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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甘肃彩陶作为中国史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

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艺术价值，也是研究中国古代

文明发展的重要物证。随着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增强和

文化自信的提升，甘肃彩陶的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和公

众的广泛关注。然而，关于其现代制作工艺的传承与创

新，尚需进一步深入探讨。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甘肃彩

陶的起源、发展及其现代制作工艺，揭示彩陶艺术的传

承规律，为彩陶艺术的保护与创新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

指导。

一、甘肃彩陶的历史渊源

甘肃彩陶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

大约 5000 至 8000 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仰韶文化是中国

史前文明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阶段，彩陶的制作技

术逐渐成熟，陶器的造型、纹饰和色彩都极为丰富。特

别是在仰韶文化晚期，甘肃彩陶开始展现出鲜明的地域

特色，形成了独特的彩陶文化风格。

马家窑文化时期是甘肃彩陶发展的巅峰，彩陶艺术

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马家窑文化以其精美的

陶器和独特的彩绘闻名，彩陶的图案多以旋涡纹、波浪

纹、几何图形为主，这些图案不仅具有装饰作用，还反

映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与对生命的崇拜。彩陶艺术

作者简介：康存良（1971.9-），男，汉，甘肃秦安，教

师/职称：正高级工艺美术师，大专，兰州职业技术学

院，研究方向：彩陶工艺方向。

通过这些丰富的图案，将古代人类的思想、信仰和生活

哲学展现得淋漓尽致 [1]。

二、甘肃彩陶的文化价值

2.1艺术价值与审美表达

甘肃彩陶的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其造型和彩绘上。

彩陶的器形多样，既有实用性的日常器皿，也有用于祭

祀或礼仪的特殊器物。造型上，彩陶器物线条流畅、比

例匀称，简洁而优美。彩绘部分则以红、黑、白三种色

彩为主，运用天然矿物质颜料，经过高温烧制后色彩鲜

艳且持久不褪。这些精心绘制的图案充满韵律感，既体

现了古代人对自然的观察与模仿，也传达了他们对美的

极致追求。

2.2文化符号与精神象征

甘肃彩陶的纹饰不仅是艺术装饰的表现，更蕴含了

丰富的文化内涵。自然纹样如植物、动物、人物等，反

映了古代人类对自然的观察与模仿；几何纹样如条带、

线条、三角形等，则象征着日月星辰、江河湖海，体现

了远古人类对自然力量的崇敬和对宇宙秩序的认知 [2]。

例如，漩涡纹尖底瓶（图 1）和锯齿菱格纹罐（图 2）等

彩陶，通过独特的纹饰表达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与

对生命的崇拜。彩陶作为祭祀和礼仪中的重要器物，承

担着连接人与天地、祖先与后代的象征意义，是古人精

神世界的重要物质载体 [3]。

彩陶作为生活器物，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产力

水平和日常生活状况。通过这些陶器，后人得以窥见古

代社会的结构、劳动形式以及与自然的紧密联系，彩陶

因此成为我们理解史前人类社会文化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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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甘肃彩陶作为中国史前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了丰富的历史内涵和艺术价值。本文通过对甘肃彩陶的起源、

发展及其现代制作工艺的研究，探讨了彩陶艺术的传承与创新。研究发现，现代彩陶不仅延续了古代精湛的手工技

艺，还通过多元化的表现手法满足了当代审美需求。本文还详细介绍了彩陶制作原材料的选择、工艺流程及彩陶绘

画颜料，分析了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的融合如何为彩陶艺术注入新的生命力。未来，甘肃彩陶将在国际艺术界占据

更加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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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漩涡纹尖底瓶，甘肃省博物馆藏供图

图2　锯齿菱格纹罐，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供图

2.3历史与文化传承

甘肃彩陶的传承历程，是中国早期文化不断发展、

创新的历史见证。它不仅展现了古代制陶技艺的高超水

平，也反映了古代人类在与自然和谐相处中所创造的文

明。甘肃彩陶的历史不仅是物质文化的传承，更是精神

和信仰的延续。在现代社会，彩陶作为文化遗产，仍然

保留着其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艺术启迪作用 [4]。

三、传统制作工艺与现代创新工艺应用

在甘肃彩陶的传承历程中，创新工艺的探索与实践

一直是其艺术魅力不断焕发新生的关键力量。现代甘肃

彩陶在保留传统手工技艺精髓的基础上，巧妙地融入了

新材料、新技术和新的设计理念，使这一古老艺术在当

代社会中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除了继续沿用传统的

红黏土作为主要成分外，还引入了高岭土、石英砂等具

有特殊物理特性和色彩效果的原材料，这些新材料的加

入不仅丰富了彩陶的质感，还使其色彩更加多样和持久。

传统的泥条盘筑和拉坯成型工艺依然被广泛应用，但工

匠们还探索出了注浆成型、模具成型等新方法，这些新

工艺不仅提高了彩陶的制作效率，还使其造型更加多样

和复杂，满足了现代人对美的多样化追求。在彩绘方面，

工匠们不仅继承了传统的点、线、面表现方式，还大胆

尝试了油画、水彩等现代绘画技法，使彩陶的图案更加

生动和富有层次感 [6]。在烧制过程中，通过精确控制炉

温和烧制时间，使彩陶的色彩更加鲜艳且不易褪色。

3.1原材料选择与加工

甘肃彩陶的制作依赖于特定的天然原材料，其中红

黏土是主要成分。这种红黏土因其富含氧化铁，能够在

高温下呈现出优异的物理特性和颜色稳定性。红黏土在

地质学上被称为第四纪红土，制作彩陶时，首先需对这

种土进行严格的筛选和处理。原材料采集后，将红黏土

在阳光下反复晾晒，并通过敲打和搅拌，去除大颗粒，

保证其颗粒细腻均匀。这种细致的加工过程，有助于提

高黏土的可塑性，并为后续的制作提供稳定的基础 [5]。

3.2陶泥的加工

泥料的加工是彩陶制作的重要步骤之一，决定着陶

器的可塑性和强度。在加工过程中，工匠们首先将经过

筛选的红黏土进行浸泡，使其完全吸水变软，形成泥浆。

随后，泥浆需进行反复的揉捏、踩踏等工序，进一步增

强泥料的黏性和韧性。这一过程被称为“踩泥”或“抟

泥”，要求工匠运用大量的体力，并且在每一步操作中都

要严格控制泥料的水分和硬度，以确保成型过程中泥料

的均匀性。

泥料的加工不仅包括机械加工，也可以通过传统的

手工方式进行。手工加工方式要求工匠反复揉捏泥料，

经过发酵处理后，泥料的可塑性会显著增强。经过充分

发酵的泥料具有极佳的柔软度和韧性，有助于确保在后

续的拉坯或成型过程中，陶器能够保持稳定的形态，而

不易出现裂纹或变形。

3.3彩陶绘画颜料的调制

彩陶绘制所使用的颜料大多来源于天然矿物质，具

有耐高温的特性，能够在 800 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烧制过

程中保持色彩鲜艳。主要的颜料包括氧化铁（用于红

色）、氧化锰（用于黑色）和石英粉（用于白色）。这些

颜料在使用前需要经过细致的研磨，直至粉末细腻，才

能确保其与陶坯表面紧密结合并均匀着色。在颜料调制

过程中，工匠通常会根据需要添加一些辅助材料，如胶

水、冰糖、浓茶水等，以增加颜料的黏性和附着力。颜

料的调制需要精确的比例控制，确保不同矿物质混合后

能产生理想的色彩效果。矿物质颜料一旦调制完毕，便

可用于陶坯的表面绘制。

3.4成型工艺

彩陶的成型工艺主要分为两种：泥条盘筑成型和拉

坯成型。泥条盘筑是古代陶器制作中的一种传统工艺，

工匠会将泥料捏成条状，并将其一层层地盘绕，逐渐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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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陶器的基本形态。该方法的关键在于通过精确控制

泥条的厚度和排列顺序，使陶器的结构稳定且厚薄均匀。

这一工艺对工匠的技术要求较高，需要具备高度的经验

和技巧，以确保陶器的最终成型效果。

拉坯成型是一种机械化的制作方式，工匠将泥料放

置在转动的拉坯机上，通过双手的挤压和牵引，逐渐塑

造出陶器的形态。拉坯技术需要工匠具有高度的手眼协

调能力，能够在泥料转动的同时精确控制器物的形状和

尺寸。熟练的工匠可以通过拉坯制作出形态优美、比例

匀称的陶器。这种工艺不仅提升了陶器制作的效率，也

拓宽了陶器造型的多样性。

3.5烧制与装饰

彩陶的烧制是其制作的最后一步，通常需要在 800

至 1000 摄氏度的高温下进行。烧制的过程中，陶坯的质

地会逐渐硬化，同时彩绘颜料与陶坯表面结合，形成持

久的装饰效果。高温烧制不仅能赋予陶器良好的硬度和

耐用性，还使彩陶的色彩更加鲜艳、明亮。在彩陶的装

饰方面，工匠通常采用简单而富有象征性的几何图案，

如螺旋纹、波浪纹等。这些纹饰不仅是美学表现的手段，

也承载了古代人们对自然、宇宙和生命的理解。这些纹

样通过高温烧制后，牢固地附着在陶器表面，赋予彩陶

独特的美感和文化象征意义。

作为珍贵的文化遗产，甘肃彩陶为我们了解中国史

前文明提供了关键的物证。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人们

能够深入探讨古代人类的社会组织、文化信仰以及生活

方式，进一步揭示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历程。彩陶不仅

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文化交流的桥梁。随着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的深入推进，甘肃彩陶不仅在国内受到广泛关

注，还通过各种展览、研究和文化项目走向世界，成为

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

结束语

甘肃彩陶，作为中国史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

载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艺术价值，是研究中国古代文明

发展的重要物证。随着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增强和文化

自信的提升，甘肃彩陶的研究受到了学术界和公众的广

泛关注。甘肃彩陶艺术不仅继承了传统的制作技艺和工

艺特色，还融合了新时代的审美理念和文化内涵，从而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效果。正如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天

工开物》中所述：“共计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可成

器。”这充分说明了制陶工艺的繁复与精细。将陶土制成

器物，既依赖自然的赐予，更凝聚了工匠的智慧和劳动。

彩陶以其绚丽的造型和丰富的装饰著称，其艺术魅力的

核心在于工匠精湛的技艺和艺术的表现力。本研究旨在

为甘肃彩陶的学术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资料，同时为彩

陶的保护、传承和创新提供实践指导，以推动中国传统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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