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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艺美术中的造物和谐 
闫伟伟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  250300） 

摘要：中国工艺美术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是最为悠久的艺术品种，浸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识,富有鲜明

的美学个性。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工艺美术在意境上展现出一种“和谐”的民族特色，重视实用性和装饰性之间的和谐，尊

重材料和善用工艺。 

关键词：和谐;实用性与装饰性；材料与工艺 

 

最开始工艺美术是为了满足人们在生活方面的基本功能需求，

在物质需求被满足后就开始转向精神需求。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一

开始是为了便于盛放东西而逐渐摸索发明了陶器，虽然在外形及使

用上都很粗糙，但盛放东西这一基本功能已经达成。再经过长时间

的改造探索逐渐出现了不同外观造型的陶器，并具有了装饰性。从

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工艺、石器、编织，到夏、商、西周时期用青铜

做的各种烹饪器、酒器、食器等器物,逐渐显示了中国工艺美术重视

实用和装饰相统一的造物思想和设计意匠，亦鲜明地显示了工匠在

把握现有材料和在有限制作工艺的条件下对形式美法则的认识和

运用。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在形式和内涵上表现一种和谐统一，这也

是我们所具有的民族风格，重视实用性和装饰性之间的和谐，尊重

材料和善用工艺。 

战国时期记述官营手工业各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考工记》

在工艺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我们能从中看到当时的工艺美术思

想。“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这

是造物和谐的基本原则，其中“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是大自然

的恩赐，“工有巧”则是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在尊重自然的基础加

上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做出好的作品。中国人的造物观是人与物

的和谐,物与自然的和谐,在具体的工艺美术活动中,追求天然去雕饰

之美,形态符合人的使用习惯,充分利用当时的制作工艺。 

在中国工艺美术中功能、关系、韵律这些相比产品本身更有研

究意义，中国传统造物活动在实用性与装饰性，感性表现与理性规

范等方面的处理上值得我们深入研究。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在满

足实用需求后逐渐转化成对精神美感这个更高需求的追求。像河北

博物院的镇馆文物——长信宫灯，结构精致，灯座、灯盘和灯罩都

是可以拆卸的，灯体呈圆形，有两块瓦状的罩板可以调位置。灯体

有虹管，灯座可以盛水，利用虹管吸收灯烟送入灯座使溶于水，这

是利用科学原理防止空气污染。这件铜灯妙就妙在工匠把实用性、

与审美性，有机结合成一体，呈现出形式美和功能美相统一的特征，

让人过目难忘。长信宫灯，由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盘和灯

罩六部分组成，分别铸造后再套合组装而成。其携带方便，组装也

简单牢固。既可做灯，又可作为室内陈设品，既适应实用性，又符

合审美要求。 

工艺美术种类丰富，工艺也是五花八门，材料更是数不胜数，

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手法所创造出来的艺术效果是千差万别的。造物

活动受材料特性、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制约，但也正是这些制约形成

了工艺美术独特的韵味和魅力。好的产品除了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统

一外，还要考虑制作工艺和材料的和谐，使之呈现出整体性和材料

技术完美结合的特点，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 

材料和工艺是工艺美术个性语言的基础，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在

造物活动中重视材料的自然美感，尊重材料的特性以及工艺的选

择。中国工艺美术尊重材料的特性，主张“因材施艺”，这种材质

工艺与意匠营构之间的和谐统一使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在规范严整

中又显得灵动，天趣。以明代家具为例，明代是我国家具发展的黄

金时期，除经济、社会、文化、内外交流等诸多因素以外,十分重要

的条件是当时的文人直接参与了家具的设计,是文人士大夫的传统

文化观对家具审美的直接影响,也是当时人们的身心和谐观念在家

具功能中的渗透,同时也是充分利用或显露材料优势的结果。明式家

具采用的是硬质的树种，充分展现木材的色泽和纹理，在制作过程

中不用钉，不用胶，形象浑厚，风格典雅，形成它独特的风格美感。

明式家具是中国工美术中材质工艺与意匠营构和谐统一中的翘楚。 

说起意匠营构，造物活动立意为先，古代工匠们运用各种不同

的工艺美术来传达出一种生活态度和观念，对美好生活、人文环境

的不断向往与追求，可以从中国传统纹样中直观地感受到。原始社

会彩陶上的人面鱼纹，双体鱼纹就寓意着生活富裕，种族繁衍，这

是当时环境下人们对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汉代的瓦当，铜镜，漆器

织锦等图案中应用了“延年益寿”，“子孙无极”等吉祥文字以及和

避邪求福有关的四神图案。在战争频繁的六朝时期，人们渴望和平，

追求安定的生活，具有佛教题材的莲花纹就成了当时的主调。隋唐

政治安定，物质生活充裕，装饰图案多是象征人间温暖幸福的图案

题材，如繁花茂叶的卷草，安详温顺的瑞兽，综合各种花卉特征的

宝相花，以及象征富贵的牡丹等，造型丰满，线条饱满圆润，色彩

富丽，反映出太平盛世的繁荣景象。中国传统装饰图案内容丰富，

文化底蕴雄厚，各个历史时期的图案丰富多彩，并且“图必有意，

意必吉祥”，反映着不同时期人们不同生活中的和谐情趣与愿望。 

工艺美术的“和谐”并不意味着在设计过程中是一成不变的，

相反，它是与时俱进的，不断超越的，它既反映着一定社会下物质

和文化的生产水平，也传达着一定时代下的审美取向。材料的不断

更新换代，新工艺的发明，人们审美的变化，工艺美术新品种的出

现，人们会一直追逐这条没有终点的道路前行。例如瓷器的出现在

许多生活用品上代替了铜器；唐宋时流行刻花、划花、印花等陶瓷

的装饰方法，明清则主要流行画花。自然、社会和人的需求是不断

变化的，这三者会形成一个短暂的平衡，但是人的需求是永无止境

的，并且远超自然和社会，因而又形成了不平衡，工艺美术就在这

平衡与不平衡的交替中前行。 

当然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具有悠久的文化传承和民族特色，所蕴

含的和谐观念远不止这些，工艺美术会不断发展，对工艺美术的研

究也不会终止，希望将来你我的作品能在工艺美术史上留下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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