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耀州窑装饰纹样的构图特征 

刘 谦 

                           （西安美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5） 

摘要：耀州窑是我国古代北方名窑，以精湛独特的装饰艺术著称。其装饰题材丰富，纹饰构成因器物

造型和装饰技法的不同而呈现多种面貌，不同种类和形态的装饰纹样，有单独出现的，也有组合装饰

的，自由灵活、变化丰富，在适合形、连续式、分格状等构图形式的规范下，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构成

规律，为耀瓷装饰艺术增添了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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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州窑制瓷品种繁多，装饰题材广泛，涉及植物、动物、人物、风景、文字以及几何纹样等，

大千世界的物象一应俱全。多样的纹饰题材直接影响并形成了丰富多变、优美合理的构图形式。 

构图是创作者艺术构思的外在表现，是组织题材、形成图案、美化器物造型的艺术加工手段。

耀瓷的装饰纹样依靠多样的构图形式，自由灵活地依器施形。在不同的器物造型或装饰部位，构图略

有变化，主要有适合形构成、连续式构成、绘画性构成、分格状构成和开光式构成等。这些形式又因

纹样形态和装饰部位的形状不同，而应用不同的构成骨架。多种自由灵活的构成骨架，形成变化万千

的构图方法。 

形式多样的构图，在规范严谨的构成中，使纹样与器型完美结合，纹样结构主次分明、层次清

晰，形式得到完整体现，内容获得充分表达。耀瓷纹饰构图统一中追求变化，均齐中追求平衡，静中

求动、动静结合，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艺术规律。 

一、据时代、造型和装饰技法的不同，纹饰构图随之变化  

唐代是耀州窑的创烧期，这一时期的装饰纹样与宋代相比，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存在很大的差

距，因此，纹饰构图相对单一，主要是素胎黑花瓷上的各种黒釉点绘纹样。这些纹饰多采用开光与适

合形构成，适合形中以三角形和多边形构成为主。 

五代耀州窑纹饰构图主要体现在划花和雕花装饰的纹样中，以连续式和适合形为多见。进入宋代，

制瓷品种、造型和装饰得到了极大丰富和发展，纹饰构图变化多样，适合形、连续式、绘画性、分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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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和开光式等构成应有尽有，而且每一种构图中的不同构成骨式也有充分的体现。 

   延续发展的金元时期，耀州窑瓷器以素面的月白釉等釉色装饰为时尚，装饰纹样的应用受到很大

的影响，仅少量的适合形和连续式构图出现，构成骨式单一。到了明清，迎来了耀州窑发展史上的第

二个高峰时期，各种不同的彩绘瓷器上，出现了多种纹饰构图形式，其中，以绘画性构图应用最有代

表性。 

耀州窑各时期烧造的陶瓷造型多样，主要有碗、盘、碟、洗等敞口式的平式体造型和瓶、罐、炉、

尊、壶一类的立式体造型。一般来讲，平式体造型多采用适合形构图，立式体造型多使用连续式构图。 

适合形构图将特定的纹样限定于某具体空间框架内，并保持纹样结构的完整性和形式美。在耀瓷

装饰上，因纹样形态、器物造型和装饰部位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适合纹样构成可分单独纹样适合形

构成和组合纹样适合形构成。而后者因使用的骨架不同，又分为对称、三角、多边形等有多种构成形

式。植物纹中的对枝和交枝纹样是最具代表的对称式构成，往往是两朵花头或相对而视、或相背而立

呈左右对称，枝叶在对称的两侧填充空白空间。三角形构成平衡稳定，给人以安静肃穆的视觉效果。

现藏于英国大维德基会的三把莲印花纹盘，（图 1）就是将带有“三把莲”三个字和三束相同形态的

把莲用等边三角形的构架水平布局于盘内，营造出饱满、严谨而稳定的装饰效果。 

连续式构图常用于耀瓷的立式体造型，多组织复杂纹样或边饰纹样。因连续的骨架不同，可分为

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构成的装饰纹样随着器形的起伏而延伸，在变化延伸中寻求节奏与秩序的美感，

并取得饱满而精致富丽的装饰效果。宋代刻花青瓷罐，（图 2）其肩部装饰的缠枝卷草纹和腹部的奔

狮纹即为二方连续构成法的代表。腹底是以重叠式骨架装饰两层仰莲瓣，中腹三头奔跑的雄狮个个怒

目眦牙，以相似姿势在连续延伸的卷草纹中狂奔，形成各异的狮尾和颈毛，增添了纹样构成的运动感

和方向性。 

纹饰构图还与装饰技法有关，新技法的出现和普及会造成相应构图形式的大量出现。唐代的黒釉

彩绘、白彩、褐彩和绿彩新技法的出现，装饰的纹样构图多采用三角形和多边形的适合形构图。五代

新出现的雕花装饰技法，多以连续式构图的形式布局装饰纹样。宋代大量使用的刻花装饰技法，所饰

纹样多使用适合形和连续式构成。明清时期新出现的各种彩绘装饰技法，常用绘画性的构成形式组织

装饰纹样。 

二、形式多样的构图使装饰纹样层次清晰、主体突出 

耀州瓷纹饰构图中，简单的纹样多以一种构成形式组织构图，复杂的纹样或是多种纹样同时出

现时，多应用两种或多种构成形式布局纹样。纹样装饰利用不同的构成骨架，呈现出丰富的层次关系，

从而突出主体，增加画面的空间感和艺术性。 

以线条为主要造型手段的平面化装饰纹样的层次关系，往往通过不同透视方法，使形与形的叠



 

压产生明确的前后关系。完整的形态在前，被遮挡的形态在后。在焦点透视与环形透视中，往往是下

部的形态在前，上部的形态在后；距视线近的形态在前，距视线远的形态在后。在互不重叠的构图中，

则是大的形态在前，小的形态在后。宋代青瓷刻花碗内的四婴戏莲纹，（图 3）在焦点透视下，下面

的两个婴孩在画面的最前面，上面的两个婴孩在其后，荷花、荷叶、莲蓬、茨菰的枝干相互穿插重叠，

但也有清晰的前后关系，完整的荷叶在前，荷花次之，莲蓬随后，茨菰在最后。这样彼此均衡穿插，

远近大小错落有致，虚实相间的表现手法，既透出一定的立体层次关系，又获得了纹样层次丰富清晰

的装饰效果。 

多种构图方法综合运用是耀瓷营造丰富空间层次的另一种方式。复杂纹样在多种构图的规范中宾

主有序，疏密得当，题材搭配贴切自然，和谐融洽，显现了古代陶工在处理纹样与空间的主次、虚实、

疏密、曲直等方面所具有的非凡意匠水平。宋代青釉刻花大盆的盆沿上刻二方连续式的水波纹，（图

4）不宽的沿面通过变化多样的水波形态，展现出波涛汹涌的水面情景；盆内壁却以分格状的构图方

法，将折枝牡丹和自然山石纹交替布局，以自由无序的交替形成变化丰富的装饰效果；最后用三角式

适合形构图方法将水波把莲、茨菰纹刻于盆底，碧波荡漾的荷塘景象与盆沿的水波形成里外呼应，增

添了纹饰构图的整体性，使多种装饰纹样在不同的构成形式中，仍然具有层次清晰，主体突出的统一

视觉效果。 

三、装饰纹样在不同形式的构图中呈现重复性 

在耀州瓷装饰构图中，除了单独式和绘画性构图以外，其他构图的纹样均具有重复性。采用一种

或多种单独纹样进行重复，重复的方法根据构成形式的不同而变化，带来的视觉效果因器物造型、重

复次数和重复形态的不同而略有差异。 

对称式构图是相同或相似的纹样以不同的方向进行两次、四次或是六次的双数重复。一般两次重

复的构成较为多见，重复的方向为上下或者左右，形成转换、旋转、平衡的视觉效果。三角形构图是

装饰纹样以三次、六次、九次的多次重复，其中三次重复的为常见，重复方向多环形旋转。装饰纹样

以不同形状作四次、五次、七次等多次重复的构成形式多采用多边形构图。缠枝纹样、连缀纹样和分

格状的装饰纹样几乎都是采用三次以上的二方连续式构图、四方连续式构图和分格状构图为主的多次

重复。特别是四方连续的构图方法，有时将纹样的重复次数达到十次以上。 

青瓷上的水波游鱼纹是多种形式、不同次数重复的典型例证。元代青釉印花水波鱼纹洗内的一条

鱼作一次重复后，（图 5A）以对称式适合构图的骨式分布于洗内底，令人感到平衡、对称和稳定。宋

代青釉印花盏内的水波游鱼，（图 5B）是一条鱼作两次重复后，按三角形适合构图的骨架，布局在盏

内，构成三面对称重复的视觉画面。宋代青釉印花碗内的水波游鱼纹，（图 5C）则是一条鱼作三次重

复，按四边形适合构图的骨架装饰在碗内，形成两两对称重复的装饰画面。宋代青釉印花碟内的水波



 

游鱼纹，（图 5D）又是一条鱼作多次重复后，按六边形适合构图的骨架分布在碟内底，同样的形态，

不同的方向，在同一水上呈多面均齐状，形成满地装饰的构图效果，展示重复的力量和魅力。 

纹样重复出现在耀州瓷装饰构图中运用广泛，形成美妙有序的构成整体，丰富装饰画面的内容，

完善装饰构图的形式，强化装饰纹样的主题，达到了构图饱满和谐的视觉效果。 

四、超越时空、理想求全的构图意识增加装饰的趣味性 

在耀瓷装饰构图中，偶然会遇到不合乎时空观念的构图画面。有的是将不同空间的物象组织在一

起，有的是将不同季节的物象进行布局。这些构图内容不受同一瞬间的束缚，而是多瞬间状态的组合，

由此，获得题材的综合、时间的延续、空间的拓展，使构图具有更大的包容性。突破客观自然逻辑对

构图的约束，改变习惯性思维对构图的限制，从而成为超越时空，超越自然逻辑的自由组合与创造，

增加画面的趣味性和观赏性，给人回味无穷的视觉感受，展现了古代陶工非凡的想象力和综合创造能

力。 

耀州窑博物馆收藏的宋代印花青瓷碗内的装饰纹样就有这个特点（图 6）。碗底是对称适合的双

凤衔枝纹，碗壁是六条柳枝从不同方向垂向碗底，呈向心状布局。每条柳枝上分布两条不同姿势的小

鱼，均嘴衔柳枝，呈向碗外游动的六面对称，整幅装饰纹样用不同的构图方法，把天上的飞鸟、岸上

的垂柳、水中的小鱼巧妙地穿插组织在一起，获得自然生动，又别有情趣的装饰效果。在构图上多种

方法交替运用，展现了古代陶工丰富的想象力。 

结语 

耀州窑素以精湛独特的装饰艺术而著称，题材广泛，构图丰富而自由灵活，在一千四百余年的

发展过程中，因造型和装饰技法的不同，形成了变化多样的构图形式。这些形式又因构成骨式的不同，

构图方法亦变化万千。丰富的纹饰在严谨规范的构成形式中，获得层次清晰，主题突出的装饰效果。

对称形、三角形、多边形、连续式、连缀式、连环式等构图骨式，使器物装饰纹样呈现出重复性的特

点，丰富画面、强化主题，使得构图饱满，装饰效果整体和谐。在较为复杂的纹饰构图中，偶尔也有

超越时空限制，理想求全，将多种纹饰以非逻辑的形式自由组合与创造，增加装饰画面的观赏性与回

味感。正是由于这些装饰特征，为耀瓷装饰艺术增添新的魅力与内涵，使它脱颖而出，成就了古代陶

瓷装饰艺术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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