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 工程 设计｜ Industrial & Engineering Design2019年12月 第1卷 第1期

修水赭砚的造物观对当代设计的启示

江小浦，饶海琳
南昌大学，南昌 330031

摘要：设计就是人的造物活动。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传统造物观融合到人们的生活中，通过不断的传承、发展和创新，蜕变

为现代设计风格。通过分析修水赭砚的生产工艺，以及对修水赭砚造物观思想的研究，感受到修水赭砚中蕴含的传统造物观

是如何影响现代设计的发展，并且为现代设计所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寻找解决办法。通过研究修水赭砚的发展历程，对修水

赭砚中蕴含的传统造物思想进行剖析，从物以致用、以意立象的造物观念出发，结合当代设计的实际应用。修水赭砚不仅是我

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传统器具的代表。在注重以人为本的今天，修水赭砚造物观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对当代设计乃至

现代社会的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创新；修水赭砚；物以致用；以意立象；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J5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946（2019）01-0041-05

DOI：10.19798/j.cnki.2096-6946.2019.01.006

砚台作为中国的文房四宝之首，有着悠久漫长的

发展历程。不同时期的砚台文化具有不同的民族特色

和造型特征。修水赭砚也属于我国砚台文化创作的结

晶之一。修水赭砚是继承并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产

物。其中包含的传统造物观与当代设计理念大致相

同，对当代设计具有指导意义。

1 修水赭砚的发展历程

1.1 赭砚的起源

修水赭砚起源于唐朝，产自江西修水，是江西传统

名砚之一。早在唐朝，修水就有了生产赭砚的手工作

坊，其出产的赭砚纹理细润，质地精良。砚材以赭色为

主体，翠绿为镶嵌，珍品中有金星、金晕、鸡血藤、鱼子

纹、水波纹等花纹，犹如一幅天然的水墨画，使人心醉

神迷。修水赭砚是传统文化中保留至今的为数不多的

手工制作产品，据史书记载，从汉代起，修水就开始制

作砚台了。在宋代时，由于黄庭坚等文人的大力推广，

修水赭砚开始闻名全国。根据《文房四宝》记载：“北宋

时期各大文人中，惟有黄庭坚爱故乡砚台。”这证明黄

庭坚为赭砚推广发挥了很大作用。到了清代，著名书

法家万承风将修水赭砚进献给皇帝，皇上大喜，赐修水

赭砚为“贡砚”。修水赭砚的制作始于汉，兴于宋，盛于

清，其历史绵延千年，不得不让人感叹其强大的文化生

命力。赭砚制作的过程虽然看似简单，但却极其繁

琐。从选取材料，画图，打坯，设计造型，雕刻，到打磨、

上蜡，它的每一步过程都折射着当时社会的审美观念[1]。

1.2 赭砚的艺术特征

修水赭砚分为素砚和雕砚两种。其中，素砚就有

二十多种的不同类别；雕砚也分为高、中、低三个档次，

其品种图案多达几百种。因为注重图案设计，所以其

雕刻造型多种多样，每一道制作工序极其讲究，成品造

型极具美感。修水赭砚以赭色为主，翠绿为镶嵌，并包

含鸡血纹理。其特征为发墨不粗，贮水不涸，不伤笔

毫。高档贡砚的构图特别强调意境、悟性，加上制作时

选料精良，细观其石质纹理，会发现人工与天然浑为一

体，匠心独具，实属珍品。修水赭砚的雕刻手法有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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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浮雕、镂空雕、自然雕等。艺术作品主要有生肖雕

砚、人物雕砚、山水雕砚、动物雕砚和花草雕砚等，此外

还有镇纸、挂件、摆件、笔架、笔筒、烟灰缸、图章、壁雕、

碑刻、骨灰盒、茶几、茶具等衍生用品。从选取材料到

最后的图案刻画，无一不体现赭砚的制作精良。修水

赭砚不仅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而且彰显了制作者的

深厚艺术功底和用心。

1.3 赭砚的现状和赭砚传承的迫切性

修水赭砚虽有着跌宕起伏的经历，但经过一代又

一代大师们的坚持和努力，运用精湛的手工技艺，并在

工艺上大胆借鉴其他砚的雕刻技术，集南、北风格于一

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格，为赭砚的发展奠定了坚固

的文化基础。修水赭砚现已被列入了我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修水赭砚具有强烈的修水文化印记，但随着时

代的发展，赭砚渐渐衰落，同时面临着人才及资源短缺

的问题。赭石资源宝贵，而砚石资源属于不可再生资

源，因此，要重视对砚石资源的保护。修水赭砚的发展

有着无限的空间和可能性，其砚台本身就是典雅之

宝。面对资源和人才紧缺，赭砚的传承问题不容忽视。

2 修水赭砚的造物观

2.1 以意立象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设计师会利用设计活动来

表达真正想体现的特殊寓意。在最初古代的造物活动

中，“观象制器”是最原始的表现艺术创作的一种方法，

这种“观”，是制作者通过持续的观察，在脑海里强化要

制作的自然之物的形象。强化的结果就是熟悉，使制

作者不仅对环境熟悉，而且对制作过程熟悉[2]。原始

先民崇敬大自然的一切，崇尚“天人合一”的思想。在

造物过程中，摹写大自然的形象变成了古代先民创作

的唯一途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仍有许多难以

描述、无法解释的现象没有答案，但在意识、认知不断

提升的过程中，远古先民渐渐开始注重精神层次，尝试

从物象抽取意象，升华其认知。在创作过程中，通过小

改变和细微改造来表述不同的含义和思想，逐渐发展

为“立象以尽意”的创作手法。

子曰：“物以象明，意以象传。”这是说通过器物形

态表达自己的精神世界。它是在“观象制器”的基础上

的升华，“以象明意”的造物观在修水赭砚的创作上也

极大地体现出来。虽然早在远古时期就出现了磨墨

器，但那时它仅仅作为一种使用工具。随着制作水平

的提高，赭砚的出现已经是在砚台发展的成熟期。这

一时期对砚台的装饰性有了更高的要求，其花样、纹理

不断被翻新，作品也不再是只求实用不求美。雕刻者

们的创作也不再单单是对物体的临摹，而是通过改变

或神话故事来表现特殊的寓意，例如“松鹤延年”，见图

1。修水赭砚都是以赭色为主。“松鹤延年”神形兼备，

工艺精湛，使用了极简的镂空设计与写实手法，体现了

雕刻者高超的技艺。松树在古代因为树龄长久，通常

被用来祝寿，比喻长生。这一观念最初是被道教引入，

从此松树成为了古代神话中长生不老的代表。鹤也是

被道教仙化，变成了高阶、清雅的象征，古有云“得道之

士骑鹤往返”，意思是说修道之人可以和鹤为伴，变成

高情远志的象征。作为仙物自然长生不老，因此“松鹤

延年”有深远寓意，“松鹤延年”的造型奇特、美观，还表

现了祈福祝寿的意思。由此可知，修水赭砚不仅着重

功能，而且造型多种多样。传统文化和神话故事为修

水赭砚奠定了造型基础，使作品和要表达的思想完全

契合。通过一种直接的意象和充满感情的故事，让使

用者直观地感受到创作者想表达的思想。赭砚写意、

风格自然，取用风物、自然百态，这也是作品的点睛之

笔。雕刻者凭借精湛的创作技法，将美好的寓意和自

身活跃的创作思维紧密结合，并且注重装饰所带来的

视觉冲击，使最终作品展现出强烈的艺术感，可以感受

到修水赭砚蕴含着浓郁的民间文化意蕴。

2.2 物以致用

古代先人们对设计的物品实用性有不同的解释和

要求。韩非子的致用观是“玉卮无当，不如瓦器”，他认

为一件器具如果没有使用功能，就算有再华丽的外表

也无用，强调了功能的实用性。在这种造物观念的影

响下，古代的造物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注重设计功能

而反对装饰的特点，追求一种“器完而不饰”和“质真而

朴素”的境界[3]。墨子虽然和韩非子一样，强调实用为

主，但是他反对过分的装饰功利主义。先人有强调致

图1“松鹤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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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主义，也有强调功能基础上的道德主义和审美情感，

“物以致用”的造物观一直都影响着不同时期的造物活

动。虽然砚的发展历史悠久，在不同时期经过历史的

洗涤有着不同的风格，但是其中的造物思想是一脉相

承的，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产物。修水赭砚经过漫

长的历史发展，它的风格别具一格。赭砚采用的是修

口石，该石质地坚而不疏，色泽以自然的赭色为主。因

为这种特质，使做出来的赭砚不损笔毫，下墨如风，发

墨油亮，所以才能被书画家们所喜。赭砚本是书画家

们的书写绘画工具，经过雕刻者精心设计的图案装饰，

增加了它的附加价值。仅仅是在石头上精雕细琢这

点，就体现了制作者无穷的智慧。好的设计作品体现

实用性，而赭砚这种风格的实用性设计更好地体现了

设计中的人文关怀。古人特别珍惜和看中“情”，读书

人都把书斋中的珍品以友相待。设计师经过雕刻、装

饰来改变砚台的用途。比如，雕刻山水花鸟可以用来

收藏；雕刻神话故事来寓意富贵吉祥，当做赠品送给三

五知己[4]。设计师们运用自己巧妙的智慧发挥了赭砚

最大的价值，可谓是物尽其用。赭砚在造型与功能上，

完美地呈现了兼收并蓄的特点。在造型上，很少显露

缺点，表现出功能与造型的统一性，淋漓尽致地展现了

“物以致用”的特征。“绿树阴浓夏日长”见图2，“苍松”

见图3。

2.3 文质彬彬

“文质彬彬”这个词出自《论语·庸也》，孔子言：“质

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质彬

彬”在古代艺术创作上可被看做是形式与功能的统一，

“质”是指内在美；“文”指的是形式美。古人造物时，追

求“天人合一”，而“文质彬彬”则是古人造物追求的完

美结果。修水赭砚的形态由古时砚文化的演变发展而

来，由最初的功能性慢慢转向形态与功能的和谐统

一。“文质彬彬”是古人文化观念和各时期审美观的反

映，从西汉中晚期开始，砚的发展就不再是“器以用为

功”，也重视起造型、装饰[5]。在中国传统造物思想中，

处处闪现着“和谐的理念”，这种和谐观启示在设计过

程中，要实现人和产品的和谐统一[6]。砚文化的各时

期发展替修水赭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这方赭砚“花

开富贵”（见图 4）很好地体现了“文质彬彬”造物观的

内涵。其造型上牡丹怒放，花蕾傲立，花瓣盛开，枝干

有劲，砚池纹理的运用自然而巧妙，好似泛起的涟漪。

运用圆雕、浮雕、线刻等多种手法的结合，表现出一副

栩栩如生、万物欣欣向荣的景象，寓意国家昌盛、民风

和谐的美好境界。修水赭砚的风格在造型上别具一

格，雕刻者巧用“天人合一”，让作品设计与构思相辅相

成，并且注重砚的美观和使用价值，可见当时的艺术家

们重视砚台的实用功能，在对形态装饰的追求也达到

图2 “绿树阴浓夏日长”

图3 “苍松” 图4 “花开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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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高的境界。这不仅增加了赭砚的收藏价值，而且

满足了人们的精神追求。在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上，

赭砚对现代设计具着很大的借鉴意义。好的创作作品

除了要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还应从时代背景出发，满

足人们的心理需求，达到“文”与“质”的高度统一。

3 修水赭砚造物观对现代设计的影响

3.1 赭砚对设计观念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造物观深受孔子儒家思想的影响，强

调“天人合一”，即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考工记》中记

载的传统造物观：“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

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7]。”在这种造物观的影响下，传

统的手工艺者深刻地认识到，造物活动并不仅是依赖

于人，而且是和自然物息息相关的。修水赭砚的传统

造物观在描绘人和物的关系、造物和自然的关系中，对

现在设计有着积极的影响。自古到今，砚台的发展结

构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从仅将砚台作为一种工具，提

倡功能至上，发展到后来的功能和造型并重。无论从

形式美，还是功能美来说，赭砚的出现都给当代设计奠

定了思想基础。在人与设计对象的关系上，加强人与

产品的交流、互动，遵循以人为本，使人在设计中占据

主导地位[8]。人应占据设计中的主导地位，包括很多

无障碍设计，都是从“以人为本”出发。在工业设计中，

不仅要注重功能，更应体现人文关怀。设计活动是一

种情感释放，在现代物质生活质量提高的同时，也要提

升精神文化。

赭砚作为手工艺品，是能工巧匠们运用优秀的手

工技能精细雕刻的结晶。能工巧匠抱着一颗尽求完美

的心去完成每一件作品，每一方砚台都流露着他们内

心的情感，发挥着它们的巨大作用。创造性设计是最

重要的前提。因为人类文明证明人类的进步。社会的

发展都是创造结果，没有创新，就不会有进步。一个产

品没有新意，那就没有设计的依据，也就不会被前进着

的人类社会所承认[9]。然而现代设计中，大部分的工

业设计都使用机器制造，这导致了批量设计的出现。

虽然砚台可以依靠机械化的生产，但是后期细节雕琢、

打磨还是需要雕刻者细心处理。虽然大部分的纯机械

化产物坏了可以用一样的替换，但使用时的情感是替

代不了的。一方好的砚台经过机器雕刻后，仍需要工

匠耗费时间和精力去打磨、塑造细节。完全机械化的

产物缺乏手工艺人造物中那份真心实意的情感，而且

手工艺人会在艺术创作中加入自己的审美观，因此每

一份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纯机器制造少了珍贵感，

而很多赭砚作品都包含了手工艺人的心血，可能会使

使用者更加珍惜。在当代设计中，可以从传统造物中

学习到，物品的使用时限是和它自身的美感和情感相

关的。虽然机器设计中的感性不足，但是可以从产品

所表现出的人情出发，比如体现亲情、友情、爱情。追

求技术美的同时，追求形式美，在设计的过程中采用人

性化设计。

3.2 赭砚对现代设计师的影响

修水赭砚除了在情感上影响了现代设计的发展，

现代设计师也能从赭砚的造物观中受到极大的启发。

设计师是设计、创作的关键。设计师的专业性决定着

设计作品的成败，设计创作中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设

计师的参与。传统造物观中的“工有巧”强调了好的设

计师在设计中的作用，传统设计师有高超的手工技能，

注重专业、手脑并用。随着社会科技发展，现代设计的

分类越来越多，很多设计还需借助电脑操作，对设计师

的要求也更加严格。对工业设计师来说，除了了解材

料和工艺流程，掌握一定的技能来提高创作，还需要掌

握人机工程学、价值学，甚至心理学。为了让创作的作

品符合社会的发展潮流，设计师掌握的能力应该非常

广泛。这就要求现在的设计师不能局限于一门科学，

要多方面学习，不能只学习一门专业。其中，各个学科

的设计专业虽有差异，但大部分确实是大同小异。设

计水平的高低不仅取决于设计师的专业能力，而且会

被设计师的态度所影响。很多设计师在利益的驱使

下，鼓励消费者盲目或是高额的消费。这种行为是现

代设计中的一种弊端，如何使设计师全心全意地服务

社会已经成为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人的情感是一个复

杂的心理活动，会因为人、物而表现出极大的差异，这

就要求人们研究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需求的消费

者的心理特征[10]。设计师不仅要对自己负责，更要对

社会负责。要想推动现代设计的发展，设计师是必不

可少的因素，要让设计师将“为人类的利益设计”当作

出发点，更好地服务社会。

3.3 赭砚对当代设计的推动

修水赭砚发展至今，每一块赭砚都是雕刻者精心

雕刻、创作的，每方砚台都是独一无二的。其独特的地

理环境和历史因素造就了不同的民族特色。如何在批

量化设计中渗透赭砚的民族文化是值得去思考的。产

品的个性化需要被重视。虽然修水赭砚对当代设计发

挥着重大、积极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必须要全盘接

受赭砚文化。传统文化都是从封建时期产生并且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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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来的，这虽然反映了个时代的手工艺观，但对现代社

会来说，很多传统文化和思想已经不再适用于现代设

计。对推进现代设计的发展而言，更应该相互融合，取

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发展与传承的过程中，不仅要贯

穿这种思想,还应将其体现在所有的设计创作中，在设

计创作中产生它新的风格，才能够更好地推动现代设

计的发展。

4 结语

在设计注重以人为本的今天，必须注重传统的造

物观，注重修水赭砚中蕴含的传统造物观，比如孔子的

“仁和”思想，韩非的“物以致用”的思想。由此会发现

其蕴含的文化内涵和造物观与现在“以人为本”的设计

思维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赭砚的雕刻技艺继承了传

统技艺的精华，而现代设计又发展和传承了修水赭砚

的设计观。“因材施教”、“物以致用”的观念在赭砚制作

的每一步过程中传递。每一方赭砚都是雕刻者匠心独

具的心血，赭砚已经不再单单作为文房器物，它所蕴含

的修水底蕴和民族文化更需要去重视，它的风格都是

体现那个时代的审美和精神风貌，每一方赭砚都是传

承和发展的成果。修水赭砚已经被列为我国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因此必须重视修水赭砚的传承问题。修水

赭砚值得去宣扬，因为许多技艺所蕴含的传统思想和

造物观是机器造物代替不了的，所以应该反思现代设

计中出现的很多功利主义设计。修水赭砚的传承是动

态、有活力的。虽然赭砚的造型可以借助机械化的生

产来协助，从而增加它的商业性，但是一方好的赭砚

势必会耗费很长的时间打磨，有时候甚至需要花费好

几个月的时间，因此，很多年轻人不愿从事赭砚制作

工作，人才紧缺的问题也需要得到重视及解决。传承

需要共同努力，这并不仅仅是艺术体验，更是一种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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