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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杭嘉湖平原新石器时代

三足陶器设计看实用美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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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类型学、设计学方法比较并分析三足陶器的功能、器型类别及足型设计特征，从实用美学的角度论

证三足陶器中的尚用、尚简、尚美的精神，以期窥见新石器时代三足陶器的美学价值以及对后世造物设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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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嘉湖平原新石器时代经历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三个发展阶段：马家浜文化已有成熟的三足鼎造型；[1]崧

泽文化的三足陶器多样化，普遍用于日用器与礼器；[2]良渚文化的三足陶器造型丰富，制作工艺精良，结构设计趋向合理化[3]。

三足陶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除了有时代特征外，器型、足型具有典型的传承性。“马家浜文化及其后续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

的发现与确立，表明太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源远流长，自成体系，并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4]目前，已有的成果大多从

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三足陶器的发展历史与演变、三足陶器的工艺技术复原、三足陶器的渊源等，而对于新石器时

代三足陶器的形制、设计特征及其实用美学精神尚未做深入研究。从多维度论述三足陶器的造型设计及实用美学精神，不但是

对三足陶器研究方向的拓展，同时也是对设计学史内容的补充。

一、三足陶器器型与足型类别分析

杭嘉湖平原新石器时代虽经历了不同的社会文化变迁，但从造型设计谱系来看，三足陶器有着历史的传承性，同时又具有

创新性。其中，三足鼎是马家浜文化时期存在的器型之一，并且在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时期得到了传承与发展，不同的是崧泽

文化时期有了三足盉、三足鬲、三足甗等新器型。良渚文化的器型除了与崧泽文化三足器型重合外，器型与足型设计日渐成熟

并呈现多样化。

(一)三足陶器的功能类别分析与比较

从三足陶器的类别比较来看，马家浜文化时期三足陶器并不普遍，且器型也较单一，三足鼎、三足鬶是这一时期的典型形



2

态。以图 1-1 为例，三足鼎的造型规整、简洁，器身有圆形釜的特征，三足造型制作技艺已较为成熟，三足的位置、长短、粗

细保持相对统一。与之相比，图 1-2 外观造型则像简化后的动物形态，三足的设计也有差异，由乳钉型足与扁平带状足构成，

其中乳钉型为两足，并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呈对称分布，带状足则与手柄融为一体，安置于器具的中轴线上，三足的差别化设

计使该器物更加别致、生动。由此说明了三足陶器造型不同，用途不同，造型方法灵活。

图 1 马家浜文化时期三足陶器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陶器制作技艺日渐成熟，到了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时期，陶器的制作技艺也日趋完善，三足陶

器造型呈现多样化，用途也更加广泛，有沿腰釜、耳形罐、把手杯；有敞口的、带盖的；造型模仿自然界物象，惟妙惟肖，有

走兽、飞禽，形象生动。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以及良渚文化的三足陶器大致呈现出从单调到复杂、从粗糙到精致的发展历程，

发展一脉相承，且有延展性和完善性，造型从三足鼎、三足甗、三足鬹到三足盉，种类齐全，大小不等。从博物馆馆藏三足陶

器的功能来看，可分为表 1 中的三种类型。总的来看，具有功能多样化、造型简洁、比例协调、平衡稳定的特征，颜色素雅，

以黑、灰、黄色居多。

表 1 三足陶器的功能类别

容器类别 名称

食器 盉 鬶 杯 盘

炊器 甗 鼎 釜 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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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器 三足鸟形盉

(二)三足陶器的器型类别

研究三足陶器需从器型和足型上着手，因为足为器所用，器为足所依。足型和器型呈现多样化与制作技艺的改进有直接联

系。根据器型设计特征，三足陶器分为圆器和仿生器两种类型。

1.圆器

圆器为陶瓷专用术语，指可在陶轮上拉坯成型的盘、碗、杯、碟等。新石器时代圆器造型有釜、鼎、甗、壶、杯、盆等，

其中以鼎、甗最为典型，鼎形态大小不一，有带盖且盖上设钮的，也有敞口的。

鼎，由陶釜演变而来，是新石器时代常见的一种炊具。鼎的器身有圆底釜形、平底釜形，撇口型、直口型。不管底、口如

何变化，鼎在形态上保持圆形。釜形鼎器体由轮制技术制作完成，呈现较为饱满的圆形，略带纹理，而三足则由手工制作完成

后安装于釜形鼎底缘处，经过加工粘接使其成为一体。三足因鼎的造型大小而不同，这就是鼎器身始终保持圆形而三足则呈现

多样性的原由。

甗，又名甑。《方言》载：“甑，自关而东谓之甗，或谓之鬵，或谓之馏。”[5]由此可见，甗和甑是指同一个器物。“甗

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蒸煮食物的炊具，初现于新石器时代，最初为陶制品，后为青铜制品所取代。”[6]从实用价值的角度看，甗

在功能上比鼎更胜一筹。以图 2-4 为例，甗由鼎和甑两部分组成，下半部分为三足鼎构成，上半部分为甑形，盖一般为塔状带

钮，甑底部制有分布均匀的空洞，起到蒸屉的作用。甑的作用是蒸煮粟、稷等食物。从整体结构设计上看，甑是现代蒸屉的原

形，经过不断地演化、升级，与鼎或鬲组合为甗。甗的发明，改变了先民以煮食为主的饮食习惯，开启了更高级、更丰富的饮

食方式。

图 2 崧泽文化三足器

从鼎和甗的造型不难看出，新石器时代先民重视器物的实用性，对三足陶器的器型进行创新设计，功能得以拓展和完善，

饱满的形态是满足内部空间尺度需求的关键。圆形器物延续发展了几千年一直未间断，今天的厨房器具依然是圆器为主。不得

不说圆形正是符合尚用之美的理想化形态。因为圆形规则、统一，即便大小不同也可以叠加在一起，既节约使用空间，也便于

清洗、存储和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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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仿生器

仿生，顾名思义是模仿生命形态，以生命形态为原型的器物。基于仿生理念制作的三足器多为不完全规则的圆形、椭圆形。

因为每个仿生器都来自于不同的原型并具独特性，加上不规则的造型必须通过手工制作完成，与轮制技术只能制作圆器等规则

器形不同。手工制作的优势在于根据泥的软硬、粗细、易变形性能，可以随意改变事先设定的造型，使手工制作存在不确定性，

即所谓的偶然性。因此，即便是同一款造型也不可能完全一样。仿生器往往是自然的物化形象，器物制作工艺复杂，且具有趣

味性，原始先民因受图腾崇拜或生活环境的影响，仿生器以鸟形和兽形居多。与素面朝天、静态的圆形器相比，鸟形器和兽形

器显得更加生动。仿生器的动态形象因器用而存在差异，有的向前、有的向后，重力在前的两只足设在前面，重力往后的两足

设在后方，向后移动，动态均为站立状。不同的造型足部和腹部形状均不相同。如图 3-3。

图 3 良渚文化三足器

这一时期的仿生陶器大多数不直接复制动物原形，而是运用简约、夸张的手法制作具有特定功能的器型，舍去了细枝末节，

只取动物的腹部和足部。以桐乡新地里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黑陶三足盉为例，见图 3-2,通体高 19.8 厘米，整体像是展翅欲飞的

小鸟，其尾部简化为一足，两足呈八字形向外张开，腹部呈橄榄状，背部丰满，腹部大，胸脯稍平，体态肥硕，沿尾足有一条

突出的腰线一直伸展到颈部，嘴呈喇叭状朝天张开，此时的盉又有一项进步，器口不再是单一的圆形，而是与尾足、扳手同处

一条直线上那部分做出像鸟嘴样的造型，也就是壶流，这样的出水嘴不但出水流畅，而且不易遗漏。盉流的出现是陶瓷设计的

一大进步，其结构、造型、比例合理，工艺精湛，盉形也因此变得更加优美、生动。另外，三足器中有一种空心袋形足，业界

称之为鬹，如图 3-4。这类器形特征是腹部与足连为一体，能更大面积接触火焰，便于尽快加热，也就是商代青铜器鬲的前身。

应简尽简是仿生三足陶器的主要特征，由于简洁化的设计能够使内部空间最大化，以满足使用容量的需求。当然仿生器物

简洁化设计的前提是对内部结构的简化，对外观形态的简化，以寻求合理的外观形态满足实用功能，即化繁为简。至今化繁为

简仍是器物设计秉承的理念。

(三)三足陶器的足型类别

从三足的作用上看，首先是满足器物加热烹饪需求，其次是支撑器物。功能决定了三足造型设计的类别，根据成型方法，

三足一般为实心足和空心足两种：实心足有倒锥形、弯月形和三角形；空心足一般为倒置圆锥形，与器身连为一体，既有足的

功能，也有容器的价值。因鼎形态大小而有所不同，三足的长短、粗细、厚薄也有所差异，协调性较好。从工艺技术上看，三

足器实心足的特点为：均为独立安装；均匀地分布于器形的收腹处；受力均衡，支撑稳定；实用空间最大化。根据圆器与仿生

器的三足差别，可以将三足造型进一步分类：圆器中的三足分为圆柱型、扁平型、三棱 T 型、锥型四类；仿生器中的三足分为

鱼鳍型、袋形足型、兽足型、乳钉型四类，见表 2。



5

表 2 三足陶器的足型类别

形状和实物图类

别

圆柱型 扁平型 三棱 T型 锥型

圆

器

鱼鳍型 袋形足型 兽足型 乳钉型仿

生

器

三足的设计不但考虑了支撑器身的功能，同时考虑了陶器盛放酒水后的倒出问题。以图 3-4 的三足鬶为例，其特征为鼓腹，

短颈，小且撇口，U形拱手柄使用便利，又美观，与厚重的壶体形成虚实对比。U形拱手柄的安置与其中一足在同一直线上，方

便倒出壶中之物。三足的设计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较为成熟，尤其是良渚文化时期，不但足部造型设计多样化，同时还出现了

各种各样的手柄，有圆形、椭圆形、扁担形，其形态因功能、器形大小、足型而变化，灵活适用，自然协调。无论什么样的器

型，三足总能以合理化的结构稳定地支撑器物。

通过器型和足型的分析不难看出，无论是器型还是足型设计尽见几何化形态，以圆形、椭圆形、锥形居多，而这些形态外

观饱满，内部使用空间大，满足实用功能为上。造型上没有多余的无用结构和装饰，简洁化设计是基本特征。从整体上看，尚

用、尚简、尚美为三足陶器的核心，主要体现在造型结构合理、比例协调、平衡稳定，造型简洁、形态美观。

二、三足陶器造型设计的实用美学精神

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认为：“人在社会实践、审美实践中使自然人化，人的本质对象化，从而创造具有客观社会性的美，

实践是形成、发展审美、创造美能力的基础，使人成为审美的人，实践使对象确证、肯定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使人获得美

感，实践的特定社会历史内容制约着美、丑、崇高等美学范畴的社会历史内容，并成为检验审美意识和艺术创造的真实性、真

理性、丰富性的尺度。”[7]

从马克思实践美学来看，三足陶器是先民通过不断实践创造出的器物，造型丰富，外观简洁，比例协调，平衡稳定，具有

实用和审美价值。实用是器具发明与制造的初衷，新石器时代三足陶器的足、耳、流等结构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功用。而要将

各部分结构设计与器型形态达到协调，除需要充分利用材料的性能之外，还需要将合理的设计同过硬的制作技艺相结合，方能

实现实用美学价值。而实用美学与中国传统造物设计是相向而行的，甚至可以说是建立在中国造物设计的发展基础之上。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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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墨翟详细论述了“非乐、非美、节用、利天下”[8]的理论，意为不要过度地为礼乐服务，器物不要雕刻华美的纹样也可

以美观，节约利用材料方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符合人民的利益。这看似对君王的忠告，实则蕴含着实用、简约、美观为主

导的美学思想。另外，《淮南子·齐俗训》载：“工无淫巧，事经不扰，其器完而不饰。”[9]意思是工匠技艺不讨巧，合乎常

规而不凌乱，器物完整而不装饰。“其器完而不饰”点出了实用审美的价值所在，这与墨子的“实用”“简约”“美观”不谋

而合。这些美学精神恰巧与杭嘉湖平原新石器时代三足陶器中的美学特征相呼应。

(一)尚用

陶器属于立体造型空间艺术的一种，器型均以包围、半包围式结构为设计特征，外形饱满圆润，满足内部实用空间尺度。

如果仔细观察器物外部形态，线形是突出的造型形式。作为古老的造型形式，线在陶器中体现在装饰线、口沿线、手柄线、痕

迹线、足线。线既是器物本身的结构，又是轮廓。杭嘉湖平原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以素色陶为主，其颜色不娇艳、不媚俗，黏土

材料经一定温度处理后呈现朴素自然、无光泽的外观，即使因柴烧而偶然出现的斑驳也会使线的形式自由。因造型结构不同，

线呈现多样化，尤其是三足以短而精悍的线状形态按比例分布于陶器底部，以四两拨千斤的势能支撑起浑厚而饱满的器体。因

此，线形在三足陶器上的功能不限于装饰，也是结构的一部分，有的线有实用功能。最为经典的是良渚文化时期的三足带盖陶

鼎。如图 3-11,盖钮坐卧于半圆形的盖中心，以薄泥片弯曲成长方拱形，形成一个可以容纳两三个手指的桥拱形空间，拱形钮与

圆形饱满的盖形成对比，增加造型的趣味性，同时因为空心拱形弧度的设计减少了钮与盖的接触面，因而受热面积较少，方便

取拿，可谓是实用性发明。而实际上陶器中的线形功能远不止于此。

从三足陶器形态上看，大体可以分为弧线、曲线、绳纹线、波纹线、环结线等线形，[10]从线的特征上看，又分为细线、

粗线、几何线、非几何线等，从线的结构分布上看，线可谓无处不在，口沿线、手柄线、肩线、腰线、足线以及器物外轮廓线。

见表 3。

表 3 器物中线的形态、特征与构造

线的形态 弧线 曲线 绳纹线 波纹线 锯齿线 环结线

线的特征 细线 粗线 虚线 实线 几何线 不规则线

线的结构分布 手柄、足、肩、腰 口沿 肩 肩 口沿、腰沿 腰沿以上

三足陶器中的弧线依附于器物，立体感强，因此，无论造型空间如何变化，线的塑造始终保持均匀分布、粗细统一，体现

了较高的制作技艺和审美理念，无论线形结构如何变化，总是与器物相协调，且饱满、有力。这样做的目的不外乎有两个：一

是考虑了造型的美观，二是考虑使用方便。作为器形的支撑，三足是根据器型的形态、比例、使用功能而设定，因此制作难度

较高。先民在制作时不仅考虑了三足的外形、转角变化，同时还要考虑足的结实及承重能力、袋形足的内部空间尺度，全面权

衡与考量三足陶器的整体造型的协调性，外轮廓线的长短、粗细、弧度、角度方能达到一致。

考虑到使用方便、比例协调，三足陶器的三足、手柄、盖钮均呈现出不同的线形特征，只是因为功能不同，线形态的粗细

特征不一。以图 3-3 为例，为支撑厚重甚至庞大的器体，三足需要具备承重的功能，足型设计较为粗壮、厚重，由此呈现出粗

线条的效果。手柄的作用是便于提拿、移动，同时要考虑整体比例和使用方便，相比三足较为轻巧，呈现的线条适中。盖钮的

大小取决于盖的形态和器物的体积，是器物中较小的构件，以细线条的形态呈现，方便两三个手指取放即可。当然，盖钮也是

通判全局衡量后的设计，要考虑器物形态的协调性和使用价值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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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尚简

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中，很难觅见四个足以上的器物，因为三足足够支撑器物，多一足太过累赘，少一足不能满足稳定性。

三足恰到好处地安装于足底，并不限于在炊器鼎、鬹和甗上使用，同时用于盉、壶、杯、盘等器皿。盉，为一种酒器。许慎的

《说文解字》中分析“盉”的字形，从皿，从禾，禾亦声。“禾”指“五谷”“粮食”。“皿”指“容器”“盛器”。“禾”

与“皿”联合起来表示“把五谷所酿之酒放到容器里进行配比品尝”。[11]从许慎解释来看，盉是盛放酒水的器皿，是茶壶、

酒壶的前身。嘉兴出土新石器时代的三足盉，见图 3-2,盉的口沿设计有 U形凹槽，即所谓的流，流为口沿的一部分，两者融为

一体，U形设计简洁明了，自然流畅，一般与三足中的其中一足及手柄在同一条轴线上，如果把这条线延伸至足部，恰巧是中分

线，这样的设计恰巧是在两足之间，不但考虑了两个支点支撑厚重的容器，还考虑了使用的方便与省力，同时体现了造型的简

约而实用。

仔细观察三足与器物的形态构成，三足与器身并不完全是垂直线，一般为向外扩展成斜角的八字形。这个角度是不固定的，

经过几组器型的比对、测量与分析，足与器物身体的夹角呈锐角，一般不大于 60 度，这样的设计结构，与器型的功能有密切的

关系，与三足的可加热功能有关。从三足器的完整性来看，为实用功能考虑，简洁的斜角三足安装可以增加三足的内部空间，

使器物更多地接受热量，增加空气流通，加快烹饪进程。不难看出，新石器时代杭嘉湖平原一带三足陶器的整体形态与结构设

计呈对称式设计，巧妙运用简约的三角形、圆形等几何形体，而这些看似简约的结构设计恰到好处，不仅实用而且美观。

(三)尚美

从马家浜文化层出土的三足陶器来看，鼎是人类早期发明的煮器之一，鼎的上半部分来自于釜，釜也是煮食物的器皿，但

因为釜的底部为圆弧状，当盛有食物的容器放置于地面上，盛的东西越多，越容易重力失衡，易于倾斜，三足的设计与制作便

解决了重力失衡的状况。在锅灶普及之前，加热熟食时一般在地下挖坑架空，或地上用耐火的石块支撑，而鼎中足的高度与器

皿高度相当，有的甚至更高，这种过度夸大的足具有明显的目的性。从造型结构上分析，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三足构成的空

间足够容纳柴火炊食；二是放置比较稳定。稳定的三足可以防止鼎内的食物洒出来，还可以减少器物底部与地面的摩擦和损坏，

说明当时人们从食生转换为食熟，鼎起到煮肉、煮饭的关键作用。器皿造型的改变进一步说明先民开始了农业种植和稳定的定

居生活。

如果把三足陶器倒置，从俯视的角度看三足的构成，恰巧是一个三角形，圆器的三足均衡分布，构成等边三角形；仿生器

的三足中的两足处在同一水平线是上，构成等腰三角形。由不在同一直线上的三条线段首尾顺次连接所组成的封闭图形叫作三

角形。[12]“等边三角形比非等边三角形美丽，因为它们更‘均等’。”[13]从数学的角度来看，“等边三角形也是最完美的

三角形，它除了具备一般三角形的性质，还具有许多特殊的性质，若在解题过程中构建等边三角形，将会衍生丰富的边角关系。”

[13]三角形作为最为稳定的图形之一，与三个顶点的分布有着直接的联系，顶点的距离与点与点之间的位置关系，决定了三角

形态。三角形用于造型设计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被广泛应用的。三足陶器是较早运用三角形的典型案例，假设以三足陶器

中其中一足作为顶点，将各顶点之间连接起来，接近一个等边三角形或等腰三角形，任何一个角为顶点画一条垂直线于底边，

等边三角形呈对称型。对称意味着稳定性强，视觉上取得平衡。从这个角度来看，三足陶器的稳定性是不可否定的，而稳定的

器物在视觉上易于显现平衡性，这种平衡也是先民巧用几何学三角形原理的较早例证。看似简单而朴素的三足陶器，却蕴含着

数学之美。

三、三足陶器对后世造物的影响

三足陶器的出现为中国造物设计的发展开启了新的局面，商周青铜器三足鼎、三足鬲、三足尊、三足盉、三足爵的造型均

能觅到新石器时代三足陶器造型的踪影。以商代晚期妇好青铜鸮尊(见图 4)2 为例，整体呈站立状态，以厚重的两足为前支撑点，

尾翼下垂着地为后足支撑点，手柄安装于后脑与背上与翼足保持在一条直线上，同样在一条线上的还有盖钮，这一对称型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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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既尊重自然法则，又考虑了使用空间和平衡的视觉美感。三足鸮尊的设计原理恰巧与新石器时代三足鸟形盉的设计原理有着

高度的相似性，是对三足陶器造物设计的传承和创新的典型代表。

图 4 商代妇好青铜鸮尊

三足陶器不仅影响了商周青铜器造型的发展，对于陶瓷造型设计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陶瓷的发展于宋代达到顶峰。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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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既善于博古、模古，又勇于创新的时代，造物设计也是一样，宋代陶瓷业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出现南北繁荣发展的景

象，以官、哥、汝、定、钧五大名窑为代表，瓷器造型丰富多样，其中不乏三足器。以图 5 宋代汝窑天青釉三足樽承盘 3 为例，

足的设计为蹄形，足外圈圆润、饱满，内圈弧度相对比较缓和，足以垂直的契口与垂直的樽边完美契合在一起，使整个器物彰

显自然与协调之美感，同时三足的这一安装方法最大限度地支撑了樽器，实现其坚固、承重和实用价值。这一制作原理与新石

器时代三足鼎的三足安装原理相似，不同的是宋代天青釉三足樽承盘材质及工艺更加讲究，但仍不失简洁、美观，同时蕴含宋

式美学尚雅精神。

图 5 汝窑天青釉三足樽承盘

丰富的三足陶器造型谱系和实用、简洁、美观的特征从侧面反映了先民利用天然黏土材料的智慧，用劳动实践创造美的能

力及对陶器制作技艺掌握的熟练程度、灵活多变的设计思维。不同器物运用不同足型，充分展现了制作者的匠心独具。三足的

多样性设计体现了新石器时代日用陶器实用价值的重要性以及设计服务于生活的真实性。器物造型的比例、三足高低、角度设

置，盉、壶、鬶的 U 形流的设计反映了先民对器物功能及实用性的重视程度。

实践证明，人们将自然物化的过程，不但创造了服务于人的器物，同时也创造了美的形态，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

理论和墨子的尚简、尚用、尚美的理论思想。在三足器演变过程中，器型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足型也随着器型而改变。器物行

进在从单一到多元、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轨道上，在同一器物上，既能看到鸟、兽等生命体在人工造型上的延续，又能看到遵

循化繁为简的理念，体现在仿生形态简化为几何形。而后世青铜器、金属炊具、陶瓷茶器、食器、家具的设计直接或间接受到

三足陶器的启发与影响，继而展现出更高级的创新形态。即便是信息化的今天，日用食器、茶器设计中仍能觅见三足造型的身

影，可以说新石器时代三足陶器的出现与普及在满足生活基本需求的同时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程。准确地讲，三足陶器直接推

动了中国造物设计与陶瓷制作技艺的发展，也为中国陶瓷设计史乃至中国设计发展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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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嘉兴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通高 21.5 厘米,盖高 6.3 厘米,器高 15.2 厘米,口径 16.4 厘米。

2该尊通高 46.3 厘米,口长 16.4 厘米,足高 13.2 厘米,盖高 13.2 厘米,重 16.7 千克。鸮,又名鸱鸮、鸱枭,是对猫头鹰类的

统称。

3该盘高 4厘米,口径 18.5 厘米,足距 16.9 厘米。承盘直口,浅腹,平底,下承三足,三足以均等的距离分布于底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