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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文化自信背景下景德镇青花纹饰的演变及创新

◎ 邹　乐 ／景德镇陶瓷大学　江西　景德镇　333000

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办16YS18课题《景德镇现代青花图象语言与装饰研究》

　　摘要：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国家，文化自信是中
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来源之一。我国的传

统文化青花是景德镇的名瓷之一，是我国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

部分。青花起源于唐宋时代，在元代逐渐成熟，青花纹饰逐渐

演变发展，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化遗产。在文化自信背景下，景

德镇青花纹饰不断进行演变和创新，本文就文化自信背景下景

德镇青花纹饰的演变及创新谈谈自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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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家领导人曾在多个场合提到文化

自信，非常重视文化的作用，因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灵魂，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种做法对于

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会有极大的风险。景德镇青花瓷是我国文

化产业的一部分，纹饰的发展和演变更是青花不断发展变化的

历史见证，彰显了我国文化的魅力和能力，也表现着时代的

精神。

1　景德镇青花纹饰的演变
作为景德镇传统名瓷的青花，它起源于唐代，成熟于元代，

到明清时期走向鼎盛后衰落。青花瓷是用含有氧化钴的原料

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之后罩上透明釉，经过高温还原焰一

次烧制而成的。景德镇的青花瓷始创于元代，到明、清两代为

高峰。而且，景德镇烧制青花瓷的技术从元代流传至今，在国

际国内享誉盛名。

1.1　唐代青花　唐代的青花瓷器是青花瓷的起源，主要
著名的就是青瓷与白瓷。唐青花的纹饰以鱼纹、藻纹、花草纹

为主，还有菱形等几何图形。唐代青花大都用于外销，纹饰较

为简单。

1.2　宋代青花　唐青花经过初创期以后，并没有迅速发
展起来，而是走向了衰败。根据绍兴出土的青花碗残片，只能

发现宋青花的纹饰会有菊花纹、圆圈纹、弦纹、线纹等。

1.3　元代青花　成熟的青花瓷出现在元代的景德镇。此
时的青花瓷采用新的配方和技术，使得青花瓷空前发展，纹饰

也逐渐复杂多样。元青花纹饰的构图非常丰满，主题纹饰多

样，有人物、动物、植物等。人物纹将故事情节进行描绘，图案

主要有萧何月下追韩信、刘备三顾茅庐、蒙恬将军、文姬归汉、

周亚夫细柳营、四爱图等；动物有麒麟纹、龙凤、鸳鸯、游鱼等，

麒麟纹常与花草纹、瓜果纹组合成画，有时也和龙凤纹在同一

瓷器上，富有时代特征；植物类有牡丹花纹、莲花纹、菊花纹、松

竹梅纹、月梅纹等，在组合图案中还出现牵牛花、山茶花、海棠

花、月季花、枣花及萱草、灵芝、芭蕉或竹石、葡萄、瓜果、草虫等

作画面衬托。元青花装饰除了特点鲜明的主题纹饰之外，还有

着许多独特的辅助纹样，例如变形莲瓣纹、云肩纹、波浪纹、回

纹、卷草纹、钱纹等，其中变形莲瓣纹多装饰在器物的口边、肩

或足胫部；云肩纹多绘画在器物的颈肩部，纹内一般绘有各种

繁密的动植物纹样；波浪纹应用于大盘的边沿、盘内纹饰间的

隔离及花卉纹的底纹。

1.4　明代青花　在明代，青花瓷备受人们喜爱，制作工艺
等方面不断改善，达到了精美绝伦的程度，是青花发展的鼎盛

时期。明青花的纹饰主体是龙，但是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特

点。而且在明代出现了官窑和民窑的区分。官窑主要是依据

当时统治者的喜好进行制作，显示出庄重肃穆的皇家气象，而

民窑制作的青花瓷大多是人们日常生活所用器具，生活气息浓

厚。明青花的纹饰也因官窑民窑的区分有着不同，官窑大多是

以吉祥的动物纹为主的，例如云龙纹、双龙纹、穿花龙纹、穿花

团龙纹、龙凤纹、云凤纹、双凤纹、麒麟纹、仙鹤纹等，民窑的纹

饰题材来源于生活，例如一些日常情景、花鸟、虫鱼、亭台楼阁

以及人物故事等。

1.5　清代青花　康熙时期的青花在绘画技法上，改明代
青花单线平涂为渲染的技法，使得纹饰更加富有层次感。纹饰

题材广泛，主要有：植物、山水、动物、人物、故事、以及长篇诗句

等。如；松石鹤鹿、雉鸡牡丹、松姒葡萄、海水异兽、八骏图、花

鸟蕉叶、喜鹊登梅、鹭鸶莲花、麒麟蕉叶、《赤壁赋》、《圣主得贤

臣颂》、《滕王阁序》、《四景读书乐》等。雍正时期的青花纹饰

发生改变，人物故事图减少，多以花卉、花蝶、花鸟、花篮、博古、

竹石、石榴、三果、八宝、八仙、梵文以及各种吉祥纹样为主题

画。乾隆时期的青花继承并提高了康熙青花和雍正青花的特

点，青花大多是细致华丽的特色，很少见到反映民众的了。乾

隆青花纹饰题材广泛，主要是以植物花卉为主，例如缠枝莲、云

龙、八宝纹、荷莲纹、三果图、勾莲、折枝莲、缠枝牡丹、折枝桃、

四季花卉、花蝶、花果、海石榴、九桃、鱼藻、菊花蝴蝶、竹石、桃

蝠、狮球纹、团鹤、穿花龙、穿花凤、穿花龙凤、松鼠葡萄纹等。

仿古铜器纹饰有回纹、夔纹、兽面纹、饕餮纹等。人物纹有山水

人物、柳下钓鱼、渔家乐、八仙过海、山水牧樵、人物楼阁、婴戏

纹等。还有一些里外绘画的装饰手法，如青花里博古外折枝花

盘、青花里外缠枝牡丹花碗、里青花垂云团花外浅蓝地盘、里青

花缠枝宝相花外霁蓝盘等。

1.6　近现代青花　清末民初，由于战乱不断，民族经济十
分萧条，官窑解散，但是此时景德镇民窑迅速发展，当时主要是

仿古瓷和日常生活用瓷两大类。而且当时人们的思想也不断

进行发展，很少有艺术家单独创作青花作品，大多都是工匠、画

家、书法家进行合作完成青花作品，由此产生了新的创作绘画

模式。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稳定，国民

经济迅速发展，景德镇青花艺术有了新的发展，但是没过不久，

文革带来的的巨大影响使得青花艺术跌入谷底。

2　文化自信背景下的青花
在我国经济实力不断提升，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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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景下。将青花纹饰进行创新发展已经成为青花纹饰进行

创新的发展方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到来推动了

景德镇青花艺术开始进行繁荣发展的新时期，此时人们的思想

逐渐开放，审美水平逐渐提升，表现青花的技法也不断创新，景

德镇的陶艺家不断学习、借鉴、总结，将传统的景德镇青花艺术

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最终创造出符合现代审美的新型现代青

花。如今，在现代陶瓷艺术家的领导下，当代景德镇青花艺术

在继承各代青花特点的同时，创新和发展了新的装饰技术，例

如，景德镇的青花大师王步，在当时摆脱仿古瓷的制作思路，采

用水墨画的技法绘制青花，创造性地运用“铁线描”的笔法，创

造出大方、清新的作品，为当时的陶瓷艺术界开启了一种崭新

的创作风气。又如民间剪纸、民间蜡染、民间版画，民间青花

等。民间美术扎根于人民大众，是民族文化的积淀，是艺术的

渊源和基础。鲁迅先生早在二十世纪初就曾阐述，“有地方特

色的会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的国家所注意。”而这里所强调

的“地方特色”，就是具有民族性特点的地域文脉。民间美术以

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与内容，传达出活泼的生机，奠定了中国

“乐”感文化基调。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涌现出一批有着

学院背景的艺术创作群体，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反思中国

艺术，并积极的在民间艺术中探索青花艺术的现代性。如今又

有很多设计师以青花纹饰为元素，对生活中的各类物品进行设

计，将青花这一文化跟随潮流融入社会生活，发扬并展示出青

花的魅力，让更多的年轻人在不断了解时尚的过程中感受青花

纹饰的魅力。例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设计师将青花应

用在了地铁站等公共空间中，如奥运支线北土城站，“古典”站

的出入口，以及印着青花纹饰的圆柱，向全世界传递了青花这

一中华文化。而且在颁奖服的装饰图案，就是采用了青花纹

饰，再现了青花晕染之美。又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江西馆的
外观由三个青花瓷器组成，给人们的视觉带来了极强的冲击，

而且在展馆的投影墙上，利用计算机和投影技术展示了青花与

建筑的完美结合，给人带来极强的体验感。这些表现出在文化

自信背景下，青花不仅仅表现在瓷器上，还逐渐发展到其他地

方，让人们逐渐感受到青花的魅力。

3　结束语
景德镇青花瓷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复杂多

样，形式优美的青花纹饰，表现了我国极其厚重的文化底蕴，体

现了古人极强的艺术魅力。在文化自信背景下，很多设计师将

青花纹饰与时尚潮流相结合，既符合了当前我国的文化背景，

也让更多人感受到我国青花纹饰的魅力，促进了青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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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6页）龙舞（醉龙）的项目保护单位为中山市西区街道
宣传文化服务中心，业务主管、指导部门分别为中山市文化广电

旅游局、中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社会团体有中山市醉

龙文化促进会。形成了政府主导、保护单位实施、社会团体参与

的有效保护架构。

4.2　打造区域品牌文化活动　中山醉龙项目作为中山西
区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活动，为了加快醉龙文化品牌建设的进

度，西区街道每年都会举办醉龙文化节，至今已举办十届，每届

都富有创意与亮点，并且吸引数万人参加，可以帮助他人更深入

地了解中山醉龙，并且也能近距离地观看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

力促文化活动成为最好的宣传渠道。

4.3　开展醉龙舞传承工作　一是坚持醉龙队常态化训练。
每年参与训练的次数高达2500人次，为了保证醉龙项目长久发
展下去，成立老、中、青三级梯队，并将中青年作为中坚力量加以

壮大。二是开展校园传承活动，西区街道还邀请醉龙队的核心

成员，到辖区中小学校，为学生开展课程，传授其技艺，激发学生

对醉龙舞的兴趣，为后续发展培养更多传承人。三是开展线上

宣传工作，利用云课堂“非遗讲堂”的节目录制，通过线上教学的

方式传授醉龙技艺，使醉龙舞的传承活动不受地域、时间限制。

四是推动醉龙舞进高校的传承。2019年成立“华南师范大学音
乐学院广东省传统舞蹈（醉龙）教学研究基地”。协助高校开展

非遗舞蹈教学研究工作，醉龙舞省级传承人黄金渐多次为高校

学生传授醉龙技艺。

4.4　做好醉龙舞的宣传与推广工作　组织醉龙队参加国
家、省、市级各类展演以及对外交流活动，如参加上海世博会、广

州亚运会、广东国际旅游节、香港中山文化节、中山市慈善万人

行活动、首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等活动展演；以及参加了

《远方的家－沿海行》、2014年全国社区网络春晚、《澳门人家》
等节目录制，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全球观众展示醉龙舞的风采，每

年展演接近50场。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山醉龙舞的发展，和民族信仰有着密不可分的

联系，所以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该民间舞蹈有着较为扎实的

民众技术，在舞蹈中能够有效地体现在广府文化影响下，中山地

区人民敢于冒险、不拘于历史、勇于开拓的精神，并且也能发现，

他们善于融合与吸收新事物。醉龙舞代表着中山地区的民俗文

化，更是中华民族文化中必要的组成部分，醉龙舞的传承与发

展，能够加强民族的团结力和凝聚力，并且提高海内外华人对于

国家的爱国主义情感，以及民族的认同感，为日后促进中华民族

兴旺发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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