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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于艺术起源问题的探索，曾经出现了“巫术说”、

“游戏说”和“劳动说”等各种学说，它们都有自己的理论立足点。

对于最早的原始艺术形式，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岩画，“巫术说”

也许是最有说服力的解释。1原始的巫术艺术到了新石器时代的农

业社会，是否继续沿着旧石器时代这种原始信仰继续发展呢?我

们不妨以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脉络为基点，从新石器时代的基本标志之～陶器的制作、装饰等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初
步探讨。

近年发现的浙江浦江县上山遗址，是迄今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

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距今约万年。2它将长

江下游的稻作历史往前推进了2000年，改变了浙江新石器文化的序

列。遗址坐落在浦阳江上游河谷冲击盆地的中心位置，已经远离狩

猎型原始文化所依托的山地洞穴环境，说明上山文化已经步入了农

业定居社会阶段。遗址发现了稻作遗存和由三排柱洞组成的木构建

筑房基，这些稻作遗存中包含了人工栽培稻，木构建筑也为河姆渡

文化的干栏建筑找到了源头。尤为重要的是，作为水、火、土的工

艺结晶——陶器一一已经在此期出现。

上山文化的陶器早期以夹炭陶为主，晚期夹砂陶数量增加。夹

炭陶胎体多可辨见碳化的稻谷壳、稻叶遗存。胎质较疏松，由于火

候不均，过烧者胎体呈淡黄色；多厚胎，部分超过2厘米。器表施

有红衣。多素面，偶见绳纹、戳印纹。绳纹多见于环钮、把手根部

的凹面位置，似为抹去后的残留。戳印纹见于罐的口沿。3上山遗址

厚胎夹炭红陶盆的原始特征十分明显，从其陶片断面上可发现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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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关原始艺术的巫术性，可

参见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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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原始又具有普遍性的“贴筑法”制陶技术。

上山文化陶器主要有三个艺术特征：一、器物种类和外形以大

口盘、侈口釜、直口罐等陶器为主，比较单调，但圆(器物的口部基

本为圆形)、对称(陶罐的器耳均两边对称)、稳定(器底基本为平面)

等艺术造型元素已经出现二、红色是陶器外观唯一的色调；三、刻、

划装饰极其简单，仅在少量陶罐的口沿位置见有短线和折线的刻划

纹，较复杂的刻划图案及彩绘、堆塑作品未见。少量的绳纹遗留在器

物的凹隐位置，说明只是在器物表面处理时的一个制作程序，而没有

成为一种装饰手段。因此，不加修饰的光素器表是这一阶段陶器的基

本特征。

到距今7000～8000年的跨湖桥文化时期，浙江文明发展进入到

，了一个新的阶段，遗址中发现了独木舟、漆木弓，水稻种植已经普

遍，南方地区最早被驯养的家猪就出现在这里，可见农业定居生活

已经成熟。4

跨湖桥文化陶器制作达到一个新的水平。陶器大多规整匀薄，

器壁的平均厚度约0．5厘米。陶器中已运用慢轮修整技术，器表经过

了复杂的平整打磨工序。器形的丰富程度已非上山文化可比。陶器普

遍施陶衣，不同器物有不同的装饰部位。盘、钵、盆类主要施于外壁。

罐主要见于肩颈部，这反映了跨湖桥人比较成熟的审美观念。

此期最有特色的是彩陶的出现。彩陶主要见于罐、圈足盘、豆

三种器型，是跨湖桥遗址非常醒目的陶器装饰。彩质分厚彩、薄彩两

种。另外还存在黑彩，数量少，或许是色素过浓的红彩一种。

跨湖桥文化陶器类型与装饰手法、装饰题材的丰富性，反映了

农业定居生活的初步成熟，陶器作为主要的生活用具，已成为表现现

实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载体，跨湖桥人对美的追求反映到了与日常

生活息息相关的陶艺上面。从装饰题材看，总体还是以写实为主，一

类是摹写自然现象的，如波浪纹、太阳纹、火焰纹等；另一类是摹写

创造之物的，如垂幛纹、方格纹、菱格纹等，这是因为当时已经出现

纺织产品。

但正如旧石器时代洞穴岩画中的动物不是简单的写实，跨湖桥

文化彩陶的太阳纹及以圆镂孔为中心的放射刻划纹所表达的也正是一

种与生命意识相关的原始太阳崇拜观念。太阳每天清晨从东方升起

(重生)，照耀自然以光明和温暖，傍晚从西边落下(死亡)，覆盖自

然以黑暗与死寂。太阳具有死而复生的能力，以及给万物以生机的能

力；先民的农耕生产，特别是稻作生产依赖于阳光的充足，先民们自

141勰翥喜篓：喜嚣寨雾茹 然而然对“生生之谓易”(《易传．系辞》)的太阳产生了敬畏的心理，
出版社，2004· 而萌发了崇拜太阳的思想。古人崇拜太阳，必然要仔细观察太阳，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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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太阳的运动。而“阴阳”二字就是对太阳运动(生与死)的

形象表述。白天，太阳升起(生)，光芒四射属阳字表述的意

蕴，自然界呈现一派生机与活力。黑夜，太阳落山(死)，光

芒被遮属阴字表述的意蕴，自然界呈现一派静寂与萧条。于是自

然而然地就形成了自然界万事万物随太阳的生与死即阴与阳的变化而

变化，自然而然地太阳就上升成为宇宙主宰之神的地位。同时，跨湖

桥遗址出土的鹿角器、木器上也已出现了“数字卦象”，这进～步说

明浙江早期文明在此时已拥有阴阳观念。

从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时间上已经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浙

江陶器艺术的内涵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由于农业文化已经充分发

达，陶器种类已十分丰富。

河姆渡文化陶器不同于跨湖桥文化的装饰特点是手法上出现拟

人或拟动物的堆塑作品，题材上出现了直接摹写动植物的图像。5与

前期相比，已经从简单的装饰上升到了艺术的自觉阶段。在河姆渡

遗址出土的象牙鸟形器和骨匕上，都出现了“双鸟负El”的图案。在

河姆渡出土的二件陶盆残片上，也刻有两相对的鸟，两鸟的中间有

植株或冠状体图刻。这表明与跨湖桥文化一脉相承的原始太阳崇拜

现象。但两只鸟共同负日飞升飞落，则说明河姆渡氏族的太阳崇拜

已超出自然崇拜阶段，进入图腾崇拜境界，是将“双鸟负El”作为

复合图腾来崇拜的。a

也有研究者认为，与乌形象相伴而生的同心圆所指代的是蛋

卵。“双鸟负日”实际是与卵生信仰有关的．“双鸟交合”形象。7其

实上古社会中，太阳与乌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对应关系。《淮南子·精

神训》有“日中有鹬乌”之说，汉石刻画像总是把太阳与鸟画在一

起，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帛画中，也表现日中有三足鸟。太阳崇拜

最重要的内涵是对死而复生能力的崇拜，而在现实生活中，对生命

最直观的经验就是蛋卵的孵化了，因此两者的统一，强化了太阳崇

拜的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中华文化传统积淀与创造的过

程，也就是说，太阳崇拜朝向生殖崇拜的一面发展了。

到良渚文化时期，其陶饰整体上所反映的还是“双鸟负日”

的图案，与河姆渡“双鸟负日”的含义是一样的。但“双鸟负日”的

“日”已进一步被神话为阳鸟一一太阳神。在良渚文化神徽中，太阳

神已经被拟人化，成为人面鸟身、半神半人的神，显然已经与良渚

氏族集团的祖先神相统一了。在良渚陶、玉器上几乎所有的雕刻图

案中，同心圆及其变体旋圈纹是最基本的装饰元素，说明河姆渡文

化的鸟·卵母题表现形式的延伸与扩张。8良渚神徽装饰以旋圈纹为

主，但也有同心圆的局部形式，而在鸟形图象上，则以同心圆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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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撰，

《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

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

版社，2003。

【61李修松撰，<上古时期中

国东南地区的太阳崇拜>，

载《历史研究》，2002，第

2期。

【7】宋兆麟撰，<河姆渡骨匕对

乌图案试析>，载‘中国历

史博物馆馆刊》，1997，第

1期。

【8】蒋乐平撰，<浙江史前乌像

图符的寓义及流变>，载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

刊'．科学出版社，2007。

万方数据



为主，神像下部的双乳(双睛)是同心圆，这一形式亦用以描绘乌

首，可见鸟像与神像的装饰手法互通。

以太阳崇拜为代表的生命崇拜，是原始崇拜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而

浙江从上山文化到良渚文化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中所反映出的太阳崇拜，

则历经了由自然崇拜至图腾崇拜再至祖先崇拜的各个阶段，其艺术内涵和

变迁历程，反映了人类历史进入农业社会后艺术与文化的发展关系，这种

联系是以农业为背景，以生命崇拜为基本内涵的。这种生命崇拜的表现形

式通过良渚文化的强势影响，在夏、商、周青铜文明中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因此，浙江史前文化和史前艺术的发展轨迹，其实也是中华农业文明形成

的早期轨迹。

(上接第97页)考究的装帧材料和精湛的印刷工艺，是构成书籍装帧美

感的重要因素，然而在实际工作中，这一点往往被忽视。当然对材料的运

用绝不是引导书籍的奢华设计，书籍设计并非只有高档材料才能达到最佳

效果。材料选用必须与设计要求以及书籍的内容相适应、相匹配，应该用

最适合的材料，做出最美的书，但同时要提倡朴素、简洁和环保的现代设

计观，使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实现“物尽其用”，尽显书籍之美。

同一种材料经过不同的工艺处理就会呈现迥然不同的视觉表情，即使

使用同一种材料，改变其比例、尺寸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作为设计

者应充分了解各种材料及其加工工艺，将材料与书籍装帧设计结合起来。正确

的选择装帧材料是体现书籍美观程度的基础，设计者不仅要掌握材料的性质、

功能，还应根据书籍的品位、形式、内容的要求来做决定。只有如此，才能使

书籍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把材料的传达性发挥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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