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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魏晋至宋金瓷瓶造型的艺术设计。方法 通过分析瓷瓶造型的演变历史进程以及代表性

瓷瓶器形特征，归纳总结出瓷瓶造型的“观物取象”和“象形取意”美学设计理念。结论 瓷瓶造型是

功能与审美和谐统一的创造。现代设计应学习与借鉴瓷器造型的形态之美，塑造出具有实用功利性与精

神超越性的器物，来满足人类对艺术与实用这两种不同功能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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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ing Art of Porcelain Vase from Wei Jin to Song Jin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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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to study the design of porcelain vase from Wei Jin to Song Jin Dynasti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porcelain bottle modeling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presentative porcelain bottle shape, the 

aesthetic design concepts of "object taking image" and "image taking meaning" of porcelain bottle modeling are summa-

rized. Porcelain bottle modeling is the creation of harmonious unity of function and aesthetics. Modern design should 

learn and draw lessons from the beauty of form of porcelain shapes with utilitarianism and the spirit of transcendence, to 

meet human demand for art and practical function of the two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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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作为中华文明不可取代的生命符号，见证了

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起源、工艺和发展完整而系统，

就如同生命的走向，历史的发展，值得深思和借鉴。

陶瓷的创造是为了日常生活的便利，即实用[1]。陶瓷

的实用性与艺术性开始是一致的，但从三国两晋时期

开始，长期的战乱使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人民四

处迁徙。由于长江流域地区经济发展较好、社会秩序

安定，为制瓷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这一时期

瓷器的转变使得陶瓷成功地在工艺转变的同时，从实

用性向实用兼具艺术欣赏价值转变[2]。有比较小部分

的瓷瓶使用价值高于艺术欣赏价值，这类瓶形大多定

型于史前新时期时代；更多价值属于陈设欣赏方面的

瓷瓶开始创新发展盛行于魏晋，到宋金时期瓷瓶器形

更是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时段的瓷瓶有利于

研究瓶形的演变意义以及启示。 

1  魏晋至宋金瓷瓶造型的演变 

陶瓷发展的历时 3000 年，它经历了由陶到瓷继

承发展的历史进程，而作为陈设瓷器的瓶，它是一种

小口大腹、造型修长并且多变的容器，最初是用来盛

放酒水等液体。属于陈设欣赏方面的瓷瓶开始创新发

展于魏晋，盛行于宋，做工精细，用料名贵，造型清

劲、简洁、秀润、潇洒，这时期的瓷瓶有利于研究瓶

形的演变意义以及启示。 

1.1  历史背景及瓷瓶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 220~581 年）是中国陶瓷

艺术发展史上的第三阶段，也是瓷器发展的第一个阶

段。这一阶段是中国制瓷工艺重要的开端时期，由之

前的制陶工艺扩充发展向制瓷工艺，其中最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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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观念方面的演变，这也是后期瓷器走向世界的主要

原因之一。这个时期的瓶形的造型特点仍大致相同，

都是小口、大腹、造型修长的容器，器形方面最大的

特点是由浑圆向修长发展。同时这也在瓶形装饰方面

增加了手柄或耳等便于提取的部分，而与造型特点相

关的纹饰的部位、图案却受到了制约。 

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瓷器艺术发展史上第二个

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南北交辉的名窑迭起，促进瓷器

的普及发展和繁荣；瓷器与普通人的生活联系更为密

切，在社会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这一时期的瓷瓶造

型开始丰富，瓶形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百姓日常生活的

用具、自然产物以及由丝绸之路引进的西域产物，产

生了早期并各具特色的经典瓶形。 

宋辽金瓷瓶发展（辽西夏金 904~1234 宋 960~ 

1279）是瓷器盛世，是瓷器艺术发展的第三个重要环

节，也是中国制瓷工业百花争艳的时期，举世闻名的

五大名窑均产生于这一时代。宋瓷的设计和工艺达到

了非常高的水准，瓷器艺术成为宋代艺术成就的主要

组成部分。到了南宋时期，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由

少数名族统领的朝代，即辽代。辽代的瓷器产地主要

在辽宁省，器具既具有明显的契丹风格，又具有独特

的名族风格和地方特点。这一时期的瓶形得到了充分

的改良，制作工艺和造型深受当时的社会心理和美学

情趣的影响。瓷瓶器形上体现为器形的质朴，不加过

多的堆饰。 

1.2  代表性瓷瓶器形特征 

魏晋时期，瓷器兴起之初，瓶形的造型特点仍大

致相同，都是小口、大腹、造型修长的容器，仅仅在

基础的造型上简单修改或添加装饰，以达到美观的效

果。从唐朝开始创新的瓶形在之后的百年甚至千年

间，形成了各式各样具有鲜明特点的瓶形种类。 

1.2.1  凤首瓶 

凤首瓶是一种古老的瓶形，最早出现于五代。它

的瓶形特点是选取中国神话神兽凤凰的造型融合进

入瓶形造型中，其盛行于唐代，造型更丰富，并于当

时传入中土的波斯文化结合，其造型和装饰上带有浓

重的异国情调。 

1.2.2  玉壶春瓶 

玉壶春瓶原本是一种酒具，虽然是一种盛酒器，

但是人们非常喜欢这样灵巧的造型，因此慢慢就成为

了陈设观赏瓶。元代时期延续它贮酒的功能，对其造

型的改变也不明显。明清时期，随着人们对生活的要

求不断提高，奢华便是当时富贵的象征。 

1.2.3  棒槌瓶 

棒槌瓶是瓶类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最早棒槌瓶

开始于隋唐时期，高度为 46 cm 左右，由于瓶身体积

较大，表面平整，合适用来作画，瓶身常用来绘制挺

拔、豪放风格的画面。其制作规范，极少变形。 

1.2.4  梅瓶 

梅瓶是中国古代瓷器中较有特点的瓶式。梅瓶的

瓶形确定较早，北宋时形成椭圆瓶身，形体修长，后

经元、明、清延续至今仍在烧制。 

1.2.5  军持 

军持的造型比较奇特，这是一种从外国传入的盛

水器，又名“君持”、“群持”、“净瓶”等。这种器形大

约在隋唐时期传入我国。军持在历时千年的发展中，

其造型因社会文化及状况的变化和审美意识的不同

有局部的变化。 

1.2.6  胆瓶 

胆瓶是瓷瓶中最经典的造型之一，胆瓶线条简洁

流畅、重心稳定、挺拔大气，适合陈放单枝长茎花草，

也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 

1.2.7  葫芦瓶 

葫芦多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子孙满堂的吉

祥意义。瓷器中的葫芦瓶，最早烧制于南宋龙泉窑，

瓶体就像一个葫芦，小口、短颈，瓶体由两截黏合而

成。从元代起造型出现了多样化。 

2  造型的美学意蕴 

2.1  从实用到艺术 

瓷瓶造型的美，在于个体瓶形的特点美，也在于

瓷瓶造型演变过程。瓷瓶造型的演变，也是有一定轨

迹的。根据历史发展的足迹，体现于瓷瓶器形本身的

变化，人类生活不是一成不变的，瓷瓶造型也是，其

对社会的适应本身就要通过器形的不断变化而体现，

在改变的过程中，却同时受着整个社会物质文明进程

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它的可见可触直观而明显[3—4]。 

从魏晋到两宋时期的瓷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以及人们需求的丰富，出现了从造型单一到多样，从

简单到复杂，从功能性到审美性的变化。就单个瓷瓶

来说，在原来的基本瓶形的基础上，又有了口、流、

肩、腹、足、座、盖、带、耳等结构的变化。不仅实

用方便，也具有观赏性。从中可以看出，瓷瓶造型在

不断演化：一是种类不断增多，瓶形走向专业画，例

如玉壶春瓶适用于做盛酒容器，而梅瓶更趋向于作为

插画用具陈设等；二是与此相关，瓷瓶逐渐超出实用

功能的目的。 

2.2  瓷瓶造型的美学设计观念 

人们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自由创作是传统艺术的
主要方式[5—7]。其主要创作模式即为在一定的可行区
域内作任意的自由发挥，围绕鲜明的中国特色元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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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创造，继承发扬，同时有取舍创新，从而获得千姿
百态、各具经典的艺术成绩。中国陶瓷的造型变化多
端而追求系列化造型，精益求精而追求各具特色，构
成独特的系列化却又纵横交错的艺术景观，对造型特色
进行精确统计是不可能的。然而，中国陶瓷造型依旧有
其基本的特色，即遵循这一领域的“美的创造”规律。 

“观物取象”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特点之一。观物
取象，顾名思义，其一即在创造的过程中，其原型的
来源不是创造者的内心，而是创造者于森罗万象的大
自然或日常生活中观察所得。其二，“观物”看的不是
“物体”所有，照搬“物”本身，而是化繁为简，取其造
型精华，从而形成观者心中之“象”。 

以上所说的“观物取象”而获得设计器物造型的
设计理念是陶瓷造型创造的第一层次，那么，“象形
取意”而获得设计器物造型的设计理念，就是陶瓷造
型创造的第二层次。“象形取意”的意思是脱离原物而
进行创造，“取意”是说创造者从大自然或日常生活中
获取了“象”，不单单要选择性地获得，在此基础上，
还要总结出其中的意蕴之美，通过自己思索加工创造
获得“物”之本源之美，这接近“外事造化，中得心源”

之说。瓷瓶造型从最先的球形到“站立”起来，可以说
是在逐渐脱离模仿“物”和“象”的束缚而带有“意”的再
创造。为了使球形器物拔高形成所需要的器形，给其
“束腰”，为使器形的造型优美，曲折起伏，出现“肩”，
加上“耳”，装上“腿”、“足”等，最终呈现美观而实用
方便的器物造型。通过直观的“象”加上重新创造的
“意”，造就了这些造型的变化。 

“观物取象”和“象形取意”，是中国陶瓷造型的主
要思维方式和普遍规律，陶瓷工匠或陶瓷艺术家在学
习发扬和设计创新时，或许并没有这样专门的理论，
但他们的创作过程无疑体现了这种精神。中国的陶瓷
造型没有走向抽象变形一脉，而是在逐步的演变中由
模拟仿效进入到象形取意阶段，既保留了其基本形
状，又创造出了无穷的新的形制。同样是瓶，但其大
体一致中有数不胜数的细微变化，蕴含各不相同的艺
术追求和韵味[8—9]。 

3  结语 

从瓷瓶的造型艺术的系统分析研究，可以得出在

一个特定的时期政治经济背景、生活形态、地域特点

和文化思想，对艺术审美以及生活用品造型演变有着

深远的影响，而由此形成的瓷瓶造型在经过时间的捶

打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瑰宝。瓷瓶造型受功能效用和审

美追求等因素的影响，它不是简单的形状设计，而是

功能与审美和谐统一的丰富内涵的创造。它的形态之

美值得学习与借鉴，尤其是在现代生活中，更多的人

运用了它的形态美塑造出具有实用功利性与精神超

越性的器物，满足了人们对艺术与实用这两种不同功

能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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