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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马家浜文化造物理念，在此基础上探究产品创新设计的一种新方法，并研究马家浜文

化造物理念对于现代茶具设计的价值。方法 以马家浜文化中主要陶器的形态特征及其内在属性作为切

入点，通过研究马家浜文化造物理念，构建一种适用于现代产品创新设计的多边形造物法则，并结合具

体的现代茶具设计实践，对多边形造物法则及马家浜文化造物理念进行深入解析与验证。清晰的诠释了

马家浜文化造物理念，同时对多边形造物法则的特征、原理及运用方法进行详细的解析。结论 马家浜

文化造物理念对于现代茶具设计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多边形造物法则对于产品的创新设计具

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能更直观、更清晰地理解造物逻辑关系，提升创新设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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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Tea Set Design Based on the Creation Concept of Ma-jia-bang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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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iaxing University, Jiaxing 314001, China; 2.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44,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creation concept of Ma-jia-bang culture, explore a new method of product 
innovation design, and study the value of the creation concept of Ma-jia-bang culture for modern tea set design.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trinsic attributes of the main pottery in Ma-jia-bang culture were taken as the break-
through point. Through the study of Ma-jia-bang cultural creation concept, a polygonal creation thought which was suit-
able for modern product innovation design was constructed to deeply analyze and verify the polygonal creation thought 
and the Ma-jia-bang culture creation concept combined with the concrete design practice of modern tea sets. It clearly in-
terpreted the creation concept of Ma-jia-bang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the characteristics,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method of polygon creation thought were analyzed in detail. The creation concept of Ma-jia-bang culture is of great theo-
retical value for the design and innovation of modern tea set. Polygon creation thought has a good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innovation and design of products, which can clarify the creation logic more intuitively and improve the design effi-
ciency. 
KEY WORDS: Ma-jia-bang culture; creation concept; tea set design. 

马家浜文化始于六千多年前，活跃于包括浙北、

苏南及上海全境的环太湖流域，是组成中国传统文化

的重要部分，也是江南文化的起源之一，属于长江下

游的新石器文化，因嘉兴马家浜遗址的发掘而闻名于

世。马家浜文化的发现和确立，证明了环太湖流域的

新石器时代文明源远流长，极具鲜明的地域文化特

色，已成为环太湖流域史前社会文化演变进程研究中

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1]。陶器设计制作是马家浜文化

闪耀的部分，是我国人类社会发展史上 早的造物

活动之一，也是进入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它承载

了超越使用功能之外的制作技艺、审美情趣等造物信

息密码。随着社会历史发展和时代不断变迁，这些造

物信息逐渐脱离实用功能，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精神

意识的造物文化[2]。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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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足，在产品设计制造中越来越青睐中国传统造物文

化，而茶具是传承中国传统造物文化 优良的载体，

具有不可估量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不仅体现了身

处历史中的人们对于符合其时代美的渴望和追求，同

时也映衬了人们的修养、情趣及为人之道等精神内涵。 

1  马家浜文化造物理念 

马家浜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组成部分，它的造物很

早就受到国内众多学者们的关注。季红[3]论述了马家

浜陶器的审美特征；复旦大学马晓光[4]研究马家浜文

化晚期陶鼎的兴起及其影响；韩潇[5]对马家浜文化中

的崧泽文化时期的豆、杯、壶进行深入研究等。总体

而言，马家浜文化造物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吸引了大

量的学者从各个维度进行分析研究。然而对马家浜文

化造物理念及造物原则的研究却没有受到重视，结合

实际造物设计活动来看，马家浜文化造物理念非常重

要，是值得深入探讨研究的。 

1.1  马家浜文化及其造物形态的内在联系 

马家浜文化处在新石器时代的开端，正是劳动工

具和生活用具大爆发的时代，在器物的形态塑造中反

映了时代特征。伴随着农业及畜牧业的出现，马家浜

原始居民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达到了相对富足的生

活状态，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推敲和研磨常用

的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具等，并且渐渐地形成了有组

织、有计划的造物活动。从出土的文物研究中发现，

马家浜陶器存在的种类非常繁多且数量巨大，但由于

当时造物条件简陋，几乎所有的陶器都是用手捏制、

拍打而成型的，只有极少部分会用慢速的轮盘进行拉

胚修整，导致马家浜文化中的陶器表面平整度较低，

形态自由奔放，每一个陶器都是独一无二的。 
人类造物活动的历史一直都伴随着美的发生和

发展演变，马家浜文化中的造物者们同样也是按照自

身的审美法则来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造物活动。从出

土的陶器来看，马家浜文化时期已经萌生出对称、均

衡、协调、律变等符合中国传统审美的造物原则，表

明那个时代已经初步掌握了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些基

本特征[3]。据研究推测，这些传统美学特征的形成可

能是马家浜文化时期生产技术落后造成的，马家浜原 
 

住居民们对于难以完成的对称、均衡等相对复杂形

态，充满神秘感、敬畏心及崇拜之情，导致在造物活

动中，在满足必要的实用功能之外，加入了一些美学

形态特征，从而提升对精神世界的追求。 

1.2  崇尚人文精神 

马家浜陶器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是无可替代的，陶

器以多样的造型元素和独具匠心的制作风格展现了

那个时代人们开天辟地，排除艰险，对美好生活充满

期望的历史原型。马家浜陶器是原始时期 具创造活

力的造物行为，是造物者们对于长久以来生活的总结

与提炼，是对其周围事物的抽象认知及表达，也是对

未来美好生活的祈愿与祝福。文化不是物质形态的信

息，而是一种主观意识的存在，但是可以通过物质形

态去感知和体会[6]，在马家浜陶器研究中，可以看到

一些以动物为造型元素的陶器，这些独特形态展示了

当时人们生活环境及意识形态，见图 1，通过这些陶

器形态可以触及马家浜文化中的动物崇拜，以及人神

合一的巫术活动。例如，白陶豆器物表面有凸起的弦

纹、勾连、月牙等纹理组合而成，类似饕餮纹样的图

案。支座压印兽面纹，两眼凸起，嘴成扁宽型，普遍

认为是一种神兽，可能与巫术活动有关[7]。 

1.3  注重功能和使用方式 

从马家浜出土陶器的数量及质量来看，生活在该

文化流域的原始居民在陶器造物工艺上达到了相当

高的水平。马家浜陶器不仅使用功能完善，而且局部

细节制作非常细致，具备较好的人性化特征。马家浜

出土的陶罐主要用来存储食物，见图 2，首先要满足

的是它的实用功能，在陶罐造型中，罐体腹部往外扩

张，比较膨大，接近于圆球体的形态，增大储存的空

间。罐体端口处形态外扩，颈部略微收缩，方便物品

的置入。同时，颈口收窄的造型能够一定程度上隔绝

其与空气的接触面积，延长食物的腐烂过程。 
马家浜出土的陶豆，见图 3，是常用的饮器，在

造物过程中充分考虑人在使用过程中的好用性和易

用性。陶豆端口平面往外敞开，且水平方向斜度偏小，

方便人在饮用时大口喝水，适合粗放豪迈的生活习

性。在侧面形态塑造中，考虑到人们端起饮器饮水时

的姿态，在饮器腰身位置的形态设计得比较纤细，方 

 

       
 

图 1  马家浜造物形态认知 
Fig.1  Morphological cognition of Ma-jia-bang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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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马家浜陶罐工艺形态分析 
Fig.2  Technological form analysis of Ma-jia-bang pottery tank 

 

   
 

图 3  马家浜陶豆及其工艺形态分析 
Fig.3  Ma-jia-bang pottery cup and its  

technological form analysis 
 

 
 

图 4  多边形造物法则 
Fig.4  Polygon creation rule 

 

 
 

图 5  层级情感特征 
Fig.5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at each level 

 
便使用时手的拿捏。陶豆整体造型均衡合理、对称圆

满，以及科学的组织结构关系，充分展示了马家浜文

化中的原始居民对器物长期使用而积累起来的形态

把握以及对人性化因素的掌控已经初步形成系统，并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不断传承，更新迭代，逐渐形成

现代社会下的“人—物—环境”三者之间的人机体系。 

1.4  取于自然，归于自然 

马家浜陶器制作以黏土与砂石作为主要原料。据

考证可知，新石器时代时期，该地区温暖湿润，黏土

和砂石非常容易取得，马家浜原始居民们就地取材，

从他们村落附近取得制作陶器的原料。到后期，会加

入一些兽骨，树枝等加强陶器的牢固度。而当使用的

陶器损坏或者丢弃后，又能够分解还原，回归自然。

在陶器的制作和烧制过程中有特定的祈祷仪式，这种

对于自然的崇拜和敬畏，让他们尊重自然，感恩自然，

是中国传统造物思想中“天人合一”生态观的萌芽。 

2  多边形造物法则探究 

2.1  马家浜文化造物理念的延伸       

马家浜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之一，其陶器

造物也是中国历史上 早造物活动之一，由其造物理

念不断演变、进化，形成了中国传统造物思想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已有的关于中国传统造物思想研究中，

对造物的需求要素有相关论述，基于中国传统造物思

想及马家浜文化陶器的分析研究，将造物主要需求要

素划分为审美、人文、功能、人机及自然和谐五个要

素[8-11]。审美要素包含造型美、结构美、质地美等狭

义上的美；人文要素包含的是礼仪文化、宗教信仰、

习俗人情等；功能指的是使用性及实用性创新；人机

包含传统意义上的人与器械上的关系，也包含使用方 
式及操作体验等；自然和谐则指生态环保及可持续发

展等。而造物活动中设计要素有明显的主次之分，几

乎不会将要素列为同等重要。例如，在前文论述的马

家浜陶罐注重的是功能，其次是审美；陶豆注重的是

使用方式，其次是功能；而与巫术活动有关的陶器注

重的则是人文，功能却是其次，因此，在造物活动中，

不同产品类别对不同设计要素的需求重要程度是不

一样的。多边形造物法则就是依据造物过程中的不同

需求，合理规划设计要素的主次关系，能够更方便、

更直观地了解创造物的预期属性，就像是一张蓝图，

指导造物活动过程的有序进行，同时对预期的创造物

进行类别与属性的鉴定。 

2.2  多边形造物法则特征 

任何创造性活动都基于前期的组织规划而有序

推进，而这种规划决定了创造物的基本属性。多边形

造物法则就是造物的设计规划方法，将造物的要素进

行均衡排列，见图 4，审美、人文、功能、人机及自

然和谐五个要素分别排列在多边形的顶点位置，而多

边形内根据造物需求要素的重要程度进行层级划分，

分为六个层级，由外到内分别代表了非常重要、重要、

较重要、一般、不重要、不需要。每个层级都具有特

定的情感解释，见图 5，非常重要层级的特征为激动；

重要层级的特征为愉悦；较重要层级的特征为肯定；

一般层级的特征为平淡；不重要层级的特征为遗憾；

不需要层级的特征为厌恶。不同层级的情感特征可以

在设计交流中更准确地表达设计要素的需求程度，准

确达到既定设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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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多边形造物法则原理解析 

基于这个多边形造物法则，可以在前期设计规划

或者和设计师沟通交流的过程中，直观地确定各个设

计要素的层级，明确造物设计指向性。同时能够对造

物活动过程中的具体事宜进行指导。设计要素的不同

层级决定了创造物的基本属性变化，也决定了创造物

的类别，见图 6，是五个设计要素重要层级的极端规

划，分别代表了五种不同的产品种类，同时也确定了

产品的主要作用，若审美要素的层级非常重要，而其

他四个设计要素层级是不重要的，那么该预期的创造

物则是一个纯粹的工艺展示品，展示时代的审美特征。 
当然随着多边形造物法则中设计要素层级的变

化，预期产品的属性及类别也在发生改变，见图 7，

左边是纯粹的艺术品，然而随着审美要素层级降为重

要，而功能要素层级提升为非常重要，该多边形代表

的预期产品则可能是有功能创新的时尚产品，而在

右边随着人文要素层级提升为非常重要，功能要素层

级降为一般，规划的创造物则可能是符合时代审美需

求的文化产品。 

2.4  多边形造物法则的价值 

多边形造物法则是一种设计创新方法，在设计造

物过程中寻求创新机遇，同时根据确定设计要素规划

设计造物的蓝图，更好地组织产品创新设计过程，确

定产品设计重心，明确设计造物指向性。在现今设计

风格多样的时代背景下，产品设计要素变得越来越繁

杂多样，对产品设计的范畴越来越模糊，人们急需要

一种能够简单明了进行设计沟通与交流，并指导设计

过程的方法，因此多边形造物法则的提出变得恰逢 
其时。 

3  现代茶具设计实践 

现代茶具设计，应合理传承千百年来人们在创造

活动中的造物思想，在这个基础上去创新和发展。社

会文化的继承使得现代茶具设计的审美取向，无法脱

离传统文化及观念带来的影响[12]。只有传承优秀的造

物文化，结合现代制造技术，才能创造出蕴含中国文

化的优良作品。 
依据马家浜文化造物理念及原则，现代茶具设计

过程中，首先基于多边形造物法则，确定各设计要素

的层级关系。经过前期设计调研，茶具是中国传统文

化的载体，中国人饮茶更多的是品味饮茶文化，映衬

生活哲学，因此，在现代茶具的设计中要将人文要素

作为非常重要层级进行设计。因为泡茶、饮茶的过程

具有一定的仪式感，且需要人来操作，符合人操作行

为习惯是现代茶具设计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所以要

将人机要素作为重要层级来进行设计。具有时代审美

特征是现代茶具设计的必要前提，可以将其放在较重

要层级。由于现代茶具功能已经相对完善，从功能创

新维度出发进行设计变得不太重要，所以在设计过程

中将功能创新要素层级设定为不太重要。经过归纳总

结，可以得出现代茶具设计的多边形造物法则过程，

见图 8，体现的是一款蕴含人文内涵，符合人机关系，

具有时代审美特征的现代茶具设计。 
确定好茶具设计的多边形蓝图之后，可以着手进

行具体的设计实践。在人文内涵的具体设计中，依据

马家浜文化崇尚人文的造物理念，将茶文化加入到具

体的设计之中，采用瓷木组合[13]，木纹的含蓄之美及

它对时间的暗喻能够映射出静心寡欲的品茶之道。木

纹纹路清晰，色泽淡雅，与壶身的奶白色相互呼应，

营造出一种温馨、自然的饮茶氛围。壶把上部分采用 
 

 
 

图 6  多边形造物法则与产品类别关系 
Fig.6  Polygonal rule of creation in relation to product categories 

 

 
 

图 7  设计要素层级的转变 
Fig.7  Change in the level of design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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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现代茶具设计的多边形造物过程 
Fig.8  Polygonal creation process of modern tea set design 

 

 
 

图 9  茶具设计形态演变 
Fig.9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of tea set design 

 
高山形态进行造型设计，其结构及形态与壶身完美融

合，暗喻了“高山流水”的典故，衬托出饮茶交友的

生活哲学，符合前期的多边形造物法则中人文要素非

常重要的层级规划，同时与马家浜文化陶器的造物理

念相呼应，见图 9。 
马家浜文化中陶豆的设计符合当时人们使用习

惯和生活方式，对该作品设计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在茶壶壶把造型设计中，手掌握处曲面圆润顺滑且截

面面积较大，能够贴合手掌掌心，握起来比较舒适。

同时，壶把上高山元素的造型细节能够在手握时为大

拇指提供着力支点，结合壶盖的设计，保证在倒茶时

稳住壶身，防止茶水溅出，符合现代人的操作方式。

在茶杯的设计上，茶杯上部分为奶白色陶瓷，下部分

为梨花木，陶瓷与梨花木采用机械结合的方式进行组

装，茶杯内壁是一个完整的盛茶空间，梨花木部分在

茶杯的整体中是一个包裹茶杯底部陶瓷的部件，能够

隔绝部分热量，以保证饮茶时茶杯不会烫手。 
马家浜文化造物形态简洁淳朴且多为素面，造型

以对称均衡等中国传统美学元素为主，兼具科学性，

符合时代特征。在该作品形态设计中，传承了马家浜

文化造物的美学原则，线条简洁流畅，形态雍容典雅、

落落大方，具有对称均衡、传统质朴的美学特征，同

时又存在恰当的韵律变化。整体色彩以奶白色为主，

不多加修饰。壶体设计收口、圈足，腰部膨胀，增大

储存茶水体积，壶口进水位置设计较宽，方便煮茶时

进行兑水。该作品方案的整体设计（见图 10）传承

了马家浜文化造物理念，展示了中国传统造物文化的

魅力，体现了简洁流畅，具有亲和力及时代美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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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现代茶具设计作品 
Fig.10  Works of modern tea set design 

 
4  结语 

马家浜文化是中国史前文化中的一颗明星，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它的造物理念博大精深，

呈现出了客观的科学精神以及温馨的人文情怀，对现

代茶具设计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马家浜文化造物理

念的研究有利于发掘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激发其创

新活力，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增强本土设计自信心，

展现出具有时代感的中国造物文化之美[14]。源自马家

浜文化造物理念的多边形造物法则能够简洁明了、快

捷有效地定位造物活动的预期目标，有利于设计过程

的交流与沟通，突出产品设计重心，让创造活动过程

更加具有明确指向性，提高设计效率，促进产品设计

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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