说生活的情怀，使观者在“品茗论

艺”的过程中体味生活的感受并引发更加丰富的联

想，更能增加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6 结语

当代器物造型设计要注重传统文化思想和美学

精神的传承，及其造型观念和表现方法的再生。要在

具象的形态和具体的事物中，运用宏观微照的合成思

维，观象取意，由意生象，形成融合同构、拟象喻理的

创意表达和意念传递，创新出符合当今审美需求和蕴

涵民族精神的器物造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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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硕果累累》

Fig.2 "Fruitful"

图3 《如器如述》

Fig.3 "Say the Utens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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