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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明代永乐瓷器“造物文化”的茶具设计 

李通 
（天津美术学院，天津 300141） 

摘要：目的 秉承弘扬传统文化的宗旨，汲取明代瓷器中蕴藏的造物文化和审美观念并为当现代茶具设

计创新所应用。方法 分析明代永乐瓷器的时代面貌与文化意涵，了解明代瓷器的种类、造型、装饰纹

样、色彩搭配等。结果 明代永乐年间的瓷器蕴涵着时代面貌与文化意涵，精致典雅的审美趣味在造物

文化中得到了完美诠释，反映了古代人们对于器物造型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结论 优秀的传统造物文化

是孕育中国现代茶具创新设计的肥沃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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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esign of Tea Set from Yongle Porcelain in Ming Dynasty 

LI Tong 
(Tianjin Academy of Fine Arts, Tianjin 300141,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carry forwar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derives the creative culture and aesthetic concept contained 

in the porcelain ware of Ming Dynasty and applies it to the design innovation of modern tea set. It snalyzes theoutlook of 

the time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Ming Dynasty Yongle porcelain, understands the species, the Ming Dynasty 

porcelain shapes, decorative patterns, color collocation, the Ming Yongle porcelain contains features and cultural conno-

tations of ingenious era, exquisite and elegant aesthetic taste is the perfect interpretation in the creation culture, which re-

flect the ancient people's 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for modeling.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fertile soil of 

innovative design of Chinese modern tea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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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自 1368 年起朱元璋称帝至 1644 年明王朝灭

亡历时 276 年，近 300 年的发展与演变使明朝在中国

的历史上犹如一颗明珠般带着前人的光辉在历史的

浪潮中不断向前涌进。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科

技等在一定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明代的时代背景

与社会环境造就了器物造型文化独特的审美趣味，其

中瓷器艺术取得的成就受世人瞩目[1]。明代的瓷器制造

在中国瓷器的历史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奠定了

中国陶瓷在世界舞台的地位，更是对清代瓷器风格的发

展起到了引领作用。明代的陶瓷产地遍布全国各地，品

种也是五花八门，除了龙泉青瓷、磁州白地黑花瓷、德

化白瓷以及宜兴紫砂等，从皇宫贵族到文人士大夫再到

民间百姓无一不表露出对瓷器的喜爱[2]。 

1  明代永乐瓷器的时代面貌 

1.1  极具代表性的甜白、青花、釉里红 

陶瓷在古代的使用功能要远大于在现代，它不仅是

提供给宫廷使用的日常生活用品，而且作为祭祀器物、

赠送外宾的礼物等广泛受到统治阶级的追捧，明代永

乐、宣德、成化、嘉靖时期是陶瓷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名太宗实录·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六十》

记载着：永乐四年十月丁未，回回结牙思进玉碗，上

不受，命礼部赐钞谴还。谓尚书郑赐曰：朕朝夕所用

中国瓷器，洁素莹然，甚适于心，不必此也。况此物

今府库亦有之，但朕自不用。我们知悉明代永乐年间

国富民强，永乐皇帝表明了府库中存放着玉碗，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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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却更加喜爱用中国的瓷器，充分体现了瓷器在宫廷

之中的地位以及永乐皇帝对于本朝瓷器的自信。这里

提到的“朕朝夕所用中国瓷器”的“瓷器”根据其“洁素

莹然”的特点可以推断出是创烧于明代永乐时期的甜

白瓷，甜白瓷也称作“填白釉”，是景德镇瓷窑在此时

期的创造性产物，多为宫廷祭祀所用，甜白瓷的胎体

与青花质地较为相似具有轻薄、细腻，又因其柔雅温

和的釉面、甜白似糖的釉色被世人称赞。甜白瓷的制

作工艺颇为复杂等特点，首先需要在烧制好的瓷器上

用传统沥粉工艺在胎体上描绘出隆起的图案，然后再

填染青花色釉，接着将填好色的瓷器送入窑中进行多

次烧制才能得到上等的甜白瓷器，甜白瓷器直至清代

都还有被仿制的，足见甜白瓷器在明清时期的热度。 

永乐时期另一种地位显赫的瓷器便是“青花”了，

青花瓷器在明代洪武时期虽继承了元代青花的诸多

优点，但艺术风格的形成上稍欠火候，直到永乐和宣

德时期才迎来青花的鼎盛时代[3]。永乐青花瓷器的整

体制作水平明显得到了提高，胎体轻薄而细腻、温润

而雅致。瓷器上绘制图案的颜料也有所改进，与洪武

时期的青花相比显得更加清晰明朗，绘制的线条也更

加遒劲爽快。明代永、宣年间的釉里红瓷器与同时期

的青花瓷器相比，在艺术风格上较为统一，但其产出

的瓷器数量却很少。 

釉里红最早创烧于元代，属于釉下彩，釉里红对

于着色颜料的要求非常高，早期釉里红的着色颜料是

选用含有铁元素的呈色剂，用颜料均匀地勾勒出图

案，然后附上一层透明釉色，再放入窑中经高温还原

焰气的环境烧制而成。为了追求釉里红呈色的稳定，

工匠们在随后的烧制的过程中采用了富含铁元素的

呈色剂，含铁元素的呈色剂在呈色上较为稳定，但是

远不及之前含铜元素的呈色剂所呈现出的浓艳深幽

的效果，此时期这批呈现出“灰红色”的釉里红成为了

明代的一种特殊色彩形式的瓷器。 

1.2  缤纷的瓷器品种 

明代瓷器除了上述的甜白、青花、釉里红瓷器外，

像斗彩、五彩、素三彩等都属于官窑，他们在制作工

艺和流程上都十分讲究。 

斗彩和五彩的区别似乎是以瓷器器物造型的大

小来区分的，斗彩多以小型的器物造型为主，如酒杯、

碗碟，而五彩在颜色的使用上与斗彩大致相同，在器

物造型上既有大型器物也有小型的器物，相对于斗彩

来讲五彩的瓷器胎体相对厚重。斗彩又被称作“逗

彩”，在坯体上用颜料描绘勾勒出图案，然后施加釉

色送入窑中烧制，之后在烧制好的带图案的瓷器上继

续用多种颜料填染所需绘制之处，然后再次送入窑中

进行二次烧制，这样便可得到绘制精美的斗彩瓷器

了。斗彩、五彩、素三彩都是分别结合釉下施色和釉

上施色两种不同的施色技术烧制而成的瓷器，在烧制

的工序上也较为繁琐复杂，斗彩与五彩的出现为中国

瓷器平添了一份热闹与喜庆。素三彩是在瓷器的胎体

上用刻刀雕刻出精美的图案，然后送入窑中烧制，将

烧制好的瓷器胎体取出，在刻画的图案部分填上相应

的色彩，然后在刻画图案之外的部分填上做地的色

釉，然后再次送入窑中烧制就可以获得大方素雅的素

三彩，素三彩的出现体现了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独特的

审美和精湛的制瓷技术。 

景德镇之外其他地方的瓷器种类也呈现出丰富

多彩的样式，如龙泉青瓷、德化白瓷、宜兴紫砂等[4]。

龙泉窑主要是一些日用产品类的瓷器，明代早期，大

量的龙泉瓷器被销往域外并在域外获得好评。随着明

代海禁制度的出台，龙泉窑在产量和质量都无法达到

相应的标准，龙泉窑的发展日渐衰退。相比之下德化

的白瓷因其地理优势和质地疏软的黏土，在瓷器造像

上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又加上福建一带兴起的各种宗

教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延续了德

化白瓷的瓷器制造文化，直到今天德化的瓷器造像艺

术依旧文明于世界，现代高效率地生产模式与成熟的

技术科技将德化白瓷瓷器造像艺术的发展推向高潮。

如今像德化地区现代的瓷器加工制造厂遍布在德化

地区，在带动德化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向世

界展现了中国高超的瓷器造像水平和卓越的生产制

造技术。宜兴紫砂壶因其制作材料紫砂矿含有丰富的

铁元素，因此烧制而成的紫砂壶多呈现红褐色、紫色

和绿色，紫砂壶的制作与瓷器制作有着显著的区别，

胎体上不需要用颜料绘制图案，也不需要施加釉色，

紫砂壶在色泽上保持了泥土原本的面貌，色泽沉暗而

古朴深受文人士大夫喜爱。 

2  永乐瓷器蓬勃发展的历史背景 

明代社会对青花瓷器青睐有加，然而早期的明代

禁止民间百姓烧制青花瓷器，宫廷贵族认为青花瓷器

为皇宫贵族专属用品。但是宫廷再怎么禁止都阻拦不

住民间百姓们对青花瓷器的喜爱，民间虽然有青花瓷

器在市场上流通，但是由于宫廷在制瓷材料上的垄

断，使民间青花瓷器的质量和整体瓷器的色泽不如官

窑精致优美，只能满足最基本的使用功能[5]。从宣德

到成化，成化到嘉靖，嘉靖再到万历时期，宫廷中对

于瓷器的需求逐年增长，宫廷对烧制的瓷器的质量要

求也相当高，一些在常人看似是精品的瓷器却被宫廷

遗弃，明代皇宫对于烧制的瓷器的挑选有着一套极其

严格的标准，甚至达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基于严谨细

致的挑选标准，官窑在数量上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宫廷贵

族的需求，因此在嘉靖年间出台了“官搭民窑”的制度，

即宫廷将烧制瓷器的任务分给了民窑一部分[6-7]。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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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年间统治者对民间禁止制造青花的解禁，质量粗糙

的民间青花瓷器顿时重获新生，同时民间自由的制瓷

氛围也为中国民间瓷器的繁荣发展迎来了新的春天，

民间也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瓷器制造工匠，他们用自

己的聪明才智制造出了一批又一批精美的瓷器，甚至

有些民间工匠制造的瓷器让当时的瓷器鉴赏家也无

法鉴定其是民窑还是官窑。 

3  “台北故宫”永乐瓷展带给我们的启示 

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的典藏传世精美永

乐瓷器，器物造型优美精致、色泽柔和典雅，展出的

100 多件瓷器分为 3 组，第 1 组是“内府烧造”，主要

向观者再现明代永乐年间的精美瓷器，概括性地阐释

了永乐年间的陶瓷艺术风格；第 2 组是“对外交流”，

这组作品从瓷器的造型、颜色变化、瓷器上的图案内

容等可以窥探到瓷器是中国与外部国家沟通交流的

重要物件，瓷器上图案的变化说明在交流过程中瓷器

适应国外的环境并得到广泛的认可，文化的传播与互

动是双向的，从大批的洪武、永乐、宣德时期的瓷器

作品中，可以看出中国与西亚地区的海上贸易交流是

较为频繁的，海兽纹样、几何纹样的出现说明了瓷器

随交流产生的审美趣味的变化，此外藏传佛教文化的

传播也对瓷器的器物造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元代

和明前期常见的红釉器物中传达的佛教文化元素[3]；

第 3 组是“承袭与模仿”，此组作品呈现出明代永宣时

期的瓷器艺术在清代瓷器作品中的延续，康熙、雍正、

乾隆时期仿制的永宣时期的瓷器作品也别具特色。 

通过“台北故宫”的永乐瓷展，我们不难分析出中国

明代的审美风向标源于宫廷，造物文化在对外交流和迎

来送往的商贸中演变，同时也展现了我国传统造物文化

的一般规律是在模仿中传承、在传承中出新。这些都给

观者和当下设计师及工匠以启示，也为传统造物文化在

当代如何传承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式。 

4  继承与弘扬——以明韵茶具设计为例 

明代的瓷器文化的确在整个中国瓷器历史的发

展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严格的陶瓷制作流程与精湛

的工艺技法在明代瓷器制造业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这种诠释包含着这个明代时期的器物造型审美、中国

传统工匠精神等能代表典型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其

中瓷器文化的发展又带动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

交流，明代中国瓷器在迈向世界其他国家的过程中，

不断彰显出它独特的造物精神以及雅致的审美趣味，

引得西方国家如意大利、荷兰、伊斯兰等国家对中国

瓷器的仿制[8-9]。中国作为瓷器大国并非徒有虚名，

基于对明代永乐瓷器时代面貌与文化意涵的分析，深

感成名于明代永乐的甜白瓷除其色釉工艺特征外，其

使用瓷器功能和造型也是特点鲜明，特别是其造型线

条运用简洁流畅、形态饱满圆润，极具简朴、古雅、

含蓄内敛的品味，白色与造型也可谓内外兼备、特征

鲜明极具中国美学特色，有着悠久历史的甜白瓷完全

符合当代极简设计的审美品质。 

好的传统不仅要继承而且要发扬。基于此，笔者

汲取明代永乐甜白瓷器线形和色质的造物特征，以中

国人喜闻乐见的茶文化中的茶具为介质，尝试运用并

体现明韵传统美学设计实践，旨在致敬明代卓越的造

物文化与审美品味，并通过新设计展现出具有时代感

的中国造物文化之美[10]。当今的陶瓷制造技术与水平

也正在日益变化，陶瓷制品终究是时代里人们日常生

活中使用的器物，吸收和汲取明式瓷器中优美的造型

艺术再配以现代的陶瓷技术设计出的符合大众时代

审美与使用习惯的陶瓷器物——明韵茶具见图 1，此

茶壶造型设计采用宽腹、束颈、镶盖、圈足，继承明

代器物文化所崇尚的线条简洁、形态雍容端庄之美；

进水口设计宽阔为方便兑水；壶盖上山形钮与把手造

型设计上采用遥相呼应的手法，凸显中国人对“仁者

乐山”这一比喻的符号化视觉强调；壶把及盖钮设计

符合斟水时一手把按以方便操作；壶整体造型和与之

相匹配杯子的局部设计采用相同元素，形成视觉的统

一。新设计作品采用骨瓷工艺高温素烧和低温釉烧两

次烧制而成，质地坚实细腻且耐用，骨瓷特有的奶白

也很好地对应了甜白瓷的色，从色质上既体现了继承

又彰显了新设计器物的时代性[11]。对比当今器物造型

的时尚潮流变化，此设计作品验证了传统造物文化中

蕴涵的活力，提升了人们对传统美学在新器物设计运

用中的认知和信心。 

 

图 1  明韵茶具 
Fig.1 Ming-style tea set  

5  结语 

明代后期及清代乃至到现今，对甜白瓷、青花瓷

器的仿制现象都一直存在，这说明了中国人骨子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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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造物文化的喜爱。不能否认，仿制对传承起到了

很好的作用，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当代瓷器创新设

计敌不过仿制品的价值认识，这也说明我国当下设计

对传承和发扬没有做到很好的契合。明代中国瓷器的

发展历程让我们意识到瓷器制造与瓷器文化在中国

古代的文化社会生活中辉煌无比，中国传统手工艺和

深谙其中的造物文化的确值得人们关注，只有立足于

本民族优秀传统造物文化，再结合当代的理念和工

艺，中国的瓷器设计才能发扬光大并建立属于本土设

计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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