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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美术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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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
,

绘函是文化发展历史长

河中的一条盆要支流
。

我们祖先用智盆创造了伟大的文

化
.

在世界艺术史上堪称是独放异彩
。

纵观世界艺术史
,

奄不夸张的说
.

文明传承之悠久
、

艺术成就之伟大
、

艺

术观念之前卫
、

艺术层次之雅致等都居世界前列
。

绘百

在祖长的艺术道路上
,

历经了原始蔺芽
、

宜稚
、

成熟到

升华变化等阶段
。

它的灿烂
、

辉煌
、

神秘在世界艺术史

上有 , 不可动摇的地位
,

并对世界艺术有, 深远的形响
。

早在旧石器时代
.

华互先祖对笑的迫求已经体现在

日常的石器上
。

有人说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的t 年时

期
,

单纯
、

天真
、

富于幻想
,

同时也是原始艺术贫芽的

开始
。

艺术的萌芽是从生产工其的加工和生产劳动两个

过程产生的
.

人类最初的美术活动体现在制造石器上
。

周口店山顶洞中发现的经过加工的钻孔石珠
、

骨器
、

兽

牙等是周口店北京人的装饰品
,

它们不仅是人类劳动技

能的侧l 器
,

而且是人类造皿能力的指示物并能体现一

定程度装饰盆图的工艺英术活动
。

旧石器时代早期
,

距

今约四
、

五十万年以前的北京周口店的狱人
.

从他们粗

挂的石器工典上
.

已可以粉出他们为适应不同的用途而

把石器打侧成不同类皿
: 有尖器

、

砍班器和刮俐器
,

明

显的表现出在实用基翻上对造皿的意识
,

可以说这是人

类最早的美术活动 ; 旧石器中期
,

距今二十万年前丁村

人的石器
.

侧作石器采用交互打击法
.

有京识地选择色

泽笑两的玛瑙为原料
,

类型变化多样潇状石器
,

手扭的

部分特愈加工以便把握
,

尖状器的边缘部分加工的相当

平滑
,

在造型上出现了对称与均衡的感觉
,

他们在造型

技术和样式的认识上也有了明显的进步
。
旧石器时代晚

期
,

山顶润人的石器发现的不多
,

但石器的制作技术有

了很大进步
。

山顶润时期是母系氏族早期
.

我们的祖先

在物质生产之外
,

也开始了精神生产
。

为了美化自身和

奖化生活
,

开始制作装饰品和使用了矿染料
,

有用乌骨
、

贝充
、

磨光再上线的装饰品
,

有一件类似项链的装饰品
,

用不同形状的石材打制成同一类的小石珠
,

又把同一类

型的小石珠联在一起
,

用赤铁矿染上色彩
,

这说明他们

对美的形式和美的若干规律已有了一定认识
,

逐渐形成

了笑的观念
,

不但增加了自身的美观
、

引起人们的好感
,

甚至可以认为是加强征服自然的戚力
。

那时在石器上有

很成熟的钻孔技术
,

这在膝刻史上是其有! 要愈义的
,

是立体装饰的开始
.

也可以说是最早的笑术萌芽
。

而原

始笑术的动机却不是出于审笑的目的
.

而是出于实用和

功利的目的
。

肉器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的, 要标志
.

肉器更是中

国文明的象征
。

在距今九千年的江西大仙人洞遗址出土

了肉器片
,

证明我国制肉历史是世界上较早的国家之一
。

我国的肉器有灰
、

熟
、

自
、

红
、

彩肉等种类
.

而最为可

观的是彩脚
。

彩肉的造型基本上都是以一个圆的球形体

为基础设计加工而成
,

有的是一个完效的球
,

或压扁
、

或延伸
,

基本空间容t 仍是球体
,

有的则是半球体或是

球的一部分
,

或深或浅
,

或大或小
。

中间的容t 仍是半

球皿
,

这样做成的球形休容t 大
、

结构牢固
、

不易损坏

变形
,

而且在人的视觉范圈内
,

球形休从任何角度粉都

是完整而圆浦的彩脚装饰
。

在祖黄的脚地上燕
、

红二色

间隔并用
,

表现出热烈鲜明的色调
.

还经常以红色的线

纹和只色的据齿纹合 . 在一起
,

使平板
、

平行的线条变

得生动精美
,

用笔技巧更加丰,
,

各种艳法交替使用
,

画出形状各异的点
、

线
、

面组合并交织在一起
。

彩脚的

发展演变是人类社会生产力进步的标志
,

是物质生活和

精神生活的艺术体现
。

它的装饰题材纹样题材
、

纹样结

构的来像
,

只能从当时的社会生活
、

社会存在寻求解释

它完美的其有装饰性图案所揭示出的若干规律性知识
,

艺术手法经过以后各种工艺美术的继承
、

发展不断丰富

和完善
,

形成了我国工艺笑术的优良传统
。

我国彩肉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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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以仰韶文化最为典型
,

仰韶文化以半坡和庙底沟类型

彩肉最为杰出
。

半坡类型彩肉以圆底或平底较多彩绘多

用肠色制型风格朴实厚,
,

花纹主要绘在器物的口沿
、

器肩
、

上胶等酸目的位t 或绘在敞口盐的内璧
.

花纹图

除了宽带纹
、

三角纹
、

波折纹
、

几何纹之外还有动物纹

代表器物 《人面鱼纹盆》
、

《鱼纹盆》
。

半坡人喜欢表

现鱼纹
.

在半被遗址中出土了很多鱼叉
、

鱼钩
、

鱼网等

渔其
,

鱼是当时生活的重要主成部分
,

所以鱼是人对 自

然的一种反映和模仿 ; 其次鱼在汉语中代表生殖繁衍
,

而且鱼是萦殖最强的
。

那个时代自然环境恶劣
.

保护自

己争服自然需要氏族成员的壮大
.

所以它又一次成为不

变的主皿
,

其中原始文化的一个重要现象是
“

图腾崇拜
”。

对原始人类来说
.

自然界的风
、

雨
、

,
、

电
、

四季与昼

夜的变化都有神的力t
。

为了生存和安全
,

需要一种神

秘物
,

而这种神秘物是某种植物或动物的化身
,

其化身

是该部落的保护者和部落的象征标志
,

与氏族有一定的

关系
.

每个氏族成员必须崇拜它
。

鱼就成了半坡的图腾

常常在他们的表现物中出现
。

鱼的图案从出现到发展是

从其象到抽象的一个过程
。

真实的鱼形向几何形演变
,

从描绘有鳞片的鱼到抽象的几何图案
,

运用的装饰手法

多种多样朴索而又自然
,

洋滋粉真攀的情感
。

早期注重

形体特征
.

头和躯体多用三角形表现
,

用网格表现级片
,

偶尔也平涂和剪影的形式表现鱼的弯曲和游动
。

中晚期

的鱼则由静转动
,

舍弃细节的刻画而着愈于鱼的神态动

势
.

对口
、

眼
、

姆
、

尾
、

绪的精心描绘曲尽其妙
,

生动

简洁神态各异
。

晚期鱼纹头部越来越简单
,

鱼体越发图

案化
.

最后成为单一记实符号
。

《鱼纹盆》属于外线型
,

外壁绘有三尾张嘴落齿的鱼
,

虽然画出水
,

但从嘴部的

刻画身体的动态
,

却给人以鱼在水中游的感觉
,

简洁生

动
。

让人难以想象出自原始人之手
。

《人面鱼纹盆》半

坡氏族最为典型和神秘的器物
.

它的图案至今仍是个迷
,

在盆的内侧绘有形象奇特怪异的人脸造形
,

人面成圆形
,

眼眯成一条缝
.

两耳侧各街一条鱼纹
,

头顶和腮两侧各

有一三角形带刺的饰物
,

对这一形象众说纷纭
,

有人认

为是图腾祟拜
,

也有人认为是渔猎巫术仪式中的面具
,

还有人认是太阳神祟拜的对象
。

但人面鱼纹令人联想起

大禹的父亲的练的形象
。

稣既弦
,

玄即元
,

也是头的念

思
。

所以解是人头与鱼的结合
。

联系原始巫术信仰神灵

体系中的人面形和面具艺术
,

当为鱼神的人格化或生殖

女神的物化
。

半坡的人面纹画像
,

画的简炼而有情趣
,

抽象而具有符号性
,

质朴
、

大器
、

符号
.

会让人感觉那

个社会的神秘和无助
,

同样他们的纹饰也会让我们感动
,

不能无动于衷
。

庙底沟文化是仰韶文化第二个组成部分
。

主要分布在陕西关中一带
。

彩肉的造型以大口
、

鼓腹
、

小底体最为典型
。

图案主要是动物纹
,

如蛙纹
、

鸟纹
。

线条直
、

曲结合构成曲边三角形
.

图案色彩对比虚实对

比产生双关花纹
,

双关法的运用是人类最早利用错觉产

生对称美的开始
。

彩肉文化晚期以马家窑为代表
。

他的类型特点与仰

韶彩肉相渊源
。

马家窑类型彩陶以精致见称
,

多以瓮
、

瓶
、

盆
、

怪为主装饰的面积大
。

太阳
、

月亮的图形都用

圆表现出来
,

代表水的游纹
.

代表波浪的曲线纹完美的

结合起来被直接或间接的表现在彩陶上
。

纹饰的结合富

有韵律
,

平稼
、

优雅运行有序
,

有的旋动潺醉有声
,

小

圈点的运用使装饰产生核心的稳定效果
,

又好似浪花传

达出一种音响效果
。

我们祖先在装饰上的创造力真叫后

人折服
。

图案主次有序
,

松紧调和
,

给人千回百转
、

往

复无回的感觉
.

显示了肉工的高超技艺
.

色彩的运用也

比以前更为丰富
.

橙黄为主要底色
,

经过精细打磨后
,

绘以黑彩
、

也有以黑
、

白两种颜色描绘的
。

而最典型的

是内彩
.

主要是装饰器物内壁
,

华丽厚!
。

而这时期最

典型的器物是舞蹈纹彩陶盆
,

属内外线结合的器物
,

外

壁是平行纹
,

自然流杨
、

清新纯朴
。

内壁图案分为三组
,

口沿下一组五人的图形
,

他们手拉着手
,

步调方向一致

地跳着舞
。

生动的再现了狩猎舞蹈的场面
。

原始舞蹈以

狩猎为主
,

有为狩猎的祭神舞
.

有训练队形和演习的狩

猎舞
,

有庆祝狩猎胜利的欢庆舞
,

而此器物上三级人物
,

如同将野兽赶进陷阱
,

有强烈的节奏感和欢快的气氛
,

是庆祝狩猎胜利的情景
。

画中人物装饰的
“

小辫
” 、 “

尾

巴
” .

都是在模拟野兽
。

今 日的化装舞会
.

是否由此而

来也未可知
。

从原始彩陶的纹饰上
,

不难粉出原始先民

的信仰
、

对自身的形态
、

面貌
、

力t 的初步认识
.

古代

图腾的发展和先民们认识自然
、

创造生活的能力
、

娴熟

的技法
、

严谨的几何造型
、

诙谐幽狱的场面
、

生动的动

植物造型
,

又说明了彩陶是对原始社会物质文化的见证
.

又是对精神文明的见证
。

彩陶及彩陶纹饰的出现
.

为以

后中国画的发展其定了坚实的基础
,

为中国美术史掀开

了辉煌的篇章
,

彩肉的饰纹
,

让我们对先民的审美创造

有一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
,

同时
,

彩陶纹饰的伟大创造
,

给人类留下了丰硕的文化遗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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