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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秦并六国，中央集权建立，汉承继秦制，构建成

完善的都市文化，推动大汉民族的高度文明与发展，

列备五都是仅次于京城长安的全国经济中心，博物馆

里展出的包括生活用品、彩绘陶俑、瓦当、楼阁以及

主色调在表达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风土人情的同时都

充斥着秦汉大汉民族的主色调——玄色。笔者通过对

展品中的玄色呈现为线索更好的对汉族文化内核的体

验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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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美术与设计学院艺术设计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四川

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成都大学。

1　玄色的概念以及哲学宗教中的意义

1.1 玄色的概念

何谓玄色，首先就要从“玄”字出发，玄在甲骨文

里是丝的意思，像是丝帛。因此也与颜色产生了关系。

金文中对玄字引申为无限的空间，绵延的悠远感。根据

史料记载，玄字泛指为黑色。《千字文》里记载：“天地

玄黄，宇宙洪荒”。这里的玄也是黑的意思。这里说的天

地玄黄也正是大汉民族皇帝的由来，这与汉族的文化内

核是一致的，他是庄重与深远的象征。这就不难解释为

何展馆中充斥着大量的黑红色。其实，玄色不等于黑色，

稍有不同，玄色是指以黑为主黑里带红的颜色。《说文解

字》对玄的解释是这样的：“幽远也，黑而有赤色者为

玄”天地玄黄，中国人喜爱黄色很正常，中国人居住的

秦汉玄色之美——“列备五都”展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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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民族古时有“天玄地黄”之说，玄色乃是代表天之色的尊贵的黑色。玄色作为中国最传统的色彩具有

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数千年来中国古代先人视觉经验积累下形成的观念性的色彩，并迁移默化的

影响着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瓷器、陶艺、服装等等各个领域。通过本次成都博物馆展出的“列备五都”

秦汉展为契机，让我们从色彩的视角去了解和感悟玄色的魅力，以及玄色背后所蕴含的汉民族独特的美学意味与人

文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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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ncient times, the Chinese nation had a saying of “heaven is dark-black,land is yellow”, and the black color 
is the noble black color representing the color of the sky. As the most traditional color in China, black has distinct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a profound cultural heritage. It is a conceptual color formed by the accumulation of visual experience of 
ancient Chinese ancestors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it has a subtle influence on every aspect of people's lives, including 
porcelain, pottery, clothing, and other fields. Taking the opportunity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Exhibition of “display of 
the Five Capitals” exhibited in the Chengdu Museum this time, let us understand and perceive the charm of dark-black col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or, as well as the unique aesthetic meaning and humanistic customs of the Han people behind the 
dark-black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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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两岸土地是黄色。

但是，为什么古人们还喜欢玄色呢 ? 而且，历史越

往早推，越尊崇玄色。先秦典籍里有过非常多的相关记

载。玄冥（玄武）、玄鼋、玄牝、玄龟。不但尧舜夏商周

先秦最为尊崇玄色，到了唐朝皇帝专用服色改成黄色后，

祭天时候，仍然会换回玄色的礼服。因此玄色是最能代

表自然与庄重的颜色。

1.2 中国传统哲学宗教色彩观与玄色

中国的色彩是观念和文化的产物，是观念之色。色

彩的文化内涵离不开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土壤，其中，

中国传统哲学与宗教的色彩观念对玄色的审美有着深刻

影响。中国古代色彩文化深受道家、儒家、佛家思想的

影响。玄色作为中国传统的观念之色，也与道家、儒家、

佛家以及五行五色说的色彩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道家的色彩观受到道家思想观的支配，素来都主张

清静无为，淡泊平和的思想。主张“玄学”，对黑色尤为

崇尚。道家以玄黑主张色彩的静寂，从视觉感官色彩的

“无”生出心理色彩的“有”，在黑色中发现极简的色彩

审美品性。黑色被认为是高于其他一切颜色之上的颜色。

老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色，即黑色，是幽

冥之色，是超越生死界限的颜色。这样的黑色逐渐演变

成了“墨色思想”，与中国水墨艺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

系。墨是华夏民族的独特智慧，中国古代为我们打造了

一个以玄黄为中心的五行色和以黑为中心的水墨画时代。

天色为玄，因为“天”在道家思想中具有产生世间万物

的功能。因此，被称为玄色的黑色被道家看做“道”之

本色，是众色之首，道家形成了以黑色为象征物的“色

相崇拜”。黑色成了道家“与世无争”、“清静无为”、“守

雌”、“学婴”等政治主张的代表，道家的建筑及其服饰

用色也多为黑色，可以说黑色是道家的象征颜色。“道

家”这种尚黑的色彩观念和审美态度更是直接影响了中

国古代的色彩美学思想，奠定了玄黑之色在中国色彩文

化中的崇高地位。

2　展馆里的玄色展品

玄色从视觉角度来看是最具有冲击力的，它色彩饱

和鲜亮；黑色显得大气且稳重，红色纯度高冲击力强，

这种色彩在这件彩绘陶盆中的运用，使得彩绘陶盆深沉

而不沉闷，华贵且不招摇，极其符合汉人文化之美，玄

色与五行中的火相呼应，使得这件文物在当时的时代下

具有独特的审美特性。通过对玄色的分析更好的帮助我

们去体会与了解但是汉文化的厚重与深远。

黑色与红色的组合被作为漆器的固有色调，极富装

饰感，千百年来经久不变。根据中国古人“天玄地黄”

的观念，漆器上黑色和黄色的象征性极强，这两种颜色

象征着中国古人的天地观，黑色象征着“天”，黄色象征

着“地”。朱色不等于黄色，但它是偏红的黄色，因此也

可以看做是在效果上强化了的黄色。这样的色调搭配，

体现了中国人的天地观念，并取得了一种深幽、沉静的

效果。这种漆器的美感正是玄色的美感表现。

玄色不仅仅是秦汉皇帝的服装主色调，秦国人崇尚

玄色。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甚至杂役奴仆全都

穿着以玄色为主色系的衣服。朝堂之上的大臣们清一色

都是红黑色衣服。就连朝堂的装修风格也有别于其他国

家的金碧辉煌，而是以红黑色为主色调。而这正是五行

之中水德的象征。因此，秦国统治者认为自己是水德，

崇尚水。而在五行中水德对应的标志颜色是黑色。所以，

从春秋战国时的秦国开始一直到一统天下的秦帝国，就

都崇尚玄色。

所谓五行、五德学说是战国时期齐国的阴阳家邹衍

提出的学术观点。主要指金木水火土代表五种德性。这

五德周而复始，循环运转，用来解释王朝的兴衰更替。

这让我们对当时秦汉的社会风貌、服装打扮和人文的了

解都有一定的帮助。

衣食住行中玄色都是秦汉城市的主色调，展览展出

的这件随葬冥器，来自焦作博物馆的汉五层彩绘陶仓楼

是其馆当之无愧的“明星藏品”之一。陶仓楼高近 1.5

米、共五层，精巧绝伦，生动有趣，连斜倚着门的农户

和卧着的狗都惟妙惟肖。此件陶楼不仅直观形象地表现

汉代建筑的形制和建造技巧，真实再现了汉代的建筑高

峰与成就，也是汉代陶塑艺术的经典作品。该仓楼通身

以玄色为主体，加之彩色点缀。玄色让整个仓楼看起来

庄重且大气，虽然是作为冥器陪葬，但其精美程度绝不

亚于真正的亭宇楼阁，房屋建筑结构合理，造型雅致，

再配上玄色为基调，大气且厚重。充分的展现出了当时

秦汉盛世都市的繁华与汉文化发展的优越性。

3　展馆形式以及其中的玄色

3.1 展馆空间色彩

不同的色彩可以为陈列展示呈现不同的语言，能渲

染环境，起到烘托展品、深化主题的作用。此次展览根

据不同的展览内容，展馆的主体利用红黑色彩营造出厚

重的观赏氛围。其中“天下之中”洛阳“齐国故都”临

淄、“两汉新城”邯郸、“南都帝乡”南阳“天府之国”

成都板块主要展示五都文物，空间色调整体选用红黑玄

色系，配以简洁的墙面造型设计，人庄严、雍容的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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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更加直观的感受秦汉时期汉文化的厚重与深远。

3.2 各个展柜内色彩

“天下之中”洛阳通过对工业铜鼓舞西王母灯具展

示，表达出这里重要的道家文化以及富足的文化和艺术

发展，展厅色彩为平和、朴实、舒展的玄色基调，以衬

托汉文化本身的庄严静谧，展厅没有刺激性色彩的出现

亦使观众的视知，达到的更好的体验效果。展品陈列选

用通联柜、独立柜和展台裸展的组合，实现不同文物的

立体化展示，丰富展览空间的层次表现。柜内均放置素

白矩形展台，以强调、突出文物；

整个展厅的灯光环境以局部重点照明的方式，有效

塑造展出文物的形态感与立体感，玄色这种深沉且大气

的色彩，加之单注光源照射，更增加其魅力与厚重感，

以此吸引观者注意力。“齐国故都”洛阳，对酒器以及铜

镜的专注展示，体现出它的物资丰富，生活富饶。

“两汉新城”邯郸大面积的瓦当纹样相互呼应，文字

图案的出现，与大面积的玄色为基调的成语墙相得益彰，

这样不仅有厚重的色彩感受，更能点明出邯郸的文化内

涵主题；

“南都帝乡”南阳是东汉光武帝的家乡，以狗和水利

图示说明、组说明等文字版面中重复出现水利图案，这

也从侧面展示出了当地社会的稳定繁荣之胜景。选此图

案作为背景纹样，既深化展览的主题内容，又增添版面

的层次感与美观性。

成都为天府之国，自古多受水灾侵扰，成都人民兴

修水利，建立都江堰水利工程。得以保一方之安定。通

过对成都地方的漆器以及织机蜀锦的陈列展示，这里用

巴蜀青铜器与玄色的背景色以及明快的巴蜀地图对比，

更加直观表达出川蜀人民的智慧与勤奋，川蜀地区的安

定与和谐。利用自身地理环境优势，因地制宜，构建美

好生活。

3.3 展板的背景色

展厅的背景与各个单元说明，图文结合通过文字排

版对展出品进行全方位配合介绍背景色也为玄色。配上

大面积的白色地图或其他书文讲解，产品的产品图诠释。

使得展览的主题内容更加的鲜明与直接。背景色的玄色

深沉白色明快，效果更佳的明显。背景的色彩对比让版

面更具有层次感和构成感。

4　结语

我们以玄色为视角对“列备五都”展切入，通过对

秦汉五都的生活器皿，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阐述了当时秦

汉文化的社会风貌以及风土人情。通过分析这些展品中

的玄色展品，来分析独特的意味和审美价值。以玄色为

主体且有序准确的文字以及陈列，让我们对城市建设的

过程以及秦汉之风形成能有更清晰和深刻的理解提供了

独特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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