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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陶瓷艺术和绘画作为某种意识形态造型的一种表达方式，在空间的形

式语言和表现特征上有共同点，在文化内涵上也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理论

上探讨其共同点有助于艺术家保持一种开放、宽容的状态，不固守传统的创作

规范和审美要求，自由应用各种媒介去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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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陶瓷、绘画艺术本质具有共通性

从艺术本质、特征，以及表现手段来看，陶瓷艺术与绘画艺术都有着共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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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绘画艺术追求“气韵生动”的意境美，“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是追

求的最高境界，形象的刻划讲究“骨法用笔”“画龙点晴”，讲究兼工带写，

以浑然天成、本色自然、含蓄蕴藉为品位，遵循“作品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大

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的创作原则，主张艺术家要深入生活，从生活中获取

创作营养，并反映生活的各个层面。绘画艺术所要求的这些，传统派和学院派

的陶瓷艺术也无一例外地遵循，在各种作品中体现出来。

著名陶瓷雕塑艺术家刘远长，对中国绘画与陶瓷雕塑之间的关系深有体会。

他在《学习瓷雕古装人物的体会》一文中写道：“中国人物画特别是工笔重彩

人物画，对意境、形象、动态、衣纹都有严格的要求。既写实又夸张；既要求

逼真，又讲究装饰性。传统人物瓷雕受中国画的影响很深，它们有着密切的渊

源关系。因此，学习中国人物画对于古装人物瓷雕有着直接的影响。应该说前

者是后者的基础，但它们又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古装人物瓷雕也是如此，

石湾 ` 公仔 ' 的传神、古朴和苍劲，德化瓷塑观音的慈祥端庄、衣纹流畅婉转，

以及景德镇瓷塑色彩斑斓、富丽堂皇、造型简练、富于装饰性等等，都从传统

的中国画中吸取了营养。”他还结合其创作，具体谈了他从国画中汲取了哪些

营养，“我创作的《文成公主》瓷雕，文静典雅，脸型圆润 ( 成鸭蛋形 )，发饰

细腻，衣纹简练而又流畅，都吸收了中国人物画的营养。而瓷雕诸葛亮，又类

似国画中兼工带写，着重了形象刻划，前额开阔，仪态自然，眉宇间表现出思

虑远谋，而衣纹都是寥寥几下，借用了国画的 ` 钉头鼠尾描 '”。

由于中国传统艺术是由“阴阳道”的意识来构造它的空间，因此十分强调

运用飞动的线条体现节奏韵律。线条无论是对于国画，还是陶瓷雕塑以及书法，

都是非常重要的表现手段。飞动的线条体现出陶瓷型器两条轮廓线的韵律，其

无论是一瓶一罐，均表现出精神活动的无限性，用“韵”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意

境”的创造。著名陶瓷雕塑家周国桢先生对泥条盘筑工艺作了生动而深刻的论

述。他在《本土意识的崛起——谈泥条盘筑陶艺》一文中写道：“近来，我运

用古老的盘筑工艺创作动物雕塑作品，深有体会：泥条盘筑不仅可以作为成型

手段，而且它的立体线条比绘画艺术中的平面线条有更广阔的表现余地。因此，

我在成型中非但舍不得抹去那凸现的线条，反而要设法发掘它潜在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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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自然要综合借鉴中国画等门类中的线条的表现力。”他还写道：“盘筑

工艺的基本语汇是以线造型，但表现对象的形体上不能满足整齐划一的线条排

列。要讲究线条的对比变化，例如粗细、长短、疏密、虚实、浓淡、穿插、扭

结，从而产生线条的节奏韵律。有的线条可以淡化，形成块面。这样形成了线

面的二层对比，互为映衬，互为突出，犹如水墨画中的黑白关系，有时还要在

线与线之间、线与面之间的适当位置上，加上一些圆点，以示提神或补缺，或

者产生装饰性的效果 ( 有的还同时起到加强外壁的支撑点的作用 )，这样，又形

成了点线面的三层对比关系，交相辉映。”周先生所谈，是从他的创作实践中

总结出来的，他用泥土盘筑工艺，创作出不少大气、朴拙、本色、自然的作品，

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陶瓷与绘画其所能表现的内涵，虽然艺术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异，只是表达

的材质上不同而已，但陶艺毕竟是陶艺，它有不及绘画意趣的地方，反之，也

有绘画所不能企及的所在，且陶瓷釉彩在任何情况下具有永不质变的特性，是

其它任何绘画媒材所望尘莫及的。我们的祖先发明陶瓷是为了使用，但是陶器

一经应用于生活时，人们就进一步要求其还要好看，不仅是器物造型形态美观，

而且在陶器的表面要有装饰纹样。研究绘画史的人，追溯早期绘画时，必然会

谈到早期的彩陶纹样。

中国传统陶瓷艺术的形式创造，在追求和谐美的本质前提下，遵循“天人

合一”的传统哲学思想，充分的演绎和体现出一种力图把握、协调宇宙万物相

互关系的高远意图。其造物思想重视人与物、用与美、文与质、形与神、心与手、

材与艺等因素的相互关系，主张“合”“和”“宜”。其理想追求，使中国陶

瓷艺术呈现高度的和谐性：外观物质形态与内涵精神意蕴和谐统一；实用性与

审美性和谐统一；感性特征与理性规范和谐统一；材质工技与意匠经营和谐统一。

2  绘画与陶瓷艺术创作理念上的相似

在现代艺术运动的大潮风起云涌的形势之下，从事绘画或陶艺的艺术家，

都试图研究新问题，创造新观念，探索个人风格，实验新材料，积极提倡开发

新的传统文化的资源，力图用个人话语方式来进入当代文化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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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绘画已进入一种多元化的时代，绘画家们已不满足于传统较单一的材

质和固有的自然形态的造型法则和传统平面空间模式的界定，而是对现代人心

理状态的深化，尝试新材料、新造型的各种可能性，他们的灵感不仅来自生活，

也来自理性的哲学思考。

19 世纪末的工业革命使艺术形式和审美标准产生了变化，改变了人类的审

美观念。工业化大生产使都市高速的发展，人类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化，物质文

明的深化也同时带来生态平衡的失调，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抹煞人类社会的自然

本性。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冲击使东西方审美标准相互混淆，而绘画与陶艺一样

首先面临的就是冲破一切技术材料，形式手法和表现媒介旧规范，为防止当代

社会的标准化、机械化、进程中人的个性的丧失，从既定的审美模式中寻找断裂、

突破点。为此创造一个不同于现有秩序的新秩序，以个人的自我来否定社会的

完整，并提示当代社会本质上的内核意蕴。艺术家们出于对现实世界的失落和

强烈的补偿要求，创作不再局限于现实的对象化，而追求感性的抽象的法则，

以摆脱理性逻辑的限制。

随着现今频繁的东西方陶艺学术交流，艺术家们已不是单纯讨论某种技术

和材质的问题，而是谋求建立和完善现代陶艺的艺术结构模式，使陶艺文化与

全部的社会文化共同进步的问题。因此艺术家在寻求精神的物质转化的同时，

他们所思考、关注与批判的问题已不仅是陶瓷文化，而是深入陶艺语境的探究

并对全部的社会文化问题的关注。日本的艺术家三岛喜美代的印刷陶器作品，

她以“土”为媒材，利用钢板印刷结合装饰陶器之油墨的这项技术转化成个人

艺术创作符号。她的陶作以厚重扎实的手法表现、纯熟的转印技法让人乍看之

下有种以假乱真的错觉，但仔细留神即可分辩出是由陶土所做的转换。她的作

品有效地运用陶土媒介、特殊的技术、报纸书籍作为对象的造型符号，积极展

现战后日本经济快速成长，大量资讯瞬间充塞，让人产生一种永远来不及吸收

消化的不安感。这些观念也不断的在绘画中出现，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吸收。艺

术家不论选择何种媒介，都展现了对当代文化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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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陶瓷艺术与绘画创作主体的一致

艺术创作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创作主体。指直接从事艺术实践活动、创造艺

术作品的脑力劳动者，即艺术家。艺术创作主体，是全部艺术活动中最积极、

最活跃的因素，始终处于主导的地位。创作主体并不是消极地适应客观世界 ( 创

作客体 )，而是积极地、能动地认识甚至改造客观世界。创作主体在艺术实践活

动中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主体是艺术创作目标的制定者和

具体实施者；主体的素质、修养、能力结构决定了艺术作品的最高潜在水平；

主体的创造性劳动最终决定艺术作品的质量。

今天，当代艺术大师的参与使陶瓷艺术得到蓬勃发展，并作为创作的主体

对陶瓷固有的传统审美规范的冲击和对陶艺语言的可能性的拓宽起了关键性引

导和促进的作用。

罗丹是最早利用陶瓷材料的艺术家，他的艺术实践使粘土不再是初级媒介

物。米罗是杰出的画家，他的陶艺和绘画一样，被看作是不朽的杰作，将绘画

的理念和手段运用于陶瓷艺术中去，结合陶瓷材料自身的美感，运用肌理效果

的对比，再加上与造型相协调的纹饰，使人感到一种朴实无华的亲切感，让人

难以忘却。毕加索运用陶瓷造型，大胆处理达到惊人的地步，经常拾起陶工刚

刚扔掉的花瓶坯子，用自己的手指重新塑造，很快他的作品里有鸽子形、公牛

形等各种各样的女人。他对物体和意念所进行的无尽无休的嬉戏立刻从粘土中

转化。

各种流派的画家使用粘土展现其理念，许多陶艺家本人就是雕塑家或画家。

特别是陶艺也能用二维空间的造型艺术形式展示，在我们国家，许多优秀的陶

瓷艺术家如白明、井士剑、姚永康、张尧先生，他们也是参与绘画的艺术实践者。

所以，绘画和陶瓷艺术创作主体的相似性更增加两者之间的亲和力。

4  绘画与陶瓷艺术在创作中缘不可分

在近 20 年“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陶瓷艺术、绘画等各种艺术形式被视

为观念的载体，艺术家可以借助各种材料表达他们设置的文化命题，陶瓷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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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它造型形式语言的界限被进一步打破，成为综合表达的组成因素，陶瓷艺

术有其独特的艺术特质和造型语言，和平面绘画相比，由于陶瓷艺术自身的特

点，常使作品具有内在的语言的自然表现而构成感人的视觉艺术效果，陶质不

同产生的色泽、斑点与肌纹、以及含沙量较多的粗陶表面的那种颗粒状结晶，

烟熏引起的焦躁感，微微干裂甚至翘皮，以及细陶、瓷土加釉产生的润和和滑

腻等等都是陶艺所呈现的体表质感。另外在釉色的运用上千姿百面，穷极造化：

有的似水彩水墨那样的晕化渗透的韵味，有的则追求油画般浓色堆砌的饱和与

厚重；有的如焦墨枯笔，有的则重彩流浆；有的利用复烧产生釉色被覆盖后透

出来的叠色层次，有的是在干涩的陶面上挥洒釉料，追求流动对比的质感等，

使陶艺带有很大的试验性，同时又随心所欲，自然天成。中国陶瓷装饰艺术形

式向绘画发展，自唐代长沙窑已初显端倪，那种逐步臻于成熟的釉下彩绘技法，

以“写意性”的绘画品格，把中国民族文化、社会伦理、民族风尚、传统技法、

绘画艺术等融入对器物的创造之中，这种“器”与“艺”的独特性结合，无疑

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至此，中国陶瓷的审美活动逐渐从注重器

物的釉色美而开始转移到对陶瓷彩绘装饰美发展的新方向，并为后世开创了一

个历经数百年不衰的瓷绘艺术时代。

不同的媒介、材质的艺术促进了时代的进步，表达了每个时期人类的某种

意识形态、审美理念。每种艺术形式都有它自己的语言优势。

我们不应该只选择一种材质或形式就形成对自己的禁锢。其实，艺术并没

有区域边界，也没有事先的界定，保持一种开放、宽容的状态，不再视固守传

统的创作规范和审美要求，就不会受那么多羁绊，艺术应该源于自由的表达，

而对材质和各种艺术手段熟悉才能做到表达的自由。艺术之间的跨越、融合，

共同诠释当今的文化主题，造就当代的艺术观和艺术准则是所有艺术家的共同

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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