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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在陶与瓷装饰中的异同探究
罗志强　罗　珺

（广东财经大学，广东 广州 510320）

摘要：书法是我国传承悠久的艺术形式，对陶瓷装饰具有极

强的应用价值。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书法艺术主要是依托宣纸这

一载体，体现其字形、水墨等方面特点。在将书法引入陶器、瓷

器装饰时，需要结合两者材料特性进行设计和包装。下面，本文

从陶、瓷与书法融合入手，分析了陶泥、瓷泥异同，阐述了两者

在雕塑制作中的异同处理方法，重点介绍了书法对陶与瓷装饰的

共同作用，并围绕书法这一装饰技法，探讨在实际装饰应用中的

情况，分析两者融合带来的艺术和审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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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是历史演进和发展中融合了陶器、瓷器的名称。从陶

器制作发展到瓷器，人类社会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在原始社会时期，

陶器在各个部落中得到了传播和应用，是见证人类社会生存发展

的瑰宝。

在一定材料、条件的支持下，诸多部落都可以打造出适合生

活应用的陶器物品。与其相比，瓷器是在陶器基础上延伸发展形

成的特色工艺，两者在材料选取、模具成型、烧制上存在较大差异。

因此，在引入书法艺术前，只有明确两者在泥料、雕塑过程

中的异同，才能真正彰显书法陶瓷装饰的魅力。

一、陶泥和瓷泥的异同分析

（一）成分上的区别

在陶器和瓷器雕塑中，首要一步是关注陶泥、瓷泥两种原材料。

在相同点上，均要经历揉泥、利胚、晾晒、烧制等多个处理环节。

但是，两者在成分上存在一定差异。陶器原材料组成较为复杂，

有粉砂、石英、脱蒙石、高岭石等，且这些材料在大小和粗糙程

度上并不同意，形成的陶泥具有较强的吸附性、吸水性。在瓷器

材料上，主要成分是高岭土，属于黏土范畴，是一种细腻的非金

属矿物质。

（二）用途上的差异

陶瓷历经了数千年发展历史，其从最初的简单发展到当前的

复杂多样，形成了陶瓷雕塑艺术。陶瓷不仅具有一定的生活实用

价值，更具有历史文化收藏价值。在新石器时期，陶器就成为了

生活用品，在时代演变、社会文化发展下，陶器也成为了重要的

装饰和工艺品，主要是由于其具有较强的可塑性，且不易出现断

裂现象。瓷器脱胎于陶器，其对操作工序、步骤有着较高的技术

要求。由于瓷泥具有精致、细腻的特征，更多出现花瓶，以及多

种现代手工艺品类型中。

二、陶泥与瓷泥在雕塑创作中的异同及处理方法

在把握陶、瓷泥成分和用途后，单单凭借上述分析内容往往

很难把握两者在装饰技法上的区别，这就需要对具体创作和雕塑

的三个过程进行研究，为书法艺术的融入提供理论依据。

（一）成型阶段

首要关注的是站性。由于瓷泥成分粗糙度远远低于陶泥，其

铁、沙含量也低于陶泥。在成型这一阶段，陶泥成型更加容易，

且不易出现变形、坍塌现象，这种不易出现变形的特点被制作者

们判定为站性。在国内陶泥中，山东灰陶泥的站性要高于宜兴紫砂、

荣吕的陶泥，但其精细程度难以与后两者相媲美。这就决定了大

型陶瓷多以灰陶泥为主，而其他两种陶泥多运用于陶瓷。

次要的是韧性。对瓷泥而言，若泥料干度较高，就容易出现

断开、裂开的问题，而湿度高则会给塑造过程带来影响。再一点

是精度。从外观上看，陶泥在精度上低于瓷泥，瓷泥中包含的杂

质小，具有较强的坚固性。最后是粘接。在陶瓷制作中，需要粘

接各个部分的小胚体。

（二）上釉阶段

陶瓷上釉，既能增强作品本身的观赏价值，更能提高整个作

品的防水性和光洁度。在不同的烧制要求下，主要划分为低温、

中温、高温三种釉料。陶泥吸附性相对较弱，但陶泥和瓷泥的上

釉方式具有一致性，在选择上存在差异。在陶泥选用上，主要是

选取低温釉，温度保持在 800C-1200 范围。为了真正体现釉料色彩，

瓷泥大多选取高温釉，温度更多是超过 1300。此外，在陶泥坯上

釉前，为了保证其吸附性，必须对表现的灰尘、杂质进行清理。

（三）烧制阶段

在进行烧制前，创作者应把控好泥胚从制作台传送到窑内的

空间距离，可以选取轨道滑轮实现距离缩短，更能有效避免泥胚

经历大量震动、颠簸导致的损失。同时，在两者的烧制温度上也

存在较大差别，在温度 900 的烧制下，部分陶泥会出现一定程度

变形，也有陶泥可以在承受温度 1250 的烧制，这就需要人员结合

釉料、陶泥的实际选择温度。

三、书法应用于陶与瓷的表现和作用

正是由于陶与瓷在站性、精度、吸附性、烧制温度等方面存

在的差异性，两者的材质决定了其装饰技法，这就需要在书法陶、

瓷装饰中针对性地选用和设计装饰理念、方法。下面就书法艺术

在古代陶瓷品的表现、现代装饰中作用进行分析，为实际作品设

计提供思路。

在古代表现层面。在我国社会由奴隶制演变到封建王朝统治

后，文字成为记录历史的重要载体。在汉代，瓦当是最早记录陶

器文字的达标，如“千秋万岁”等王朝性文字展现了汉王朝的实

力。到了三国魏晋时期，青釉瓷器上不再单出现文字装饰图案，

开始记载历史史实相关内容。在唐朝时期，书法装饰在瓷器方面

迎来了高峰发展阶段，诗歌作为书法文化融入到彩绘瓷器装饰中。

如长沙窑所产出文字执壶，选用了荀子《劝学》篇进行思想表达，

在反馈现实的同时体现了浪漫主义色彩。在宋元时期，受到历史

文化因素影响，书法文字在瓷器装饰上的言语更显细心、严谨，

如磁州窑的书法瓷枕上的‘众中少语，无事早归’，起到警示人

们注意举止、言行的作用；同时，陶瓷书法装饰体现在功能性瓷

器上，如酒类罐身上常出现写酒文化的书法文字。明清时期书法

陶瓷出现了阿拉伯外文文字，书法文字装饰发展十分曲折。

在现代作用层面。其一，明确划分空间区域。在现代装饰领

域中，进行科学的空间区域划分显得尤为重要。借助摆设工艺品、

装饰品的手段，能够灵活地调整空间格局。在常见的划分品上，

主要有现代工艺品、墙面、屏风、家具等，而带有书法艺术的陶

瓷装饰往往更受群众的欢迎。在空间分割上，通过陈放书法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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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可以增强空间隔断的创造性和灵活性，既能够给人带来

良好的感官体验，还能起到节约和放大空间、缓解压力的作用。

在具体陈设环境中，可以结合实际进行替换和调整，极为便捷，

且实用性较强。

其二，突出整体创意风格。在社会工业化、现代化迅猛发展

的同时，陶瓷装饰风格逐渐走向刻板化。因此，如何科学设计和

布置艺术品，让所在环境舒适度得到提高是陶瓷装饰的重要问题。

在陶瓷大小、颜色和形状上，往往存在差异，且不同作品注入的

现代化、书法艺术、国画元素增强了装饰品的艺术感。在多种多

样的装饰品类别中，相较于毛绒玩具、针织品，具有书法艺术的

陶瓷作品既容纳了书画艺术，彰显出刚中带柔的风格，使得整个

装饰在严肃的同时不失可爱和灵活。

其三，展现优秀文化价值。在现代人的审美、鉴赏能力日益

提高下，诸多人们不再仅关注产品的功能性，将更多关注点放在

了精神和文化层面。在陶瓷品中引入书法艺术，不仅能够满足人

对个性、理想和审美的追求，更能将其中文化的美感传递和表现

出来。通过陈设具有书法艺术的陶瓷品，能够使得整个空间的审

美感官得到提高，更能彰显独特的传统文化和价值主题，还会在

无形中起到提高人道德情操、个人品格的效果。

四、书法在陶、瓷设计中的具体原则

基于古代书法汉字在陶、瓷品中的融入，以及现代人对装饰

品的作用需求，笔者分别结合实际制作中艺术运用于陶、瓷器的

作品进行分析，在设计、制作理念和原则上，主要坚持“陶以坯

刻为主”“瓷以釉上为主”，打造浑然天成、别具韵味的陶瓷作品。

（一）从提高文化意趣入手

在社会思想、文明日益进步的背景下，文字符号的人文性、

历史性价值开始被人们发掘，凝聚了古人智慧的象形文字更成为

了艺术的象征和代表。在历史发展中，历朝历代的文字符号展现

出了特有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也被誉为书法。从象形文字中

脱离出来的字与形，不仅具有书法表现和鉴赏价值，更展现出了

独有的绘画韵味。

笔者正是从象形文字的字与形中获得灵感和启发，以坯刻为

主要技法，打造出了“‘印’记·汉字陶砖”（图 1），这一作

品取汉字传承的标志——印章，重在彰显优秀传统文化，与紫砂

陶文化象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此基础上将两者进行了文化融

合，使得最终作品的文化价值意蕴深长，在色调上给人带来沉稳

浩瀚、大气磅礴的之感。

在泥坯设计上，选取了有朱文白文、篆字魏碑古隶等优秀书

法作品，主要由单字体常用百家姓，以及双字、三字、四字用语

吉祥励志用语组成，使得作品在保持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不失风雅。

在大小和排列上，结合形状、大小、风格，以错落有致的方

式进行排列，在混乱中带有无限延伸的意味。

在实用价值上，将其运用于博物馆、图书馆、酒店等墙面铺

设上，能够提高环境与主题的契合度，使得人们在学习、工作、

研究和生活中欣赏传统文化之意趣，感受传统文化的价值。

（二）从现代与经典融合入手

在全球化进程下，中西设计风格、装饰理念在相互碰撞中取

得了新进展，当前设计理念不再局限于固有的形式和习惯，而是

走向了自由化、多元化。重复是艺术创作理应避免的，陶瓷艺术

设计更应遵循时代创新主题。相对应的，要想将书法艺术融入陶

瓷艺术设计，需具备创新精神和品质，而不是直接将文字、书法

移植到陶瓷上。笔者正是围绕古今结合、经典与现代融合理念进

行创新，借助瓷器的表现力、可塑性，打造出文字、画面和谐相

映的“百德孝为先”柱瓶（图 2）。这一作品主要运用釉上法，

从色釉、色彩、线描入手，以淡彩设计孔仲尼传统造像，使其置

身于青青草地，方可衬托孔圣谦和安祥、举止文雅的形象，为形

态注入了生命力和活力。环绕孔像，则以传统竖式古笺加红竖线

章法小楷书其《孝经》前六章，以展现连绵不断的古意，再加上

自由随性、忽高忽低的竖行，使之在冲破传统樊笼的同时，展现

现代设计新意，实现现代理念和古典文学的深度交融，使得书法

艺术、古典文化、瓷器材质之美相互融通、自然交汇，成为古典

文化弘扬之范式。

五、结语

作为陶瓷的故乡，中国将书法与陶、瓷进行融合，形成艺术、

艺术协调统一的艺术作品形式。基于这样的融合形式，象形文字、

书法文化承载的文化和精神能够获得更多人们的认可和喜爱，对

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具有重要作用。对于这一特有艺术表现形式，

艺术创作者应把握书法在陶、瓷装饰中的异同，结合时代需求创

新陶瓷作品设计，为其注入生命力与活力，将其打造成陶瓷装饰

领域的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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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印”记·汉字陶砖

图 2　“百德孝为先”柱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