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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陶瓷设计的发展不同于早期的生活需求方面，随

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审美观念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生

的变化。目前，出于社会需求的展现，使得陶瓷设计应从人们

生活方式的角度出发去创作。这种设计理念可以使得陶瓷作品受

到广泛好评，使得我国陶瓷悠久的历史文化得到有效传播。本

文主要针对生活方式与陶瓷设计之间的联系、古代陶瓷设计基于

生活方式的发展及生活方式与陶瓷设计的结合发展等问题进行阐

述分析。

1  生活方式与陶瓷设计之间的联系

生活方式在传统意义上来讲就是个人及其家庭的日常生活的

活动方式，包括衣、食、住、行以及闲暇时间和利用等。但

是从社会角度出发就是人们一切生活活动的典型方式和特征总

和。其中包括劳动生活、消费生活和精神生活（如政治生活、

文化生活、宗教生活）等活动方式。不用的个人。群体或全体社

会成员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和价值观念指导下所形成的满足自

身生活需要的全部活动形势与行为特征的体系。不管是传统意义

上的生活方式还是社会意义上的生活方式所指的对象都是人类，

而陶瓷设计的服务对象也是人类，这是陶瓷设计与生活方式之间

最大的共通之处。众所周知，景德镇陶瓷是我国历史以来著名的

传统文化，而陶瓷的设计最大的特色就是不同民族种族之间的设

计文化都有着的较大的不同，而人类同样也是各区域民族之间存

在较大差异。而陶瓷设计就是依靠人类社会生活所反映的不同文

化成果进行设计，同时将具有地域并且具有代表性的事物设计到

陶瓷中并展现出来，因此使得陶瓷古今中外源远流长的发展。

2  古代陶瓷设计基于生活方式的发展

我国瓷器的发展史历史从最原始的青瓷至各式瓷器的发展已

经经历了数千年的岁月洗礼。我国古代匠人运用智慧创造出了精

美无比的瓷器，并各具时代发展的特征。原始陶瓷的设计其最主

要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基本的生活而产生的，原始陶瓷基本形状

都是瓶、罐、碗之类的陶瓷制品。古代陶瓷的设计生产基本是以

生活日用陶瓷为主。在秦汉时期，“秦砖汉瓦”更成为制陶艺术的

佳话，我们可以通过秦始皇兵马俑看出来当时社会的雄伟和壮大，

隋唐时期的三彩也是陶器中的瑰宝。而从商周到汉唐时期的陶器

造型来看，其主要是对人类生活的纪录，主要将人的生活方式与

生活习惯刻画在陶器上充当造型的主体，是人类生活千姿百态的

反映，也是人类自然和人类自身认知与生活方式的深入，体现出

汉唐文化的人文精神。例如古代瓷壶的建造就是由于古代人们基

本生活而建造，并用于人类生活中。其次就是多数古代陶瓷都带

耳，其主要功能就是为了便于生活中的拿取，都是因早期生活方

式为基础进行设计。在古代的建筑中，屋瓦、砖块的建造都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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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瓷器所筑，也是人们最重要的生活需要之一。

3  生活方式与现代陶瓷设计的结合发展

陶瓷器皿的产生就是基于人类生活需求所产生的，并因不同

时代区域民族的文化特征与生活习惯不同产生变化，因此陶瓷的

设计与人类生活密不可分。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习

惯与生活方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着变化，使得陶瓷设计也随时

代发展不断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包括衣食住行，在人类的一

方面，例如衣服袖口、衣扣等都是陶瓷制品的设计；在人类食

方面，在我们生活的餐桌上食物的容器都是陶器所制，并且随

着人们审美的改变，我们餐桌上的陶瓷制品更是多种多样，不

只局限于生活需求方面而进行设计，对实用性和美观并存而打造

出的艺术作品；在人类住方面，在人类所生活的住宅里，地上

铺的瓷砖就是最基本的陶瓷，也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建材之一，

能够将住宅呈现出多彩的装饰；在人类行方面，例如现代化人

行道路上的铺砖，在夜间陶瓷的能够清楚的反射其灯光，让过往

行人更容易辨认道路。

4  结语

综上所述，陶瓷制品的产生就是基于人类生活需要的基础上

进行设计，而陶瓷的设计者也是人。因此，在对陶瓷进行设计时

就会根据人类的生活方式进行设计，要符合现代化社会人类的审

美观念和实用性。同时现代化陶瓷设计更是代表了现阶段的时代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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