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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各个历史时期陶瓷器物的纹样显示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内涵，中

国史前到北朝时期陶瓷器物上出现的舞蹈图案，再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

宗教信仰、思想意识、审美观念等，也表明从史前时期的宗教祈求平安的祭祀

乐，到西晋时期改革乐器伴奏的新声调乐舞，再到北朝时期供人享乐的胡腾舞，

乐舞逐渐成为一种可供欣赏、可陶冶情操的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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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从史前到北朝出土的陶瓷器物众多，
陶瓷器物的纹样显示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符

号特征，其中的一些图案装饰从不同角度展示

了我国传统艺术的发展状况，如不同时期陶瓷

器物上的舞蹈图案。目前学术界从舞蹈艺术的

角度对这些图案的研究，尚未形成纵向联系。

鉴于此，本文拟以史前到北朝的陶瓷器物上舞

蹈图案为切入点，对我国早期舞蹈艺术的发展

状况进行研究，权作抛砖引玉。

　　一、不同时期陶瓷器物上的舞蹈

图案

　　中国史前到北朝时期的陶瓷器物种类繁
多，其中以舞蹈图案形式出现的装饰纹样颇具

特色，在陶瓷装饰上尤为突出。

１．史前时期陶瓷器物上的舞蹈图案
１９７３年在青海省大通县步家寨出土的舞

蹈纹彩陶盆［１］（见图１），是一种水器，被视为新
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的珍宝。该舞蹈纹彩陶盆

口径２９ｃｍ、腹径２８ｃｍ、底径１０ｃｍ、高１４ｃｍ，器
形较大，敛口、卷唇、鼓腹，下腹内收成小平底，唇

与内外壁均有彩；主题纹饰为舞蹈纹，五人一组，

手拉手，面向一致，头侧各有一斜道，似为发辫，

摆向划一，每组外侧两人的一臂为两道，似反映

空着的两臂舞蹈动作较大而频繁之意。

２．西晋时期陶瓷器物上的舞蹈图案
１９８７年６月出土于安徽省青阳县庙前镇

新发村的西晋墓中的人物堆塑谷仓罐［２］（见图

２），通高３２ｃｍ，最大腹径２６ｃｍ，底径１７ｃｍ；胎

图１　舞蹈纹彩陶盆（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体厚重，呈灰褐色，胎质较粗松，腹上部施青绿

釉，胎釉结合尚好。一组六人舞乐于罐上，左边

一人面右跪坐，置琴于膝，双手弹琴，微露笑容；

右边两人一人持萧吹奏，一人执槌击鼓；其下两

人相向而立，作双手拍节奏状或抬手挥臂歌舞

姿；右后上侧，一人昂首抬脚，左臂上举，右手放

置嘴边，似在纵情叫喊。

３．北朝时期陶瓷器物上的舞蹈图案
１９７１年在河南省安阳县洪河屯村的北齐

范粹墓中出土的黄釉扁壶［３］（见图３），模制，高
２０ｃｍ；形体扁圆，上窄下宽，蔽口短颈，颈与肩
连接处施联珠一周，两肩各有一孔作穿带用。

壶身全施橘黄色釉，底部有凝脂状酱色釉珠，釉

色不均匀，底部挂釉。该壶之图案以两幅乐舞场

面最为突出，中央一人婆娑起舞于莲座上，右手

前伸，左手下垂，双足腾跳，反手回顾，动态盎然。

左边二人，一人手持笛吹奏，另一人侧身，注视舞

图２　人物堆塑谷仓罐（藏于青阳博物馆）

图３　黄釉扁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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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双手仰起作打拍状；右边二人，一人手执五弦

琵琶作弹奏状，另一人面向舞者，双手击钹。

　　二、不同历史时期陶瓷器物上舞蹈

图案的艺术特点

　　不同历史时期陶资器物上的舞蹈图案组
合、人物造型、工艺技法各不相同。

１．舞蹈图案组合
舞蹈纹彩陶盆是一件以原始舞蹈为图案的

彩陶盆，彩陶盆内壁直径最大处绘四圈平行带

纹，最上端一道较粗。内壁接口沿处绘有一圈

带纹，上下两组带纹之间绘有舞群人物三组，每

组两边亦有向内弧线纹，一般为七条，其中两组

分别为五条和八条。在相反两组弧线纹之间，

有一条斜行的柳叶形宽带纹。金维诺指出，

“舞蹈队列画在盆的内壁上部，三列舞人环绕

盆沿形成圆圈，下有四道平行带纹，代表地面，

盆中盛水，则舞群似在水边，和池中倒影相映成

趣，装饰意匠是别出心裁的”［４］。也有学者从

构图角度对舞蹈纹彩陶盆作了分析，如马明

明［５］认为，暂将四道圈纹的含义搁置，考虑一下

它们在组成整个舞蹈纹环带画面的视觉作用。

如果把其中三道圈纹去掉，前后对比效果见图

４，上图为从舞蹈纹原图截取的一部分，下图为
去掉三道圈纹后的样子，显然下图的整个图像

给人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可见在新石器时代

的马家窑文化时期，先民的审美观念已经产生。

但笔者认为，除此以外，该图案还有深刻的文化

内涵。绘在陶盆内壁中上部的舞群，三列跳舞

的人环绕盆壁形成一个圆圈，图案颜色较深并

且能清楚地分辨出人物的动态。舞群下面是四

圈平行带纹，可以看出每圈带纹的绘制并不均

匀，但最上端一圈明显粗一些。笔者认为下面

三圈带纹象征着水波，此陶盆若盛水，在四圈平

行带纹最上端一圈的位置，可以隐约看到其他

三圈带纹如同水波一般，舞群似在池边跳舞，和

水中倒影相映成趣。在盆沿上的一圈带状纹饰

除有装饰的作用外，还被赋予了天的含义，表示

人类活动在天地间。在每组舞群两边各有相反

两组弧线纹为装饰纹样，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

文化产生了并行线纹饰，有的呈水平并行线，有

的呈弧线并行线，线条流畅，间隔相等，犹如今

天的人们用仪器所描绘。这种纹饰并非我国仅

有，在世界不少国家的古代工艺作品中都可见

到。这并不是由于彼此的影响与相互传播，而

是因为此种纹样（如水波、树轮、皮毛等动植物

天然形成的旋纹）是基于人类一种共同的基本

的审美感受，以及它的不断扩展、生长感、力量

感所给予人们的一种形式领悟，从而在装饰纹

样上产生了共同的美的线形。另外，每两组之

间还有一条斜行的柳叶形宽带纹，共三组。笔

者推测，舞群两边的弧线纹可能为河边的树干

或者垂柳的枝条。为了突出舞群，河边的树干

只做装饰之用，绘一个柳叶既能表示是树还能

较好地衬托舞群之美。

人物堆塑谷仓罐的器物主体为五联罐，中

图４　舞蹈纹盆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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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大罐平底，四只小罐呈十字对称式平行设置；

在大罐肩部四只小罐之间堆贴有四组人物群

塑。由于本文的研究重点为舞乐，因此这里只对

第一组舞乐进行探究。春秋战国时期，音乐开始

发展，相比原始乐舞，出现了乐器。魏晋时期，

西、北各少数民族逐渐向内地迁徙，这促使了各

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包括乐舞文化。由于战

乱，一部分居民迁去南方，受江南吴声胡曲的影

响，清商旧曲逐渐蜕变出了适合演唱江南民歌的

新声调，新声调的伴奏乐器以弦乐器为主，也兼

用管乐器。因此，出现了谷仓罐上一人弹琴、一

人吹萧、一人击鼓、两人跳舞的组合形式。

北朝时期的黄釉扁壶腹部两面均模印五人

一组的乐舞图案，两边图案相同。乐舞人物上

端有一排连续的忍冬纹，是沿丝绸之路传播来

的，在南北朝时期最流行，因它越冬而不死，所

以被大量运用在佛教器皿上。舞者脚下的莲花

纹，与当时佛教的盛行有关，寓意人的灵魂不

灭、轮回永生。这种舞乐形式的出现，是因为魏

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文化大融合的

时期，西域音乐大量传入。可见，是陶瓷制作者

把西域乐舞、绘画、宗教等文化符号巧妙地进行

组合并模印在黄釉扁壶上的。

２．人物造型
舞蹈纹彩陶盆上的舞蹈图案为每组五人手

牵手状，面向一致，小人头上有类似于发辫的装

饰，都偏向一侧，每组靠近外侧的两个舞蹈小人

的外臂上均由两条短线组成，像是模仿舞蹈动

态幅度之意。［６］每组小人都以一足支撑重心，另

一足做起势或落势的舞蹈动作，人下体有三道，

接地面的两竖道为两腿，下腹体侧有一斜道。

关于这条斜道，学术界有不少争议。王克林［７］

通过对土著民族舞蹈图画装束情形的研究，结

合这条斜线的所在部位，分析后认为：此道应当

是生殖器官保护带类的装束。戴春阳［８］通过对

舞蹈者体型体态的推测，认为彩陶盆上舞蹈者

下腹体侧的一道，应该是女子腰间飘拂的某种

织饰带，其功用当然是为着饰美。李泽厚［９］则

从古史文献记载与舞蹈纹中人物的装饰上推

测，孙家寨彩陶的舞蹈纹表现的是一种图腾活

动，具有严肃的巫术作用，舞蹈纹中的人物臀部

的斜出之物为操牛尾，头部的装饰是干戚羽

旄———笔者偏向这种说法，理由是：徐旭生［１０］

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谈到，《山海经》中

所说的昆仑之丘即青海高原。有传说昆仑山瑶

池住着西王母，长着豹子尾巴。《山海经·西

山经》记载，“又西北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

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

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１１］４７。《山海

经·大荒西经》记载：“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

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

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

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

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

物尽有。”［１１］２３７可见，早期的西王母形象，与女

娲炎帝黄帝等神一样，都带有兽相。因此，笔者

推测，舞群大腿根部斜道是先民模仿西王母的

一种祭祀活动，五人手拉手的女性在柳条垂落

的小河边跳着祭祀的舞蹈。

人物堆塑谷仓罐上的舞乐六人，一人跪坐置

琴于膝、二人吹箫击鼓、三人歌舞。这些人物为

高鼻窄额，戴夹顶、元宝形帽或系巾帻，均为深目

高鼻的胡人形象。由于胡人的迁徙，文化的融

合，舞乐成为当时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死后人

们也希望可以在另一个世界有舞乐欣赏。由此

可见，西晋时期人们对舞乐的精神需求大大提高。

黄釉扁壶壶腹上模印一人歌舞、一人吹奏、

一人打拍、一人弹奏、一人击钹。五人皆高鼻深

目，头戴蕃帽，身着窄袖长衫，腰间系带，足蹬半

筒高靴，是典型的西域人形象。［１２］根据文献考

证，五人跳的乃是风靡当时的胡腾舞。［３］这种胡

腾舞是一种流行于古代西域的民间舞蹈，此舞

大多以男性胡人为主，其特点多以腿脚功夫见

长，既提膝腾跳、刚毅奔放，又潇洒诙谐、雄健矫

捷。唐刘言史诗“跳身转毂宝带鸣，弄脚缤纷

锦靴软。四座无言皆瞪目，横笛琵琶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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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３］，正是对这一场面的写照。

３．工艺技法
时代不同，陶瓷器物上的装饰纹样也不同，

工艺技法亦不一样。原始时期的陶瓷技艺比较

简单，首先考虑的是实用，然后才考虑其美观，

即装饰作用。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彩

陶装饰丰满，内彩很发达，在器物的内部和外部

都有加彩，且善于运用曲线，追求动感。这一时

期的舞蹈纹盆的装饰纹样，大多是用黑色颜料

绘于橙底的陶盆壁上的几组相同的人物图案。

随着物质需求逐渐得到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

也有所提高。两汉时期，陶瓷工艺开始出现显

著的提高和发展。到了西晋时期，国家安定，越

窑青瓷的烧造技艺又有所提高。人物堆塑谷仓

罐正是这一时期的新作，它采用雕塑、堆塑、贴

塑等手法，生动地表现出人物的形态和神态，既

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慰藉，又赋予谷仓罐以特

殊的意义。北齐时期的陶器包含双色以上的釉

色，白胎陶器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发展。范粹墓

中出土的黄釉扁壶，装饰纹样的工艺手法发生

了很大变化，采用模印的手法，在模具上用阴刻

法，再模印到壶身，制作起来更加省时省力。

　　三、不同时期陶瓷器物上舞蹈图案

的文化内涵

　　任何事物的发展离不开它所处的时代背
景，每个历史时期陶瓷器物上的纹样显示出不

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内涵。陶瓷是因为农业的出

现和定居生活的需要而引发的造物设计，它首

先是生活用品，但同时也是艺术造型作品；它不

仅可以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人类

开始创造出一种物象，通过平面图形来再现现

实生活，比如陶瓷器物上的舞蹈图案。

１．史前时期舞蹈图案的文化内涵
舞蹈纹彩陶盆是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时

期的作品，原始农耕时代、母系社会的鼎盛时

期，以及图腾崇拜和巫术礼仪并存的时代，造就

了这个时期高度发达的原始艺术和原始宗教。

舞蹈纹盆的出现，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端，也

标志着人类思想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条

件的改善。原始社会早期并无任何形式的宗教

可言，人类以集体的力量和简陋的工具与自然

界作斗争，然而对自然界的千姿百态、千变万化

尚不能够科学认识。于是，恐惧和希望交织在

一起，将许多不能理解的自然现象神秘化，从而

产生了原始宗教。宗教是人类心灵的一种寄

托，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刻画出神，有保平安的意

味。笔者认为，舞蹈纹盆上的舞蹈图案是古代

人们在祈求神的庇佑活动时的一种记录。《尚

书·虞夏书》也有“击石扮石，百兽率舞”［１４］的

记载，所描述的是在原始石制乐器的敲击伴奏

下所表演的狩猎舞。舞蹈纹盆的整个画面，人

物突出，用实线条表现，重在写实，描绘了先民

们在劳动之暇，在大树下、小湖边，手拉手集体

跳舞祈求神庇佑的情景。

２．西晋时期舞蹈图案的文化内涵
青瓷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制瓷水平的一大

进步，西晋时期以玉为贵，而青瓷恰好色调泛

青，质感如玉，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魏晋南北

朝时期崇尚儒家“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加

之贵族阶层斗富，“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

随葬品也竞相豪华奢靡。而司马炎在强调发展

生产的同时，反对奢侈，厉行节俭。当时社会，

儒家推行以孝为先、佛教追求极乐世界、道教倡

导修炼以求长生不老，三种思想碰撞融合后，加

之巫术文化的长期盛行，“灵魂不灭”的思想成

为社会的共同信仰，给谷仓罐的产生奠定了思

想基础。谷仓罐的设计，罐上堆塑涉及衣食住

行游娱方方面面，其中乐舞既是死者生前喜爱

的娱乐活动，又是其希望死后在另一个世界仍

可以继续欣赏的娱乐活动。这样设计，一方面

解决了烧制大量随葬品所需要耗费大量人力、

物力、财力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使青瓷的设计寓

意深刻、整体和谐统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

审美价值，成为当时造型最复杂、装饰设计手法

和内容最为丰富的一种明器。作为最典型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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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明器之一的谷仓罐，它巧妙地将两者融合在

一起，既是对死者生前生活的真实写照，又是对

来世的一种希冀。

３．北朝时期舞蹈图案的文化内涵
北齐时期的农业、盐铁业、瓷器制造业都相

当发达，单色瓷、双色釉白胎陶器在当时得到迅

猛发展。这个时代流行截面近似杏核形的穿带

扁壶，釉陶和瓷质兼具。后世出土的北朝时期

陶瓷制品数量较多，但造型单一，形制上与前一

时期扁壶没有关联，出土地域仅限于北方地区，

皆为安阳窑、巩县窑、邢窑等北方窑口产品。魏

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大融合时

期。民族混战、政权更替，尤其是北方各族聚

居、杂居的局面，使得自西汉以来中国与西域之

间的音乐传播更加畅通无阻，不同民族之间的

音乐文化得到了广泛的接触与充分的交流，又

因为魏晋时期的铜多用于铸币，许多青铜器以

铁器和陶瓷代替，从而促进了陶瓷的需求和生

产，因此陶瓷开始渗入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

时期瓷器的纹饰以模印为主，流行胡人乐舞、对

凤、驯狮、联珠纹等带有异域文化色彩的纹样。

北齐统治者对胡文化的痴迷曾使北齐境内胡风

盛行，对西域乐舞的痴迷也影响着北齐境内士

人阶层与中下层对于西域胡乐舞的追逐。胡腾

舞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一种男子独舞，流行于

北朝至唐代，当时深得中原贵族赏识，风靡一

时，配着回鹘乐曲，既雄健迅急、刚毅奔放，又柔

软潇洒、诙谐有趣。黄釉扁壶除壶身舞蹈图案

外，还印有忍冬纹、联珠纹，这些都是西域绘画

中常见的纹饰，这当是北齐时期西域文化影响

中原地区最为直观的证明。黄釉扁壶与舞蹈图

案的结合还体现出该时期“气韵生动”［１５］的美

学趣味。因此，人们在陶瓷上印制胡腾舞形象

就是情理之中的事。

　　四、结语

各个历史时期陶瓷器物的纹样显示出不同

历史时期的文化内涵，中国史前到北朝时期陶

瓷器物上出现的舞蹈图案，再现了当时人们的

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思想意识、审美观念等，也

表明从史前时期的宗教祈求平安的祭祀乐，到

西晋时期改革乐器伴奏的新声调乐舞，再到北

朝时期供人享乐的胡腾舞，乐舞逐渐成为一种

可供欣赏、可陶冶情操的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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