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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艺归真,返于环境
——有感于陶艺在当代公共艺术中的研究

孙　悦

烟台科技学院，中国·山东　烟台　265600

【摘　要】陶艺作为历史悠久的艺术形式，在当代公共艺术中呈现出新发展脉络，逐步突破传统工艺局限，融合现代

雕塑及城市景观，展示出独特文化及美学价值。创新传统陶艺技法，使陶艺作品具备历史沉淀厚重感，展现出现代设计理

念活力。本文探讨陶艺在当代公共艺术中的创新表现，分析其与现代雕塑、城市景观结合转化过程中作为文化桥梁的独特

功能。促使陶艺在公共艺术领域，成为连接历史现代、传统及创新的艺术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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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代重塑城市空间过程中，公共艺术形式及内容逐

渐成为城市文化表达的重要载体。陶艺这一古老的艺术形

式，以其独特材质感以及丰富的文化象征，逐渐融入现代

公共艺术的创作语境。随着城市化进程，人们对公共艺术

的需求不单局限于享受视觉感官，更在于传递深层次社会

及文化价值。因此，陶艺突破传统框架，结合环境特点在

现代公共艺术中展现新的生命力成为当代艺术创作中不可

忽视的话题。

1　运用多元化设计理念，融合传统陶艺及现代雕塑

陶艺归真、返于环境的作用在当代公共艺术中的体现，

不单是延续传统陶艺技艺，更是其与现代雕塑的融合所展

现出的创新力量。结合陶艺多元化设计理念及现代雕塑，

打破传统陶艺固有框架，为陶艺创作注入现代化的视野。

借助对“传统陶艺与现代雕塑”的交融，可以让陶艺突破

传统器物功能，延伸到雕塑的艺术表达，同时在表现形式

上采用多元化手法。融合陶艺及现代雕塑，正是实践这种

多元化理念。陶艺作品在形式上不再局限于传统圆形或对

称设计，而是与现代雕塑自由、实验性特质相结合，形成

更加开放且具有张力的艺术表现。

例如，《琼花魂》作为陶艺与现代雕塑融合的典型案

例，采用独特设计理念展现，运用多元化设计理念在当

代公共艺术中。创作过程中设计者选择土黄色陶砖作为背

景素材，这是陶艺作品及现代雕塑设计理念结合的首个步

骤。陶艺本身质朴、沉稳，具有天然的历史感，而现代雕

塑则强调形态抽象及立体感。设计者雕刻浮雕图案，结合

几何元素及曲线，使得传统陶艺形态更富现代感，增强艺

术作品表现力及视觉吸引力。此外，传统陶艺强调手工雕

刻的精细及材料的自然质感，而现代雕塑则侧重于形态创

新及几何化艺术语言。在《琼花魂》中，陶艺质感及雕塑

的几何形态巧妙结合，呈现出既现代又具历史感的视觉效

果。作品中采用的几何形状脸谱框架，突破传统陶艺的形

态局限，使得陶艺的平面表现有更多层次及动感。利用结

合陶艺及雕塑，创作者在雕刻细节的表现上进一步提升作

品艺术张力，呈现出一种传统及现代交织的美学。

作品的这种多元设计理念在整体布局中得到进一步体

现，陶艺材质感以及雕塑的空间感相结合，在设计中需

考虑到材料物理特性，同时还要注重作品所处环境的适应

性。作品的独特布局，使其跟环境无缝融合，增强视觉冲

击力，塑造出与周围环境和谐共生的景观效果。这一设计

思路将传统陶艺的历史厚重感及现代雕塑的创意表现融入

公共艺术环境中，借助空间、材质以及造型的多元设计，

使作品不单纯是艺术体现，更是文化精神的传递。运用多

元化设计理念，作品在形式上打破传统陶艺边界，将其融

入现代雕塑的空间表现，使陶艺不局限于单纯的装饰性艺

术，而是具有强烈视觉效果及文化内涵的公共艺术。艺术

作品不再是复刻静态文化，而是借助雕塑的现代构思，赋

予陶艺新的生命力及表达形式。融合这种跨领域，使得《

琼花魂》展现出粤剧文化的历史沉淀，也反映当代社会对

传统艺术的新理解及再创造。

2　陶艺创作的文化桥梁，连接历史传承与现代

陶艺创作作为文化艺术的一部分，具备承载历史文化

传承及现代审美脉动相结合的独特功能。陶艺不单纯是手

工艺的代表，更是文化传递的桥梁。它引用巧妙的艺术表

现及独特工艺技巧，将历史跟现代社会的内在联系深度连

接。传统陶艺技法运用捏制、拉坯、刻画等，所蕴含的文

化符号、故事及工艺背后思想，在当代陶艺创作中被赋予

全新生命。将这些历史文化元素融入现代设计，陶艺作品

将成为一个动态媒介，连接过去当下。文化记忆并非简单

地保留历史痕迹，而是在历史基础上不断重塑，使过去与

现代的交融成为可能。陶艺创作中，历史的文化符号不仅

没有被遗弃，反而借助现代设计理念及审美需求得到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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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

景德镇的环境陶艺作品《昌江之水》、《昂》和《升

腾》等，巧妙将传统陶瓷文化以及现代城市景观相结合，

展示陶艺在连接历史传承及现代脉动中的具体应用。创作

过程中，景德镇陶艺作品创新传统工艺，将其独特的美学

文化价值融入到公共艺术创作中。陶艺的传统技法依旧在

创作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设计师采用新的技术手段，运用

现代雕塑形式、模块化构建以及数字化设计，使陶艺不仅

具备历史感，还富有现代时尚感。《昌江之水》结合陶瓷

流动性及水的意象，运用流线型设计使作品既能传递历史

的厚重感，同时又能呈现现代艺术中对形式感的强调。

借助现代科技以及创新的设计理念，景德镇陶艺作品

突破传统陶瓷的造型限制，创造出更具空间感及互动感的

作品。《昂》作为景德镇的代表作之一，采用现代雕塑的

表现手法，将陶瓷的质感及空间抽象理念融合在一起。其

雕塑式形态不再拘泥于传统器具或图腾形式，而是表现出

更具象征性以及现代感设计，引用陶艺质地及雕塑造型充

分结合历史文化与当代艺术思想。每一件作品的创作过程

都需充分考虑景观整体性以及环境协调性，使其不单在视

觉上形成冲击，同时在功能上融入到现代城市的文化氛围

中，体现陶艺作为公共艺术媒介的多重功能。除此之外，

作品设计还借助地方文化特征，融入现代城市发展背景中

的元素。《升腾》这一作品运用陶瓷的立体形式及纹理变

化，呈现出飞翔、升腾的形态，象征着景德镇陶瓷文化传

承及发展精神。这种符号化的表达方式，既保留地方文化

根基，也使陶艺作品在现代环境中能够更好跟城市景观融

为一体，展现出独特文化韵味。

3　融合陶艺及公共设施，增强文化内涵及美学价值

应用陶艺在当代公共艺术中，能够延续历史文化传统，

同时融合公共设施，可以增强城市景观文化内涵及美学价

值。这一过程体现陶艺创作作为文化桥梁的独特功能，将

传统艺术形式及现代城市空间紧密结合，创作出具有深厚

文化底蕴的艺术作品。在此过程中，陶艺的物理材质、纹

理造型跟公共设施功能性空间相融合，形成一个满足视觉

艺术需求，同时充实空间精神内涵的艺术作品。互动陶艺

作品跟城市设施，不断增强城市文化多维性及美学价值，

使城市景观不局限于视觉上的设计，更多的是对历史文

脉、文化认同以及艺术创作的深层次融合，真正体现陶艺

归真、返于环境。

例如，《千年古风》这组戏剧服饰的浮雕作品作为陶

艺创作典范，借助陶艺材质选择应用，紧密结合传统戏剧

元素及现代城市景观。在创作过程中，戏剧服饰这一元素

是传统文化的象征，通过陶艺的浮雕方式，将这一文化符

号跟公共艺术空间中的设施相结合，能够增强该区域的文

化层次感。创作过程应充分考虑作品及周围环境互动，使

作品能够成为环境的一部分，同时能与观众产生深层次的

文化共鸣。选择陶艺材料及制作工艺也是创作中的关键部

分。陶艺采用其独特的纹理效果、温润的质感及变化多端

的造型，能够使公共设施不再只是单纯功能性存在，而是

成为一个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文化表达空间。因此，陶

艺创作每一步都应注重细节及环境契合，力求完美融合作

品及周围环境的文化气息及视觉氛围，增强空间美学价值

及文化深度。

陶艺作品安放及公共设施的融合是公共艺术的另一个关

键。陶艺作为装饰性艺术存在，同时需要与空间互动，参

与到公共环境的文化构建中去。在《千年古风》作品的展

示过程中，陶艺的浮雕借助与周围空间的关系展开对话，

使得观者不仅停留在对美学价值的感知，更能在潜移默化

中感受到文化传承力量。陶艺的空间布局跟景观规划密切

相关，每一组雕塑的定位都经过精心设计，以确保其能够

在视觉上与整体环境形成协调效果。使用浮雕的方式，将

戏剧服饰的图案运用陶艺表现出来，能够让作品在视觉上

形成层次感，同时也借助陶艺独有的纹理质感，使作品在

互动中具有触觉及视觉的双重美学体验。设计完成后，艺

术家还需不断调整作品在空间中的实际呈现效果，保证其

视觉及文化表达能够达到最佳融合效果使得作品在人们的

互动中具有触觉以及视觉的双重美学体验。

4　结语

陶艺作为当代公共艺术的一部分，承载沉淀历史文化及

创新现代艺术需求。在传承创新双重推动下，陶艺突破传

统局限，成为城市景观中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其质朴材

质跟现代设计理念契合，赋予公共空间独特文化韵味。今

后陶艺在公共艺术中的角色将更为关键，与现代雕塑、城

市景观有机融合，将为公共空间注入更多元、更具深度的

艺术表现。这种艺术形态的跨越，是时代文化内涵升华，

预示着陶艺在公共艺术领域的广阔前景及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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