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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意境天成 
——浅析汝窑与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 

◆吴远忱 

（湖北美术学院  湖北省武汉市  430205） 

 
摘要：汝窑作为五大名窑之首。始于唐，兴于宋，以精美的造型与多变
的令人惊叹的色彩著称。同时汝窑造型也随着历史的变换发展出了不同

的装饰风格。特别是在北宋时期，汝窑在古代中国的儒家与道家的思想

碰撞下，呈现出了与其他瓷器完全不同的审美特征。本文将从汝窑瓷器
的历史、风格与审美等其他方面分析宋代汝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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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窑瓷器的历史 
汝窑，作为五大名窑之首，因产于汝州而得名。代表着的更

是中国古代审美艺术的高峰。汝窑隶属于青瓷。同时青瓷也是由
古到今的瓷器，在中国存在历史最长的品类。青瓷发展的过程，
由南向北，一路绵延逐步发展与进化。尤其在陕西。这些生产技
术与生产方式的日渐成熟，同时也为北宋汝窑在汝州的出世埋下
了一颗种子。 

汝窑以玛瑙入釉，在现代更是有歌手一句“天青色等烟雨”
在广为传唱。这句歌词中同时也揭示了当时烧制汝窑需要的自然
条件。在一定的烟雨环境下，汝窑开片最为精彩，烧制出来的瓷
器最为漂亮。玛瑙入釉降低了汝窑瓷器釉面的玻化程度。进而说
明缺乏明显的玻璃纹理是玛瑙釉的重要特征。从汝窑瓷的横截面
上可以直观地看出，釉的中下层都镶嵌着一些稀疏的气泡。而下
层的气泡在釉面上很难看到，这种现象也属玛瑙入釉的特性。与
几何形造型讲究线形和体面不同，象生多在大自然中寻找艺术灵
感，反映客观生活的美感。汝官窑瓷在线性、结构、造型上模仿
于自然形象，并呈现出一种文静、天真的艺术风格，清隽典雅、
宁静恬淡的审美观念。陶瓷模仿自然中的花卉是最为常见的一种
仿生形态，从五代的陶瓷、金银器中已有此趋势。而在宋被推向
极致，其造型在器物口沿仿花瓣的，北宋汝官窑陶瓷造型具有明
确的目的性和结构形式的合理性，功能之美首先体现在实用之用
上，以生活器皿为主的汝官窑瓷，在设计过程中必然要考虑到使
用时尺度的方便、合理。 

常看常新让人越看越喜欢也就越容易流传或者继承下来。汝
窑更是以其莹润的色泽、细腻的坯胎、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
内涵列宋代“五大名瓷”之首。 

汝窑瓷器的艺术风格与审美 
在北宋，中国关于艺术的审美上升到了史无前例的地位，在

上层建筑中占主导的道家与儒家思想大普及的时刻同时北宋也
确实是文人的天下，现代很多广为流传的千古名作就是宋代传下
来的。艺术一直以来就是现实物质生活中无比璀璨的星光，可望
而不可触及。宋代的花鸟画与工笔仕女图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
的人们对于文人画这种传统艺术的审美。他们除了长线条之外，
也善于运用图案的疏密来安排整个画面，他们都是心理战大师，
他们都很好的引导了观众的视线在画面上不同地方停留的时间
和顺序。构图中关于“势”的运用也更加丰富，“势”就是画面
内容的总体走势，能够起到引导观众视线的作用。画面中出现的
图案的作用是引导大家的思考方向，而大面积留白则是为了留给
观众思考和想像的余地，给人以简洁空灵之感，强调一种意境之
美，余韵悠长。 

在当时这种大环境大气氛的营造下，当时的宋代文人心中，
他们所注重的是源于自身的自我与本我的认知，源于内心的深处
的话语。自古以来在老庄提倡的观点中以自然为基础认识世界。
自然是一直不会改变的，一直在那里，与人心不同。相对而言从
自然中参悟的道与美也会是一种与不同的审美情趣。正是由于这
样的社会大环境，这样的审美滋养下，汝窑在当时更是受到文人
等一些附庸高雅之人的追逐。同时在北宋时期，社会安定，没有
了战争之类的劳民伤财的事件发生，这也导致了当时北宋时期财
富的积累这为了当时宫廷内的汝窑等一系列瓷器的创造提供了

发生的温床，让当时的瓷器发展达到了高峰! 
宋代青瓷作品的色泽多以追求天然美玉古朴浑厚的质感为

目标，其质地与成色无时无刻不试图呈现玉石的光彩。北宋皇室
十分喜爱的汝瓷，今天的人们仍爱不释手。原因在于它不仅制作
精良，而且蕴含着独特的审美情感和丰富的历史审美特征。今天
看来，汝瓷不仅体现出一种返璞归真、清净幽玄的别致韵味，还
凝聚了宋代上层社会整体的审美倾向和审美追求。 

传世汝窑特征总结 
北宋留下的汝窑瓷器极为稀少，现存世量仅 77 件。汝窑的

造型和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是统一的，为了适应人们在生产活动中
的需要。陶瓷的形状同时也是为不同的功能服务的。 

那么这里引出一个新词，象生。跟图案中讲究的线条与体积，
面积关系不同，象生大都是大自然中的衍生物，人们对于象生的
审美离不开对自然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这种对于生活中的美的认
同。造就了汝窑瓷器的线性结构与形象上对于自然的模仿，这所
流传下来的就是让观者感受到质朴的舒适的审美态度。 

中国流传着这样一句形容汝窑瓷器的话：“青如天，面如玉，
蟹爪纹，晨星稀，芝麻挣钉釉满足。”“青如天”说的是釉色如雨
过天晴之色。这是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明了汝窑釉色所呈现出的
自然美。文献上记载汝窑青瓷釉色有八种，包括天青、天蓝、月
白、粉青、豆青等等，但是以纯正的天青色为主，浓淡不同。传
说宋徽宗曾经做过一个梦，梦到了雨过天晴后天空的颜色，他非
常喜欢，所以命令汝窑工匠烧造类似颜色的瓷器。 

从故宫博物院及国内各地博物馆所藏汝窑瓷器传世品来看，
釉层不厚，随着形状的变化，它呈现了一个黑暗和浅的层次。釉
面滋润柔软，如玉般纯净，有一种清澈油腻的感觉。无光泽的器
物较多，有光泽的较少。在不同的光线或不同的角度，釉的颜色
会有不同的变化。在光线更好的情况下，蓝色的颜色会变黄，就
像雨后的蓝天上的金色阳光一样。光线暗淡的地方，中间的颜色
是蓝色，像清澈的湖水。 

宋代汝窑瓷登峰造极，充分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和审美意识。尚文重理的文化氛围，促进了造物与主体审美理想
的和谐发展，形成一代沉静典雅、平淡含蓄、心物化一的美学风
范。我们今天应当继往开来，将宋代瓷器的风范在现代设计中发
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