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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國古代工藝美術
與其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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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詞、起源與主體

工藝美術就是製作採用手工業方式的造型藝術。

「工藝美術」是 20世紀初從日本舶來的語詞，語詞雖晚，但它涵

蓋的若干門類卻是最早的藝術創造。在中國，即令不把更早的飾

品包羅在內，也能上溯到 8000年前。由此開始的 4000年是中國

的新石器時代，它的基本特徵除石質工具的磨製以外，還包括製

陶和紡織的出現。織物易腐難存，但大批的玉石器和陶器展現了

先民卓越的藝術才華。在中國的原始社會，工藝美術比美術更成

熟、更輝煌，當年的繪畫【圖 0·1】和雕塑【圖 0·2】往往附麗於工藝美

術品。

工藝美術是甚麼？對此，還有似明若晦的爭議。依照不會引出異

說的理解，可以根據材質，把工藝美術分為絲綢等織物、陶瓷、

玉石、金屬、漆木和竹牙角玻璃等六類。這樣，就能明白看出，

其主體是日用品，其次才是欣賞品，欣賞品現在又通稱「特種工

藝美術」。其實，在日用和欣賞之間，從來沒有斷然的界線，所

有的日用品都能欣賞，許多欣賞品又可使用。只是欣賞品的材質

往往更高貴，製作常常更考究。以鬼斧神工、奇技淫巧品評工藝

美術，其偏頗不言自明。

【圖 0·1】鸛魚石斧圖彩陶缸
距今約 6000 年左右。裝飾著面積最大的

彩陶繪畫，白鸛形象取用了已知最早的沒

骨畫法。

【圖 0·2】黑陶鷹尊
時代較 0·1 略晚。豐碩雄武的鷹尊昭示了墓主人

的尊貴，展現著驚人的造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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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適用的原則

除少數純玩賞之作外，工藝美術最關心適用，造型和裝飾往往體

現著功能的需要。古代中國長期以農耕民族為主體，與其定居生

活相適應，器物造型大多安定穩重，便於陳放。而在遊牧民族入

主的時代，便攜器物為數眾多，這體現的是統治民族馬背上的生

活，他們生活形態的演進又令器形不斷變化，遼代的皮囊壺就是

明證【圖 0·3、0·4】。

較細微的變化表現在體量的差異。都是注子，茶湯是熱的，故茶

注不配注碗，酒液是涼的，故酒注會配注碗以加溫【圖 0·5】；同樣

是酒具，碩大的往往反映所貯酒的溫和，小巧的多與酒的濃烈相

聯。裝飾與功能的聯繫不及造型密切，但日用容器的裝飾有從立

體向平面發展的明確趨勢，如元以來的陶瓷裝飾已大體是彩繪的

一統天下，這同平面裝飾的器物更宜清洗有關。

造型和裝飾都要合宜，妄求奇異，濫施雕琢與適用的原則大相徑

庭。不妨於用是一般的尺度，有助於用是更高的標準，工藝美術

之美就因此受到限制，其創作猶如戴著鐐銬的舞蹈。適用束縛了

庸手，也玉成了巧匠，他們的姓名雖多已不傳，但無數作品都是

其智慧和才華的豐碑。楷模是漢代的燈【圖 0·6】和唐代的香囊【圖

0·7】，它們融美觀與適用於一身，構思之巧、製作之精令人驚歎，

其設計原則至今仍可視為典範。

【圖 0·4】綠釉皮囊壺
皮囊壺的較晚形式，設計已考慮了定居生

活的需求。壺頂的樑方便提拎，而壺身趨

圓則宜陳放。

【圖 0·3】綠釉皮囊壺
皮囊壺的較早形式，為適應遊牧生活，採

用便攜設計。壺頂設孔，以利紮繫，壺身

扁平，以便貼體。

釭燈　漢代的一種銅燈。

燈體設吸煙管能將煙燼吸

入燈腹，燈腹常可盛水，令

煙氣溶於水，以降低空氣污

染。燈罩能開合，以調節光

線的強弱和光照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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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5】景德鎮窯刻花青白瓷酒注和注碗
北宋製品。注與碗可分可合。於碗內加熱水，可令

注內的酒升溫。那時，配注碗的酒注不少。

【圖 0·6】長信宮燈
對流通氣流，單管不及雙管，且底部有孔，不能貯水，故此

作雖最著名，但不及其他釭燈適用。

【圖 0·7】葡萄花鳥紋銀香囊
唐代上層喜用香囊，可熏香，又能暖手。鏤空為著

通氣、散味，鏈鈎為著佩掛。

香囊　古代熏香器具，今見

者多為唐代銀器。通體鏤空

花紋，體做球形，分上下半

球，可以開合，內部構造原

理和現代陀螺儀相同。不論

香囊如何轉動，內部的焚香

盂始終水平，使香灰、香火

不外漏。也可用以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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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材料與技術的制約

作品都是用材料製成的，材料的不同必定帶來作品的差異。中國

古代容器以陶瓷、金屬、漆木為主要材料，後兩類可方可圓，能

大能小，而陶瓷造型卻基本是圓的變化，尺度也適中，這就是材

料造成的。陶瓷以黏土等為原料，製坯時，過大過小已然不易。

焙燒中，坯體還要收縮變化，坯體越高大，變形越顯著，對同樣

大小的坯體，圓的變化小於方直。而人的視覺難以感受不很周正

的曲線，卻對稍有變化的直線極敏感，扭曲的造型既不美觀，也

不適用。因此，古代陶瓷造型幾乎都同尺度適中的圓有關，過大

過小和方直【圖 0·8】的造型僅屬不惜成本的高檔製作。

材料的作用還滲透到更細微的方面，如青花瓷的圖案呈色雖然都

靠鈷，但色調卻往往不同，有凝重【圖 0·9】 、淡雅【圖 0·10】之分，還

有濃豔、灰暗之異，基本原因就是鈷料的化學成份不同。甚至，

輔料也會帶來變化，仍以陶瓷為例，清代彩繪瓷【圖 0·11】的花紋往

往比明代【圖 0·12】精細，這是因為清人常在彩繪顏料中調油，而明

人卻是調膠，油的質地遠遠細膩於膠。材料重要如此，那麼，在

不小的程度上，一部工藝美術史也可看做材料的歷史。

在一定意義上，工藝美術史還是技術的歷史。不僅材料必須藉助

技術製作才能成為產品，不同的製作技術還常常引出產品的差

異。原始陶器的胎體有厚薄之別，厚胎可用手製，也可輪製，而

薄胎卻非輪製不可。沒有快輪的發明，蛋殼陶【圖 0·13】的產生就不

可思議。青銅器的鑄造可用合範法，也可用失蠟法，唯有失蠟法

才能使器物玲瓏剔透【圖 0·14】。與漢魏相比，唐以來的綾錦圖案形

象細膩、線條圓潤【圖 0·15】，這實在得益於緯線起花技術的啟用。

【圖 0·8】青瓷琮式瓶
南宋官窯作品。造型仿上古玉琮。宋人傾

慕古代典範，琮式瓷瓶不少，官窯造，龍

泉窯也燒。

失蠟法　青銅等金屬器物的精

密鑄造方法。現代工業仍在使

用，在中國，出現於春秋。做法

應是，用蜂蠟製成內模，敷泥

漿於內模，製成外範，待乾，高

溫焙燒，蠟模溶化，由預留的外

範孔洞排出，再注入銅液，冷卻

後，剝去外範，即得與蠟模相同

的鑄件。

合範鑄造　青銅等金屬器物常用

的鑄造方法。做法大致是，以泥

製成刻劃紋飾的內模；再用泥於

其上壓出外範，並切為幾塊；又

把內模刮去一層，成為內範，刮

下的厚度為將鑄器物的厚度；內

外模範烘烤後，固定合範，留出

澆口，而後澆注銅液；銅液冷卻

後，打碎外範，取出內範，再對

鑄件打磨修整。



12

【圖 0·9】景德鎮窯青花鬼谷下山圖罐
圖案發色深濃。近年，元青花尤其名貴。此罐 2005 年在英

國拍賣，成交價約合人民幣 2.3 億元。

【圖 0·10】景德鎮窯青花三友紋盤
與 0·9 同屬元晚期。圖案發色淡雅，胎體輕薄，裝飾的松竹

梅紋象徵清正高傲。

【圖 0·11】景德鎮窯粉彩花鳥圖扁瓶
雍正粉彩代表作，原藏英國達維德基金會，現歸大英博物

館。達維德基金會所藏中國瓷器極精。

【圖 0·12】景德鎮窯五彩魚藻紋罐
嘉靖五彩代表作。圖案滿密，取意吉祥。此作熱烈俗豔，是

嘉靖官府製作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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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13】蛋殼黑陶高柄杯
厚不足 1 毫米。因重心在上，底座太小，

易傾倒，故雖精美，卻不適用。另有些高

柄杯底座較大。

【圖 0·14】曾侯乙青銅尊盤
尊與盤可分可合。均先分鑄，再焊鉚，共由 72 個組件構成。製作雖精，但繁縟太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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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15】聯珠四騎獵獅紋錦局部
今存最精美的唐錦。圖案「洋」風撲面：獵手胡相、馬生雙翼、奇異的花樹、中國不生的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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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造型、裝飾與其主導

除了織物等平面之作以外，工藝美術品可以分

解為造型與裝飾兩個部分，儘管它們都隨時代

而演進，但造型的變化總小於裝飾。從古至

今，碗的造型變化不大，而裝飾卻因時而異，

同樣是梅瓶，由宋到清，造型的變化更小，而

裝飾卻代代不同。其中的原因並不複雜，造型

較多聯繫著使用，裝飾側重在欣賞，古代生活

方式的變化較慢，審美等觀念不僅變化較快，

個體差異也較大。因此，造型較穩定，裝飾更

活躍。

工藝美術裡，容器地位重要，其材質也有高低

貴賤之分。玉和金銀材料珍稀，價格昂貴，按

照等級制度，這類茶酒器的使用者往往較尊

貴，而漆木、陶瓷材料易得，價格低廉，材料

的使用通常沒有禁限。顯然基於貪戀奢華，傾

慕權勢的心理，金銀器的造型和裝飾往往成為

陶瓷器、漆器取法的典範【圖 0·16、0·17】，相反的

情形固然存在，但根本不足與材質低賤仿高貴

的規律抗衡。玉容器等級最高，而能辨識出的

影響卻遠遠不及金銀器，這是因為它們當年數

量就少，在使用中又易損毀。絲綢裝飾的影響

最深最廣，其花紋和色彩不僅是別等第、分貴

賤的標誌，還因最富展示性而凝聚了裝飾藝術

的精華，體現著審美時尚的變遷，不僅總為各

式工藝品仿效，還充當著新式樣最快捷的傳

播者。

【圖 0·16】青銅提樑盉
為河南淅川出土的春秋中晚期作品，類似者還獲得於浙江紹興的戰

國早期墓葬，可知在當年頗流行。

【圖 0·17】原始瓷提樑盉
為出土於紹興的戰國產品，造型、裝飾明顯模仿青銅器，但材料的

不同令陶瓷的模仿無法逼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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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認識功能與審美意義

從生產的角度看，夏商以來的工藝美術不外官府和民間兩類。官

府的產品【圖 0·18】自有官派的用場，設計、造作秉承上命，絕容不

得以工匠的創造破壞了欽定的法度。民間的產品【圖 0·19】大多要投

入市場，工匠既然賴以維生，作品就必須迎合主顧的趣味，若非

罕見的定制，銷售對象總包括著財力相當的人群。這樣，無論官

府、民間，絕大多數作品的面貌都至少與某個階層的好尚一致，

所蘊含的共同性遠遠大於特殊性，這和可以「寫心」，可以「自

娛」，講求獨創的詩歌、繪畫截然不同。因此，通過工藝美術，

能對時代審美風尚及其變遷有全面、深入的理解，這是憑藉其他

文藝門類難以做到的。

【圖 0·18】繡孔雀羽蟒袍
通身繡九條金龍等，以孔雀

羽繡地，令古銅色緞地呈墨

綠色。係清廷賞賜蒙古王公

的珍貴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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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19】蘇繡十二生肖袖緣
民間女衣的袖緣裝飾。以故事中的動物串聯成十二生肖主題，如昭君

出塞─馬、蘇武牧羊─羊。

【圖 0·20】越窯青瓷壺
唐後期越窯產品，器表瑩潤，密佈開片。這種壺時稱「注

子」，當年十分流行。

工藝美術兼有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屬性，儘管

不是純藝術，創作不以震撼人心或道德說教

為宗旨，但它對人的影響又絕不小於純藝

術。因為，人可以不去欣賞純藝術，卻無法

在衣食住行中逃避工藝美術，即令作品素樸

無文，也必定有線型、帶顏色【圖 0·20】，人

不必專門欣賞它，而它卻在源源不斷地提供

著形式語言，潛移默化地培育起人的基本審

美意識，如影隨形般左右了人的終極審美判

斷。這種影響，發揮的方式別致特殊，但功

效深遠強大，令其他藝術門類無法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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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時代主流與生產格局

官府資財雄厚，原料優異，驅役能工巧匠，製作精細考究，產品為國家

政治和統治集團服務。由於使用者佔據文化的統治地位，官府的生產也

是時代的主導。民間的產品或投入市場，或由生產者自用，其物質基礎

和技術力量都不及官府，製作也稍粗。古代社會，尊卑貴賤各有等第，

工藝美術就是等級制度的物質體現，從材質到品種，從圖案到配色，高

下有別，不可僭越。使用者身份越卑賤，所受限制也越多。但是，在不

違反制度的前提下，民間產品常以官府為楷模。因此，等級差異雖在，

而藝術追求趨同，甚至會違制僭越，製作與官府酷似的產品【圖 0·21】。

至於官府作坊的產品，由於設計常常是統一的，故尊卑貴賤雖有差別，

但風格面貌卻大致相同。主流工藝美術之外，少數民間高檔品的情況特

殊，它們崇尚優雅雋永【圖 0·22】，專一表現士大夫情趣，時時顯示出獨立

於主流文化之外的品格，但入宋以後，它們才逐漸嶄露，明清方始大盛。

陶瓷以外，工藝美術的生產中心往往在城市及其周邊，這不僅因為那裡

作坊集中，能工巧匠薈萃，還因為城市都是商業的中心。商業對工藝美

術的意義絕不限於銷售，還能因此帶來競爭，刺激造型、裝飾、技術的

不斷翻新。陶瓷之所以例外，全在於生產狀況特殊，那大規模的取土採

石、大面積的砍伐採掘、燒造中的暴灰揚煙，實在不宜在都市展開。當

然，還有特例，那就是專為宮廷製作的窯場，只是，其規模通常不大。

【圖 0·21】景德鎮窯綠地纏枝花紋金

彩碗

面貌華麗非常。明人說「金色甕盤，又

或十餘金，當中家之產」，所指大約就是

這類器物。

【圖 0·22】黃花梨羅漢床
造型、質感、紋理絕佳，床圍正中的木

材最美。顯著部位用美材，是明式傢具

常見的選材方法。



19

七、基本風貌與文明價值

與西方相比，中國藝術含蓄優雅。工藝美術雖非典型，但也表現

充分。文人士子的物品自不必說，若以最講究精緻高貴的皇家製

作為例，則宋以來，它們中的許多竟然典厚無文，把美凝聚於造

型、質地和色彩【圖 0·23、0·24】，這同西方的錯金鏤彩對比鮮明。優

秀的裝飾強調意蘊，形象大多誇張變化，與現實保持著不小的距

離，即令寫實，也重在神韻，不拘形似。觀念的表達往往迂迴曲

折，鄙薄刻露顯豁，注重渲染氣氛，講求象外之意，餘韻綿長。

因此，它耐尋味，禁琢磨，引誘欣賞者調動聯想去填充生發。這

樣，含蓄優雅不僅是中國工藝美術的高明之處，也是其他國度不

具備或頗欠缺的最大藝術特色。

中國古代工藝美術夙享盛譽，原因除去絲綢、瓷器等的發明和長

期高躋世界頂峰之外，也有它濃縮了獨特的文化風采和不盡的藝

術美妙，還在於它是世界上唯一具有連續傳統的工藝美術。在域

外的許多地區，都曾創造出輝煌的工藝美術，歷史甚至比中國更

遙遠，作品比同期的中國還精彩，但那裡，都因外來的軍事佔領

或文化征服而改變，甚至中斷了自己的傳統。由於中國文化的深

厚博大，工藝美術雖幾度受到強烈的西方衝擊，但外來的因素不

久便融入傳統的洪流之中，中國工藝美術始終綿延相繼，自成體系。

至於工藝美術的重要，還在於長期是中華文明傳播的主要載體。

中華文明深厚博大，但觀念的差異、語言的隔閡，令中國古代的思

想、文學、藝術長期令遠方的域外人士難以理解。絲綢、陶瓷等

工藝美術品截然不同，它們既美麗，又適用，備受珍愛【圖 0·25】，

是享譽世界的中國產品。令域外人士在使用的同時，也潛移默化

地認知了中華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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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23】汝窯青瓷碗
典雅之極，相信為入貢的北宋汝窯器。宋

人說，汝窯以瑪瑙為釉，這已被檢測證實。

【圖 0·24】壽字玉洗
乾隆內府作品。料色自上及下由淺而深，

穩定感極強。碾琢雖精，但蘊精美於平

樸，大巧若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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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25】 配鎏金銀飾的青花碗
青花碗乃嘉靖民窯製品，但 1599 年，被英國貴族配以貴金屬，中國瓷器的受珍愛，於此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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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會

遠古—公元前 21 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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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已經把中國人的歷史追溯到 180 萬年以前，伴同人類的

進步，工藝美術也逐漸產生。在距今約 3萬年的北京房山山頂洞

人遺址中，發現了豐富的裝飾品，它們以石、骨、牙、貝殼等製

成，有些帶刻紋，附穿孔，並有染色的痕跡，除去原始的宗教觀

念，還能從中清晰感受先民對美的追求。

由於資料的匱乏、理據的差異、方法的不同、觀念的區別，對於

藝術的起源，專家們會各執一說。不過，在生存艱難、智慧初開

的原始社會，包括工藝美術在內的藝術創作肯定絕非僅為審美。

至少，它們與自然崇拜和圖騰信仰有密切的關係。如仰韶文化大

河村類型彩陶一再表現太陽紋、月亮紋等，它們就應是自然崇拜

的體現。仰韶文化半坡類型彩陶中魚紋地位突出，廟底溝類型彩

陶上鳥紋一再出現，許多專家指出，它們就是當地部族的圖騰。

大約從公元前 6000年開始，中國各地陸續進入新石器時代。新

石器【圖 1·1】的製作普遍採用磨製法，造型規整，表面光滑，穿孔

技術較成熟。石材則經過揀選，注重硬度、色澤和紋理。許多新

石器已不能單純以工具視之，因為，它們還在展示著如質感、觸

感、比例、對稱等工藝美術法則，而其技術和部分材料也為原始

玉器直接繼承。
【圖 1·1】 有段石錛
以矽質灰岩製成，紋理優美。造型規整，

即令今日的製作，也難輕易完成。背上的

段用以裝柄。

圖騰　即部族的徽號或標誌，

語詞源出印第安奧基華斯部

落。在母系社會，以至更晚，

人們認為存在著圖騰，它或

為動物，或為植物，或為無生

物，是部族的祖先和保護神，

也成為早期藝術的重要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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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製作　玉材堅硬，製作複

雜的器形、纖細的花紋須藉助

旋轉的工具，帶動蘸水的金剛

砂磨成。後世用砣具治玉，令

砣具旋轉的方法，早期靠拉

弦，以後為腳踏。今日則有了

多種先進的工具。

當代礦物學會將玉定義為透閃石、陽起石或輝石，但後世的界定古人不會了解，他們認為，玉就是

美麗的石頭。這個定義域十分寬廣，因此，中國古代玉器的材料也很多，其中的一些並不屬於今日

的玉，如瑪瑙、水晶、青金石等。這在史前尤其突出，那時，就近取材是普遍的現象。

儘管材料堅硬、工具簡陋，碾琢難度極高，但到新石器時代晚期，玉器製作已相當發達。原始玉器

的選材特別注重色澤和質感，打磨平滑光潤，常常碾琢出纖細的紋飾。有些器物還是斧、鏟等生產

工具，顯示出與新石器的聯繫。更典型的是飾物和禮器，它們體現著玉器的獨立品格。原始玉器的

地理分佈相當廣泛，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

【圖 1·2】 玉獸形玦
因無確鑿的證據，對許多上古的藝術形象，專家們常命名不同，這種器物也被稱為「玉

豬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