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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灯具设计研究 
_ 【耿明松 】 

二十世纪早期，虽有不少国外灯具进入中国，国 

内也有少数电灯生产厂家，但多数下层民众仍然主要 

使用传统灯具照明，本文主要讨论本土灯具的设计特 

点。总结来看，本土灯具设计有以下特点 ： 

1、塑作原料简单，造型以实用为主。 

灯具原料一般取材于本地，常采用陶、泥、砖、石、 

木、竹等天然材料，这些材料是大自然本身的组成部 

分，其特点一是可以直接利用，无需过多工序和人工， 

降低了总体社会成本：同时，对于普通民众来讲，这 

样的特点符合他们收入低的实际情况。二是数量巨大， 

如果使用得当，这些材料可谓取之不竭。陶、泥、砖 

等材料都是取自大地，蕴藏量是极其丰富的，人l'r]利 

用这些最平常的材料，制成了供生活所需的各种器物。 

第三个特点是，运用这些材料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环保 

结果，尽管这种结果并不是制作者和使用者的有意追 

求，很大程度上他们是不自觉的。泥质、陶品、砖制 

灯历经时间风雨，都会逐渐消解于大地，真是取之于 

土，复归之于泥土；石制灯不过是位置的移动，竹木 

灯一部分会丢弃腐烂，归于泥土，变为肥料，继续养 

育竹木的生长，一部分会用于生火做饭取暖，产生的 

有害气体很少。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民间灯具设计从 

选材到制作，到使用，到lB损、消亡，是一个从天然， 

又归于天然的循环过程，看似简单，却又仿佛是一个 

精密的可持续的良性生态链过程。在大提环保意识、绿 

色设计的今天，这值得我们深思。民间灯具设计也有 

的使用金属，如铁 铜、锡等，但数量少，装饰少，而 

且便于再熔解和回收利用。 

这种选材上的特点．表面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就地取 

材．但究其原因．其实受着深远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主 

要是受道家 “道法自然”和 “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 

老子说 “道法自然”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2，就是 

说，道虽然产生万物，但并不是有意志、有目的的主 

宰，而是顺应自然，利用自然。人也应该从自然界的 

本身规律出发．巧妙的使自然为我所用。“天人合一” 

说明人与自然、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和自然界的运行 

规律一样，不是谁征服谁，谁主宰谁的关系．而是相 

互亲和、相互配合、同生共存的关系。因此，人对自 

然的利用应该取材于天然材料，因为人也是自然的一 

部分．同时，要遵循自然界万物共生的规律，保持持 

续协调发展的自然面貌。 
一

种造物方式使用久了，就会形成较稳定的造物 

心理和造物特色，同样，民间灯具不少取材于泥、石、 

木、竹等 ，也有长久以来中国造物选材沿袭相承的因 

素 以木材为例 ，我国建筑历来以木质结构为主 ，无 

论柱、墙、斗拱、梁枋、檩等，均由木头构成，家具 

以木构成，工具器械、日用器皿等都是木制，如犁、耙、 

耧车、水排，尺、墨斗，桶、盆、浴盆等，正是这样一种悠久的传统，形成我们的造物或 

设计中善于对木的运用：到今天仍是如此，家具器皿设计中对木材的运用我们不必说，就 

是城市建设中也是如此，留心街道，我们会发现木房子、木凳子、木垃圾桶、木花盆、木 

护栏等=我们对木材使用的传统可见一斑。 

造型以实用为主，兼有少量装饰。虽然人人都有爱美之心，但中下层民众在劳碌和奔 

波的紧张生活之下，在没有经济能力购买的拮据情况下，很多时候，在实用与审美不能两 

全的权衡中，他们只能选择前者，这就形成了民间灯具设计的使用特征?碗形灯、盘灯都 

十分简练，只有基本的盛油功能，它们还或采取铁制加重，或加大底座直径，或加厚体积， 

保持了灯具的稳定，比如有一件泥灯，灯体高6 5cm，上1：3直径8 5cm，壁厚 1 5cm，地 

面直径9cm。灯台泥制，制作简单，无任何装饰，但非 

常实用。 

有一对蹲坐狮形石雕烛台，可以看作民间造物重 

视实用功能的典范。灯体高 1 7 5cm ，底座长8 2cm． 

宽6cm。造型十分简练，，虽然只以直刀大线条雕刻， 

但把石狮挺胸、扭头、张嘴、龇牙的英姿神态表现得活 

灵活现。因为这件烛台的材料是质地较软的滑石，老百 

姓在偶尔遇到／J、孩或自己劳作中刀1：3擦划等伤1：3后， 

没有条件就医施药，就在烛台上刮下少许滑石粉，涂在 

伤 1：3，能起到止血的作用 这使烛台的功能一举两得； 

同时，百姓在刮取石粉的时候往往顺着石狮的大形进 

行，久而久之，坐狮烛台就变成了如同精心构思的简笔 

雕刻造型，对于这种功能与形式的浑然天成，只能用 

“妙不可言”来形容一 

又以煤油灯为例，刚开始进入中国的煤油灯是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为了推销煤油为我 

国制造的，称为 “美孚灯”，但价格昂贵 ，下层民众无力承受，即使广州国产的煤油灯，对 

于他们来说，也是难以购买，所以他们发挥自己的才智，利用废弃物制作煤油灯、 在这 

里，实用摆在了第一位= 

2、强调手工工艺，工艺以简洁为主。 

强调手工工艺，用手工就能直接完成，无须复杂工艺，降低成本 各种陶质、石质、 

木质灯由手工直接完成：有一件陶制灯台，灯盏直径 8 5cm，高 19 5cm，底座高5 7cm 

灯台陶伟0，通体上绛褐色釉，底座下部上半釉，灯盏为花骨朵状，盏内中央有带空灯芯柱， 

盏上沿有花瓣形装饰，中间有简单的树叶、花瓣纹装饰，下部为环状短柄 ，似花朵短柄． 

下接六棱形底座，中间略内收，上有简单点状花纹装饰。承盘截面为正六边形 ，周围有点 

状装饰。此灯台虽然装饰很多，有花骨朵形、花瓣纹、 

树叶纹、环纹、点纹、六边形等装饰 ，但都粗朴简率， 

仅靠手工和最简单工具如木片就能完成，令人想到新石 

器时代陶器制作的手捏法：作为民、臼]工匠，实际情况是 

不允许他们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他们的消费者是低 

收入阶层，过于复杂必然费工费时，导致成本提高 在 

低价位，同!t-l-f．i~费对象又是广大群体的情况下，民间造 

物采取工艺简单、粗略，以提高生产效率的策略。工艺 

虽然简率，但艺术品味却不低 ，处处透出构思的巧妙： 

盛油的灯盏在具备功能的同时，做成带柄的花骨朵形 

象；灯座厚实稳重，做成六边形等装饰 ，更巧妙的是， 

灯座上部凹下，自然形成承盘。在这里，功能寓于形式， 

形式中内含功能，造型达到二者完美的统一，而这种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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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含蓄、平实，一点也不张扬，就像它的制作者 

和使用者一样，虽默默无闻，却质朴美丽。通体简略 

的做工符合造物者及使用者的实际情况，但花瓣纹、树 

叶纹、环纹、点纹等各种装饰折射出劳动人民对美的 

追求。他们处在社会的底层．平时为庄稼、生计而辛 

劳，也得不到良好的文化教育，所以没有时间、精力、 

金钱和能力来享受和品味那些远不可及的金玉雕琢之 

器，但审美意识却不会丝毫削弱和减少．辛劳之余，他 

们也充满着对美的关切和喜爱，所谓 “爱美之心，人 

皆有之”，“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这件陶灯虽做工简 

单，从大的像形造型，到小的无处不在的装饰，体现 

了造物者及使用者的切切爱美之心，不精美，不华丽， 

却那么真挚，那么可爱。我们常说 ，民间器物有内涵， 

耐看，原因也就在于它的纯真的情感、实用的功能、朴 

素的装饰，在一定的层面上，它们达到了自己的真、善、 

美。 

本土灯具工艺十分简洁，很多带承盘灯台体现了 

这一点。有一件绿釉灯台，灯体高21 5cm，灯盏直径 

10 5cm，小承盘直径1 1 1cm．底座承盘直径10 5cm。 

灯体轮制，通体上浅色绿釉，底座为喇叭形，上接碗 

状敞13直壁平底承盘，中承长柄，上有两道环状纹饰， 

顶部为灯盏．亦为碗状，敞口、弧壁圆底，无过多修 

饰，造型素朴、文雅，给人以清新之感。 

3、装饰具有功利性 

我们已经说过 ，由于使用者的经济局限，他们在考 

虑装饰的时候，往往会加进自己的功利性想法，期望 

能在有限的能力里，获得功用和美感一举两得。如有 

的木烛台把承盘做成荷叶形状，既是装饰，又是实用， 

这种方法在我国灯具制造历史上经常运用，如战国《十 

五连盏铜灯》，把灯盘做成树上的花叶，汉代《长信宫 

灯》中宫女的手臂充当吸烟虹管的作用，鎏金的漂亮 

身体同时具有盛水溶烟的功能等。很多现代设计在追 

求新观念、新材料的时候，忽略了以前的一些积极因 

素，而并不为人所注意的民间造物却在一定的信息封 

闭和相对稳定的自然、社会中继承了下来。装饰的功 

吼 

利形特点还体现一些碗形油灯上，这些油灯十分简单，只保留了灯盘的功能，为了加以 

美化。部分灯体施釉，不过只是内釉外素，或上釉下素，一方面简化工艺、降低成本，另 

一 方面。在重要的地方上釉还可以防止灯油的渗漏。 

值得注意的是一件体现了装饰功利性的白釉彩绘猫体烛台，因为老鼠爱偷吃灯油、糟 

蹋粮食。艺人根据猫吃老鼠的特点，把灯做成猫形。猫体高 14cm，长 13cm，宽6 5cm， 

底座高4cm，长8 3cm，宽6cm。猫通体白釉，后肢下蹲 ，前肢直立，身体前倾，两耳上 

竖，前耳廓内上黑釉，眼睛、眉毛、胡须、嘴部用褐色线条描绘，眼睛刻画十分有神，怒 

目圆睁，眉毛高高竖起，胡须紧贴脸部，一副全神贯注、即将扑向老鼠的样子，体现了 

老百姓对老鼠深恶痛绝，希求通过凶猫将其消灭的心理，其严肃、仿佛故作凶神恶煞的 

神情令人忍俊不禁，体现了百姓诙谐乐观的心态。为使烛台更加可爱，猫颈部绘有褐色 

花纹，背部有花瓶状烛台，底座为长方体，中间部分内收，上褐色釉。人们的灭鼠心理， 

直白表达特征，诙谐、可爱、寓功利于装饰的心理都在这里得到了体现。 

装饰的功利性还体现于采用吉祥图案，表达祈福心理。民间造物继承其艺术作品中 

求福求祥的特征，因为在中国很多地区，民间传说、民间信仰深入人心，各种纹样，各 

种动物都有特别的含义，甚至有一个感人的故事。所以，在器物制作中运用恰当的形象、 

纹饰是十分重要的，如很多狮子造型、元宝造型的烛台。 

除了这些，灯台中还有一些象的造型，比如一件象鼻灯台，灯体高 24 4cm，宽 1O 

4cm，上13直径8 8cm。灯体瓷制，中空，通体上釉，周身布满龟裂纹，底座上面有环 

形纹装饰，并有四只青蛙趴在上面，抬头仰望，底座中间突起部分接圆柱形长柄，两端 

分别有环形凹线纹装饰，中间两侧各有一象鼻作为把手，长柄上端为碗形灯盏，灯盏壁 

上有四组圆点状装饰，与底座四只青蛙遥相呼应，侈13、弧壁、圆底。总之，整个灯台 

设计巧妙，制作精美，实属灯台之佳品。象是我国传统纹样，《易经》上说 “变化云为， 

吉事有祥。”，“象”与 “祥”谐音，所以象是吉祥的象征。我国原来也产象，三四千年前 

的黄河流域还有象的存在，当时人们已驯l象供使用，秦汉时象群栖息地已移到淮河流域 

及以南。隋唐时迁至长江以南，现在仅在云南边境地区偶然能见到。两宋时期，宫廷中 

设有象院。每逢明堂大祀，都有象车游行 。在佛教中．象的形象也有很重要的位置。在 

民间，“吉祥”图案常为象驮一宝瓶．瓶中插戟。正因为此，象的形象常常在器物上出现， 

表达 “万象更新”，或表达 “吉祥如意”，或表达 “太平有象”。图中象鼻灯台底座、手柄 

呈瓶状，左右两耳取象的眼鼻状，表达 “太平有象”寓意。宋朝陆游诗句有：“太平有象 

无人识，南陌东阡捣麦香。” “太平有象”意指天下太平安乐 。 

河南商丘的一件砖雕油灯表现了寿字纹吉祥图案，该灯灯体为砖雕，六棱柱形．分 

为上、中、下三部分。上部有正方形网格状花纹装饰，中间有寿字纹和菱形网格纹装饰， 

下部分别有长方形网格纹和与支线交叉的网格纹装饰。三部分之间有压抑弦纹分割。整 

体造型规整和谐，有体积感。其它例子还有很多：寿桃形碗灯寓意长寿，猴形烛台有祝 

愿做官之意。葫芦形油灯期望多子等。 

下层民众收入较低，生存状况较差，抵御疾病、天灾的 

能力弱，不免会有无可奈何的意外之祸，由于知识的局限， 

他们不能解释天灾人祸以及某些富贵贫贱、荣辱升降、生老 

病死现象，所以很多神秘、生动的信仰、观念、习俗在民间 

流传、被接受，帮助人们解释生活中的疑问。它们通过其载 

体和符号——吉祥图案宽慰着人们害怕灾祸、疾病的心灵， 

无形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行为，满足着人们对富贵、长寿等 

美好生活的向往。由此可见，本土灯具设计的装饰是有其丰 

富内容的，它不仅仅是美化，不是单为美而美．而是民众从 

他们的内心情感出发，将内心需求通过美的形式传达出来， 

这样 ，形式与内容融合在一起，不会流于虚饰，也不会无病 

呻吟 ，而是保持健康和鲜活。 

注 释 ： 

① 转引自 《老子》第二十五章。 

② 转引自 《老子》第三十七章 

③ 参考孙建君、高丰著 《中国灯具简史》84页，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 992年 5月。 

④ 引自张道一主编 《中国民间美术辞典》第65页 “万象更新”词条、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1年版 。 

⑤ 参考周进编译 《吉祥图案题解》605页，知识 出版社，1 988年 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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