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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对大汶口原始造物文化的研究，发现其对现代设计观念、特点以及生成规律的影响。

方法 以大汶口彩陶纹饰图案为研究对象，简述美学与大汶口彩陶的发展历程，对其文化理论、彩陶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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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设计方法与传统造物文化之间的设计理念，从图案分析到设计实践，以加强当代设计作品的深度与内

涵。结果 得出彩陶纹饰中蕴含的美学特征与设计观念两个层面对当代设计的启迪与影响。结论 传统纹

饰符号具有丰富的美学意义，将有价值的资源融合在视觉传达设计方法的大量创意中的行为是对原生符

号的再设计，用原生符号提炼、丰富核心价值，传播传统造物文化的延续与创新,以满足当代设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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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Design Concept of Dawenkou Colored Pottery Decoration 

LI Shao-chen, ZHU Hong-xuan 
(Qingda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Qingdao 266033,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study and find the influences of the original creation culture of Dawenkou on concept, 
characteristics and generation law of modern design. With Dawenkou colored pottery decorative pattern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development of aesthetics and the color pottery in Dawenkou was briefly described and the aesthetic charac-
teristics contained in the colored pottery were analyzed by combing the cultural theory, the design concept of colored 
pottery decorative patterns and the aesthetic relationship. By summarizing the case studies on related colored pottery 
decorative patterns, it focused on the design concepts between modern design methods and traditional creation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evolution of decorative patterns, the analysis of examples of forms and systems, and the 
analysis of examples of modern design applications, to enhance the depth and connotation of contemporary design works 
through pattern analysis and design practice.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aesthetic features and design concepts contained in 
the painted pottery patterns have an enlightening influence on the contemporary design. Traditional decorative symbols 
are of rich aesthetic significance. The integration of valuable resources into a large number of creative ideas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is a redesign of the native symbols, to extract and enrich the core value with native symbols, con-
tinue and innovate the traditional creation culture, so as to satisfy the requirement on review and pursuit of native civili-
zation of contemporary desig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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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大汶口文化，人们便会联想到“彩陶”。1959
年在宁阳堡头大汶口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中出

土的一批彩绘陶器，证实了在距今五千年前制陶技艺

就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当时的人们已经能用土

红、赭石、白垩土、碳黑等颜色，在陶器上用直线、

斜线、弧线精细匀称地勾绘出各种规矩整齐的几何形

纹、花瓣纹、八角星纹等图案，大汶口的彩陶也成为

了山东境内制陶艺术发展的良好开端。现在已知的大

汶口彩陶装饰纹样，由于年代久远，因此在探究其纹

饰图案的美学特征及设计观念时，会显露出一些问

题。本文拟以大汶口彩陶作为研究对象，从创作的偶

然性、地缘演变的特殊意义、该时期人们具有的初步

设计意识以及对社会审美造成的影响等问题入手，对

大汶口彩陶纹饰的美学特征、设计观念以及对当今设

计产生的影响展开研究。 

1  彩陶和美学的基本概述 

美国哲学家、著名学者伊莱恩·斯卡瑞曾谈起对

“美”的理解，当美出现在人们眼前时，往往会产生

一系列想要创造延续美感的内在渴望，因此，根据美

感与实体的融合，很快将会有繁育美感的后代。这里

就表示可以用美的形式去复制美，产生其设计过程，

进而延伸出一些关于美的事物，“美”与“设计”息

息相关，密不可分。“美”在现代被定义为一个能够

引发视觉美感的主观感受，它可以用来评价事物的美

丑，而“美学”则是在这个认定美的过程中衍生出的

理解、审美、定义等，它是对“美”的文化价值和艺

术价值的进一步深化。美学的对象有很多种，如自然

美、社会美、艺术美等。 
彩陶是在红陶上施彩绘，主要是红彩和黑彩，还

有先施白色陶衣的。大汶口彩陶的出现，体现了大汶

口原始人类审美能力的提升。在《设计之美》这本书

中，杰弗雷·米勒认为古代有种彩绘形式是在人体上

进行绘画， 初意图是一种吸引繁殖伙伴的方式，就

如大自然中雄孔雀通过开屏展示魅力吸引雌孔雀的

注意是一个道理，因此在进化学意义上，人们更愿意

与长相美丽的人在一起，这是一种生存优势，也是艺

术的特征[1]。对于陶器的审美也是一样的，随着社会

的不断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简单地使用陶器，对于

陶器审美的体验层次需求逐渐升高，越来越多的彩陶

以富有意义的图案和独具风格的构图特征出现，并吸

引了人们的注意，逐渐在我国陶器发展史上占据了重

要地位。通过在器物上彩绘线条、图案花纹的方式来

体现社会生活与自然现象，从而凸显其观赏价值与艺

术风格。大汶口彩陶中描绘的写实形象较少，主要是

通过抽象线条构成或简或繁的造型来诠释中华民族

祖先强大的智慧和创造力，为后世研究原始艺术和可

移动文物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2  彩陶纹饰图案的设计观念与美学的关系 

2.1  彩陶纹饰图案设计体现出的自然观 

“自然美学”是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从大自

然的一切事物中获取美的启发。从发生学层面理解，

人类对自然中图案的认知体现在模仿上，也就是李砚

祖先生提出的，自然是一切美术形态的范例与本相。

大汶口时期的人类主要生活在黄河下游和泰山周边

地区，以及山东中南部和江苏淮北一带。从地理条件

上说，这些地方环境适宜，有天然充沛的水流以及相

对肥沃的泥土，因此使这里成为当时重要的集聚地，

这也促使先民不断地认识自然中的美。陶器诞生的

初意图是让人们生活的更便捷，它 基本的用途就是

作为人们贮存的容器。彩陶作为陶器的“美化”版，

它的发展与原始造物理念的形成相契合，设计的本源

是能够为社会和个人创造有用的精神和物质价值，而

生活环境因素是影响彩陶纹饰第一要素。在中国传统

的审美意识中，就非常崇拜自然带来的一切。庄子曾

讲，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李砚祖教授认为，自然是

优秀的设计者，自然形态是设计造型的本来面目。大

汶口时期的彩陶纹饰大多是来自大自然中植物花草、

天象、水纹的纹络，将它们作为一种艺术元素添加其中。 
因此，原始社会的人类在施彩过程中的灵感并不

是随意的模仿或者绘画，而是原始先民对于自然的热

爱和重现。他们执着于自然，例如，他们认为在彩陶

等器皿中刻画上类似于农作物的图案，来年就会丰

收。对编织器、竹器等纹理的复刻， 早源于对生活

工具使用的惯性，人们认为旧工具替换为新工具这个

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将纹理线条刻画在陶

器的器壁之上，形成彩陶装饰，这是对旧工具功能的

有意识传承，这是由内容到元素的形成过程，也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这些行为是大汶口时期先民们有意识

的思考过程，是这个时代造物思维的折射。彩陶中的

纹饰图案就如同连接传统文化与自然美学的桥梁，它

作为一个传播艺术和生活的载体，呈现了这个地域独

有的文化特色和造物美学特征。 

2.2  彩陶纹饰图案设计体现出的社会美学观念 

金惠敏先生曾就“社会美学”提出过一种观点，

社会即美学，美学即社会，两者一也。有些彩陶具有

强烈的宗教祭祀性质，当社会进一步发展时，它们又

与礼制完美融合，这使社会美学的理念更具体地彰显

此时期明确的社会意义。设计活动每一次的飞跃发展

都与社会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汶口彩陶纹饰

在这一阶段的特征变得尤为显著。如在首领统治时

期、自我意识产生时期以及风俗和美感的初步形成时

期都对纹饰图案的形成与变化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彩陶的发展与壮大，对应着人在社会中的需求感、阶

级感和美感，具有鲜明的社会功能及伦理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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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族群首领的统治权威与需求感的体现 

大汶口时期是史前文明从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
社会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经历了氏族的合并与分
解，也从人人平等走向了社会分层。事实上，不管是
处于哪个时期的人类都试图创造一个精神和物质并
存的世界，这是一种本质的需求。一个族群的首领想
要控制自己的氏族，就会有目的地发展一系列可加强
其统治权威的活动、工具以及图腾纹样，用来彰显主
人的身份地位，这都象征着权利和尊严。例如大汶口
标志性图案“日月山”，田昌五先生解释为“昊”字，
代表了一种族徽，将图案彩绘在陶器上，既蕴含着权
威性又带有某种程度的艺术美感，这是一个氏族首领
统治的手段。英国的罗伯特·克雷曾提出，人类生活
在带有一定特殊文化和习惯的社会中，每一阶段都有
自己独特的象征和文化符号[1]。此阶段把统治的需求
通过符号体现在社会环境的过程中，逐渐深化了社会
因素与彩陶文化的设计观念，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人伦
准则。在彩陶纹饰的制作中体现了因人类需求而产生
的美学特征，这种与人类需求相关的社会美就成为此
时期设计观念的特点，并展现出与自然美不同的认知
思想。 

2.2.2  自我意识的产生与阶级感的体现 

大汶口文化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在这段发展历程

中，氏族中出现了个人意识，对自我财富也有了更高

的追求，族群内部贫富差距明显，其阶级感愈演愈烈[2]。

如遗址中 2005 号墓，其陪葬品数量相当丰富，就连

墓中的儿童塑像，围绕在周围的陶制品都是造型精

美、纹饰种类丰富。而被压迫、剥削的社会底层人群

使用的陶器就没有如此精美的彩陶制品，大多是质量

差且无多余纹饰的器皿，这体现了当时已经出现的阶

级性。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地位阶级越高，器皿的纹

饰、精美程度、种类数量则越高，正如著名哲学家李

泽厚所讲，在原始社会时期，器皿的造型、纹样不止

起到点缀的作用，而是部落阶层之间共有物质文化的

一种体现。这就说明当时的人们对私有物品的占有欲

以及自我意识已逐渐体现在彩陶的设计中，将它们

大程度的物态化。 

2.2.3  社会风俗与美感的体现 

彩陶文化在大汶口时期表现出了特有的风俗性
与审美性共存的社会美学特征，这是原始人类在长期
造物过程中所累积得到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
风俗则可表现在社会的诸多方面，譬如春祭、夏捕、
秋收、冬守等，风俗的延续要用带有特殊涵义的文字
或图形作为基底去宣扬。通过符号的表达，将他们对
社会的认知转化成审美意识并体现于彩陶之中，这就
是随着社会发展而演进的设计思维。根据审美的差
异，会在陶器中刻有不同的纹路形态，虽然这些纹样
是通过种种缘由演变而来，作为一种记录习俗的图腾
或标志存在，但是归根结底，这些图案在当时都得到

了人们的喜爱，具有一定的社会共认美感，并因袭相
承、依次演化，一代代流传，如菱形格纹、波折纹、
划纹、弦纹等。英国艺术批评学家克里夫·贝尔认为，
所有标榜构建在客观事物基础之上的审美都是荒谬
的。这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可以有
自己的审美体验，这时的礼制文化没有青铜时期的严
肃，整体风格还都是轻松活泼的，如在野店遗址出土
的彩陶各类纹样，不同图案、不同风俗面貌造就了不
一样的美感，但它们都生动自然地展现了人类追求审
美的生活情趣。通过个体不同的审美来彩绘，展示出
原始人类的精神世界，这是技艺与社会美学的完美碰
撞。在原始文化中，这类图案与符号，无论从学术价
值、艺术价值还是文化价值上看，都是弥足珍贵的。 

3  纹饰特质在设计语义中的提炼与应用 

艺术家孙甲平认为，一个时代、一件艺术品或工
艺品它真正的价值，就是运用传统符号，形成自己独
有的符号，有自己艺术符号精神的艺术标记，这样的
创作才有它的个性。余隋怀教授在《从文物看中华文
明和创新精神》中也提到，原始文明之间的文化从图
案构成角度看具有差异性，是独立的一个文化类型。
因此，大汶口彩陶的美学特征与设计理念以纹饰为纽
带，它们展现了那个时代的设计意义，是为现代输送
设计形式的介质[3-4]。 

3.1  半月纹 

半月纹主要应用在盛食器彩陶钵的腹部，是用线
性图案分割而成，神似半月形的纹饰，图案由简单到
繁缛，循环往复地施彩绘，形似月食运行的整个推进
过程。古老的民族对“月”充满了崇拜、依赖和敬畏
感，人们乐衷于将日月星辰等天象形状收集起来，并
作为彩陶绘制过程中的重要纹样。以“月”形纹样为
主刻画在器皿之中，可从中找寻其演变规律。首先，
在历史上，人们对于“日、月食”这样的天象十分关
注，《汉书·天文志》云，日不蚀朔，月不蚀望。古人
认为，日食月食是天域发生的侵蚀天象。彩陶钵纹饰
形态演变见图 1。从图 1a 来看，月亮从出现阴影至
完全暴露再到被遮盖，呈循环状。在画面设计上古人
知晓重叠色块会使原先已有的图形出现被覆盖的风
险，于是聪明地使用了有色彩差异的块面来表现新增
的变化。另外，在图 1a 的（4）中，能明显看出此时
的月亮运转已经出现全貌，这是 吉利的象征，古老
的造物者将它置于视觉的中心点，足以证明圆月的地
位性。此外，还有另一则说法，即远古时期的望月方
式除了仰月，便是从水面俯视月亮的倒影，水中映月
会让月亮一分为二，呈现双月的形象特征，而图中勾
勒的白边成为月亮倒映出来的波光，图 1b 中的（1）
位置则正好是路面与水面的分界线。此外，主图案蕴
含了“双”的对称含义，彩陶钵作为盛食器，有着希
望带来充足的食物的隐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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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彩陶钵纹饰形态演变 
Fig.1  Evolution of decorative pattern of colored pottery bowl 

 
大汶口彩陶上的纹饰造型为现代设计提供了有

益的参考。在现代设计领域内，Jerome&Zimmerman
为 Feroz 提供的 VI 设计方案也是运用了大汶口时期

的分割、点线面组合的创意手法，赋予了传统符号新

的寓意，这不是简单的临摹和复制外观，在此 VI 设

计中的应用例析见图 2。现代绘制月象的手法是两圆

交叠，取分割的图形，月象形制方式见图 3。香港

K11 月饼包装设计中，设计师巧妙地运用月圆月缺的

设计概念，通过月相的变化提炼出具有代表性的月亮

阶段元素，这种包装设计形式模仿了月亮从新月到满

月的运动进程，经过重复、平铺、有秩序的排列等艺

术表现形式带给消费者产品视觉与体验的双重感受，

见图 4。此外，在一些字母负空间的设计上，半月纹、

月相也有所融合体现，见图 5，从设计概念到实现，

过程都十分简洁明晰，将月亮运行的阶段变化通过调

整字母的重叠角度来达到月亮各异的形状特征，这种

表现手法通常在标志设计领域中体现，这也是通过不

断地实践探索从而归结出的美学设计方式。 

 
 

设计方案推拉展示图 
 

图 2  现代设计的应用例析 
Fig.2  Application examples of modern design 

 

 
 

图 3  月象形制方式 
Fig.3  Shape system of moon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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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云雷纹 

云雷纹彩陶釜见图 6，其 鲜明的特征就是云雷

纹，在运用纹饰的同时考虑了构图形式以及视觉舒适

度，讲究纹饰的均衡统一、对称点缀，纹饰线条清晰

不杂乱，图形围器一周，让观者有“步步移、面面看”

的感觉，这与中国园林景观和水墨画的审美形式标准

相似。相关学者也对云雷纹有过探索，认为它来源于

蛇纹，反映崇蛇观念，彩陶釜纹饰形态演变见图 7。

而在本文中，笔者认为针对大汶口出土的这件器皿绘

云雷纹的目的可总结为以下两点。其一是源于汶河西

流的水折纹。大汶口文化得益于大汶河奔流西去的河

水滋养，关于汶河西流，姚鼐曾记载过，泰山之阳，

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而辛弃疾在《菩萨蛮·书
江西造口壁》中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自古

以来境内的河流都是“百川东入海”，而大汶河受地

势成因影响，流经这一区域的水流出现折流的情况，

成为中国唯一一条向西倒流的河流。古老的汶河不仅

灌溉两岸田地，而且提供制陶使用的砂资源，因此大

汶口人将象征蜿蜒回折水纹的式样刻画在陶器中也

不难理解了。其二，云雷纹顾名思义，脱胎于云纹雷

纹。历史上不同国家对此纹饰有不同的称谓，在希腊

称为“回”纹，在中国却有“云雷”纹的叫法，一般

圆形转折的为云纹，方形转折的为雷纹，云纹流动飘

逸，而雷纹展现震慑力，驱雷策电比喻神通广大，两

者合一更能映射刚柔并济的视觉效果。从图 7b 中可

看到云雷纹的演变过程由 初的云纹逐渐过渡为现

在棱角分明的云雷纹，具有明显的承继关系。 
从设计的视角看，原研哉认为时代的向前发展，

并不一定就代表文明的进步，人们的立足之处是过去

与未来的夹缝之间。在人们转身之时一样会看到悠久

的历史为人们积累的雄厚资源[5]。就如法国著名品牌

纪梵希的标志设计就通过四个“G”的变形组合，确

立了自身的存在形式，形似远古文化中的云雷纹，在

有限的空间、元素之下，利用组合、旋转的形式，呈

现出交错、动感的状态。这就是利用在原生文化中找

寻到的灵感，来启迪现代设计，纪梵希标志见图 8。

南京博物院标志的主体形象也是在依据“南”、“中”

字形的基础上运用与云雷纹（回纹）的结合来呈现的，

以此来展现文化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以及南京博物

院的内蕴，南京博物院标志见图 9。 

3.3  花瓣纹 

大汶口纹样题材大多源于自然生活，多见于花瓣

等植物纹样。花瓣纹彩陶罐纹饰形态例析见图 10，

这件花瓣纹彩陶罐用点、线、面组合而成的花朵形态

连续铺满器身，整体图案相互关联，体现“共生”的

艺术特征。在推演纹饰形成的过程中，单一叶瓣元素

既是左边图形的花瓣，又是右边图形的花瓣（见图

10a）。古人早已学会现在常说的“共生技术”，类似 

 
 

图 4  香港 K11 月饼包装设计 
Fig.4  Packaging design of Hong Kong K11 moon cake  

 

 
 

图 5  字母负空间和月亮阶段的组合 
Fig.5  A combination of negative space and the moon phase 

 

 
 

图 6  云雷纹彩陶釜 
Fig.6  Yunlei colored pottery kettle       

 

  
a 

 
b               
 

图 7  彩陶釜纹饰形态演变 
Fig.7  Evolution of decorative patterns of colored pottery kettle 



360 包 装 工 程 2020 年 7 月 

  
 

图 8  纪梵希标志 
Fig.8  Givenchy logo 

 

图 9  南京博物院标志 
Fig.9  Logo of Nanjing 

Museum 
 

    
 

图 10  彩陶罐纹饰形态例析 
Fig.10  Analysis on patterns of decorative 

patterns of colored pottery pots 
 

 
 

仰韶文化猪面纹彩陶壶 
（共生理念） 

 

莫高窟三兔图 
（共生理念） 

 

图 11  共生技术形制例析 
Fig.11  An shape example of symbiotic technology 

 

 
 

图 12  彩陶罐纹饰形态演变 
Fig.12  Pattern evolution of decorative patterns  

of colored pottery pots 

的“共生技术”的运用可参考莫高窟的“三兔图”、

仰韶文化猪面纹彩陶壶，见图 11。他们巧妙地借用

元素，使器皿上的花瓣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类似季

节交替，有十分鲜明的时间特质[6]。从有史可查的资

料中发现，有一些花瓣纹彩陶钵中都使用了“点”纹

进行图案与图案之间的连接，这对研究花瓣纹彩陶罐

提供了启发。此罐中纹饰的推演进程应是先在器物之

上描绘有规律的“点”状图形，这些“点”的构图方

式呈三角稳定感，而且整体“点”出现的位置在罐子

的居中部位，给人呈现平稳、集中力强的视觉效果。

此外，将这些“点”分布的位置用虚线相连，能清晰

看出这些倾斜的角度可以打破呆板的感觉，让画面更

具冲击力和张力。然后从绘制的“点”状图案上进行

线条的绘制， 后从整体线描基础上进行底色的平

涂。陶罐纹饰形态演变见图 12。 
在类似花瓣纹“共生技术”的应用上，《五子十

童图》也体现了这个有趣的现象，见图 13；设计大

师福田繁雄更是将他的多幅招贴同样以此类原理呈

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视觉效果，通过图案

元素的拼接、调整、整合成错视的互生互存的关系，

见图 14。这就很好地证明了远古文明给予现代设计

无穷的启发，当代设计师要立足于原生文化的设计理

念，注重融合，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华夏文明[7]。 

3.4  八角星纹 

八角星纹彩陶豆堪称是大汶口文化的标志性器

物，其身覆盖褐红色陶衣，用白彩绘制了沿其一周的 
八角星状的图案，赋予整个画面无限扩展的空间感。

这些通过变形后的几何图形，相关学者对其解释为光

芒四射的太阳、无边无际的天空、熠熠生辉的星星或

者是 早的用于观察时辰的八卦图。对于这个带有某

种意义的符号，本文也对其进行了纹饰形态的分演过

程。彩陶豆纹饰形态演变见图 15，首先从“天圆地 
方”角度看，将外面的轮廓看作是太阳的光辉，里面
的方形寓意大地，后经过时间的推移与审美的改变，
图形的组合方式也会随之变化（见图 15 中的 a1—a3），
毕竟美的概念会随着不同时代、地点、人们不同的价
值观而改变[4]。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提到，这些
美丽的图纹，都是由具象的物体逐渐抽象和几何化
的，这是一个从内容 终沉淀到外部形式的过程。从

早的字符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震
中教授认为，大汶口文化上陶器刻划的符号与后来的
甲骨文系统是可以联系起来的，都是由图画来模拟现
实中要表达的内容，将它变为符号的形式。 初的甲
骨文体现的是一幅幅由图画元素组成的符号，随着不
断演变，才形成现在人们熟知的字体模样。在大汶口
彩陶上的这些符号用 少的笔画来明确表达意图[8]，
就如图 15 中的 b1—b4，古人喜用俯视、平面的角度
去塑造纹样，也就是现代所说的“扁平化”，具有一
定的识别特征。这里的图形分解由“田地”、“山”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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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五子十童图》 
Fig.13  “Five or ten children” 

 
图 14  福田繁雄招贴 

Fig.14  Shigeo Fukuda poster
 

 
 

图 15  彩陶豆纹饰形态演变 
Fig.15  Pattern evolution of decorative  

patterns of colored pottery beans 
 

表 1 “田”、“山”的文字演变 
Tab.1  Text evolution of “tian” and “shan” 

 
 

成，元素都取自它们的象形特质，“田”、“山”的文
字演变见表 1。经过简化、组合为图 15 中 b3 的形式，
至于大汶口人为何这样组合，这里有一个假说，说这
是因为大汶口地区有田有山，可以通过农业自给自
足，在八角星纹彩陶豆中还有一个细节可证明此观
点，就是位于器皿支柱上类似“粟”的纹饰，从精神
层面上讲，以“山”、“地”、“粟”绘于器皿之上，这
已能深刻反映出民生问题，彩陶豆纹饰形态演变（粟
纹形制）见图 16。古人一步步简化，是为了能够快
速地表达，应用才是促进它改变的重要因素。 

 
 

图 16  彩陶豆纹饰形态演变（粟纹形制） 
Fig.16  Evolution of decorative patterns of 

colored pottery cups (corn-shaped) 
 

 
 

图 17  Jian Chao Bai 的创意字体 
Fig.17  Creative fonts of Jian Chao Bai 

 
在现代设计中，部分字体的演变规律与大汶口时

期长期造物实践中沉淀下来的图形符号有着密切关

联[9]。语言学家周有光认为 早创造文字的方式就是

画图，现在被称之“表形”[10]，古时的符号虽然不能

记录全部需要用语言表达的事件，但是语言中的主

要信息都已被凝聚到这些符号之中。譬如中国设计

师 Jian Chao Bai 的创意字体，见图 17，呈现的一系

列回归远古时期的象形美学设计，将原本循规蹈矩

的字形或添加元素或去除笔画，同时改变粗细、弯

度、大小，以此获得丰富、灵动的“表形”特征。

在构型方面，虽然变化了原本的造型，但是依然保

留如图像般的象形元素，令其语义了然于目。在现代

的字体设计中也讲究“以形表意、提炼综合”，形成

大道至简的终极真理，这与大汶口纹饰的设计理念不

谋而合。 

4  结语 

大汶口时期的彩陶纹饰图案展现了原始社会对

于进步和发展的渴望。特别在生活背景与阶级意识出

现后，彩陶纹饰中蕴含了更多的设计与美学特征。彩

陶纹饰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装饰特点体现了先民的意

识形态、生命崇拜和信仰。通过对原始彩陶纹饰的案

例进行形态演变分析，将这些原始符号通过现代设计

方式进行提炼，在现代设计作品中能传承和应用传统

纹饰，原生符号在其中得到了凝练，设计也因原生符

号的存在而被赋予了更深刻的美学含义。这对于现代

设计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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