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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湾公仔的艺术表现与文化内涵的再造

吴芯琳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中国·广东　广州　510000

【摘　要】艺术这种表现性符号的出现为人类情感的实现了对内在生命的表达与交流。陶瓷作为一种材料，是一种呈

现人内心审美趣味的呈现。石湾公仔有着深厚的地方性、民俗性，是一种土生土长的民间民俗艺术。近代以刘传为例，开

创了石湾公仔的浑厚、粗犷、质朴、率真的审美情趣。他诞生于民间、发展于民间。但现代石湾公仔在我看来，现在更多

的是作品缺失了个人的情感和当下社会的精神文化，与现实生活距离太过于遥远，从而使作品失去现代的寓意。呈现给我

们的都是纯粹的模式化复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承与创新如何能互相融合在一起，这也是现在需要探索思考的问题。

石湾公仔新的艺术表现代表钟汝荣与魏华，在探索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做了一系列的研究。通过他们作品的分析，沿着思路

深入去思考如何把传承与创新相融，探索属于当下石湾公仔的新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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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提到，语言绝非人类唯一

的表达工具，既然语言不能完成情感的表达人类的符号能

力，就必然创造出服务于情感表达另外一种符号，艺术应

运而生。石湾公仔具有强烈的民俗性，题材多取自于民间

传说、神话故事、粤剧故事等。石湾公仔分为三行，瓦脊

公仔，动物碌胎毛技法、山公（微塑公仔）石湾公仔经过

历史演变，使其具有人文性、地方性、民族性的特点。但

现在面临着困境，消费群体在慢慢消失，现在的作品呈现

出的面貌往往是在重复以前旧式的、模式化、固定式旧的

形式语言，在局限既定的框架里，进行重复模仿制作。当

下的作品已经和现代审美有了一定距离。在我看来，现在

更多的是作品缺失了个人的情感和当下社会的精神文化，

与现实生活距离太过于遥远，从而使作品失去现代的寓

意。呈现给我们的都是纯粹的模式化复制，在传承与创新

上十分滞后。

石湾公仔的发展源远流长，其根源深深扎于民间土壤，

历经岁月的洗礼与沉淀，逐渐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格。从

早期的民间玩偶起步，逐步融入人文、地方与民族特色元

素，题材广泛取材于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以及粤剧故事

等，呈现出强烈的民俗性。其工艺技法丰富多样，如瓦脊

公仔的精湛工艺、动物碌胎毛技法的细腻表现以及山公（

微塑公仔）的精巧塑造，共同构建起石湾公仔独特的艺术

语言体系。在传统艺术特征方面，造型上朴实敦厚，注重

神形兼备，通过对人物形象的适度夸张，精准地突出人物

的表情与性格特征，衣纹线条的处理流畅且富有韵律，有

力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釉色沉着多彩，与陶土质

地相得益彰，充分展现出古朴、拙朴的审美特质。刘传作

为石湾公仔发展历程中的关键人物，他的创作理念与实践

极大地推动了石湾公仔从民俗性向艺术性的转变，其提出

的一系列创作理论，如 “宜起不宜止，宜藏不宜露”等，

为石湾公仔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深刻影响了一

代又一代的石湾陶艺创作者，使得石湾公仔在传统艺术道

路上不断发展完善，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标识。

1　石湾公仔浑厚、粗犷、质朴、率真的审美情趣——

刘传

石湾公仔具有强烈的民俗性。石湾公仔分为三行：瓦脊

公仔、动物碌胎毛技法、山公（微塑公仔），在文化历史

演变的长河中，石湾公仔从民间玩偶慢慢开始有人文性、

地方性、民族性的特点，是土生土长的民间民俗艺术。它

诞生于民间、发展于民间。石湾公仔题材多取自于民间传

说、神话故事、粤剧故事等等。

石湾公仔代表性人物刘传就是把石湾公仔民俗性往艺术

性推进了一大步，让石湾公仔名声传的更远。1952年，广

州人民美术社在石湾开设陶瓷雕刻工场，当时以刘传、区

乾坤为主，并组织了一批新美术工作者，专门研究、挖掘

整理优秀传统艺术，从此，石湾陶艺才焕发生机。并且刘

传在创作上更是总结一整套理论，他提出“宜起不宜止，

宜藏不宜露”“奇而不怪，丑而不陋”“十浊一清，十清

一浊”，以及如何处理好“动与静”“起而止”“藏与

露”的关系等等创作理论，对石湾陶艺的继承与发展有着

十分具体的指导作用。

工匠出身的刘传，长期接触民间地方性的艺术，有浓

厚的地方气息，在形成他自己创作风格的过程中，虚心地

去学习新的内容，从前辈中临摹学习，从小人书中学会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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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技法的介入，观察生活，总结规律，融汇到自己的创作

中来，在传统的技术层面上进行了自己的风格化发展。在

注重作品传神的同时，题材的选择上，更多的是以民间传

统故事、神话、历史人物等为主，创作形象都是取材于

身边所看所闻的人物，在他作品中能很强烈地感受到生活

性。“弃官寻母”这组作品陈述了母子二人历经苦难终于

得以相见的情景，整组作品极具故事性，运用夸张手法表

现老母亲矮小驼背萎缩的体型，脸部皮肤的下垂，老眼昏

花，因为年迈视力不佳，当知道是儿子时候，需要靠得特

别近才能辨认自己的孩子，而孝子则跪着仰望思念已久的

母亲，这个老母亲的形象特点就是从观察生活中的老人提

炼出来的。这种故事性、情景性的创作，生活化夸张的人

物，很容易让人有代入感，而得到共鸣。“铁拐李醉酒”

这件作品也是极具想象力，一个躺在地上的舒展的人物形

象，裸露的肌肉，皮包骨的夸张形象表现得特别到位。衣

纹的简约处理，满脸的胡子，醉人的表情，都是让人有很

大的想象空间，像在述说铁拐李的经历故事。

刘传认为石湾陶塑创作有一条原则，就是“一切都要性

格化”。在《论传神》中谈到：我认为，无论面部表情的

刻画，或是衣纹动态的处理都离不开“平、板、直”，“

圆、弯、凸”，“向上、向下”这十个字，这是我总结出

来的十字法。这是他创作时总结出来的塑造技术法则。他

的创作思想是民间的，学会观察民间的生活，从中积累生

活素材，从生活中提炼出人物的精华，再进行人物性格作

品的创作，浑厚、粗旷、质朴、率真，这样就能做到让观

者看到作品时能产生共鸣。

石湾公仔的形式语言表现更多体现在人物写实的基础

上进行夸张的表现手法，突出人物表情和性格，衣纹的处

理十分讲究线条的趋势，使得作品更为传神。石湾公仔风

格的形成不过近百年的事，古朴、拙朴、形神兼备、多姿

多彩是它的特色，与其他地方特点不一样的是他的造型较

为朴实敦厚，釉色上比较沉着多彩。群众基础扎实，主题

更多跟石湾这边的生活息息相关，如平时去茶楼喝茶、逛

街、看戏、聊天、休息、工作等等这些的情节相关，被称

为民间艺术品。石湾本地的陶泥质地较为粗糙，含沙量也

比较多，但是正因为这种特点，所以他的塑造性比较强，

但是不太适合彩绘，以素陶塑为主。

刘传的陶塑艺术影响了整代石湾公仔的创作样式，影响

整个石湾公仔的创作方向，但是艺术允许百家齐放，石湾陶

塑在传承与创新上就有中青年艺术家代表钟汝荣和魏华，从

两人创作风格上可以窥见石湾陶塑创作的基本风貌。

2　现代艺术表现代表的创新实践与突破

石湾公仔新的艺术表现代表——钟汝荣,魏华

50年代生于石湾的钟汝荣，早期在传统的石湾工艺厂

学习传统的技法，钟汝荣后期进入广州美术学院陶瓷系雕

塑专业进行二次的系统的西方雕塑学习。在学院吸取的西

方雕塑的创作手法和石湾的传统技法融会贯通，探索出

一种新的创作语言，同时还独创了一种新的创作技法“刮

绘塑”。善于运用陶泥本身的颜色去塑造各种人物的肤

色，同时善于捕捉各种人物的瞬间表情加以夸张。“巫山

女神”用传统的陶泥作为基准进行整个作品的塑造，但从

人物的造型与整组作品的大构图中可以看出，有德化的观

音坐岩系列的精髓。人物的造型上也一改以往的强调肌肉

的夸张性，而是以优美、无暇、脱俗、传神自然生动、富

有张力来作为表现力，人物具有脱俗美感。人物下面的底

座融入了粗陶的表现特征，将动物进行夸张化，拟人化，

肌理化，和优美的人物形成强烈的冲击对比，形成强烈的

视觉效果。这就是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区别于传统创作样

式，在继承传统同时将这些技法传播出去，发扬光大。

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的魏华，毕业直至留校都一

直坚守在石湾这块土地进行创作，没有在师承传统下进入

石湾的现代创作，创作的样式区别于传统石湾公仔样式。

魏华认为现在艺术家用新的方式去创作作品是并没有去违

背传统的，个人对作品的思考和情感才是最重要的。“公

仔墙”系列作品，手法上有沿用传统的瓦脊形式造型，

继承了传统石湾公仔的幽默、通俗、拙朴性，颠覆了人们

的对石湾公仔的传统审美习惯。一方面他的创作是用幽默

夸张的造型表现人物，这是石湾公仔的一个特点，另一方

面摈弃了传统技术技法，创作出一种新型的简约形象。将

传统造型价值和作品精髓韵味保留下了又同时将作用性回

归到城市的公共空间去，是将石湾传统地域性的艺术创作

形式加以强化，并以地域文化与本土形式注入新形式。“

新公仔”作品中女人往往是丰乳的肥臀，胳膊和腿却非常

细小，造型奇异，注重表达了当时的情绪与状态，和之前

石湾作品不一样是创作题材的改变，更关注个人的生活，

个人的情绪，个人的状态，个人的记忆。这是一个中国传

统雕塑造型与西方雕塑造型的融合，中国雕塑造型以线为

基础，西方造型以体积为基础，他把中西两者进行有机融

合，面对继承与创新的形式语言的探索上走出一条属于艺

术家自己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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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钟汝荣和魏华的作品中可以看出，石湾公仔未来的发

展应更加注重文化内涵的挖掘与拓展。一方面，可以进一

步加强与其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吸收不

同文化中的精华元素，丰富石湾公仔的题材和表现形式。

例如，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词、书画意境融入石湾公仔

的创作中，通过造型、色彩和装饰等手段，营造出富有诗

意的艺术氛围，使作品不仅具有观赏性，更具有文化底蕴

和思想深度。另一方面，紧密结合当代社会的文化思潮和

价值观，关注全球性的问题，如环境保护、和平与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题，创作出具有时代精神和社会责任

感的作品，让石湾公仔成为传递当代文化价值观的重要载

体，从而提升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3　石湾公仔新艺术表现形式的深入挖掘方向

3.1　文化内涵的深度拓展

（1）跨文化融合：积极借鉴其他地区、国家的文化

元素与艺术形式，与石湾公仔的本土文化基因进行深度融

合。例如，将西方现代艺术中的抽象表现主义、超现实主

义等理念与石湾公仔的传统造型手法相结合，创造出具有

独特视觉效果和深层文化内涵的作品，使石湾公仔在全球

文化语境中展现出独特的魅力与价值，吸引更多不同文化

背景的观众群体。

（2）当代文化思潮回应：紧密关注当代社会的文化思

潮与热点话题，如环境保护、科技发展、社会公平等，将

这些元素融入石湾公仔的创作题材中。通过艺术作品表达

对当代社会问题的思考与关注，使石湾公仔成为时代精神

的艺术载体，增强其在当代文化生态中的话语权重与社会

影响力。

3.2材料与工艺的创新探索

（1）新型材料应用：在保留传统陶泥核心地位的基础

上，尝试引入新型材料，改善石湾公仔的物理性能与表现

效果。拓展其展示与应用的场景范围。

（2）工艺技术革新：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对传统工艺进

行优化与创新。如运用数字雕刻技术对石湾公仔的模型进

行精准设计与制作，提高创作效率与精度；探索新的烧制

工艺，如高温气窑、电窑与传统柴窑相结合的烧制方法，

创造出更加丰富多样的釉色效果和质感表现，为石湾公仔

的艺术创作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与创造性空间。

3.3艺术与科技的融合发展

（1）数字化展示与传播：构建石湾公仔的数字化展示

平台，让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欣赏石湾公仔的精美细节与

独特魅力，打破传统展示空间的限制，实现全球范围内的

文化传播与共享。同时，通过 3D 打印技术制作石湾公仔的

复制品、衍生品或限量版作品，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

求，拓展其市场渠道与商业价值。

（2）互动式体验设计：将感应技术、智能材料等融

入石湾公仔的创作中，使作品具备互动功能。例如，制作

能够根据观众的触摸、声音或动作产生相应变化的互动式

石湾公仔装置艺术，增强观众与作品之间的互动性与参与

感，让观众在欣赏艺术作品的同时，能够亲身参与到艺术

创作的过程中，提升艺术体验的趣味性和吸引力，使石湾

公仔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消费需求与审美趋势。

石湾公仔传承与创新都是现当下所关注与讨论的重要命

题。石湾公子的创作贴近人们的生活，人类情感的寄托与

抒发是一种当时从事这个行业的艺人们创作作品的需求，

是一种他们纯粹的自我表现，是一种表达表现他们生活情

趣的表现，是他们自由创作的一种表现形式。单一的临摹

并不是传承，只是简单粗暴的直接挪用，是没有生命力与

延续力的。在吸取前人智慧的同时需要加入更多个人的思

考，如何在传承与创新中找到平衡点，传达陶瓷创作背后

的人文关怀，从而去探索一种新的创作形式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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