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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陶艺以其丰富的材料特性和艺术语言, 凝聚了人文关怀与泥土的原始人性, 以其特殊的内涵与综

合多样的表现形式出现在各种公共环境。陶艺走进公共环境既适应了现代城市化进程中文化与环境的要求,

同时也将现代陶艺的发展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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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陶艺以其丰富的材料特性和艺术语言,

凝聚了深厚的人文关怀与泥土的原始性,以其特

殊的内涵与综合多样的表现形式开始出现在各种

公共环境。

现代陶艺是艺术家借助陶瓷材料, 或以陶瓷

材料为主要创作媒介,远离传统实用性质的观照,

表现现代人的理想、个性、情感、心理、意识和审美

价值的作品形式。现代陶艺和古典陶艺两者常常

互生互长,没有绝对的区别,它相对于古典陶艺的

突出特征是更加强调审美特征, 放弃实用功能。

在不同时代和文明生存条件下, 人类的需求是不

同的。在工业文明条件下, 高效率的机器生产和

大量新材料的实用产品、实用目的得到满足后,人

们将注意力相对集中地放在用陶瓷媒介纯粹地表

达自己所追求的精神价值或审美价值上。

陶瓷媒介走进建筑和环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结果, 陶瓷媒介由于新的使用技法和加工方式的

改进得到更广泛应用。随着跨学科、跨专业的综

合,使艺术家、科学家不断加入到公共环境中来。

陶瓷媒介也以其丰富的肌理与形态表现,釉色与

烧成的独特魅力,坚固实用耐腐蚀的性能,尤其重

要的还有陶瓷所具备的与人性的天然亲切感等不

可多得的优势切入进来。 20世纪 50年代以来,

出现了一批以陶艺进入公共环境形成影响力的人

物。米罗在 50年代创作的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太

阳墙装饰是一个独立的陶板壁画景观,并延续了

他在绘画领域的风采。会田雄亮则用大量的巨型

陶板壁画和鲜明的艺术风格为他赢得极大的荣

誉, 他设计并实施的诸多陶艺景观工程体现了现

代陶艺的魅力,像�水之庭  、�水阶  等, 显示出与

环境的无比交融。美国的黑格比、辛莫曼、库瑞

儿, 日本的伊藤公象,挪威的可丽斯太斯等都以自

己的方式参与到公共环境艺术中来, 使陶艺在更

广阔的领域走进人们的生活。

在我国, 建筑与陶瓷结合的历史源远流长, 最

早可追溯到公元前 21世纪商代的陶瓷排水管; 西

周时代又出现了少板瓦、筒瓦; 战国时代, 各种砖

型大量涌现,如浮雕地砖、透雕提杆砖等都制作得

十分精美;秦朝的兵马俑是震撼人心的陶艺,被誉

为 !世界第八大奇迹 ∀;琉璃自北魏开始应用于建

筑材料,从而推动了公共环境陶艺的发展, 中国金

碧辉煌的皇宫建筑和九龙壁、琉璃栏等都采用琉

璃, 至今依然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 明朝洪武年间

创造的九龙壁是对陶瓷公共性的继承发展, 它以

纪念碑的形式与当时琉璃建筑环境的相互协调,

反映了中国较早的环境意识。改革开放至今, 公

共艺术发展异常迅猛,出现很多优秀的作品,如洛

阳美术瓷厂和陶瓷研究所最早烧制的鲜艳的三彩

壁画, 代表作品如北京首都机场的 �科学的春
天 ,杨健健先生为咸阳国际机场设计的 �曲江踏

春图  ,朱乐耕先生为韩国汉城麦粒音乐厅美术馆

设计的作品�生命之光  , ! 99南风古灶的千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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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 ∀,等。

在当代世界文化产业化和全球化背景下, 作

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要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突

出自己的文化个性魅力, 那代表一定民族情节和

民族声誉的陶瓷艺术则为中华艺术的崛起提供了

一个契机。

一 # 深厚的陶瓷艺术美学
现代陶艺在当代艺术中最具优势的是它的文

化身份以及它和本土文化之间内在的联系。中国

陶瓷艺术有近万年的历史, 它的遗存无比丰富,这

是任何其它门类的艺术品种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中国传统陶瓷艺术美学遵循 !天人合一 ∀的
传统哲学思想, 追求一种与天地共存共融的美,

追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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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中国陶瓷艺术呈现高度的和谐性。这种美学

思想体现出一种共性, 一种公共意识。现代陶艺

的根源是传统陶瓷艺术, 它是以材料上进行结构

改变,艺术上创造新形式而发展变化的当代艺术

形式。虽然它在某些方面消解了陶瓷的实用功

能和价值, 但在艺术表现上与传统陶瓷艺术是相

通的,并用陶瓷艺术特有的泥性、肌理追求不同

的审美观念。当今人类的城市生活远离自然, 大

部分的活动空间与时间处于人造物充斥的环境,

很少接触纯粹自然状态的物质, 不可能达到古人

那种直接面对自然的悠然心境, 难有古人那份对

自然的体验。而泥正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物, 泥与

水交融时的性态有如人类肌肤的细腻, 反复揉

和, 产生温和的粘性和暖暖的温度,所以,陶瓷泥

性美学最重要的体现是烧成后性态的滞留性与

亦真亦假的虚幻性, 当我们欣赏陶艺作品时便会

自然产生一种对泥土的触觉记忆。由于泥经过

火的煅烧, 泥土产生了一种性质状态的变化: 由

柔软变坚硬刚强, 由泥质变陶或瓷质, 由流动变

凝定沉静, 由松驰变坚定致密, 由敦厚变胎薄腹

空, 由虚变实等等, 陶瓷表面形态显示出一种

!似是而非 ∀、!似实乃虚 ∀的审美效果。这种辩
证的主客体审美关系, 是泥性性态的虚幻性所产

生的审美意义。这正是现代陶艺最感动现代人、

最具魅力之处。所以, 深厚的陶瓷美学直接提供

了现代陶艺进入公共环境的源泉与动力, 加强了

与大众沟通的可能。

二 # 丰富、综合、独特的表现形式
现代陶艺的表现形式不拘一格, 自由奔放, 它

的表现手段是综合的多样的, 同时又是独具民族

特色的。它是传统陶艺颇具个性的发展, 它变化

中有继承,继承中有创新和变化。现代陶艺将书

法、绘画融入其中, 书法、绘画的线韵、形韵与陶瓷

的线韵取得了协调,充分表达了主体的思想情感。

如唐代长沙铜官窑的釉下彩绘中,出现了楷书、行

草、瘦金体等多种风格装饰画面, 宋代和明代 !返
朴归真∀的华夏风范,明代民间青花有如书法中的

狂草。还有北方民间磁洲窑器通过飞跃舞动的线

迹, 抒发了北方民族粗犷豪放的性格,其纹饰堰仰

起伏,情飞神纵,气韵生动。这是真正具有中国民

族特色的陶瓷装饰风格。

中华民族陶具上的纹饰也是具有独特的象征

体系。图饰的形象表达出吉祥的含意, 满足人们

心理和情意的需要, 象征性和祈祝性成为陶瓷文

化的重要内容。这种陶艺贯穿到公共环境中去,

给予现代人以振奋、抚慰和启迪的情感表达。如

以动植物作纹饰的陶艺品 !莲池鸳鸯∀纹饰, 鸳鸯
表达了情爱的缠绵, !莲 (连 )生贵子∀的图饰与女

阴的生殖崇拜相关联,象征生殖繁旺的意思等等,

比直接塑造生殖力强的人体或器官, 明显地具有

更深层的文化内涵。古代陶瓷的这些或率真、强

烈或隐喻和直露的表现形式, 体现了人性和文化

的真谛。中国陶瓷图纹包罗万象,吉祥动、植物寓

意深刻,折射出社会文化景象,是我们现代陶艺用

之不竭的源泉。

三 # 广泛的公共基础与原始美感
现代陶艺语言构建出的原始淳朴、粗犷神秘

之美使陶艺品具有较大的公共性和沟通能力, 这

是现代陶艺进入公共空间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现代社会以机械复制为特征显示出它对传统

生活 !灵韵∀的侵蚀与消解, 人们更多地生活在人

造物中,紧张的节奏、竞争的压力使人们很难有悠

然的自然心境。陶艺在现代的流行反映了现代人

在工业文化环境中的精神超越要求, 有强烈的审

美关怀价值。现代陶艺走进公共环境是大众有意

识寻找曾经失去的对自然的原始记忆。

原始美感的产生是由于陶土的肌理突出了自

然的景象,粗糙的表面与重力对其结构产生的视

觉效果把审美导向神秘、粗犷、自然之美。烧造环

节中火的作用力以及自然重力形成一种向下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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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结在形态中, 与向外膨胀的结构和敦厚的形态

相互作用,产生粗犷的张力。陶瓷表面的火痕与

色釉的变幻莫测, 陶体的空洞无物、漆黑深邃,敲

击时声音时而粗沉、时而尖锐, 都会给人以不可知

察的感受,体现出一种审美的神秘感, 这种神秘感

通常引起人们强烈的好奇心, 吸引人们的目光和

思索,产生感怀, 进而加强了陶艺的原始风格。秦

兵马俑的整体造型简洁、粗犷, 表现了秦皇朝的威

武。如美国陶艺家阿诺∃辛莫曼公共陶艺作品的
原始神秘感激起了人们感怀自然的遐想。他的容

器形作品、柱形作品、拱形作品及壁饰作品都是以

缠绕着的如肌肉般鼓胀的形状作基本装饰,配以

点、线、面的穿插组合, 使作品充满着生生不息的

动感, 并蕴含一种温和的野性让人们联想起古代

氏族的图腾或崇拜物的象征性,体现一种粗犷的、

诗意的、妙不可言的原始美感。台湾陶艺家李永

明用陶塑表现台湾原著民族的荒蛮、质朴的形象,

如 �海风吹  、�与海共舞  等作品, 表面熏烧出强

烈浓重的与大自然 % % % 海洋协调的色彩。

现代社会是由贵族社会脱胎而来的平民社

会,现代性蕴涵着一种平民精神。近现代社会艺

术观念及其表现形态的变换, 以及艺术面向世俗

和大众生活, 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性标志。

现代陶艺表现出的平民性和公共性恰好切合了现

代艺术的发展。陶瓷媒介的公共性也指其平民

性,因为陶瓷是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实用器物之

一,现代人更是争先恐后地抛弃有一定污染的塑

料等制品,改用陶瓷制品, 因为其无污染,光滑易

清洗而深受人们喜爱, 逐渐形成了人们的陶瓷情

结。陶瓷器物是实用功能与审美需求的完美结

合, 人们在使用中时时解读陶瓷语言所传达的意

境, 人们对陶瓷美的不陌生感奠定了陶瓷艺术进

入公共空间的基础。

公共环境中的现代陶艺是公共艺术的一种表

现形式, 它所涵盖的内容涉及美学、建筑、城市规

划、力学、材料等诸多因素, 是建立在多种学科综

合之上的。现代陶艺提供给人们审美化生存和个

性彰显的可能,给人类生存提供公共性交流平台,

营造一种适意生存的境界。现代陶艺走进公共环

境, 虽然还有着一些技术问题有待完善, 有些观念

需要更新,但它毕竟已走进了公共空间, 而且逐渐

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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