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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陶艺中中国传统陶艺风格的融合 
杨婷昱 

（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333000） 

摘要：我国陶艺理念与技术的发展历程，有着我国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印记。现代的陶艺作品，在艺术风格与创作技法身上更

重视独特性，具有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而当代陶艺的文化根源则是我国的传统陶艺文化，其技法与风格，是当今陶艺风格与技

法形成的基础。因此本文将针对两者的融合展开探讨，望给予相关的创作与研究工作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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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陶瓷艺术发展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并且已经在当前取得

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之下，传统陶艺的风格与

技法特点愈发被忽视，传统陶艺是现代陶艺的根基，但是随着西方

文化的渗透，我国传统陶艺的技法与风格优势都失去了关注，优势

也得不到充分体现。在文化认同感广泛缺失的当今时代，我国的陶

艺必须要重新考量传统陶艺的价值与影响，并且思考如何实现传统

陶艺与现代陶艺相融合的协同发展。 

一、传统陶艺的渊源与艺术风格 

传统陶瓷艺术有着八千年的发展历史，贯穿社会建设的每个阶

段。最早的陶艺发展历史，可追溯到石器时代，甚至更早。石器时

代是人类最早开始利用陶土去制作生活、生产所需器具的阶段。自

西周时期开始，创作者开始将几何纹样、兽面纹与弦纹等纹样作为

装饰，推动了陶瓷艺术风格、艺术技法与审美的形成。此后的汉代

的创作者，使用褐色、绿色、黄色等不同色彩的低温釉料以及彩绘

技法，赋予了陶艺作品更加丰富的色彩，意味着陶瓷艺术正式走向

彩色时代。作为人类文化发展的见证，有着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与

传承价值。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亦或是唐宋时期后的名窑制瓷技

术，都是陶艺不断发展进步的证明。特别是在明清时期，我国的陶

瓷制造工艺发展已经进入了空前繁荣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越来

越多优秀的创作者横空出世，陶制品制作的工艺更加精湛、工序愈

发繁杂、分工愈发精细。例如明代的陶艺创作过程中，创作者开始

使用釉上彩与釉下彩等技法，也会将两种技法相结合，进而打造更

具古典美感的釉彩效果，制造出色彩缤纷的斗彩瓷。而清朝的彩釉，

则相对更加艳丽华美，更加精致。我国的传统陶艺作品创作，不仅

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的生活实用需求，同时也是为了体现陶瓷的美

感。分析不同时期的陶艺作品，可以发现我国传统陶艺作品，主要

的形态多为碗、瓶、罐等，包含造型、装饰作用，同样也是生活用

品。在外观上，多使用纹片釉、三彩釉、釉上彩等多种技法进行修

饰，釉色与质地的表现，充分体现出了我国陶艺创作者对于陶艺美

感的深刻理解。 

二、现代陶艺的产生及艺术特点 

我国的现代陶艺作品，相对以往的传统陶艺作品来说更加关注

艺术鉴赏功能，创作者对于陶艺作品的理解更加倾向于单纯的艺术

品。回顾西方的现代美术史，可以发现，自十九世纪末开始，越来

越多在艺术领域有着高深造诣的艺术家，如米罗、毕加索、高更等

等，都开始了陶艺创作，这赋予了陶艺更加浓厚的艺术气息。这为

陶艺向着纯艺术方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开创了现代陶艺发展的新

局面。西方的创作者，逐渐摒弃了陶艺创作的实用目标，这种创作

理念，随着西方文化的渗透，也影响了我国陶艺创作者的创作意识。

我国的陶艺文化发展走上新的台阶，是在 2000 年,这一年，我国成

立了中国美术家协会陶瓷艺术委员会，这充分说明我国艺术领域对

于陶瓷艺术研究与发展的重视，也意味着我国艺术领域对于陶艺文

化的研究将会更加深入、更加广泛，未来将在传承传统陶艺精神的

同时，走向创新之路。无论是以往的传统陶艺创作理念，亦或是注

重艺术价值的现代陶艺创作理念，都已经不再是代表性的理念，当

今的陶艺创作更加推崇自由的创作思想、个性化的创作灵感，即是

说在形态、纹样、釉色等各个方面独一无二且具有艺术美感的陶艺

作品，才能够得到广泛的关注与认可[1]。 

三、传统陶艺与现代陶艺的创作理念差距 

（一）陶瓷材质 

陶艺创作过程中，所使用的的材质往往是多种多样的，用料的

粗细、色泽等会直接影响最终的成品效果。我国古代的陶艺创作，

目的是满足最基本的原始生活与生产需求，这也正是传统陶艺最典

型的特征。传统陶艺的创作题材离不开器物，所以选择材质时，也

会更重视材质的刚度、韧度、耐久等最基本的实用特质。而随着社

会的不断发展，大众的基本生存需求得到了满足，陶艺创作的理念

也摆脱了原有的框架，被赋予了情感、精神与审美价值，创作者在

选择材质时，也更加重视最终的视觉效果。 

（二）创作形式 

如以上所述，早期的传统陶艺创作，多是为制造生活所需的器

具，虽然也需要具备装饰功能，但更多需要考量实用性、规则性，

因此创作的技法也更为单调，但却也更加精细、规范。而现代的创

作理念下，创作者则更乐于打破框架，制造更多不同形态、不同风

格的陶艺作品，这些陶艺作品也许并不能作为器具去使用，但是其

样式、色彩、纹样、图案更加丰富，审美价值更值得关注。 

（三）个性审美 

我国早期的陶艺作品，其华美程度、精细程度都是举世闻名的。

在长久的陶艺创作探索过程中， 我国的艺术家早已形成了自身对

于陶艺创作审美的认知，并且始终坚守着自身所理解的价值观，将

自身在那一时期的艺术理解融入到自身的作品当中，这是基于当时

社会环境所形成的风格，是一种基于大环境所产生并传承下来的风

格，是有迹可循的。而现代的陶艺风格则主张千人千面，创作者更

加重视个人精神与情感在创作过程中的融入。这就使得当今的陶艺

作品有了更强的视觉与思想冲击力，在题材、形态、用色上，也更

加新奇。当今的创作者，对于陶艺的理解摆脱了原本的风格框架，

融合了现代的创新精神，但是也淡化了传统陶艺文化的美感，弱化

了传统陶艺风格的艺术价值。虽然个性化是当今陶艺创作理念发展

的必然趋势，但是我国陶艺文化经过千百年发展所形成的风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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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依然有着重要的传承价值，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四、现代陶艺与传统陶艺的结合 

（一）釉的艺术表达方面的结合 

陶艺所使用的的釉，早在商代便已发现使用。但是因早期的釉

料成分与后期的釉料不同，属于钙釉，釉层薄，没有丰富的釉色，

所以釉色的肌理效果、装饰色彩运用则是在唐代之后。进入汉代，

低温铅釉陶的出现，赋予了釉色金属质感。在这一时期，创作者多

使用褐釉与绿釉，绿釉使用铜氧呈色的方式制作，褐釉使用铁氧成

色的方式制作，此外还有了紫色、黑色、蓝色等釉色。釉色更加艳

丽、丰富，釉面的细腻与光亮度也更高。创作者在施釉的过程中，

会采用叠置、并列等不同的方法，让不同的颜色釉相互融合，产生

自然的浸染效果，形成斑驳灿烂的色纹。随着草木灰及其他含铅硅

酸盐物质投入使用，成分的变化使得釉层逐渐趋厚，创作时加入更

多绚丽多变的肌理、釉色，营造更加生动的意境也成为了可能。进

入宋代，珍珠釉的产生，解决了釉层过于稀薄的问题，厚釉层受到

温度变化的影响，冷却过程中会出现釉裂情况，但是匠人总是独具

匠心的，这一时期的优秀创作者们，利用釉裂的原理制作出了更富

肌理感的冰裂纹，至今依然受到大众的喜爱。此外，宋代出现了基

于铁制黑釉所制作的油滴釉，这种釉的特点是在纯黑的釉面身上布

满了铁制晶体的小圆点，这会使釉的肌理感更强。现代的陶艺制作

过程中，创作者在釉料与技艺上有更多变化，很大程度是基于以往

的釉色以及釉料特点进行针对性选择。首先是针对不同釉色的合理

搭配，是丰富釉色层次的有效技巧。例如透明釉与其他颜色的搭配，

或是部分保留釉的本色，都能打造出不同的视觉效果。宋代时便已

经有使用剔花法制造色彩差异的方法，这种方式主要是指首先使用

一层白色化妆土，并在外层挂上黑釉，刻剔时，则能够根据外层的

花纹设计进行刻划，露出底层白色，丰富作品的色彩与纹路层次。

其次是立体素材与纹样的衬托。例如吉州窑的木叶纹，便是使用了

天然树叶，提取树叶的自然纹样去形成的，是独特的纹样技法。木

叶纹所使用的树叶首先需要借助特殊工艺进行处理，让树叶在形状

不破坏的前提下印在陶器表层。剪纸贴花技法亦是同样的原理，是

将剪纸贴在黑釉面上，加喷黄釉，突出剪纸色彩，并以黑釉面作为

衬托[2]。 

（二）泥质材料艺术表达方面的结合 

在陶瓷作品创作过程中，泥是最为基础的材料之一。陶瓷作品

本质上便是泥、釉与火的产物，而泥与釉，则决定了陶瓷作品最基

本的物理属性，决定着作品的整体质感。早在唐代，纹胎瓷便已经

在我国出现，这种材料，是白泥与褐泥相绞所形成的。泥片会随着

相绞的过程变薄。在创作过程中，如何把线条的握粗，是重要的技

术要点，也是创作者的构思方向，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薄厚，营造

出的效果也各不相同。现代陶艺技法的多元化发展，使得创作者在

泥料的选择上有了更大空间。紫砂、匣钵土、大缸泥等等，不同的

泥料，赋予了陶艺作品不同的质感，泥料的软硬、薄厚程度不同，

会使最终的成品呈现出不同的美感，而且通过不同泥料的混合使

用，也能够让不同泥料的优势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例如可以混合

紫砂与匣钵土、陶泥与匣钵泥，通过干湿、粗细、软硬的混合，能

够让作品的质感特色更加明显，立意也能够得到更加深刻的体现。 

（三）造型特征上的结合 

造型是陶艺创作至关重要的一步，我国的传统陶艺作品，在造

型上追求同时兼具功能性与美观性，更加倾向于美观的器皿，其形

态包括但不限于花瓶、酒瓶、罐子、碗等等。且为了实现生活中部

分实用功能，会附加提手、壶嘴、盖子等等。现代陶艺理念中，虽

然也将传统陶艺的基本形态包含在内，但是也包含西方陶艺创作的

部分理念，使得传统陶艺的艺术属性得到了丰富与延伸。在当今的

自由化创作理念下，创作者可以吸纳中西方陶艺创作的经验，提取

自身创作过程中可利用的理念以及素材等等，这会让陶艺作品形

态、色彩、质感的组合更加丰富。例如创作者可以利用传统陶艺制

作过程中的拉胚、手捏、翻模等技法，结合西方的雕塑技法、彩绘

技法等，在题材、材质、色彩等方面制造更多变化与融合，大胆创

新，利用不同元素之间的和谐或冲击，自然能够得到独一无二的理

想作品。 

（四）陶瓷颜料方面的结合 

陶瓷颜料，顾名思义，是陶艺创作中用于上色的原料，细分包

括色釉、结晶色釉、色化妆土等。颜料赋予陶瓷以灵魂，让瓷器的

纹样与图案更加生动，在明清时代便已经开始在陶艺创作过程中得

到实际应用。而且在陶艺创作过程中，因颜料的用料不同，其实际

的使用也会制造不同的肌理效果。一般大致可分为釉上彩、釉中彩、

釉下彩。景德镇的青花釉里红，因具有国画与书法的诗意雅致特点，

所以是代表性的釉下彩料，使用这种釉彩，能够赋予作品浓厚的古

韵以及山水画氛围。釉上彩的色彩相对更加丰富且浓厚，其所表达

的风格也是更加倾向于现代化，一般在日常使用的陶瓷制品上使

用。我国的釉彩体系是经过漫长的探索形成的，而且随着对国内外

创作经验的不断总结，对于国内外陶艺创作风格的不断你探索，釉

彩的用料、色谱范围也在不断扩展，以便给予当今的不同风格创作

者以更多用彩选择。在实际上色过程中，创作者可以使用不同的用

色理念与表现手法去凸显个人风格，色彩的薄厚、色彩之间的衔接

是渐变亦或是撞色，都会让作品的风格产生变化。当今的创作者应

当勇于实践，才能够发现怎样的上色能够得到自己认为最理想的效

果，找到最符合自己的用色风格。而且为了体现出色彩的变化，也

要懂得利用外部环境，营造色彩的更多变化。例如金属成分的釉彩，

能够让陶器在不同光源下产生丰富的色彩变化，亦或是在遇水时产

生美妙的变色效果。例如变色的建盏，其釉面便是在与茶水发生反

应之后产生色泽变化的[3]。 

结语： 

我国传统陶艺的风格、技法为当今的现代陶艺体系建设与发展

打下了夯实的基础，其传承与发展意义重大。为了抵抗西方文化的

冲击，推动我国传统陶艺文化的传承，以及与当今现代陶艺文化的

相互融合，上文探讨了两者的基本概念、各方面的认知差异，同时

提出了融合的对策，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创作者对这一课题提起重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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