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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艺术起源是巫术说的基础上，论述原始艺术装饰纹样的两个层面：自然仿生形与几何形纹样。从中可以了解到 

原始巫术在艺术发展中的作用及装饰纹样艺术形态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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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rt Form of Sorc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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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 ad：田lis article discusses two levels of the primitive art decoration heraldry：the nature-imitated form and the geometrical form ． 

whose foundation is that the onigiTI ofart is witchcraft．From this，we caII understandthe role 0fprimitive sorcery played in art development and 

the symbol meaning oftheform ofl1erald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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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艺术起源的主要理论 

自然模仿说 在古希腊先哲 中流行的观点是艺术起源 

于人类对自然的模仿。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都 

持这一观点。尽管可以在史前动物壁画中找到模仿现实的 

痕迹，但很难在精美的石器和抽象化的陶器图案中找到模仿 

的根据。 

游戏说 由德国美学家莱辛提出，为席勒所发展的游戏 

说 ，在艺术起源理论 中有较大影 响。但它的错误在于把审美 

活动和艺术创造视为脱离社会劳动实践的纯娱乐性的游戏。 

看不到游戏和艺术的根本差别，因而无法正确解释审美实质 

和艺术起源。 

劳动说 主要理论依据来自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马克 

思 、恩格斯的一些论述。这个学说由于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 

支持，在前苏联和中国长期处于独尊地位。劳动生活是原始 

艺术的重要表现对象和内容。原始艺术往往带功利性目的， 

是适应原始人 的劳动需要而产生。劳动是艺术发生的一个 

源头和动因，但决不是唯一源头和动 因。恩格斯在致约 ·布 

洛赫的信中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 

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 

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 

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 

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把物质生产劳动即 

经济因素说成原始艺术发生过程中的“唯一决定性的因素”， 

把根本动因当作直接动因，正是“劳动说”的缺陷和偏颇。 

巫术说 由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 ·泰勒首创的巫术 

说，认为艺术起源于原始巫术活动。这种说法在西方占有很 

大优势。距今约三万年前，地球正经历着最后一次冰河期。 

原始人为逃避严寒和恶劣的自然环境，纷纷从平原、森林移 

居到山地洞穴去生活。人类第一次意识到 自身力量的有 限 

和微弱，感觉到大自然主宰着宇宙万物。于是原始人类企图 

借助这种虚构的“超自然的力量”来实现某种愿望。这就是巫 

术活动产生的根本原因。 

巫术活动是人类最早祈求保佑和获得更多食物的一种 

仪式。原始人相信，制作或绘制某个自然对象的偶像，然后 

加上手印或箭头从心理和精神上占有它，就意味着确实占有 

了那真实的对象。无论何种巫术活动都要借助想象和创造 

的绘画、雕刻、符号、语言等手段。虽然最初它们同巫术活动 

完全融为一体，但从艺术发展角度看，已属于艺术形态范畴。 

原始人对巫术进行系统化发展，逐渐形成仪式化祭祀。 

在有浓厚神秘性的原始巫术活动中，最初的艺术意识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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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舞蹈、唱歌、绘画、装饰⋯⋯都是人类崇拜 自然、崇拜图腾 

而产生的。正是由于史前的巫术活动，才有了阿尔塔米拉洞 

和拉斯科洞的岩画艺术。所以说最早的造型艺术形态是源 

自于原始自然形态的巫术活动产生的装饰艺术。 

二、巫术与装饰艺术 

在世界范围内，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即使是在古代人类 

各民族之间互为隔绝的情况下。装饰艺术的形式都惊人地相 

似。各地的装饰艺术造型风格虽然不同，但都有造型程式化 

趋向，即由象形化向符号化发展，可以看出先民创作目的在 

于表达内在的涵义，体现强化整体形式美，简化具象个性美。 

这是因为：第一，从装饰的起源来看，在人的劳动中对称、光 

洁以及几何形的观念逐渐产生，这一过程普遍地发生在不同 

人种的不同地区，进而发展成为较为复杂的装饰形式。陶器 

最能体现这种趋势。早期原始陶器是纯功能结构的素陶，后 

来逐步有了彩陶附饰和以动物为造型的陶器，即最先是纯功 

能结构型陶器，其后是功能结构与装饰结合的陶器，最后是 

功能结构与具有象征意义的纹饰造型相结合的陶器。第二， 

在视觉艺术的层次上，装饰的图形化、图案化以纯粹的形式 

为视觉接受者提供了一个视觉承受方式和视觉逻辑。来 自 

人的生物本能的视觉逻辑决定了人的感知方式和愉悦程度 

喜好。从考古遗物中可看出，原始先民擅长通过思维联想， 

运用象征性色彩来表达主观情感。原始岩画多用暗红色，彩 

陶图案纹样基本色彩之一就是红赭颜色。太阳初升时的霞 

光总是带来希望、光明、温暖，幼儿或子兽随母体血液而降 

生，红色总是伴随着新的生命，原始人利用火得到美食和温 

暖，借助火驱走野兽，以保护自己和同伴。在先民眼里，红色 

象征了生命、希望和平安。 

人类装饰艺术形式的趋同性反映了人类普遍对装饰规 

律如秩序、对比、反复等的认识和把握。而这种普泛化带有 

共性的认识 。最终来 自人生理心理的本能 ，左右对称给人的 

视觉愉快显然与人的左右对称的双眼结构机制有关。而秩 

序或有序化、节律、反复等与人心律的搏动和人的生理机能 

相一致。 

三、巫术中装饰艺术的象征性 

在历史的最初阶段，纹样不仅是装饰性的，更多的是象 

征性的、寓意的，充满了隐喻性，是作为社会思想、观念和符 

号而存在的。对最初的装饰纹样的研究是廨决象征性问题， 

即把握人们如何把自己的思想观念转化为纹样形式的一些 

中介环节和内在尺度，为什么采用这种形式而不采用另一种 

形式。这与当时人的视觉感受方式和感受能力有关，与当时 

祭祀的某些习俗或是崇拜祖先的图腾和族徽的符号有关。 

在人类社会巫术、宗教盛行之时，纹样的象征性几乎是 

纹样的内在属性。五六千年前的彩陶纹样 ，被认为是“有意 

味的形式”，其中以鱼纹最为显著。闻一多《说鱼》文中认为 

鱼在中国语言中具有生殖繁盛的祝福含义。在彩陶纹样中 

多见鱼纹和含鱼人面，其巫术礼仪含义可能就是对氏族子孙 

“瓜瓞绵绵”长久不绝的祝福。因为远古原始社会发展的决 

定性因素在于自身繁衍。在欧洲各地发掘出来象征旺盛生 

育力的“石维纳斯”亦体现了对母性的崇拜，对繁殖的关注。 

在马家窑彩陶纹饰中，作为仰韶文化传统纹饰和鸟纹都脱离 

写实风格而高度图案化了。把半坡期到庙底沟期再到马家 

窑期的蛙纹和鸟纹联系起来，蛙、鸟两种主题始终如一，从写 

实到图案化，联系到古代神活传说中许多关于蛙和鸟的故 

事，其中许多可能和图腾崇拜有关。鸟的形象逐渐演变为代 

表太阳的金乌，蛙则演变为代表月亮的螬蜍，都是崇拜太阳 

神和月亮神在彩陶纹饰上的体现。 

彩陶纹饰有 自然形和几何形之分。自然形纹饰包括动 

物、植物、人物、自然景物等。这些纹饰都是仿生的，是对很 

多神秘现象不可廨释而产生的原始崇拜。诸如《山海经》中 

相关记载人面鸟身等不同的人与兽、兽与兽的复合型造型 

等，是原始部落的象征，如图腾崇拜、族徽等。还有人与上天 

联系的天梯——神树，树上的鸟是对太阳神的崇拜。这些不 

仅起装饰作用，更多的是寓意着社会思想，象征着当时的社 

会形态、生活方式。与自然几乎无关的几何形纹的抽象意义 

巨大而深刻。甚至难以理廨。几何形纹饰主要有方形、圆形、 

三角形、菱形、多边形等。人们至今尚未认识到为什么无论 

器物、工具还是建筑，最初总体上主要是几何形的。这与人 

类最初的艺术活动是仿生方式有很大差异。现在人们更多 

地研究几何形纹饰的审美价值和功能，而对象征性标志这类 

几何抽象体的寓意符号研究甚少。几何形纹饰与对现实的 

简化和抽象、浓缩直接相关。在图形意义上具有更深刻的符 

号意义，如普遍存在的圆形纹饰可释为对太阳神的崇拜；三 

角形纹饰可解释为代表月亮神的蟾蜍；双曲线可代表蝙蝠的 

简化等。那么在远古艺术活动中的几何纹样的抽象本质则 

非因装饰的需要而产生。这种通过几何形式征服世界的映 

像、因素可能与现实生活中的自然对象性有联系，突破了表 

现层次的装饰，而是对远古文化、历史精神的深层反映。 

对远古文化艺术形态的探索，并非仅限于装饰艺术的形 

式结构，而是通过研究其装饰纹样的象征意义，再现人类从 

野蛮走向文明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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