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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展示传统瓷器之美。本文以北宋汝官窑为例子进行美学分析并与现代

产品——融蜡灯相结合，赋予现代产品以宋代汝瓷的韵味同时保留产品实用性。方法：主要采用组合构

型和块面过渡的分析方法对北宋汝官瓷瓶类和盏托类产品造型进行分析。其次从分析对象的纹理、装饰、

色彩、锻造四个方面进行特征分析。结果：筛选出最具有宋代汝官窑瓷器的特征元素并加以提取；最后

将提取出的代表性元素选择性的与产品结合完成创新造型设计。结论：以组合构型的造型方法为主，

以纹理、装饰、色彩特征为辅，对北宋汝官窑瓷器造型进行再设计并与融蜡灯相结合，增加优秀传统

文化传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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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o promote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showcase the beauty of traditional 
porcelains. Taking Ru ware from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conducts 
an aesthetic analysis and combines it with a modern product, the wax melting lamp, to give it the 
charm of Ru porcelain from the Song Dynasty while retaining its practicability. Methods: The main 
approach adopted in this paper is the analysis of the combined configuration and the transition of 
blocks and surfaces to analyze the shapes of Ru ware bottles and saucer products from the North-
ern Song Dynasty. Secondly, a feature analysis is conducted from four aspects: texture, decoration, 
color, and forging. Results: The most distinctive feature elements of Ru ware porcelains from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re screened out and extracted. Finally, the extracted representative ele-
ments are selectively combined with the product to complete the innovative design. Conclusion: 
Focusing mainly on the combined configuration method, with texture, decoration, and color fea-
tures as supplements, the design of Ru ware porcelains from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s 
re-created and combined with the wax melting lamp to increase the dissemin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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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汝瓷盛名于宋代汝州，在这个时期，瓷器的制造业非常繁荣。同时，也诞生了五大名窑，它们分别

是：汝窑、哥窑、官窑、定窑与钧窑[1]。其中，作为“五大名窑”之首的汝窑因其数量极其稀少和特别

的釉色、器形对后世瓷器创作和研究产生了极高的价值。目前关于北宋汝官窑的美学特征研究大多为釉

色、制作工艺和纹饰结合美学的分析，少有关于汝官瓷造型的美学特征研究。因此，本文主要从形态构

成为主、块面过渡为辅的角度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践相结合，对北宋汝官窑瓷器进行分析，以一种新的分

析方法来弥补此领域的空白。 
文章将使用产品基础设计的分析方法，对代表性瓷器进行造型分析，同时对北宋汝官窑瓷器特有的

器型形态、纹理特征进行提取，结合现代造型设计理念方法，对北宋汝官窑的器型进行现代化创新设计，

保留实用性的同时增加特色美学特征，让其能够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中。 

2. 研究方法与思路 

本论文将分为三个板块来分析汝官瓷造型的美学特征。第一个板块是从构成角度入手，将有明显特

征的汝官窑瓷器按照组件拆分为多个基本的几何形体，从整体到局部，分析各个基本形体之间的组合方

式与过渡方式；第二个板块是同类产品横向对比，整理并提取出有代表性的汝官瓷廓形；第三个板块是

将前两个板块提取出的廓形加以转换和衍生，将汝官瓷具有的东方意蕴介入到具体的产品造型设计中，

用于其他产品的造型创作。本论文以融蜡灯为例，探究汝官窑瓷器文化在融蜡灯当中的创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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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形体组件等级秩序中，按主次关系可以分为：主导形体、次要形体、附属形体。主导形体是

组件中最大的一个，是最有趣和最生动的。它在各个组成部分中占有主导位置[2]。次要形体在特征方面

对主导形体进行补充。附属形体将会使设计变得有趣。它并不像主导形体和次要形体那样独立，但可以

增加对其他形体的对比感，从而产生设计的家族性和系列感。 
在多个基本几何体构成产品的基础上，两两相连的几何体之间必然会存在过渡的问题。过度区域的

设计总体来说还是采用剪切和叠加组合的手法，即在两个不同形态或体量特征的形体组件间通过剪切某

个组件使两个组件产生呼应或叠加过渡形体使不同组件间产生形态相关性[2]。 

3. 北宋汝官窑瓷器美学特征 

3.1. 北宋汝官窑概述 

宋汝瓷之天青、卵青、粉青瓷器之典范，经常成为后代瓷器仿制对象，南宋官窑、元、明、清御窑

等皆有仿制之作品。建于北宋汝瓷之后的南宋官窑，所生产的瓷器大量借鉴汝窑作品，包括但不限于瓷

器底部有小支钉、薄胎、追求满釉、天青的釉色等。例如青瓷三足尊釉色，外形上就与汝窑相似，也有

开片，但除了模仿以外还蓄意多层施釉从而产生釉层开片堆叠的层次变化。对后世瓷器的审美和创作技

法有很高的指导作用。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目前中国陶瓷文化正在面临着本民族文化和外来异国文化的激烈碰撞。如何

从已有的传统文化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北宋汝官窑瓷器的器型形态、纹理特征、审美韵味等

等角度进行分析与研究，总结出北宋汝官窑瓷器实用性和观赏性特征并运用到现代产品造型设计中。使

其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让北宋汝官窑瓷器不仅仅有收藏价值还能更好地传承和发扬我国陶

瓷艺术的精髓，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3.2. 北宋汝官窑瓷器的美学特征 

形态是功能的载体。由产品形态、材质与肌理、色彩三大要素共同创造的产品形式，通过视觉化和

触觉化的途径给人们以一定的认知、审美感受与象征感受[2]。 
北宋汝官瓷不仅是天青、卵青、粉青瓷器之典范，在器物造型、纹理等方面也各有特色。古人称北

宋汝官瓷特征为：“香灰胎体、天青釉色、蟹爪纹饰、芝麻钉眼”。 

3.2.1. 形态特征 
北宋汝窑瓷器作为皇室专用瓷器，完整流传至今的瓷器数量稀少。在《中国古代名窑·汝窑》一书

中整理了 83 件被各大博物馆收藏的瓷器。种类有碗、盆、瓶、尊、碟、洗、盏托等。其中，实用器皿最

多、陈设器皿次之、礼器最少。本文中，笔者以瓶、盏托为例子分析汝官瓷的造型特征。 
汝官瓷的造型大多以简洁实用为主，在这基础上再增加设计感，从而达到一种协调的美。结合宋代

的文化习俗、审美偏好和社会大环境来看，宋代的文人情怀将汝瓷的审美需求提高到设计之前。所以汝

瓷大多朴素，没有繁复的装饰，追求整体美和流动质感。 
瓶类。汝官窑的陶瓷造型中瓶类的造型最为典型。宋代瓷瓶多为口小腹大的陈设器皿。其中，盘口

折肩瓶、梅瓶、小口细颈瓶、敞口鹅颈瓶较为出名。根据器型可分为以下几种。 
如表 1 所示，A、B、C、D、E 五种类型的汝官瓷瓶按照基础的几何形体拆分之后能一目了然的看出

不同部分在整体产品中所占的比例。从而更好的赏析汝官瓷瓶的造型设计之韵律。如果只看由黑线描绘

的四个基础形体，两两之间结合生硬，少了汝官瓷的优雅柔和。只要在基础形体用图 2 的三种形式做一

些改动，整体造型将会给人以和谐的整体美(本文所有拆解样式的图示信息均为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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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Bottle morphology analysis 
表 1. 瓶类形态分析① 

型号 样式 拆解样式 特征 图片来源 

A 

  

颈部环有弦纹，鼓腹，

外足撇，厚瓶口。 

《汝窯》 
赵文军、赵文斌著。汝窯。 
上海市：文汇出版社，

2002. 

B 

  

高颈，鼓腹，窄瓶口。 

C 

  

矮颈，窄瓶口，直足圈。 

D 

 
 

长曲颈，鼓腹，窄口。 故宫博物院官网 
https://www.dpm.org.cn/  

E 

  

长直颈，侈口镶铜，圈

足外撇。 

大维德基金会 
https://www.wikiwand.co

m/  

 
Table 2. The meaning of disassembled style symbol 
表 2. 分解样式符号含义② 

编号 名称 样式 代表含义 

001 斜纹 
 

叠加过渡区域 

002 格纹 
 

剪切过渡区域 

003 点状 
 

二次叠加过渡区域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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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 A 型产品中，从上到下依次采用了“叠加过渡”——“剪切过渡”——“叠加过渡”的方

法，将四个基础形体组合而成的大体轮廓相连成一个整体。产品各个组件形态统一完整，保持了产品的

整体性。其中，叠加过渡在体量上通过增加来使组件产生相互呼应(如 A 型中处于腹部的椭球体和处于颈

部的圆柱体)。用相同的思路类比，BCDE 四种型都是在基础几何形体的基础上使用叠加或剪切的方法使

产品呈现出不同的造型。 
盏托。宋代汝官窑盏托是放置茶盏时使用的托盘。与茶盘有不同，两件产品虽然同样始于东晋并在

南北朝时期流行，但是伴随着盛唐时期饮茶之风盛行，盏托的托圈逐渐升高，中间呈空心盏以防烫手，

与茶盘渐渐有了形式上的差异。宋代盏托主要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Table 3. Morphological analysis of marigolds 
表 3. 盏类形态分析① 

型号 样式 拆解样式 特征 图片来源 

A 

 
 

宽底圆托盘，短颈封口， 
盘心突起。 

河南博物院 
https://www.chnmus.net/ 

B 

 
 

直口微敛，深弧腹，托盘呈

五瓣葵花形，盘底部与圈足

相通。 

大英博物馆 
https://britishmuseum.org.cn/ 

C 

 
 

短底，曲口微敛，黑边圆盘，

厚开口。 
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官网 

https://www.clevelandart.org/ 

 

如表 3 所示，相比于汝官瓷瓶，茶盏的基础形体种类丰富度降低，数量增加，多了层级和遮挡关系。

而且茶盏的整体体量和基础形体的体量都小于汝官瓷瓶，故茶盏在连接处的体块过渡与瓷瓶有所区别。 
例如：在 A 型茶盏中，一共有六个基础形体相互叠加，相互接触的两个形体之间用剪切的手法弱化

体块连接，使茶盏看上去柔和不生硬，增加了整体性和美感。 

3.2.2. 肌理特征 
传世的汝官窑瓷大多器表有纹片，无纹片者极少见。汝瓷釉面的开片是在烧制过程中因为胎和釉的

膨胀系数不一而出现的开裂纹片，这本来属于瑕疵，但在文人眼里却成了艺术效果，皇宫贵族也相当崇

尚[3]。根据纹样特征不同，纹样总体可分为“直开片”和“斜开片”。在此基础上还可细分为：“冰裂

纹”开片、“文武”开片、“鱼鳞状”开片、“金丝铁线”开片、“百圾碎”开片。其中，汝官窑的开

片主要集中在“冰裂纹”开片和“鱼鳞状”开片。 
如图 1 所示，天青釉圆洗是“冰裂纹”开片的代表。在天青釉圆洗中可以明显看出，这种裂纹十分

致密，没有缝隙，杂质无法侵入，使得窑器在历经千百年的岁月的洗礼后依然显得晶莹剔透。像是在冰

晶玉洁的釉面上形成了像冰雪一样的裂纹。 
除了天青釉圆洗的“冰裂纹”开片，“鱼鳞状”开片也是一种十分独特的开片现象。这类瓷器釉层

很厚，有些甚至超过了胎体厚度。如此厚的釉层是多次上釉形成的，每次上釉都要等干燥后再施，故各

层釉之间薄厚不均，瓷器烧成后，层间应力不同，在层间产生断裂。才能形成独特的“鱼鳞状开片。 
文献纪载：“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绝大多数汝官窑瓷器都有或多或少的开片现象。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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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celadon glaze round bowl and detail 
图 1. 天青釉圆洗③ 

 

 
Figure 2. The celadon glaze round and detail 
图 2. 汝窑淡天青釉弦纹三足樽式炉(局部)③ 

 
纪载：“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目前公布的汝窑传世品中，无纹片的只有一件，即是收藏于国

立故宫博物院的青瓷无纹水仙盆。由于汝窑以玛瑙作为釉料，所以不管是冰状纹片、浅开片或白色短纹

片等，皆为鱼鳞状开片，没有纹线较长的大开片，这是汝窑与其他瓷釉面开片不同的地方[1]。例如图 2
汝窑天青釉凸弦紋三足尊(局部)所示，釉面荧润，有呈蟹爪状的开片纹理，釉中有少量气泡。 

北宋汝官窑瓷器整体造型流畅，风格淡雅，故额外装饰较少。如表 4 所示，在为数不多的瓷器中，

古人善用刻花与环圈的形式装饰汝官瓷。原本素雅的瓷器在经过宋代能工巧匠之手精心雕琢后多了一份

明艳与大气。 
 

Table 4. Texture style analysis 
表 4. 纹理形态分析① 

型号 名称 样式 拆解样式 特征 图片来源 

A 淡天青釉弦纹 
三足樽式炉 

 

 

颈部微突素圈 
河南博物馆 

https://www.chnmus
.net/ 

B 天蓝釉刻花鹅颈瓶 

 
 

釉下莲花暗纹 
河南博物馆 

https://www.chnmus
.net/ 

C 豆绿釉刻牡丹纹路三足

樽 

 
 

牡丹平面线稿 

《汝窑的发现》 
上海博物馆著。汝

窑的发现。上海人

民美术出版社。

19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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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汝官窑的釉是石灰釉，烧制温度与出窑后呈现的颜色密切相关。不同的温度对应者不同的色彩。

汝官瓷最常见的颜色大约可分为：天青色、月白色、粉青色、卵青色、灰青色、虾青色、豆青色。其中，

天青色和天蓝色最为代表性。如表 5 所示。 
天青釉是中国古代珍贵的单色釉品种，一般认为其始于传说中的柴窑，而最早的天青釉实物则显现

于汝窑。于是，有学者认为天青釉唯柴窑、汝窑所特有[4]。天青色是一种复色釉，这种釉色的色泽会随

着天气的变化而变化[5]。在光线明亮时，其颜色青中泛黄；若将其置于光线暗淡的地方，则呈现出青中

偏蓝绿的颜色、后人用“雨过天晴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来形容汝官窑的天青釉色。 
“天青为贵，粉青为尚，天蓝弥足珍贵”。天青色的烧制难度之高，复刻难度之大令人叹为观止。

只是这和天蓝色相比，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马未都说过：“天青为贵，粉青为尚，天蓝弥足珍贵”。

天蓝釉色光亮滋润，上面布满细碎的自然开片，内中闪现点点乳光。 
 

Table 5. Colour style analysis 
表 5. 色彩分析 

型号 名称 样式 颜色 图片来源 

A 淡天青釉弦纹 
三足樽式炉 

 

 

BFDBDC 故宫博物院官网 
https://www.dpm.org.cn/ 

B 月白釉盘口瓶 

 

 

E8E5DF 

《河南文物考古研究》 
李京华著。河南文物考古

研究丛书。科学出版社。

2012。 

C 粉青釉刻花龙纹钵 
  

A98A9A 故宫博物院官网 
https://www.dpm.org.cn/ 

D 豆绿釉刻牡丹 
纹路三足樽 

 
 

919C7E 

《汝窑的发现》 
上海博物馆著。汝窑的发

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7-1。 

E 天蓝釉刻花鹅颈瓶 

 
 

AED1DD 河南博物院 
https://www.chnmus.net/ 

3.2.3. 锻造特征 
汝官窑施釉技法精湛，多采裹足支烧，支钉很小，因此有“芝麻支钉”之说，使器表和器底全施满

釉。另外也有少数采用垫饼垫烧法，器表和器底均施釉，圈足底则露胎无釉。支钉的多少因器形大小而

定，多者五个，少者三个，惟椭圆洗、海棠洗和水仙盆采用六支钉，四支钉者极为罕见。汝民窑以垫饼

烧制为主，少数为全满釉支钉烧制。相较之下，汝民窑的支钉稍大，如绿豆瓣[1]。高濂的《遵生八箋》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3425
https://www.dpm.org.cn/
https://www.dpm.org.cn/
https://www.chnmu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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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汝窑“底有芝麻细小掙针”。如图 3，图 4 所示，可见北宋汝官窑工匠制作工艺之精湛。 
 

 
Figure 3. Northern Song Dynasty Ru kiln celestial blue glaze wash—Folklore 
图 3. 北宋汝窑天青釉洗(汝民窑)③ 

 

 
Figure 4. Northern Song Dynasty Ru kiln celestial blue glaze wash—Official 
图 4. 北宋汝窑天青釉洗(汝官窑)③ 

4. 北宋汝官窑特征提取 

形态特征 

由表 1 可知，汝官瓷瓶造型流畅淡雅，并无繁复装饰。在造型整合上将汝官瓷的长颈、鼓腹、薄口

等特征融合。将特征元素提取出来再经过设计转化得到衍生产品造型。 
 

Table 6. Outline element extra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1 
表 6. 轮廓元素提取和转换 1④ 

型号 轮廓 元素提取 设计转化 

A 

 

内凹曲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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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叠加过渡，强化连接。 

 

C 

 

二次过渡 

D 

 

圈足外撇 

 
如表 6 所示，将 A 型汝官瓷瓶的曲颈、B 型瓶腹纹理装饰的叠加过渡和强化连接、D 型颈部与腹部

的二次过渡、E 型底部的足圈外撇的特征进行提取并融合，完成表 6 右侧的设计转化。 
 

Table 7. Outline element extra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2 
表 7. 轮廓元素提取和转换 2④ 

型号 轮廓 元素提取 设计转化 

A 

 

内凹曲颈 

 
B 

 

叠加过渡，强化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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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7 所示，将 A 型茶盏的短颈封口，盘心突起、C 型茶盏底部的短底圆盘的特征进行提取并融合，

完成表 7 右侧的设计转化。 

5. 特征应用——融蜡灯产品造型设计 

5.1. 融蜡灯产品概述 

融蜡灯作为近代香氛使用新形式，最早是一种电取暖器，也叫蜡烛取暖器(以下简称融蜡灯)。它可以

融化蜡烛或带香味的蜡以达到释放香味的目的。使用取暖器的好处包括没有明火和经常燃烧蜡所产生的

成烟。许多融蜡灯带有自动关闭和定时功能，这降低了房屋火灾的风险，被认为是比明火香薰蜡烛更加

安全的选择。 
如图 5 所示，在造型上，市面上的融蜡灯主要分为单支撑和双支撑两种形式。本文采用右图双支撑

的形式进行融蜡灯造型创新设计。在外观造型上比视觉重心偏移的单支撑融蜡灯更具有复古感和稳定感，

在造型上也能与北宋汝官窑瓷器的外形相呼应，更能体现形态对称美。在型面上更加直观的体现北宋汝

官瓷的元素转化。 
 

 
Figure 5. Wax melting lamp 
图 5. 融蜡灯⑤ 

5.2. 元素应用方法 

基于上述造型特征与设计元素，设计一款融合北宋汝官窑文化的融蜡灯。 
在造型方面，选用前文提取出的两种瓶类造型特征进行转换融合作为融蜡灯灯罩部分；再将前文提

取出的茶盏造型特征进行转化作为融蜡灯底座部分。将北宋汝官窑瓷器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器型相结合进

行二次创作成现代感的融蜡灯。既满足对北宋汝官窑瓷器特征的二次使用又在传统瓷器造型的基础做出

取舍，使整个融蜡灯造型更加现代化。 
在装饰方面，颜色主要参考前文的天青色和天蓝色这两种有代表性的颜色。两种颜色局部使用，打

破黑白灰的传统配色方案，为产品造型进行亮眼点缀。纹饰将前文提取出的纹样进行局部直接套用，即

保留北宋汝官瓷为数不多的纹样特征也不会使融蜡灯造型过于繁复。 

5.3. 应用产出 

如图 6 和图 7 所示，产品造型融合了北宋汝官窑瓷器瓶类内凹曲颈、圈足外撇和盏托类短颈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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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心突起的特征，将以上造型特征互相排列整合从而得到图 8 的造型。采用北宋汝官窑瓷器具有代表性

的天青色(色号为 BFDBDC)和灵感来源于淡天青釉弦纹三足樽式炉的颈部微突素圈(表 5)。产品整体比例

协调，不失现代感又能传达北宋汝官窑瓷器的神韵，展现出独特的美学内涵。 
 

 
Figure 6. Final product 
图 6. 产品产出⑥ 

 

 
Figure 7. Final product 
图 7. 产品产出⑥ 

 

 
Figure 8. Moulding outline 1 
图 8. 造型轮廓 1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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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持久力量。作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汝窑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之一，也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器[6]。北

宋汝官窑陶瓷作为汝窑文化的一部分，也承载了巨大的文化价值。汝瓷是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本文运用组合构型的方法对北宋汝官窑瓶类和盏托类瓷器进行造型拆解，将产品造型几何化，清晰明了

地看出产品不同部件之间的位置、比例等关系。将提取出的造型、色彩、纹样特征元素进行融合再设计。

将其运用到现代化产品上，完成传统元素现代化运用的设计实践，为传统文化的传播打开了新渠道。 

基金项目 

2022 年浙江省高等学校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基础设计》，项目号：kcsz20220111。 

注  释 

①表 1，表 3，表 4 图片来源：拆解样式图片均为笔者自绘 
②表 2 图片来源：样式图片均为笔者自绘 
③图 1~4 来源：https://www.dpm.org.cn/  
④表 6，表 7 图片来源：图片均为笔者自绘 
⑤图 5 来源：野兽派官网：https://www.thebeastshop.com/  
⑥图 6~8 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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