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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家岭文化彩陶纺轮纹样研究
——兼谈纺轮纹样在工艺美术教学的实践与应用

李晓娅

（湖北农谷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湖北 荆门 448000）

摘要：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屈家岭文化，其出土的彩陶纺轮纹样神秘而独特，其“纺轮”的用途、意蕴在学术界颇受争议，

笔者对受争议内容加以梳理、研究及分析，略述浅见。并提出将屈家岭文化中独特的纺轮纹样与工艺美术相融合的教育观念，丰富基础

性工艺美术教育教学内容，传承优良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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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家岭文化是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年代上承

大溪文化末期油子岭文化，下接石家河文化，距今约 5300-4600 年，

因发掘于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市屈家岭而得名。彩陶纺轮是屈家岭

文化中颇具特色的代表器物，它最早出现于“屈家岭文化时代”

的“晚一期”，且明显有别于前期的无彩纺轮。彩陶纺轮出土数

量甚多、制作细致、纹饰精美，多为火候较高的黄色陶质，一般

是在两面涂抹橙色陶衣，再在单面绘饰以褐色（或红色）的漩涡纹、

弧线纹或直线纹 1。

对于新石器时代屈家岭文化出土的彩陶纺轮的用途，学术界

存在以下几种分析：庞朴先生认为彩陶纺轮出土数量众多，已完

全超出原始农耕家庭所需的用量，其应是原始宗教的法器。蔡章

运先生则延续法器一说，从天体崇拜的角度，以古人把天体比作“陶

均”为出发点，推断出纺轮是原始玉璧的母体。张绪球先生认为，

“彩陶纺轮的花纹大多与旋转有关，当纺轮转动时，这些花纹便

能随之产生一种快速的动感，它不仅可以增加美感，消除疲劳，

而且还能满足人们希望纺轮快转动、多纺好纱的理想和追求。”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原始货币说，认为彩陶纺轮是原始先民们用

于商业交易的货币，这一说法还有待考证。

一、屈家岭文化彩陶纺轮纹样及文化内涵

彩陶作为“国粹”，承载着古人的智慧、文化语言、文化理

解以及对生活的期盼与希望，它拥有天然、古朴的艺术状态，象

征着最原始的艺术之美 2。屈家岭文化出土的彩陶纺轮，其纹样

古朴奇谲，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以下从学术界颇具争议的旋涡纹、

十字纹等纹样为主，略述浅见。

1. 漩涡纹

屈家岭文化彩陶纺轮上的漩涡纹，多以三组或四组围绕纺轮

中心圆孔的弧线构成（图 1）。另外还有相似形态的以弧形条形

为装饰绘成的“太极图”样式。刘昭瑞先生认为原始漩涡纹是后

世太极阴阳鱼图之原型，并将其解释为新石器先民对流水漩涡现

象的模拟。一部分学者认为这些漩涡纹都是由朱红色颜色的毛笔

一次勾勒而成，从色彩上便更体现出对太阳意象的表达，其实质

是人们在生产活动中对于太阳的神力有所需而进行的类似巫术的

活动 3。在张庆先生的论述中，给出了不一样的分析，他指出屈

家岭文化中出现的这种旋转形态的纹样，是后期楚国“北极星象

纹”的原始表现，同样是天体崇拜，他认为“被称为纺轮的旋式

纹样中心均有一个中空的圆心，这个中心点正是北极星的象征，

四周的各种旋式图形正是为了表现星体围绕北极星旋转的过程。”4

即模拟北斗七星等其他星体围绕北极星“逆时针”旋转的圆周运

动。笔者认为此种推测所言有理，因为一方面在屈家岭文化出土

的文物中并没有发掘出用来纺纱的其他辅助工具，也没有足够的

证据证明“纺轮”就是纺轮，它也可能是其他形式的存在，例如

前文所说的可能是某种法器；另一方面，此时的漩涡纹具有太极

阴阳鱼涵义的定论也存在质疑，经考古发现的阴阳鱼充满画面的

典型“太极图”仅见两例，虽都发现于屈家岭文化晚一期，但经

后期演变直至石家河文化时的样貌已与现在（指宋朝已成型的太

极阴阳鱼图）大不相同，弧形条形已分解至三分或五分（图 2）。

黄亚平先生提出“屈家岭文化彩绘陶纺轮上所谓的‘太极纹’很

有可能仅与表现旋转概念有关。”且“形状颇近似后世的风车纹，

与太极纹迥然有别，当命名为‘风车纹’才比较准确。”5 笔者

认为，与石家河文化成熟的“太极纹”相比（这里的成熟指的是

纹样样式使用的稳定性），屈家岭文化中的“漩涡纹”所展现出

来的文化寓意还不足以定论当时先民已有此类“道”文化思想，

其更多的是展现出了先民对未知的探索，对自然的崇拜之情。至此，

笔者更倾向于漩涡纹主要是表达了先民的天体崇拜。虽未有“道”

家之高度，但也绝不能否认太极阴阳鱼图纹样是经漩涡纹演变而

来这一论断。

2. 十字纹

屈家岭文化彩陶纺轮上的十字纹（图 3），其纹样以孔径为

中心，以“十”字形构成放射性直线。一部分学者认为，十字纹

是太阳崇拜的体现，纺轮的孔径象征太阳，“十”字纹样象征着

太阳的光芒。这种象征太阳寓意的十字纹也被称之为“十字日纹”

（太阳纹的一种）。十字日纹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符号，在希腊、

印度早期文明中都能看到这种纹样的使用。多光芒的太阳之所以

演化成只表现四个方向的交叉十字形，可能与古人观察太阳循环

运动而认识四方空间有关。6 另一部分以张庆先生为代表的研究

者认为，彩陶纺轮上的“十字纹”是北极星的象征，认为是先民

对北极星崇拜的一种表现，也是楚国“天极纹”的原始图形，两

者具有承接关系（图 4）。“十”字放射线的形成，应是先民对

天体运动规律的观察，而逐渐产生的四方、四时、四季、四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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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和时间概念。北极星在楚国象征着楚人的祖先颛顼，即“太

一”。在荆门市郭店村出土的郭店竹简中就有《太一生水》的论著。

《史记 . 天官书》记载：“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

足矣说明“太一”在楚国人心中的重要位置。将屈家岭文化中彩

陶纺轮上的“十字纹”作为“天极纹”的溯源，确有其依据，且

符合地域文化发展的演变规律。八十年代，学术界在研究和探索

楚文化渊源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已提出了从大溪文化 - 屈家

岭文化 - 石家河文化到夏文化 - 商文化 - 楚文化这样一个基本序

列，但是对创造楚文化的楚人族源，仍未有一致的看法。7 屈家

岭文化作为长江中游地区的地域性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极

有可能对后期的楚文化产生影响的，虽也有“楚夏同源说”“楚

人东来说”和“楚与三苗同源说”族源说法。但早期“十字纹”

的产生也必然是新石器先民对天体崇拜的一种表现。

二、屈家岭文化彩陶纺轮纹样与工艺美术教育融合的意义与

可行性

屈家岭文化作为独特的地域文化，它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将其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以工艺美术课程教育的形式来呈现是极

赋创意且极其重要的。这不仅有助于地方区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也有助于工艺美术的发扬与传播，更是体现了美术教育课程中对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实践与探索。

在我国目前的教育体系中，与工艺美术相关的教育包括专业

型教育和普及型教育两种。专业型教育主要是与工艺美术相关的

大中专教育；普及型教育主要是学前和中小学阶段与工艺美术相

关的手工课、美术课，以及大学的人文修养课。而如何将屈家岭

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彩陶纺轮纹样与工艺美术相结合，笔者认为可

以通过传统扎染工艺来实现，用扎染的技艺来表现纺轮纹样的艺

术形态。让学生通过观摩、学习、实践、创作这四个阶段，以扎

染工艺为媒介，来感知古代先秦时期的文化艺术。在这里，笔者

更倾向于工艺美术教育走进幼儿园、中小学这个大群体，让幼儿

和中小学生通过材料、结构的体验与感知，来形成对工艺美术传

统技艺及审美的认知。但广普下的美术教育，多在校内实现，涉

及到的传统文化授课，多以典型性案例为主。对个别地区的优秀

传统文化，特别是本元文化的讲述是无法做到有效普及的。近几年，

随着国家“双减”政策的发布，以中小学为主要教育群体以自然

科普、工艺美术实践为主要内容的研学课程相继出现，以走出课堂，

贴近文化，走进大自然为主要目的的课外培训或教学实践基地如

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这为基础性工艺美术教育的实现奠定了基

础，提供了有力的发展空间。

三、屈家岭文化彩陶纺轮纹样与工艺美术教育融合的策略分析

（一）充分利用博物馆的资源

博物馆展示了当地文化的发展进程，体现着一个城市最为精

彩的文化艺术。近年来，民族文化自信提升，越来越多的人愿意

把时间消费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解读上，人们走进博物馆，近距离

的欣赏文物，感知文化的魅力。而将博物馆这种有效的美术资源

与工艺美术教育相结合是极有必要的。著名教育学家蔡元培先生

认为“教育并不专在学校，博物馆应作为学校之外的教育机关；

美育是一种重要的世界观教育，博物馆陈列是美誉的社会教育机

关…”。9 特别是对于地方博物馆，更是集中的展示了当地文化特色，

如位于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屈家岭考古遗址公园的屈家岭遗址博

物馆，以“农魂屈家岭——长江中游史前农业文明的典范”为主题，

以考古研究为依据，以农耕文化为核心，以解读遗址的传播价值

为宗旨，全面的展示了屈家岭文化在早期农业社会及中华文明起

源中的重要地位及作用。在博物馆实践活动的背景下，与工艺美

术教育融合，以屈家岭文化遗址出土文物上的精美纹饰为例，如

彩陶纺轮上独特的“漩涡纹”“十字纹”“圆点纹”等为基础单

位进行二次创作，扎染出形态极简、神秘且富有魅力的纹样设计（图

4）。

（二）充分利用研学基地的资源

在研学实践教育中，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是中小学研学实践教

育课程的重要载体，也是使研学活动常态化的根本保障。研学基

地为学生提供了更为丰富、真实且开放的情景，有助于学生在更

加多元和复杂的信息与实践过程中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10 将基于屈家岭文化彩陶纺轮纹样的工艺美术教育课程纳

入研学实践教育中，极大地丰富了活动内容，拓宽了研学基地的

课程广度。同时也能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形成跨单元、跨学科的

学习探究，强化各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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