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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很多人会觉得，几千年前，处于原始社
会的人们会是落后、封闭，甚至是野蛮的。其实
不然，原始社会的人们不仅会制造、使用工具，
还会“玩泥巴”，并开始用火来烧造各种精美的
陶制器具。

陶器的发明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
代的意义。茹毛饮血的早期人类，由此迈入了
定居农耕的新时代。

一块泥巴的千年沉浮

最初，陶器或许只是原始先民生活中的简
单用品，比如用它来盛饭，装野果、猎物，或用它
将水“运”回家……然而，人类对于世界的思考
从未停止。在反复的劳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
他们不断发现、总结、改变，然后创造出形式多
样、用途各异的陶器，陶鬶就是其中一种。

在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的展厅里，陈
列着一件用泥质红陶制作的器皿，形似壶，名叫

“红陶鬶”，这件陶鬶“穿”着一件橘色的外衣，灵
气十足。

它造型小巧，高约 21.7 厘米，重约 1.32 公
斤；器身如壶，口捏扁成流，流口微翘，一副傲娇
的样子；短颈，腹部明显，颈腹间附贴扁方形鋬，
方便提拿。陶鬶下方有三个三角形扁凿型足，
足部上端棱脊凸出，足部中间的空档可以放柴
火烧煮东西。

这件红陶鬶出土于聊城市茌平区尚庄遗
址，是大汶口文化时期陶器，现为国家一级文

物。这件来自几千年前的文物，每天稳稳地立
在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展厅里，接受着来
来往往游客的瞻仰。

虽然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它却是一个时代
独一无二的存在。它噘起的嘴、昂起的头、挺直
的躯干和稳稳站立的腿，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
它历经千年沉浮的自信与倔强。

小陶鬶中的大智慧

鬶是古人用来盛水的器具，可以直接加热，
相当于现代的煮水壶，造型像鸟，这种器形最早
出现在山东。“山东位于我国东方，那个时候是
东夷族少昊和太昊氏族部落所在地。他们以鸟
为图腾，所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颈部、口
部仰首向上，神形似鸟的器物了。可以说，陶鬶
是鸟类形象的艺术化再现。”聊城中国运河文化
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张秀民说，这件小巧的
红陶鬶背后，藏着古人的大智慧。

中国人历来讲究“民以食为天”，在对美食
的研究过程中，也制造出许多形态各异、功能齐
全的炊煮器具。陶鬹作为一种古代陶制容器、
炊器，造型优美，方便实用，在黄河下游大汶口
文化和龙山文化中，也是一种具有独特文化特
征的典型器物代表。

“鬶通常有两种形制，早期为实足，腹底扁
平，下可烧火加热，这种形制热交换效率低，因
此晚期将三足制成胖胖的袋状，一来可以增加
盛水量，二来还能增加热交换面积，提高热效
率。从这其中，不难看出古人的智慧。”张秀民
告诉记者，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展出的这
件红陶鬶是早期的实足鬶。

这件红陶鬶外形规整，器身如壶，造型匀
称，充分展现了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人们的高
超制陶技艺。“这个时期的陶器制作，已经从手工
捏制转变为陶车轮制。轮制陶器是制陶术的一
个飞跃，因为它所使用的简单机械陶车，已经具
备现代机器车床的雏形。”张秀民说，这个时期的

陶器多美观大方、精美实用。这种制陶方式也
大大提高了陶器制作的效率，满足了人们的生
活需要，无形之中，原始先民的生活质量也得到
改善。这种办法至今仍在使用，只不过由简单
的手动轮制变成了机械化的轮制陶器工作台。

在大汶口文化遗存中，陶鬶大多呈现“昂首
向上”的形态，像站立起来的某种动物。这样的

“体态”或许是原始先民在与自然为伴的过程
中，将对周围事物的喜爱、对自由的向往以及对
生活的期盼这些“寄托”巧妙地融入陶鬶的外形
设计中。

历史并不遥远，它一直在我们身边。陶鬶
的设计，融合了原始先民超乎想象的艺术审美
和创造能力，其实用功能至今仍在沿用与传
承。不难发现，我们现在所用的酒壶、茶壶的设
计，和陶鬶也很类似，或许，这就是古人智慧的
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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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洁）2024年，聊城大学将迎来50周
年校庆。3月27日，记者从聊城大学了解到，聊城大学向
全社会征集该校50周年校庆校史资料及实物，历届毕业
生合影照片，学校早期的学生证、借书证、录取通知书，以
及学生早期使用的饭票、粮票等校内票证均在征集范围
内。

征集内容包括学校各个时期具有标志性办学成就的
实物、历史文献材料和有影响的人物、事件的文献图片等
材料；反映学校历史变迁的老照片，如早期的校园建筑、
校园风光、校园活动等方面照片和有校名印记的物品等；
学校各个时期编辑的重要报刊、画册、简报，以及其他反
映学校发展历史的文件、报刊、出版物等；早期毕业生合
影照片、同学录、师生间赠言、题录等；历届学生的学习笔

记、通讯录、纪念册等；学校师生员工在教学管理或学习
生活中形成的有价值的材料，包括文字资料、照片、音像
和实物等。对学校有重要贡献的教职工个人照片、获奖
材料等的原件或影印件，论著、手稿及在校期间使用过的
有纪念意义的实物；学校各个时期制发的证件，包括早期
录取通知书、学生证、借书证、毕业文凭、学位证书、毕业
分配派遣证、工作证等，以及使用过的印章、校徽、校标、
校服、饭菜票、宣传品、纪念品等；学校各个时期使用的教
材、教案、教学大纲、实习方案，有代表性的教学仪器、教
具模型等；上级领导、专家学者、知名人士及杰出校友来
校参观、视察、访问、演讲时的照片、音像、题词、赠言、讲
稿及各类媒体报道学校重要事件、活动、人物的资料；历
任校领导、知名教授、杰出人才的任命文件、荣誉证书、聘

书、奖状、代表证、出席证等，编撰的论文论著、工作笔记、
日记、手稿、信函，参加重要社会活动的照片和使用过的
典型实物等；学校集体或个人荣获省、部级以上重要荣誉
的表彰文件、证书、奖杯（牌）等；学校重大科研成果的原
件或者仿真件及获奖证书等；学校主持召开的国际性、全
国性学术会议的相关材料和实物；杰出或知名校友传记、
回忆性文章、日记、事迹介绍、创作作品、收藏品，以及参
加国内外重大活动形成的资料和实物等。

收藏者将校史资料原件无偿捐赠给校史馆后，该校
对捐赠者颁发捐赠证书和纪念品。对不便直接捐赠的珍
贵史料或实物，学校档案馆、校史馆进行仿真复制后，原
件归还本人或亲属。

聊城大学征集建校50周年校史资料

陶鬶呈现“昂首向上”的形态

陶鬶的“嘴”像鸟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