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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与融合对器物设计的影响  

——以魏晋南北朝茶器设计为例 
李宏恩   凡国昭   张艺鸿 

（郑州轻工业大学  河南省郑州市  450002） 

摘要：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动荡、社会变革的时期，但也是精神史上极富自由、智慧和热情的时代。在

这一时期，儒学束缚被打破，佛学东渐，道教玄学兴起，南北文化相互融合，成为中国造物艺术自我调整的契机。该

时期器物设计展现了多元文化的融合与交流，既有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又有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转化。这种多

元文化的设计思想也为现代设计提供了丰富的参考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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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魏晋南北朝，又称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

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主要分为三国、两晋和南北朝

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

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1]。一定程度上认

为，此阶段是儒家经学由兴盛走向没落的时期，也是玄

学、佛学以及道家思想等“非正统”文化逐渐兴起的开

始[2]。此外，魏晋时期各地往来频繁随着国内交通的拓展，

如茶叶开始流向长江中下游的广大江南地区，饮茶进入

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食桌和客厅的必备饮品。随着饮

茶习俗的出现，特别是茶成为一种新兴饮料受到了越来

越多文人雅士的青睐，并开始与精神文化生活发生联系，

饮茶从日常七件事之一渐渐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此外，

魏晋时期出现的首个专门用来煮茶的煮茶鼎，标志着茶

具正式从酒具这些用品中独立开来，也为茶具器物的设

计提供了新的契机。 

二、文献综述 

（一）魏晋南北朝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相关研究 

魏晋南北朝虽然是一个战乱迭起的时代，但在世积

乱离中中原却仍和西域保持着密切的来往。而在往来沟

通的过程中，中原地区与西域艺术逐渐融合，其中天竺

国乐器对中原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唐宋时期[3]。有学者从经

济和文化两方面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与祖国内地

交流的状况。在经济方面主要表现在内地牛耕与养蚕技

术向西域的传入，而在文化方面则主要表现在佛教和乐

舞的由西域传入内地[4]。此外，金溪等[5]通过梳理北魏前

中后以及齐周并立时期对待南北人的态度的变化，总结

出在南北朝晚期的文化进程，呈现出北方文化不断充实

壮大，而南朝不断萎缩，士族文化逐渐消亡的态势，这

就使得南北文学的融合是发生在北方，并且以北方士人

为主导力量进行的 

（二）茶器相关研究 

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因此，各地区所出产

的茶器都有较大的区别，而制作最为精良、制作最高的

即为皇宫所用茶器，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6]。有作者认为

魏晋南北朝作为我国历史上最具生机、活泼和兼容性的

多元文化时代，因此，此时期所设计生产的容器造型具

备了明显的时代特征与地域性文化特点。学者尚华楠对

该阶段的社会背景与艺术风格作出归纳，在与汉唐两朝

的造型艺术进行参照与对比后，分析得出这个时代造型

艺术中的艺术特征与艺术精神，最后提出当代包装容器

设计应不断吸收、学习并实践的设计思路[7]。此外，有学

者认为我国的古代茶具造型艺术设计，是我国前辈对于

中国艺术创造优秀思想的很大体现，特别是天人合一的

传统文化与思想，在茶具造型设计艺术上也得以充分的

呈现[8]。 

三、文化交流与融合对器物设计的影响 

（一）造型多样化 

随着不同文化相互交融的影响，魏晋时期器物的形

态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例如，在早期，扁壶的腹部常

呈现圆形或方形。这种设计考虑到了生产效率高、结实

耐用以及相对较大的容积等优点。在稳定的定居生活环

境中，扁壶主要被用于百姓家庭的厨房、宴会和户外大

型炊煮场合。然而，随着南北朝时期胡人南下，扁壶的

形态也发生了改变。由于胡人主要以游牧和狩猎为生，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地依赖骑马出行。因此，对于及

时饮水的需求，尤其是在外出打猎或远行交易等情况下，

人们需要考虑如何更好地保障水源。圆形的器皿更适合



电力技术研究                                                                                     设计与制造 

 142 

携带，但由于与身体接触的表面积相对较小，随着身体

的运动而来回滚动，不太稳定。因此，在适应骑马生活

和便于携带的需要下，南北朝时期的扁壶在形态上经历

了扁平化的转变，并且其造型相较之前更为雅致，线条

更加流畅，整体更为灵活小巧。如（表 1）。这种变化不

仅仅是外观上的调整，更是功能上的转变。扁壶的用途

从过去的居家盛水转变为长期外出狩猎或远行时的随身

携水需求。南北朝时期，这种将胡人日常生活方式与日

用器物深度融合的现象，标志着中国文化与外来物质文

明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历史见证。这一时期的器物变

迁不仅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彰显了文化交流

和融合的深刻影响。 

两
汉
魏
晋 

 

两晋青釉双系兽面扁壶 

 

东晋扁壶 

 

西晋青瓷扁壶 

 

西晋瓷类方形扁壶 

南
北
朝 

北齐胡人乐舞纹瓷扁壶 北齐狮纹青釉扁壶 

表 1 魏晋南北朝扁壶造型分类 

（二）形态语意丰富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态语意在器物设计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由于该时期处于中国历史上相对动荡的时期。

因此，许多作品展现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祈求。如图

（1）中的鸡首壶，其中的“鸡”与“吉”谐音，体现了

古代鸡崇拜文化以及人们对吉祥幸福生活的渴望。黑格

尔曾指出，自然事物的特殊情感可以唤起人类内心的共

鸣，这种情感和自然情调是相互对应的。因此，鸡首壶

中的“鸡首”装饰符号实质上是窑工对情感和文化寓意

的表达。另外，一些器物上刻有莲花瓣图案，象征着清

净、吉祥、圣洁以及出淤泥而不染之意。此外，图（2）

羊首壶，因“羊”与“祥”谐音，古代文献如《说文解

字》中即有“羊，祥也”的记载，使得羊被视为吉祥、

祥瑞和善良之物。羊作为被人类驯养的家畜，与人的关

系亲密和谐，因此其形象常被用作陶瓷器物中的装饰符

号。在两晋时期战乱频仍的背景下，“羊”作为吉祥寓

意的图形符号被广泛运用，表达了百姓对和平与安宁生

活的渴望。这些器物设计不仅是形式的美学表达，更是

对社会环境和人们情感需求的响应。形态语意的运用使

得器物成为了历史背景下文化、社会和情感的重要见证。 

 

   
图 1:南北朝鸡头壶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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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南北朝羊头壶 来源：网络 

（三）文化融合的装饰性 

在器物装饰中，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文化的影响带

来了相当大的差异性，同时也体现了文化融合的特点。

以图（3）中的北齐黄釉乐舞瓷扁壶为例，该器物的装饰

呈现了胡人乐舞、忍冬纹和联珠纹等三种不同文化的图

案。这些装饰图案之间主次分明，构成了有序、和谐的

整体画面，展现了动静相生、变化与统一的和谐关系，

同时也呈现出浓烈的民族色彩。除少数民族的装饰图案

外，佛教文化与其他文化的融合也随处可见。如图（4）

鸡首壶在器物颈处装饰着中国传统纹样的水波纹，紧接

着以佛教莲花纹进行装饰器物的肩部，壶身又以二次连

续忍冬纹作为界纹来划分纹饰区域。其纹样虽不尽一致，

但基本保持着 S 型的主要架构，因此，画面呈现出细密

有序、协调统一的美感。像这种不同文化的元素装饰还

有很多，例如二方连续的忍冬纹＋弦纹、联珠纹＋弦纹、

二方连续联珠纹＋二方连续菱形纹等。 

 
图 3:北齐黄釉乐舞瓷扁壶来源：网络 

 
 图 4:南北朝鸡首壶来源：网络 

结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茶器设计呈现了多元文化的融

合，包括汉族传统文化、胡人文化以及佛教、道教等宗

教文化等元素。这种多元文化的融合体现了当时社会文

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为后世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提供了

重要的范例。当代设计师可以借鉴这种多元文化融合的

思路，通过将不同文化元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

富有独特魅力的作品。因此，设计师需要保持开放包容

的心态，积极吸收各种文化的灵感，并在创作中不断创

新，打破传统束缚，展现出前瞻性和创造力。魏晋南北

朝时期的茶器设计既有对传统文化的回顾，又进行了创

新。这种传统与创新的结合，使得茶器设计既具有传统

的文化底蕴，又符合当代人的审美需求。当代设计师也

应该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回溯，同时注入现代元素，

创造出更具有时代特色和审美吸引力的作品。此外，该

时期茶器设计展现了探索与实验的精神，不断尝试新的

设计理念和手法。这种探索与实验的精神为当代设计师

提供了重要的启示，鼓励他们勇于探索，不断实验，勇

于突破传统，创造出更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的设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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