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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jade carving on the art of later gen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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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ngshan Cultur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in the late Neolithic Age of China. It is located in today’s 
northern China, especially with its unearthed jade carvings a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These jade carvings not only reflected 
the technological technology and aesthetic concept at that time, but also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jade art in later 
generation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jade carving in Hongshan culture, this paper discusses its characteristics in form, technique 
and symbolic significance, and reveals its profound influence on later art, especially Chinese jade art and carving craf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this paper tries to interpret how the jade carving in Hongshan culture provides rich creative 
inspiration and technical basis for later artists in the shape, craft, technology and symbolic sense, and further discusses its position 
and role in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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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山文化玉器雕刻看对后世艺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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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山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考古文化之一，位于今天的中国北方，尤以其出土的玉器雕刻作品为重要代表。这
些玉器雕刻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工艺技术与美学观念，也为后世的玉器艺术发展奠定了基础。本文通过对红山文化玉器雕刻
的分析，探讨其在形态、技艺、象征意义等方面的特点，揭示其对后世艺术，特别是中国玉器艺术及雕刻工艺的深远影
响。通过历史与考古学的视角，本文试图解读红山文化玉器雕刻如何在造型、工艺技术以及象征意义上，为后来的艺术家
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和技术基础，进一步讨论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地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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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红山文化（公元前 3500 年－公元前 2500 年）是中国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重要文化，它分布在今天的中国北方

地区，尤其是今内蒙古、河北、辽宁、吉林等地。红山文化

的考古发现，尤其是玉器的出土，给后世艺术创作提供了丰

富的启示。玉器作为古代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之一，在红山

文化时期就已经具备了高度的艺术价值。红山文化玉器雕刻

作品中复杂的造型、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象征意义，为后世

玉器雕刻工艺的演变和艺术风格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和基础。

红山文化玉器雕刻不仅在技艺层面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还在符号化的艺术表现方面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艺术的发

展。玉器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其所代表的意义远远超

出了单纯的装饰或工艺品的范畴。其象征着权力、神性、仪

式、神秘等多重意义，渗透着中国古代社会对美、神秘和秩

序的追求。通过对红山文化玉器雕刻作品的分析，本文将深

入探讨这一文化现象对后世艺术创作的影响，特别是对玉器

工艺、雕刻技巧以及美学思想的塑造作用。

2 红山文化玉器雕刻的基本特征

红山文化的玉器以其精细的雕刻工艺、独特的形态设

计和深刻的象征意义而闻名。通过对现存红山文化玉器的分

析，可以总结出其玉器雕刻的几个主要特征。

2.1 形态的独特性
红山文化玉器雕刻的形态特征展现了其鲜明的艺术风

格。这些玉器不仅具有独特的造型，而且在形式和功能上也

表现出浓厚的象征性。玉龙、玉璧、玉斧、玉佩等是红山

文化玉器中的常见类型，每种玉器都展示了其与当时社会生

活、宗教信仰以及宇宙观的深刻联系。玉龙作为红山文化玉

器的代表之一，其雕刻形式表现出曲折、蜿蜒的龙形，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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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形常常夸张变形，呈现出极强的动感和力量感。与后代玉

器雕刻相比，红山文化玉器中的龙形通常较为抽象，注重表

现动物的神秘性和力量，而非单纯的写实。通过对龙身的雕

刻，可以看出红山文化时期人们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和对神秘

动物的崇拜。龙在古代文化中常常象征着权力与神圣，而红

山文化中的玉龙更具原始和超凡脱俗的特质，成为当时社会

宗教信仰的重要象征。

2.2 雕刻技术的高超
红山文化玉器的雕刻工艺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反映

了当时工艺水平的高度以及古代工匠在技术上的卓越才能。

由于玉石的质地坚硬，雕刻难度较大，红山文化的玉器雕刻

技术显现出工匠的非凡技巧和极高的艺术造诣。从出土的玉

器来看，雕刻的细致程度以及工艺的复杂性令人赞叹，尤其

是在雕刻技巧和制作工艺上，远远超越了当时社会的物质条

件。玉器的制作不仅仅依靠精湛的技术，还需要工匠具有极

高的艺术素养和细致入微的耐心。

在雕刻手法上，红山文化玉器通常采用细致的磨削和

刻画技术，使得雕刻线条流畅且富有层次感。由于玉石本身

硬度较高，雕刻过程中极易磨损工具，工匠们需要通过长期

的实践积累与不断改进工具，才能使雕刻的作品达到如此精

细的水平。尤其是在雕刻出复杂图案时，工匠们常常利用磨

削技巧使得玉器表面光滑细腻，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光泽。这

种技术不仅体现了当时工匠的巧思与技艺，也反映了古代社

会对玉器的崇高地位和工艺的尊重。

2.3 象征意义的丰富性
红山文化的玉器雕刻不仅在形态和技术上具备重要价

值，其象征意义的丰富性更为深刻。玉器不仅是当时社会的

一种装饰性物品，它还承载了复杂的文化、宗教和社会意义。

从出土的玉器来看，雕刻的图案多与自然、动物、神秘力量

等主题相关，这些图案不仅具备装饰性，更多的是通过符号

化的表达，展现出当时人们对宇宙、天地、神灵以及祖先的

敬畏与崇拜。

例如，玉龙作为红山文化玉器中的典型图案之一，其

雕刻形式的夸张和抽象，显示了人们对龙这一神秘动物的崇

拜。龙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至高无上的象征，它代表了天子、

权力以及神秘的宇宙力量。红山文化的玉龙雕刻不仅仅是

对一种动物的再现，它传递的更多是对神性与权力的认同。

这种图案的象征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社

会权力象征的一个重要符号，尤其在商代及之后的玉器雕刻

中，龙的形象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传承。

3 红山文化玉器雕刻对后世艺术的影响

红山文化的玉器雕刻艺术不仅反映了当时工艺水平的

高度，也为后世的艺术创作和技艺传承奠定了重要基础。通

过对红山文化玉器雕刻的深入研究，我们能够看出它在中国

古代艺术中的深远影响，特别是在玉器雕刻技艺、艺术风格

和文化符号的延续方面，红山文化玉器雕刻的影响可以说是

多方面的，并且极为深刻。

3.1 对后代玉器雕刻技艺的传承
红山文化的玉器雕刻工艺代表了中国古代玉器制作技

艺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通过对红山文化玉器的分析，可以

发现其雕刻技巧非常精细，表现出古代工匠对玉石加工技术

的深入了解与掌握。特别是细致的磨削工艺和雕刻工艺，使

得这些玉器呈现出光滑、精细的表面，造型十分独特，这些

工艺和技术对后代玉器制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红山文化的玉

器雕刻技艺通过时代的演进逐渐融入商周时期的玉器制作

之中，成为古代玉器工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代玉器的雕刻

技艺无论在细致程度、纹饰复杂度、造型设计上，都能看到

红山文化玉器的影子。尤其是在龙、凤等形象的表现上，这

些符号最早源自红山文化的玉器雕刻，逐渐演化为后世玉器

雕刻的重要主题。

此外，红山文化玉器雕刻所采用的镶嵌、刻划和磨削

等手法，在商周的玉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与红山文化

相比，商周时期的玉器雕刻技艺更多地融入了当时的宗教思

想、政治象征等因素，成为贵族身份、祭祀活动等社会行为

的载体。红山文化玉器雕刻中的细致工艺和形象设计，在这

一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玉器艺术发展的根基，推动了玉

器雕刻技艺的不断创新与进步。

3.2 对中国古代艺术风格的影响
红山文化玉器雕刻的图案设计以及艺术风格，对后世

艺术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从图案的角度来看，红山文化

玉器雕刻中的动物图案，如龙、凤等形象，成为中国古代艺

术中常见的符号。这些动物不仅具备极强的象征意义，还在

中国古代社会中承载了重要的宗教、政治和文化含义。例如，

龙作为帝王的象征，凤代表着吉祥和尊贵。这些符号的运用

从红山文化时期起，便逐步渗透到商代及其后代的玉器、青

铜器、瓷器乃至绘画和雕刻艺术中。

红山文化的玉器雕刻艺术对中国古代绘画、雕塑等艺

术形式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尤其是在汉代的艺术创作中，龙

凤等图案频繁出现在各种艺术品上，包括漆器、陶器、壁画

等，这些图案的造型和表现手法，基本承袭了红山文化的艺

术特征。古代壁画中所表现的神话故事、神灵图像，以及绘

画中的自然景象，都可以从红山文化玉器的图案中找到源

头。可以说，红山文化的玉器雕刻为后来的艺术创作提供了

丰富的图案资源，也为艺术家们提供了极具象征性与神秘感

的视觉元素。

此外，红山文化玉器雕刻所呈现出的原始艺术风格、

夸张的形态表现以及线条的运用，对后来的艺术创作提供了

极大的启发。无论是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装饰，还是在后来

的汉唐艺术中，红山文化的原始艺术精神都以各种形式得到

了继承和发扬，构成了中国古代艺术的独特风格。

3.3 对文化符号的延续
红山文化玉器雕刻不仅仅是艺术创作，它还具有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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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符号意义。红山文化时期的玉器雕刻常常采用各种动

物、人物和几何图案，这些符号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特殊

的宗教与文化意义。例如，玉龙、玉凤、玉人面具等物件，

不仅仅是装饰性物品，它们是权力、神灵、祖先崇拜以及宇

宙秩序的象征。在红山文化时期，玉器的使用已经超越了物

质的层面，成为社会身份、宗教仪式、祖先崇拜等多个层面

的重要工具。

红山文化玉器雕刻所蕴含的文化符号，极大地影响了

后代玉器、青铜器、瓷器等工艺品的设计和创作。特别是到

了商周时期，玉器作为皇权的象征，承担了更多的宗教与

仪式功能，许多社会阶层的身份、权力、祭祀等行为都与

玉器密切相关。在这些时期，玉器的象征意义不断被强化，

逐渐成为一种传递权威和神圣性的文化符号。例如，商代玉

器中的“龙”图案，代表了帝王的绝对权力，而凤鸟则常常

与祭祀活动相关联，象征着神圣与祥和。红山文化玉器雕刻

中的图案逐渐演化为这些符号，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中永恒的

象征。

红山文化玉器雕刻中的符号意义并不仅限于中国境内，

它们的影响甚至扩展到其他地区。例如，红山文化时期的龙

纹、鸟纹等图案，逐渐通过丝绸之路等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渠

道，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创作。这种文化符号的流

传与延续，凸显了红山文化玉器雕刻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中的

重要地位。

4 红山文化玉器雕刻的艺术价值与文化意义

红山文化玉器雕刻所体现出的艺术价值，不仅体现在

其精湛的雕刻技艺和独特的造型上，还反映了其深厚的文化

背景和象征意义。红山文化玉器雕刻的艺术价值在中国古代

艺术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古代工匠技艺的体现，

更承载了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象征。

4.1 艺术价值
红山文化的玉器雕刻以其精湛的工艺、复杂的造型和

独特的设计风格，展现了中国古代工匠在玉器制作领域的卓

越才能。这些玉器不仅展示了极高的艺术表现力，还反映了

当时人们在审美和工艺上的高度追求。特别是玉器的雕刻技

巧，包括对玉石材质的精细打磨、雕刻、镶嵌等工艺，使这

些玉器呈现出极为细腻的纹饰和复杂的形状。红山文化的玉

器雕刻技艺不仅在当时具有领先水平，直到今天仍为人们所

赞叹。

此外，红山文化玉器雕刻的艺术风格表现出浓厚的原

始艺术气息，它充满了创意和个性。与后期玉器雕刻工艺的

标准化和规范化不同，红山文化玉器更多体现了工匠个体的

艺术表达和创作自由，具有更强的原始个性。特别是在动物

形象的表现上，红山文化玉器常常采用夸张的造型和富有象

征意义的图案，这种艺术表现方式在后代玉器艺术创作中得

到了广泛延续，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艺术风格的发展。

4.2 文化意义
红山文化的玉器雕刻在文化层面的意义更为深远。作

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象征，玉器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特别是其在宗教仪式、权力象征、祖先崇拜等方面的功能。

红山文化的玉器雕刻不仅仅是物质文化的产物，更是精神文

化和宗教信仰的表现。通过对红山文化玉器的研究，可以看

到早期中国社会对宇宙、神灵、自然等力量的敬畏与崇拜。

红山文化玉器雕刻的文化意义也体现在它对社会身份、

阶级分化、宗教仪式等方面的体现。随着玉器的普及和发

展，它逐渐成为贵族和王权的象征，成为权力和神圣性的代

名词。玉器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具有装饰性功能，更在宗教祭

祀和权力象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红山文化玉器雕刻的文

化意义不仅仅限于它的宗教象征作用，还涉及了人类对自然

界、祖先和神灵的深刻敬畏。

5 红山文化玉器雕刻的保护与传承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红山文化玉器雕刻面

临着诸多挑战，保护和传承工作迫在眉睫。一方面，自然侵

蚀和文物盗掘对红山文化遗址和出土玉器造成了严重破坏，

许多珍贵的玉器雕刻作品受损甚至流失海外；另一方面，现

代社会的快节奏和多元文化冲击，使得红山文化玉器雕刻所

承载的传统文化逐渐被大众遗忘。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政府、

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政府应加大对红山

文化遗址的保护力度，加强文物监管，严厉打击文物犯罪行

为；同时，增加对相关研究和保护工作的资金投入，支持建

立专业的研究机构和博物馆，用于收藏、展示和研究红山文

化玉器雕刻作品。社会组织可以通过举办文化活动、讲座、

展览等形式，向公众普及红山文化知识，提高大众对其保护

的意识。而作为个体，我们也应当主动学习和了解红山文化，

从内心深处珍视这一文化瑰宝，积极参与到文化传承的行动

中来。

红山文化玉器雕刻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它不

仅见证了古代文明的辉煌，更为当代和未来的艺术发展提供

了无尽的可能。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有责任保护和传承

这一文化瑰宝，让它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绽放更加耀眼的

光芒。

6 结语

红山文化玉器雕刻艺术不仅在技艺、形式和符号上具

有独特的魅力，而且它在后代的玉器制作、艺术风格以及文

化象征的延续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对红山文化

玉器雕刻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艺术的源

流和发展。红山文化玉器雕刻所展现的艺术价值和文化意

义，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中国古代艺术的脉络，并为现代艺术

创作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与艺术灵感。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艺术领域呈现出多元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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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趋势，各种文化相互碰撞、交流。红山文化玉器雕刻作

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不应仅仅成为历史的记忆，更

应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活力。它所蕴含的独特艺术理念

与文化精神，对于打破现代艺术创作中的同质化困境，具有

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从艺术创作手法来看，红山文化玉器雕刻中对线条的

简洁运用、对形态的大胆夸张，为现代艺术家们提供了突破

传统创作思维的新思路。现代艺术创作有时过于追求写实与

复杂，反而忽略了艺术最本真的情感表达。红山文化玉器雕

刻却以其简洁而富有力量感的线条，勾勒出神秘而生动的形

象，让人们在欣赏作品时，能够直接触及到创作者内心深处

的情感与对世界的认知。这种简洁而有力的表达方式，有助

于现代艺术家回归艺术创作的初心，用更纯粹的艺术语言传

递思想。 

在文化内涵的挖掘与传承方面，红山文化玉器雕刻也

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其承载的对自然、神灵、祖

先的敬畏之情，以及对权力、秩序的独特理解，在现代社会

中依然具有重要价值。将这些古老的文化内涵融入现代艺术

创作，能够使作品更具深度和文化底蕴。例如，现代玉雕作

品可以借鉴红山文化玉器中对龙、凤等象征形象的塑造方

式，赋予传统题材新的时代内涵，让古老的文化符号在现代

艺术作品中得以重生，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 

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保护和传承红山文化玉器雕

刻，不仅仅是保护一件件珍贵的文物，更是守护中华民族的

精神家园。随着科技的发展，数字化保护、虚拟现实展示等

新兴技术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新的手段。我们可以利用这

些技术，让更多人跨越时空的限制，领略红山文化玉器雕刻

的魅力。在教育领域，将红山文化玉器雕刻的相关知识纳入

学校教育体系，从小培养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认知，

为文化传承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总之，红山文化玉

器雕刻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它是连接古代与

现代、传统与创新的重要桥梁。我们应当充分挖掘其价值，

积极推动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承与发展，让这一古老的艺术

瑰宝在未来继续绽放光彩，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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