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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活動之雅靜精神相融合。由此可知器物的內

容透過有意義的形象與恰如其份的尺度、質色

表現，和人類形成感知的時間聯繫，因之能滿

足人們的流動觀賞與靜觀細玩，延伸出超越三

度空間的氣氛存在。

宋瓷美學與當代文學相呼應，追求平易而

雋永，淡泊而含蓄，言簡而意繁，辭約而理

精，文學家梅堯臣所提倡「作詩無古今，唯造

平淡難」，以平淡作為文學審美要求的最高理想

〔註6〕，和「考工記」中所言「樸素精神」，宋

瓷形式嚴謹，氣質含蓄而幽雅，與唐代陶瓷之

開闊恢宏，是情與理之風格對照。宋瓷追求逸

品、非功利的藝術創作態度，間接產生了以欣

賞為主的產品，對明清工藝美術創作產生了重

要影響。

2．2–6墨彩氤氳的白瓷青花─江南煙雨的移情

中國瓷業發展於白瓷燒造成熟的元代，開

始朝向以彩繪為主要裝飾的時期進展，元代瓷

裝飾以單色鈷藍為主（藍色是遊牧民族喜好之

顏色），線描技法展現滿布之花紋裝飾，富層次

感而不覺繁密，白瓷之素肌更適合表現清逸之

畫風，一如宣紙之於墨彩。因單一的藍色調

〔歷來稱為「青花」〕，使畫面容易達到統一的形

式美。鈷藍彩料發色性強，只需微量即可發出

幽倩的深藍，和墨彩一般，適合用毛筆來書寫

彩繪而產生清麗幽深的效果，而且白瓷青花產

品使用材料單純，容易加工，在燒成上成功率

較高，迎合了當時商品快速生產流通之需求，

因之元、明時代，瓷器裝飾明顯的以水墨裝飾

技法為表現重點，青花墨彩暈散披離，深得變

化之妙，而且適合表達空靈之意境，是江南煙

雨的情致之投射，當瓷器的精作日益成熟，青

花瓷與影青瓷也適時大量出現。

明青花重視寫生形象，並講求寄情寓意之

妙，雖寫實但不堆砌，寫生形象清晰穩定，紋

飾多疏朗〔一般輔助之紋飾，即「花邊」則較

密〕，鉤勒層次分明，具有精美高雅，神采橫溢

之姿，畫面多空白餘地，渲染具有水墨之韻

味，開啟高雅之陶瓷風格。明瓷工藝可用簡約

而充實來概括形容，具有端莊、秀逸的特點，

造形與紋樣裝飾性都很強，講求形式之美，如

纏枝花（又稱卷草紋）為明代青花瓷常運用之

紋飾即產生多種變體，紋樣形式至為婉約優雅

〔照片24〕，明瓷上的裝飾往往注意結合器物的

形體，使裝飾強化了造形的要求令人感覺自然

合體，具有很高的格調。〔註8〕

明中期之後彩繪瓷已「五彩皆備」，且和青

花瓷融合產生「鬥彩」新工藝〔照片23〕，亦即

釉下彩結合釉上裝飾以多次入窯燒成來製作，

於明時代彩繪瓷裝飾題材，因對於材料的運用

較自由而產生豐富的紋飾，且表現多筆力蒼勁

氣象萬千，構圖亦疏密有致，以優美清秀見

稱。彩繪瓷自唐三彩開啟多彩釉先聲之後，因

白瓷的燒造尚未成熟，故一時難有突破性發

展，但於北方遼三彩，宋三彩仍有所繼承，白

瓷時代開啟後，於明代成化時期彩繪瓷有相當

傑出的表現，清朱琰所著之「陶說」記載「成

化以五彩為最」，成化瓷以製作小件產品為主，

風格秀麗雅緻，精美異常〔照片23、26〕，成化

期所製的酒杯「雞缸杯」，於1999年世界知名的

蘇富比拍賣會中以一億多元台幣成交，可謂

「開一代未有之奇」〔照片23〕。

明瓷裝飾有完整的山水、人物、花鳥圖

紋，是陶瓷裝飾紋樣進一步的發展完成，官窯

產品多以勾線填彩來表現，構圖多主次分明層

次豐富，意境清新，尤以民窯青花之宣染特

色，畫法大氣磅礡、灑脫奔放，得妙趣於形式

之外，風格極為灑脫健美，有很高的藝術價

值，與宋之磁州窯白地黑花彩繪有異曲同工之

妙，富有民間藝術簡練樸素的藝術感染力，令

人激賞〔照片25〕，青花墨彩以單色來表達「墨

分五色」的空間感，使以往的平面式之線條色

塊表現轉向三度空間的變化。明晚期陶瓷紋

飾，吉祥紋樣大量出現，有道家思想的反射，

元明以前，陶瓷以各地民窯為主，且分散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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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後官窯處於主要地位，景德鎮成為全國

的製瓷中心，標誌著經濟之發展與商業興盛而

促成專業市鎮的成形。

永遠的中國纏枝花是明瓷最常見之造形，

多採S迴旋單位聯結的紋樣佈局，是循環不息的

形式，並多疏朗有留白書法之韻致，統調的效

果極佳，明瓷裝飾並多與器物造形融為一體，

使造形轉折處更加自然，並使副件接合處與主

體更加統一。

明代瓷器常運用開光分割法來進行裝飾佈

局，使畫面產生醒目的焦點，開光的形式多為

對稱之如意形或曲邊的菱形，題材以花鳥為

主，開光形式於歷代陶瓷裝飾設計中多所運

用，也是具有代表性之中式紋樣〔插圖9〕，尤

以纏枝花圖紋，將花卉形象概括半抽象化，形

成類以之迴轉線條佈局，並以曲線來表飾器物

花邊使形象更柔和有韻律感，纏枝花紋樣於明

代瓷器中有很充分的發揮，和器物造形有淋漓

盡致的融合，因之纏枝紋樣被世人認為是最具

有代表性之中國紋飾，象徵生生不息的永遠之

中國形象〔插圖10〕。

明瓷紋樣是前代紋飾之基礎上進一步變化

增益，內容不見大幅度之改變，一把蓮折枝圖

案常見於永宣時期青花裝飾，並多以龍和濤

紋、纏枝牡丹為主要題材，成化期出現過枝花

（曲器內緣延伸至器外）設計，是別具一格的裝

飾意匠，嘉靖萬曆多用佛教符號本土化後之蓮

花形式，雲藻紋以及花棒子和道教符號做為裝

飾如纓絡、雲鶴、卍字等，明晚期隨著道教信

仰之流行，吉祥紋樣大量出現。

2．2–7瑰麗精美的清代彩繪瓷─意匠的創造

清代於陶瓷釉色的開發有許多突破性的發

展，在改良前代釉質成果上，具有更為多元的

釉彩裝飾技法出現如洒藍、桃花片、茶葉末等

富有質色變化的釉彩，而釉上彩顏色種類，於

雍正期之後也以自行開發取代進口貨，陶瓷裝

飾可說五光十色，集前朝之大成，標誌當時陶

瓷材料及加工技術已進入科學化之研發與管理

階段。

清代陶瓷裝飾一大特點是利用了大量的文

字作為主題，另外有流行的文學著作之內容如

水滸傳、西廂記、三國演義等題材或耕織圖等

個別題材，色彩絢麗，筆意老練，可算是裝飾

表現之一大成就。

清代開創粉彩之洗染法與琺瑯之填撥法改

變了過去單線平塗的畫法，使用渲染退暈的技

巧，濃妝淡抹，無不相宜，使瓷器裝飾更接近

紙本繪畫的藝術效果，陶瓷造形和紋飾也多能

融為一體，而有推陳出新典雅渾厚之作，如康

熙古彩，雍正粉彩，乾隆琺瑯彩，彩繪技巧非

常成熟，而且料細工精，尤以生活用小品器

物，裝飾構圖疏朗，用色雅靜宜人，設計性

強，是清代瓷器最具有特色的精品〔照片29、

30〕。清瓷之裝飾以寫實為主，品類雖豐富，有

時不免失之繁縟華麗，畫面過度飽和，令人產

生煩瑣之感。如各種「象生瓷器」，以仿各種

竹、木、石銅、漆器紋理質感寫實的紋飾，幾

可亂真，雖可說鬼斧神工，作工精美卻多過於

獵奇，失去陶瓷本身的特色，把陶瓷工藝引入

歧途，但清代前期陶瓷工藝仍多可觀之處，其

寫實寓意的花鳥紋飾，色彩豐富而柔和，製作

嚴謹，構圖工整，多現清新之作〔照片27、

28〕，為近代國內外日用瓷之印花紋樣設計所承

襲運用，之後中國政治動亂國運日衰，在工藝

美術的表現方面也每況愈下，令人感嘆。

清代紋飾善用吉祥寓意題材來變化，形象

可說非常寫實但又不以寫實為最終目的，對於

材料極考究，講求華麗細膩，清代瓷器紋飾多

沿襲前期之花鳥題材，並多見以文字為主的梵

文符號，其中仍以寓意紋飾為主，非常寫實的

自然形象都意指他物，吉祥紋樣是明清以來最

流行者，達到「圖必有意，意必吉祥」之境，

有的是抽象意念的具象化，有些是具象事物的

類比，早在漢魏時期，佛教傳入中國後一些宗

教符號即與本土風物特徵結合而衍化產生中國



17

的吉祥紋樣形式，如祥雲、卷草、如意〔插圖

11〕都是佛教符號中國化之吉祥紋樣，又如佛

教的法器、八寶自元明以來一直是青花瓷器上

的主要紋樣〔註8〕。

吉祥紋樣是中國近代民間紋飾具代表性

者，其中迷信的成分應加以拋棄，清中期之陶

藝已多現刻意雕琢的匠氣，當人們習於某種慣

例將藝術形式做橫的移植時，必然產生藝術之

制式化，刻板化現象形成習氣，因思慮和創意

停滯不前，使藝術生氣快速消亡，唯有取前人

之長，延伸轉化為一己之用，才可開創新局。

吉祥紋飾之符號具有以下之象徵指涉：〔註9〕

1.象徵：以物喻志，如鴛鴦／成雙友愛，蓮

花／純潔。

2.寓意：借物托意，如松鶴／延年，桃／

壽。

3.諧音：如喜梅／喜上眉梢，魚／餘，鵪鶉

／平安，游魚／富足有餘，錢紋／財富。

4.比擬：擬物、擬人，如松、竹、梅／比喻

人品之清高。

5.符號：如鳥／日，兔／月之符號替代作

用。

6.文字：指示、會意之功能，如囍、壽、福

等。

2．2–8台灣近代陶瓷工藝──蓽路藍縷之路

台灣陶業於清末始稍具雛形，多運用深色

次級黏土造器，白土則由大陸地區進口，用量

極少，早期陶器之容量較大之缸甕缽等儲藏用

之器物為主，多使用拍打印文裝飾，並施低溫

透明鉛釉或不施釉，用柴燒生產方式，使落灰

於坏體上形成自然流動而不均勻的灰釉，非儲

藏器物如祭祀用香筒、筷籠則多為磚胎鑲嵌白

土或以堆花和化粧法來裝飾，具有較多的紋樣

變化，鏤刻的紋飾多對稱或四方連續的抽象吉

祥符號，如卍字紋、方勝紋、盤長紋或錢文、

竹節紋等，佈局多綿密繁複，貼花裝飾則以花

草圖案為主，其他的題材很少見，彩繪裝飾直

到日據時代才多所運用，乃因台灣陶業礦產尚

未全面開發，生產技術仍屬草創，且日用粗陶

對裝飾品質的要求不高，直到台灣北部大屯山

脈開發出淺色黏土後，彩繪半瓷才有所發展，

多做為日用碗盤的生產原料。

早期民間用瓷器多自大陸地區進口，台灣

的製陶工藝技術也來自於內陸，製陶師傅多為

「福州師」，因之台灣地區的製陶工藝基本上是

承襲自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地區窯業之支流，日

據時期後多應用日本進口的高級原料，因釉藥

礦材和釉下彩顏料於台灣並不具備生產調料之

技術，由對外的學習，技術的引進過程中才逐

漸累積經驗，自光復以來為爭取外匯，台灣地

區陶業以鶯歌、苗栗為中心都是生產外銷瓷導

向，類似清代貿易瓷之輸出，並從中累積不少

生產的技術經驗，使陶瓷產品的品質達到一定

的水平生產結構上，但多為接單生產，業者較

缺乏自行設計產品的能力，高級的瓷器都以仿

古為主，裝飾技術亦承襲前代，以青花瓷和彩

繪瓷為主，民國後始慢慢引進產業化設備，日

用陶瓷開始出現膠模印花的裝飾，多以鈷藍彩

為主，現代則多用轉寫貼花來裝飾瓷器，生產

價廉而一般制式化的日用碗盤為主，僅少數行

號具有自行研發設計高級瓷器的能力。

台灣自清末至光復期間的陶瓷器裝飾參見

表-9，台灣早期陶器裝飾以南投陶較具特色，

多為貼花鏤雕的技法表現，紋飾豐富佈局較繁

密，日據時期的陶瓷裝飾自然稍具東洋味，此

階段和光復初期（指50年代前）的彩繪裝飾都

出現留白較多的畫面佈局，是大量生產的格式

化手工彩繪，用筆有明顯的速度感，通常是較

潦草的重複，也有部分產品具有水墨畫的韻

味，因「唐山地區」文化對台灣的影響，於裝

飾表現上有大陸東南沿海文化的特質，日用陶

瓷因是價廉的產品，一時尚未發展出兼具品賞

價值的高級品出現，台灣現代陶藝則因應經濟

起飛後飲茶風氣的大盛，使相關的茶藝用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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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皿獲得較大的發展，材料多運用自行調配省

產紅泥、色陶來生產，並裝飾以制式化的文字

或花鳥圖紋為主，較多表現「肉雕」的裝飾技

巧，而「現代陶藝」則屬個人的美感情志之抒

發，表現是多元的，形式的表達則多沿襲歐美

或東洋，尚未有一個突出的時代格局出現。

2．3–傳統陶瓷紋樣之品類與特徵

傳統陶瓷紋樣的內容可概括為下列幾項，同時

分別列出常出現的時代與裝飾材料技法之類

別。

1.花鳥紋飾：是中國陶瓷紋飾最常使用的題

材，形式也最豐富。

（1）蔬果／明清 青花五彩瓷青花、五彩瓷

（2）蓮花紋（純潔）／南北朝∼宋 色釉瓷、

貼花陶器

（3）牡丹花（富貴寓意）／唐∼近代 各種類

型的產品

（4）折枝花／（一束蓮、牡丹、梅桃等折枝）

宋元明清 青花瓷、刻劃花瓷器

（5）纏枝花／宋∼近代 各種類型產品，是中

國陶瓷最具代表性紋飾

（6）蓮塘水禽／歷代民窯、宋元明清 印劃

花、青花、彩繪瓷

2.人物：於元明以後戲劇文學發達的時期，出

現的頻率最高。

（1）宋磁州窯褐釉彩繪陶、明末青花瓷

（2）歷史或戲曲人物，元∼清 青花五彩瓷

（3）仙人、隱士，清 民窯青花瓷

3.動物：在中國紋飾題材中，除了新石器時代

和先秦時代之外很少出現，於宋代以後，因

花鳥畫的盛行，其中飛禽類較常出現。

（1）鹿／秦漢 瓦當紋飾、宋 刻花釉陶

（2）兔／宋 刻花瓷、明清 青花瓷

（3）飛禽／新石器時代 彩陶、宋 刻花、彩

繪瓷、歷代青花瓷、彩繪瓷

（4）虎／春秋戰國以來各代刻釉、彩瓷

4.水族類

（1）蝦蟹：明清五彩青花，游魚：新石器彩

陶、宋磁州窯、明清青花五彩。

（2）水波魚紋：新石器彩陶、歷代刻劃花、

明清青花五。

5.風景山水：於中國繪畫史中，風景畫獨立為

一個繪畫的品類後，陶瓷裝飾與文人畫結合

之後較常出現，以宋磁州窯、元明清青花彩

瓷最常見。

6.幾何紋樣：先秦時代之前較常見，此時瓷器

尚未真正現身，而幾何紋較適合陶瓷之裝飾

加工表現，新石器彩陶∼春秋戰國印紋陶，

有三角、網紋、鋸齒、方格、菱形、圓圈、

曲折帶、雲雷、回紋、水紋等形式相當豐富

〔插圖6、7〕。篦紋：多做為裝飾之背景地

紋，〔插圖9〕宋元東南沿海瓷窯、歷代青

瓷、影青瓷都常用。

7.文字圖形：象形文在秦磚漢瓦上最常見，也

出現於商周陶器、宋磁州窯白釉黑彩、明清

青花瓷、紫砂器等。

8.吉祥紋樣：為近代使用最多的中式紋樣，以

道家宗教信仰之社會背景做為舞台，內容及

出現的陶瓷品類及時代有：

（1）龍鳳／歷代彩繪瓷

（2）八吉祥（佛教法物）／元明清 景德鎮窯

彩繪瓷

（3）寶相花／唐三彩、魏晉南北朝 青瓷

（4）祥雲／歷代∼明清 青花瓷

（5）纓絡（串珠）／元明清 影青、青花瓷

（6）一路連科（鷺與蓮花）／清∼近代 釉上

彩繪瓷

（7）歲寒三友（松竹梅）／元景德鎮 青花

瓷、明清 釉上彩繪瓷

（8）聯珠紋／魏晉 南方青瓷器物

（9）福祿壽／（或吉慶有餘）清∼近代瓷器

釉上彩繪瓷

（10）八卦雲鶴／明嘉靖∼清 彩繪瓷

9.花邊（邊飾）：是相當具有中國陶瓷造形特

色之紋飾〔插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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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9：陶瓷紋樣開光形式變化

插圖11：祥雲、如意等吉祥紋飾（由佛教符號演變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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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10：歷代纏枝花形式演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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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12：歷代陶瓷花邊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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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紋：宋、元、明、清，多應用於口或頸

部。

(2)蕉葉：應用於青瓷或青花器物之頸部或底

部。

(3)卷草紋：輔助主題於各部位或做為圖案之

地紋，是最具有中國特色之紋樣。

(4)蓮瓣：以彩繪或刻花表現，初為佛教紋

飾，現已成為純粹裝飾紋樣。

(5)如意開光紋：做為分出構圖之獨題材，有

吉祥之寓意。〔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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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影響陶瓷裝飾之物質與社會要素

緒論中已指出陶瓷裝飾不應將其孤立單獨

來討論，而應結合陶瓷工藝的物質性特徵與器

物的精神內涵來探討，陶瓷裝飾的價值意義才

能展開，另外陶瓷裝飾內容與形式之成因亦不

可忽略其中關於社會層面的要素，主要有下列

幾項：

1. 當地物產特徵與傳統技藝之承繼

受地理自然環境、景觀特徵的影響，形

成農牧漁獵等特定族群之生活圈，為適應個

別之生存條件，人類創造了各式生活器物道

具，所運用不同之天然材料同時影響了審美

體材，而區域性礦產原料的制約及窯燒方式\

的選擇，以及傳統技藝樣式的繼承，於陶瓷

器物材質色調的呈現，自然產生明顯的地區

性差異；如宋代民窯分佈極廣，有八大窯系

卻分別具有自身特色，其產品的美感特徵，

都是運用當地物產特徵結合地方文化特色而

形獨特的民藝風格，如江南地區色質似玉的

景德鎮影青瓷，和精美絕倫的建陽黑釉瓷

等，都是取自當地礦材而形成之地方特產。

2. 其他傳統工藝項目流行之影響

南北朝時代廣西傜族擅長「斑布」（印花

布）裝飾工藝，對唐三彩和花釉瓷裝飾的啟

發，另外宋之京纈、緙絲，印染織紋之裝飾

設計，豐富了南方陶瓷工藝之內容，又如明

清紡織圖案亦大量應用於陶瓷紋飾之設計，

但最後呈現的質感，仍產生陶瓷工藝本身的

特色。

3. 政治宗教的變革

基於政權體制之需求所形成之特定紋飾

如商周禮器之象形文，漢唐時期對於佛教教

義之宣揚推廣，佛教符號的大量出現，以及

異族文化影響，產生濃烈的三彩瓷，如六

朝、元時代，外族之入主中土，或上層統治

階級與知識份子之審美喜好影響，有左右著

陶藝表現的品味，如宋代端凝的官窯粉青瓷

與元時代大型的青花瓷器與它對藍色調之喜

好。另外，外交貢品的需求影響明瓷官窯生

產的體制化，因之有宋應星「天工開物」集

工藝大成的專書出現，專業市鎮集中之精巧

技工多，分工很細，彩繪瓷技術更形精緻

化，瓷器較能達到所要求的高水平，「天工

開物」一書記載：「共計一杯功，過手七十

二方始成器」，可見明代陶瓷技術分工之精

細，品質自然也能達到高度的水平，所謂

「工匠來四方，器成天下走」標誌著瓷業之興

盛。另外如官宦對器物的壟斷，訂貨者之需

求等因素，促成明清貿易瓷青花、五彩產品

中之西亞風格和歐洲風格紋飾之大量出現，

如明代鄭和多次下西洋，瓷器成為重要的外

交禮物與貿易商品，瓷器生產之內容與水

平，自然受到執政者的關切。

4. 經濟結構的改變與貿易流通的影響

宋明時期，城市發展空前繁榮，交通發

達，經濟活力大增，工商業行會大量出現，

傳統的市場結構發生變化，又如宋代飲食業

是城市消費最興盛者，出現了「司局」，包辦

酒席的租賃形式，碗盤的包辦亦有專人負責

〔註11〕，市場的競爭與需求，對於陶瓷業質

量的提昇，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因應商業之

大量生產需求，出現了以模型印花為主要生

產方式的定窯白瓷，和可以快速劃花生產的

耀州青瓷。

商業流通之影響，使商品交易活絡，帶

動了飲食文化的發展和日用瓷的質量之提

昇，如宋時代百姓生活飲食之盛與上流階層

雅好茶藝、花藝等活動使得生活日用瓷的品

類之豐富與形式美的創新達到空前，根據宋

人筆記話本記載，宋代的酒樓茶坊以器皿精

潔為號召，飯店用耀州青瓷碗，飲食擔子也

使用定州白瓷瓶，可見當時的風氣與瓷器之

普及〔註12〕，窯業的興盛與競爭對於陶瓷品

類的擴大與建立各地窯場的工藝特色有很大

的刺激作用。另外因專業化的鎮集之大量出

現，促成陶瓷手工業的質量迅速提昇，如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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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江南新堀起的景德鎮即為一例，而民間

小資本的「作坊」做為家庭副業相當普遍，

陶瓷生產工藝的分工專業化，使許多民窯產

品之佼佼者能名列青史。

5. 交通網建立的影響

促進商業交易流通與文化和技術交流，

因交通管道之通暢，南北工藝材料、技術交

流影響，造成產品質地與風格的改變，如北

方之刻、劃花、彩繪對南方青花瓷之影響。

手工業產品於此時因交通網之串聯，而能進

行長程貿易，成為全國性的產銷網，尤以陶

瓷器運輸多依賴水路，產品較不易破損，透

過大運河與長江即可銷售全國，為爭取商

機，著名暢銷的瓷窯產品，受外地的模仿造

成南方的窯區出現北方特色的產品的情形也

時常出現。

6. 社會風氣的變遷

生活方式的改變同時形成美學思潮的變

遷，如宋代上流階層雅好茶藝、花藝等活

動，市鎮中的茶坊林立，鬥茶風氣流行，茶

碗的製作非常精美考究，常加以文學的想像

而產生了如油滴、兔毫等類型之黑天目茶碗

之奇妙創造，另外花器之雅靜端重，有突出

之風格表現。至明朝飲茶習俗已改為用沖茶

法飲用葉茶，不同於宋代之點茶法，而產生

了宜興紫砂壺之創新。

7. 工藝科技之進步

在工藝技法與形式的創新方面，如制版

印刷術的發明，於陶瓷裝飾之運用，或品質

的改進更促進商品的流通，白瓷原料精鍊技

術之改進使彩繪技術的運用更加自由。清朝

吹釉和洋彩的工藝科學之進步也促成日用瓷

走向更富麗而質精的風格發展，製瓷科技的

進步在仿古與創新之表現上有顯著的提昇。

8. 戰爭因素

促成中國北方移民潮，使南方大城市逐

漸發展開來，匠人南遷與技術南移使工藝技

術南北交流融合，有助於產生新的形式〔註

13〕。

２．５中國陶瓷裝飾之造形與風格特徵

形式美在不同時代與社會階層是復變的，

人類對形式美的認知因時而異，內容往往是決

定形式的要素，形式的美有些隨著時代變遷而

沈澱成為精神之華，有些則迅速消逝，它並非

孤立呈現，多與內容緊密聯繫為一體。古代裝

飾藝術之內容多為敘述性（記事）或象徵性

（祭祀），或個體性相關之生活實用器物，傳統

陶瓷工藝器皿與生活用途的關係非常明確，但

有些陶瓷器物非全作為實用器物，如祭天地之

禮器與純為滿足遊賞的花器。陶瓷工藝受實用

性之制約可說是以物質性目的為主，有它特殊

的工藝語言。

中國傳統陶瓷裝飾在彩陶時代以後，有很

長的時間對於色彩並不加著墨，反而在器物之

刻紋的象徵意義上多所強調，技法上也多以印

刻文和雕塑，堆貼等工藝表現為主，一方面可

能因早期釉彩調配及燒成設備方面之科技尚未

成熟，再者陶瓷工藝生產由早期的徒手盤築法

轉為較快速的輪製法以後，因生產技術的變

格，可明顯看出新石器晚期輪製龍山黑陶之產

生，陶瓷器物造形與裝飾呈現陽剛雄健之特

徵。

中國傳統工藝的色彩與形式往往含有封建

等級之倫理性，另一方面人們以自己的生活經

驗，經由工藝細部的表現呈現某種情操，陶瓷

工藝之美乃非概念的形式與有概念的文化之語

言的統一，因之形式美並非孤立存在，陶瓷器

物之特徵較多地顯示其實用性格，因必需在一

定的工序中完成，其內容尺度、造型、色彩都

受到使用行為與材料和燒成工藝的制約。

綜合上文歸納出中國陶瓷裝飾之造形與風格

特徵有：

1.由單元的反覆，表現為秩序的統一。

2.表現陰陽虛實互補的色彩與空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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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用曲線造形，硬線與無機之幾何造形較

少出現。

4.技巧方面善於表達墨彩的層次感，彩繪瓷

重視氣韻生動的表現。

5.對寫實之重視，表現出對現實生活情趣的

追求。

6.寫物狀情，表現為文人畫風之花鳥畫裝飾

傳統。

7.以生活內容為裝飾主題，由單元的描述發

展至情節的表達。

8.以宇宙為中心的思想，表現為自然主義的

客觀美學態度。

9.宗教題材之民俗化，表現為吉祥紋樣之寓

意造形。

10.紋飾之用途具有倫理關觀念與階級之分。

11.造形用典的習慣，裝飾表現敘事與象徵之

藝術功能。

12.美與善合一的儒學思想，表現在器物為形

式與內容之統一。

第三章：傳統陶瓷裝飾技法

3．1–象物而賦形，範質以施彩

中國陶瓷工藝特別重視器物質感的表現，

此一特徵是與其他民族的陶瓷工藝最大的區別

所在，經由質感本身之變化創造出自然而抽象

的主題，陶瓷器的質感則必須藉由裝飾材料的

掌握，亦即釉藥與礦材顏料的調配，運用裝飾

紋樣的體裁和形式意匠來呈現。中國人對於釉

彩的奇妙創造是形成中國陶瓷工藝特質的重要

因素，展現了古代匠人掌握科學的理性與抽象

直覺美感之卓越能力。敏銳的意匠開發了豐富

的陶瓷物質素材與技藝，並創造了豐富的裝飾

語言，彩繪技術更開創了平塗法以外之分水技

巧，使水墨畫效果與工藝結合，產品中國獨特

的陶瓷裝飾工藝風格，創造了有意味的形式，

表5~8所示為具代表性之裝飾技法範例。

裝飾技法可依：

1.風格分類：傳統陶瓷多以地方窯名來稱呼一

種特有之製瓷工藝，如建盞（福建建陽窯所

產之黑天目茶碗）或定白（指河北定州的刻

劃花牙白瓷器）、鈞窯（指一種有紫色斑的窯

變性乳濁天藍釉器），一個名詞即完整的說明

了陶瓷的工藝特點，此為中國陶藝之一大特

徵。

2.使用材料：有釉下彩、化粧土、釉上彩、各

種色釉、素瓷、調沙泥、紫泥等名目，中國

傳統陶瓷裝飾材料中，以含鐵的土石礦物用

途最廣，此一材質特徵所產生之陶瓷品類，

有新石器時代的有色化粧土以及歷代青瓷褐

釉彩瓷、歷代黑釉瓷、天目銹花等名目繁

多，而明清鈷藍料原為進口材料，之後多以

國產品代之，有石青、珠明料等名目。

3.工藝表現加工技巧：如刻劃花、堆紋、鏤

刻、白拔等技藝，多根據材料特性及造形之

實用之需求來設計加工。陶瓷工藝之科學的

系統化記錄始於明代，很可惜的在明代以前

相關的技術，已無跡可尋，明代「知行合一」

的理學受到重視後，經史派講求實用，注意

自然科學的研究，因而產生了宋應星所著的

「天工開物」等有關手工業的專門著作，被愈

為「中國十七世紀的百科全書」，留下寶貴的

技術資料。

3．２–陶瓷裝飾技法的類型

1、堆貼

三彩貼花是魏晉∼唐代陶瓷器物常見的裝飾

技法，以半面塑造方式將塑體附加於器物的

肩、腹的方法，結合幾何紋飾以強調器物的

造形，題材多為蓮瓣、避邪、朱雀、鋪首或

動物為主，器物多為單色釉的塗裝，可增強

器物造形的體量感。〔參見表5-1〕

2、三彩釉

色釉點彩是唐∼遼、金所慣用技法，三彩並

非僅三種彩色，運用任意二種或超過三種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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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以疊釉或澆淋、點灑手法呈現釉彩淋漓

斑斕的效果，並多參考染纈紋飾，結合堆

貼、白拔、浮雕等雙重技法，產生燦爛華麗

感的紋飾。〔參見表6-1〕

3、絞胎　

唐時代所創，類似仿漆器紋理的工藝手法，

以2－3種不同的色彩的胎泥，層疊再變形，

表現天然的石材紋理或有韻律感的幾何紋

飾，適合小件之器物如杯、盤等的生產製

造，在表達胎泥可塑性特徵方面有豐富的形

式語言表現。〔參見表5-5〕

4、劃花　

宋代盛行以花鳥文為主，始於唐宋之華北地

區，繼承唐代金銀器的工藝手法，結合化粧

土與透明釉表現，使畫面具有層次立體感，

並產生明快犀利的工藝風格及製作迅速的優

點。〔參見表6-6〕

5、印花

如新石器時代器物上常見的籃紋、繩紋之紅

灰陶，常見於春秋戰國及中國東南沿海之印

紋硬陶，同時也是宋代定窯白瓷最慣用之技

法。用模具雕紋再拓印〔照片18〕，結構較嚴

謹，層次分明，線條清晰，乃借鑒於緙絲圖

案與金銀器紋飾工藝佈局繁密有致，裝飾性

強，規格一致，適合規格化之大量生產。

〔參見表6-4〕

6、戳刻

又稱跳花刀，運用化粧法與刀工，於輪車上

的跳動節奏，通常所形成的紋飾都是以對比

的色彩出現，呈現抽象簡潔的幾何形式，具

有韻律感。〔參見表5-2〕

7、刻花

是歷代青瓷工藝常見之裝飾，其中以宋耀州

青瓷最為突出，富於陰陽變化之浮雕感裝

飾，多罩以透明單色釉，表現疏密有致的圖

紋以及釉色濃淡變化之層次感，使畫面具有

堅實的視覺張力。〔參見表5-3、5-6、5-9、

6-8〕

8、剪紙貼花

宋代江西吉州窯所創之裝飾手法，以梅花、

鸞鳳、蛺蝶、樹葉等紋樣為主。取民藝剪貼

紋樣結合雙層罩釉法，使規整的紋飾加上釉

彩質感的變化而顯得生動活潑，是民窯樸素

風格之充實再造，多運用對比的圖紋變化，

形成裝飾之焦點。〔參見表6-2、6-3〕

9、化粧法剔釉

剔白或剔黑是宋代磁州窯以及金元時期山西

瓷窯所常用之技法，紋飾具有浮雕感，兼具

剪紙紋飾的規整與花鳥的寫意，皆以簡概括

的手法突出題材的視覺要素，以圖和地的對

比方式強調紋飾的線條力度，多運用化粧法

塗裝坏體，再剔除部分化粧泥，露出底色，

形成剔白或剔黑的效果，再罩以透明釉。

〔參見表5-8、6-5〕

10、白釉黑花彩繪

運用黑白的釉色，經過概括的造形，以簡約

的線條，奔放不拘的筆畫，呈現拙中見秀的

粗獷民藝風格，常具有一筆揮就的灑脫飄逸

之感。〔參見表2-6，7-2〕

11、出筋

南宋龍泉青瓷，河南黑釉瓷，運用坏體凹凸

菱線之變化，於施釉後因釉層厚薄變化，形

成明暗對比之紋理，有線性的律動感。〔參

見表5-4〕

12、黑釉銹花

宋代北方遼金等遊牧民族所喜用，以含鐵份

高的紅釉或褐色釉用沒骨畫法直接於罩釉完

成的坏釉上彩繪，產生濃烈紅黑對比之色彩

意象，具有厚重的質感肌理。〔參見表7-2〕

13、琉璃法華

明以後北方諸窯常見以瀝粉手法在陶胎上勾

勒雙花紋，後填以釉彩燒成，是仿琉璃製作

的一種工藝，多用於陳設器物，及建築裝飾

釉彩飽和鮮明。〔參見表6-7〕

14、白拔

將裝飾的圖紋以蠟或膠防水再施釉，燒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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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略為不規整而自然的輪廓線條，圖與地

對比的視覺效果，形象概括簡鍊，是民藝風

格的再創造。〔參見表6-9〕

15、釉上彩繪

屬於低溫的彩飾，色彩種類豐富，燒成穩

定，成品率高，現代廣泛應用於工業生產之

用途，早期叫做西洋彩，因多為進口，至清

雍正後，中國已開發多種新顏色，能自給自

足，釉上彩又可分為下列數種，各具不同質

感，燒成溫度亦不一致，通常需要多次燒

成，以適應不同火度的各種釉料。

(1)素三彩：宋遼∼清初（紅綠彩裝飾對比強

烈，有民間藝術特徵）

以鉛釉為基礎調配而成，裝飾工藝多先於

瓷坏刻花，上釉燒成後再於刻花器填彩二

次低溫燒成，以黃綠紫色為主，是由釉上

五彩另新創製者。〔參見表4-3〕

(2)五彩：明宣德∼萬歷以及清康熙民窯最盛

行

燒成溫度約800℃，多以平塗法做圖案式的

裝飾並和青花配合，運用色彩的明度變化

與色相來配合產生陰陽變化，以突顯平塗

釉面的立體感，較之其他彩粧，五彩色澤

透明，以豐富濃豔著稱，是鬥彩進一步發

展出來的獨立裝飾工藝，又稱硬彩。〔參

見表4 -9、7-7〕

(3) 琺瑯彩：清康雍乾三代

600℃燒成，是一種不透明彩料，層次較收

歛，彩釉較厚，通常紋樣飽和地滿佈器物

表面，色彩瑰麗，畫面立體感強，製作多

工巧精美。〔參見表7-9〕

(4) 粉彩：清康雍乾三代為主，而以雍正最

盛

約700℃左右燒成，又稱軟彩，可以較隨心

所欲地表現濃淡層次，以白色玻璃為打

底，再罩以釉彩洗染暈散，色彩柔和風格

淡雅清麗，裝飾面多是局部的，具有厚而

不透明的材質特性，勾線運筆較自由流

暢，適合工筆畫法表現，是傳統彩繪瓷類

中色彩最多的一種，畫面有凹凸量感。

〔參見表2-7、3-7、4-7〕

16、釉下彩繪

以青花、釉裡紅為主，是最具中國特色的

瓷器裝飾，有強烈對比之色彩意象。元、

明、清景德鎮窯之生產為大宗。唐長沙窯

民間陶瓷褐綠彩為較早的形式，多於1250

℃以上燒成，質堅性穩，永不褪色，又適

合表現中國畫的渲染寫意美感，尤以青花

為代表，使繪畫和紋飾的表現能融於一

體，中國自元代至現代，瓷器的裝飾即以

釉下彩為主流，而紋樣的設計表現於此後

也有更多元的發展，內容更加充實，釉下

彩於現代日用瓷的印花轉寫技術上被廣泛

地運用。〔參見表2-6、4 -6、7-4、7-6〕

17、鬥彩工藝：

明成代∼清最盛，先以青花抖勾紋樣輪廓

線上透明釉燒成後，再依畫面填以所需低

溫釉彩分二次或三次燒成，釉下青花與釉

上諸彩色相互輝映，爭奇鬥艷，故名，先

人常運用對比釉色染繪以製造凹凸立體效

果並以青花鈷藍統一整體裝飾，其他釉彩

多作為附加點綴之用，以疏雅取勝〔參見

表3-4、7-8〕〔註14〕。

3．3–釉彩肌理的裝飾

指運用釉本身之理化性質所產生之質感變

化形成自然肌理或運用施釉技巧形成之人為裝

飾，乃是屬於視覺化和觸覺化之肌理，較具代

表性的有下列數種：

1.紋片青釉：宋官窯龍泉窯、明清景德鎮窯

多燒造，運用坏土與釉之熱膨脹反差形成

自然細裂之抽象紋理，視膨脹反差與施釉

厚度之變化形成柳葉紋、蟹瓜紋、冰裂紋

等之自然紋理變化，常運用於陳設瓷之裝

飾。〔參見表8-2〕

2.兔毫紋、鷓鴣斑黑天目：宋建窯創燒，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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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諸窯亦燒造，斑紋之形成是鐵金屬之

結晶聚集，並因燒成氣氛之變化而形成不

同的色調與結晶紋理，有一種不經意的抽

象之美，因釉本身的流動性，在黑釉地上

形成細線如毫的密集結晶紋理或鷓鴣背羽

斑點的紋理，故名，多應用於茶碗裝飾。

〔參見表8-1、8-3〕

3.油滴天目（亦名星盞）：宋代創燒以江

西、福建之瓷窯燒造者最有特色，屬於鐵

金屬之過飽和結晶釉，形成密集的點狀肌

理，由點形成面與色彩之豐富變化，有如

夜空中閃爍繁星，故名，多用來製造茶

碗。〔參見表8-4〕

4.玳瑁斑：以宋代山西吉州窯為代表，運用

稻草灰釉點染於黑褐底釉上，燒成後形成

深淺乳濁分相紋理，多形成類似玳瑁之

相，故名。〔參見表8-3〕

5.茶葉末釉：屬於輝石結晶質釉，具有密集

點的裝飾效果，清雍乾時期景德鎮窯創

燒，至今仍常被運用。〔參見表8-6〕

6.乳斑紫鈞（泥鈞）：運用銅金屬發色與基

本釉乳濁分相效果所產生之雙重質色變

化，具有厚實之粉彩感。〔參見表8-8〕

7.結晶花釉：清末民初∼近代，有鐵紅等金

屬結晶與鋅結晶等，視釉料組成添加之金

屬氧化物，與燒成之變化產生各種形式大

小之晶花，有很高的裝飾性，多形成點與

面的穿插變化，或密集成為面的效果，肌

理突出。〔參見表8-7、8-9〕

上述之陶瓷裝飾工藝技法，雖為一時某地

所創，但都被後來的新技術所參照擴充，其內

容因時而更形豐富，因之中國陶瓷藝術才能不

斷開創新局面，代代累積更多的經驗，每一項

技法於今觀之，仍彌足珍貴，於現代陶瓷設計

之生產仍常被國內外瓷業所承襲參考。

第四章：陶瓷裝飾設計的功能與構成

4．1裝飾設計的功能

人類裝飾的目的是為滿足自我實現之慾

望，它必須透過特定的材料與有效的技巧，來

實現所欲達成之目標，做為產品設計之用時，

裝飾可增強作品之完整性，具有外在的視覺吸

引力，與傳遞文化符號之功能，使產品因而大

為增益其附加價值，成為促進商品流通的有利

條件，根據〔文獻19〕所做的研究調查，關於

產品裝飾功能之評價，資料指出民眾對裝飾功

能之態度，評量最高的前十項為：

1.增加產品美感或美化產品　　　　　　

2.提昇產品價值

3.刺激購買慾望或促進銷售　　　　　　

4.增加產品與他種品牌的差異性

5.產生視覺焦點或視覺上的取悅　　　　

6.增加產品使用性

7.增加產品吸引力　　　　　　　　　　

8.表現產品風格

9.表現流行風尚　　　　　　　　　　　

10.增加產品協調性

由以上訊息可了解消費者對於裝飾功能之

認同，裝飾功能與產品設計整合之必要性。裝

飾設計美學的形成是非概念的形式與有概念的

文化語言的統一，創作者必從文化特質中之造

形、色彩、材料、結構、生活行為等尋找設計

語言，並探討科學的真（實現器物之實用、安

全性與研究材料加工技藝、結構及功能），追求

產品的善（追求產品品味、重視市場價值和對

社會之貢獻），並滿足人性追求美感之精神需求

（視覺之觀賞，情感之宣洩與高尚情操之培

養），才能實現產品裝飾的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功

能。

4．2–陶瓷裝飾意匠之形成

4．2–1意匠之表現

意匠是產品出現新形式的基礎，意指神聖

的美的沈思，匠是科學處理的一般法則，有

「意」而無「匠」則為不切實際的空想，常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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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淪為華而不實之物，有「匠」而無「意」，則

僅是勞力付出的無精神意義之成果而已。自古

產品意匠的產生基本上都是為克服生活上的難

題而起，並進一步為表達人性審美意識而成

形。而製陶可說是人類表達意匠之最早的完整

形式，產品的製造技術和意匠是相依存之枝葉

關係，人類基於改進生活方式的理想，尋找適

合的天然材料，有確定的實際功能與用途，才

產生了「形式」，此為產品之意匠與平面裝飾不

同之處。

意匠的具體表現是透過人的積極思考，將

物象加以提鍊要素化，並加上想像之變化，使

客體的生命與人的感知產生親切的聯繫，使部

分適合於整體，並進一步的統合協調兩者，而

產生了能滿足人類審美意識與生活需求的產

品，有生命感之設計形式是能夠適應材料的性

質，器物之意匠除了適應人體的使用機能，更

因融合地域歷史，風俗習性，文化特質等要素

才能產生有意義的形式。

4．2–2裝飾紋樣構成的類型

1、 自然造形：

（1）有機：動物、植物（動態的）。

（2）無機：礦石、冰雪、山水、自然材料之

紋理（靜態的）。

2、 人工造形：

（1）具象造形：生理的形、實用造形（肌肉

運動感或視知覺經驗內發與外在之形）。

（2）抽象造形：

☉純粹造形、心理的形（經驗、知覺的聯

想與想像）點線面的組合、聯結造形。

☉以色彩變化組織為主的造形。

☉自然形態之概括抽象化或社會性符號生

活中的訊息或熟悉的主題。

陶瓷裝飾造形語言方面，陶瓷器物的造形

多為人體結構的移情反射，看那古代的玉壺春

瓶與梅瓶之造形特徵，正是一個女人和男人身

體形象的脫胎，陶瓷器物造形結構有口、肩、

腹、足、耳、鈕、提、流之單元，其功能與形

式恰與人體形態相應，在這些部分因凹凸變化

和面積的不同，與形體上有主體附件之分，為

凸顯主題，就產生裝飾上的強調，有如人的衣

著般有種種線條與色彩等設計要素的調整，陶

瓷裝飾之一大特色是器物從不同的角度觀之，

可產生不同的視覺效果或情節，成為具有時間

向度的空間形式。陶瓷器物造形於口、足之尺

度，樣式受功能的制約有不變的形式法則，在

裝飾方面形成一個邊飾部分，亦即花邊，有時

僅一圈線條做為器物造形的收口以烘托主題，

它的形式感是封閉的，而器物的身體即腹部、

肩部則有較多的變化彈性，是可擴張的離心的

形式，因之適應它的尺度變化得以做較自由的

樣式與裝飾設計。

4．2–3意匠之視覺構成與美的形式原則

（1）視知覺：運用單位組織活化成為有創意的

新的形式，技巧有：

☉分割：是產生節奏形式感的主要方法，經

由比例產生視覺變化，是屬於離心的造

形。

☉求心：運用單位的組織發展加以替代、變

化、迴轉、重置，是屬於求心的造形。

☉群化：類比、影像之統一是造成統調的主

要方法。

☉配置：簡化或活化方向、分離、群化、移

轉、多效空間之運用，是產生均衡與律動

的主要方法。

（2）視感覺

由立體感、空間感、透明感、量感、觸

感、運動感等感覺元素交叉組織而成，並運用

矛盾、重構、類比、象徵、想像、活化、質變

或裝飾手法將之具體化。

陶瓷器物質感是它的重要美感元素，對於

陶瓷器質地和釉彩的把握，需訴之於對材料之

理化性質的控制，並注意胎土與釉彩質色要素

之間的調合，如顯出胎骨之色彩，或運用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