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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州瓷纹饰的创新美学对现代产品的设计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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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耀州瓷在细节上的诸多巧妙的处理，使人了解耀州瓷跨越时空的隐藏手段，并将这沉

寂千年的宝贵知识，用来启示于现代的产品设计。方法 以耀州瓷传统器物纹饰为研究对象，区别于传

统研究仅限于静态、孤立分析耀州瓷纹饰的视角，提出耀州瓷纹饰的创新美学理念。充分利用特殊设计

的纹饰，并借助光与影来营造多影和残影的图形，应用液体为媒介产生视错觉效果，产生以虚破实、虚

中有实、虚实交融的效果，实现耀州瓷所追求的“静中求动”的设计意图。结论 这种重新塑造空间，

改变空间的方法能经受不同时代审美潮流和文化变迁的考验，对现代产品设计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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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iration of the Creative Aesthetics of Yaozhou Porcelain Decoration to the Modern 
Product Design 

QIN Song, WANG Yi, GUO Yong-xin, LI Bo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710054,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analyze the Yaozhou porcelain in the details of the many clever processing, so that people under-

stand the Yaozhou porcelain across time and space to hide the means, and the silence of the millennium valuable know-

ledge, used in modern product design. The Yaozhou porcelain traditional utensils decora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dif-

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is limited to static, isolated analysis of Yaozhou porcelain decoration perspective,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Yaozhou porcelain decoration. It makes full use of the special design of the decoration, and with 

the help of light and shadow to create movies and blur the graphics and application of liquid media produce visual illusion 

effect that produces to break falsely, virtual reality,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blending effect, the realization of Yaozhou 

porcelain in the pursuit of "static and dynamic" design intent. This kind of re shaping space, the method of changing the 

space can withstand the test of the different times of aesthetic trends and cultural changes, and has a positive guiding sig-

nificance to the modern 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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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州瓷以端庄典雅的造型、素以为绚的色彩、

层次鲜明的图案、美观有序的架构、新颖独特的装

饰手法而成为北方青瓷的代表。尤其是纹样的构成

与组织方式具有独特装饰艺术性，风格化明显。很

多学者对耀州瓷装饰纹样展开剖析和归纳，但是这

些研究大多站在构图形式和构成方法上研究耀州瓷

纹样，耀州瓷作为一种实用器皿需要在生活之中联

系与观察，需要与生活场景交汇、融合，才能对其

公正客观的深入解读。 

耀州瓷具有“静中求动”的艺术效果，这是在以往

的静态装饰展示和构图的分析中是无法体验到的。因

为在有水、酒等的液体介入其中的状态，装饰纹样会

产生意想不到的动态光影效果，这是耀州窑独创的视

觉美学，所以本文将立足于新的观察视角来分析耀州

瓷的装饰纹样，并由此得出一定的结论，希望这种纹

饰结合光影因素所产生出的动态变幻，有利于现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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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设计与开发。 

1  耀州瓷装饰纹饰的历史特征 

耀州瓷在唐代开始创烧，五代进入发展期，到

了宋代花开叶茂。耀州窑作为一种次生窑，于唐代

时期风格上无明显束缚，更多的是仿制为主，因此

品种众多。五代是一个的特殊发展时期，主体产品

上继续继承着唐代的衣钵，但在装饰的演变和器物

造型上大胆突破，使得这一时期风格化明显。这一

时期以青瓷为代表，青瓷在釉质材料和具体烧制方

法上迎来了大发展。在色釉的研制上，开创了温润如

玉的天青色釉，并且创新的发展了剔、刻花的表现技

法。这种青瓷烧造的艺术风格迥异于其他的重釉色轻

纹饰的同时代名窑。 

入宋以后，耀州瓷进一步改进装饰工艺，改剔刻

花装饰手法为刻花为主的艺术手法。同时装饰图案纹

饰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这时期的器型与纹饰达到了耀

州制瓷史上 精美、 丰富的鼎盛时期。色釉的烧制

上，耀州瓷也表现出了极强的自信，因为釉质更加表

现趋向于透明，不同于宋代审美追求的呈乳浊感的晶

莹似玉的色釉，因此开创了带有浅浮雕凹凸效果为手

段的刻花等刀法。随着影响日益扩大，产量扩张必然

要提高生产率，因此出于产量的需要，改进生产工艺，

用印花替代刻花。现有的考古发掘资料证明，宋代耀

州瓷在装饰纹饰上进行了极度的开发创制，从纹饰形

式和内容上都是当时 广泛、 丰富的瓷器，无愧于

中国北方青瓷之冠[1]。 

2  宋代耀州瓷的视觉美学创新 

宋代耀州瓷在风格上具有明显的个性化特点，具

有系统性的表达“以静传动”的技术手段，开创了独特

的创新视觉美学。耀州工匠发现动态光影的视觉效果

是可以通过具体的装饰纹路、层次的变化、特殊的釉

质营造出来。刻花和印花等技法浮雕形式将纹饰从二

维过渡到三维空间。在具体的使用中，尤其是当器物

盛满液体时，内部的可以设计的纹饰在变幻的光线，

荡漾的水波这三大因素相互交融下，给人以涟漪荡漾

之感[2]，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艺术表现手段。本文将通

过以下这 3 个影响的因素，来具体阐述耀州瓷纹饰的

创新美学。 

2.1  捕光捉影赋予耀州瓷层次与立体 

剔花、刻花、印花等适宜装饰性的浮雕手法被耀

州瓷针对性的使用，从而塑造出凹凸起伏、层次分明

的表现形象，使得青瓷纹饰图案立体感十足[3]。有光

就有影，光影的表现效果更加突出耀州瓷的轮廓与体

量，从而赋予耀州瓷层次感。当耀州瓷器物盛满液体，

在一定角度下，光照射图案所产生的阴影，将产生持

续的空间晃动。而在光影的影响下，创造出一个立体

的空间，依靠背景纹饰在宽度、高度等方面的不同，

形成层峦叠嶂的光影效果，当出现这种如影随形的艺

术表现，人们甚至会产生一定的视觉错觉，耀州瓷在

一个狭小有限的空间容量内，创造出一个具有张力的

虚拟空间，这种“芥子纳须弥”，可理解为“小中见大”

的空间艺术。 

宋代耀州窑青釉刻花菊瓣碗纹见图 1，此碗以一

朵团花为中心，放射性的向外可出一片片菊瓣纹，布

局舒朗均匀，整体线条强调纹饰一边的阴影效果，有

阴影的存在使得整体产生了有效的浮雕效果。尤其注

重伴随着纹样的相互压叠、不规则组合和反复连续的

构图方式，出现了重叠形象所形成的综合影像效果。

这种统一又不失韵律，层次与立体并重的构成，使耀

州瓷处于一种丰富的立体空间变化效果中。 

 

图 1  宋代耀州窑青釉刻花菊瓣碗纹 
Fig.1 The Song Dynasty Yaozhou kiln celadon carved  

chrysanthemum petals bowl 

2.2  素以为绚呈现耀州瓷色彩与质感 

宋瓷，整体上以清远秀雅、中和自然见长。而耀

州瓷在装饰风格上相对于宋代的整体审美环境，可以

用“逆流”来形容。耀州瓷近于华丽而不温婉闲适，是

于典雅淡泊中彰显动感、动势。相对于宋瓷更专注于

“釉色”以此为存世之道而言，耀州瓷却更加注视着纹

饰的发展[4]。 

耀州瓷的主要着色元素是铁，材料的特点使得在

烧制耀州瓷的肌理上呈现出通透效果，与玻璃特征接

近。耀州瓷的无法烧出类似汝窑、官窑那样的呈乳浊

感的晶莹似玉的色釉，也无法做到类似钧窑入窑一

色，出窑万彩的宝光内蕴。釉质倾向于玻璃，材料上

决定着耀州瓷在纯粹的视觉效果上是满足不了当时

特定的审美，因此结合了自身的情况，包括矿质资源、

烧制特点、发展定位， 终独树一帜的发展出一种具

有橄榄色的清澈透彻玻璃釉。正是使用这种玻璃质地

的釉料才会引导光因素的介入，光可以在陶器皿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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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装饰纹饰与阴影之间产生捉摸不定的变幻，甚至在

液体介质的参与进入后，更是形成动态的空间感，这

种视错觉的艺术带给了宋人在其他瓷器上难以找到

的艺术感受，正是这种偏橄榄色的青釉表现的一种浮

薄浅露的质感，才能致使耀州瓷有了犀利洒脱的艺术

美学，发扬光大了立体纹饰在瓷器中的作用，从而极

大地提升了耀州瓷的艺术品位，方得以在中国名窑中

占用一席之地。 

2.3  水光潋滟给予耀州瓷动态与韵律 

我国现存发现 早的窑神庙碑《德应侯碑》中对

耀州瓷记载为：“往往清水盈匀，昆虫活动，皆莫究其

所来，必曰神之化也[5]。”光影随着器皿容器的晃动，

图案与所盛的液体交汇交叠。光影使得空间充满着相

互关联的物体，这种独有的青瓷的设计变成在一个多

样的，动态合成的器物中光影的舞蹈。耀州瓷纹饰产

生的韵律很大的原因在于线条的曲度和层次上，在小

空间中巧妙的对同一元素层峦叠嶂的布置，会形成特

有的视觉连续感。在传统耀州瓷经常使用的篦纹，是

为了衬托主装饰图案而发展的辅助纹饰，这种有针对

性安排的篦纹，在耀州瓷器物表面形成线条特殊而规

律变化，从而整体突显出耀州瓷的动态与韵律。 

宋代水波三鱼纹碗见图 2，传统的视角更多是关

注构图与人文，静态孤立的分析并没有站在具体使用

的角度看待它的与众不同，水波三鱼纹碗巧用了光折

射规律，当器物盛满液体，在青如碧波的釉色映衬下，

鱼在器物中，有种跃然而出的视错感。 

 
图 2  宋代水波三鱼纹碗 
Fig.2 Song three fish bowl 

北宋刻花清釉波浪纹碗见图 3，更是充分变现了

耀州瓷空间动态感。波浪纹的刻花看似随意的装饰

整体背景，这种单个元素图案通过连续的个体重复，

成螺旋状的在布置成型在整个器物中，就像一个水

中的漩涡极具动势的出现使用者面前。波浪纹饰在

光与影之间晃动，给人以视觉的暗示，有此产生了

视错感，这种刻意追求的波光潋滟荡漾的动态艺术

美感，已经成为青釉瓷器装饰制作的极致。因为人为

设置的图案是静态的，而光影变化却是“活”的。正是

由于光与影的作用，通过虚与实，分与隔，疏与密的

对比，真正成为“盘中天地”，可谓是“虽由人作，宛

自天成” [6]。 

 

图 3  北宋刻花清釉波浪纹碗 
Fig.3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carved clear wavy glaze bowl 

3  耀州瓷纹饰对现代产品设计的启示 

耀州瓷因为自身客观原因的限制，在先天上尤

其在原材料上，是无法满足当时古人 佳的审美需

要，但却在逆境中求生存，发展出这种具有很强的

隐蔽性的动态视觉效果。它在本质上是利用光影虚

拟成像的手段，以空间和光影作为表现素材，通过

巧妙的装饰纹饰以丰富的立体视觉呈现，表现出事

实上的图像增强的效果。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艺术

效果完全能够经得住不同时代的审美潮流和文化的

变迁的考验，这是耀州瓷纹饰对现代的产品设计给

予新的启示[7]。 

英国知名灯具品牌 Lee Broom 设计并开发的这

款灯具造型设计，见图 4，传统工艺和现代理念相结

合的 LED 水晶灯，将古典雅致的刻花技术运用在灯 

 

图 4  灯具造型设计 
Fig.4 Lamp model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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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设计上，让光影造就出立体纹饰的分量和力度感，

在不断的变幻中塑造原已定格了的器型和花纹，此时

这款灯具做到了对无形光影的有形的控制，成为捕捉

光影的容器。 

此灯具的设计不是简单地对设计元素积累叠加，

表现出与耀州瓷一样独特的美学原理。让光影塑造出

一个的隐匿空间，光影在明暗虚实之间的空间中，无

形中增加了产品的层次感，从而可以更好的塑造产品

形体特征。特殊设计的产品肌理在虚与实的交叉、排

列的变化中，既能使同一种材质的灯具展现的视觉

效果展现的更加绚烂，更有层次，也能使得光源表

现出稳定和整体。完全将灯具产品的肌理细腻的体

现出。此时光影不再是虚幻之物，而成为有形的视

觉材料[8]。这种在二维中所表现出的三维感觉，充满

着想象力的艺术表现，带给人获得极大的视觉满足

感。 

4  结语 

现代产品设计对传统器物的传承不仅仅只局限

于可视的物化的形态，与时俱进的审美观需要站在优

秀传统文化的肩膀上。因为时代风尚的转向，必然催

生新的产品，所以研究宋代耀州瓷开创的视觉美学，

尤其是其丰富的动态视觉特征和超越时空的技术表

达，不应伴随着一种古代瓷文化的发展进入低谷而隔

离式的保护，而需要真正的继承与开发[9]。今天的研

究可以更好地拓宽明天的设计思路，同时又能丰富产

品自身的风格和题材，从而给予现代的产品以新的设

计理念和启示[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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