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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壁画在室内环境空间中的应用研究 
张琳 

（景德镇学院陶瓷美术与设计艺术学院  江西景德镇  333400） 

摘要：陶瓷壁画在室内环境空间中的应用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并形成丰富的类型，主要功能有审美、健康、实用等，并受到
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而陶瓷壁画的特色主要是绿色环保、创新、手工等，并有着一套复杂的制作流程，在材料、平面与立体技法
等方面形成独特的工艺形式，艺术风格则主要有中式、现代、自然、卡通等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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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精

神需求开始不断增长，对自身所处环境空间的审美要求也持续提

升，从而对室内环境空间中的墙壁装饰提出了更高要求。墙壁装饰，

也叫壁饰，可以运用丰富多样的材料，其中采用陶瓷材料的陶瓷壁

饰是壁饰中的重要类型之一。陶瓷壁画属于陶瓷壁饰的一大类型，

有着悠久的历史源流，具有独特的工艺与艺术形式，近年来发展较

为快速，在我国室内环境空间中的应用日益普遍。对陶瓷壁画在室

内环境空间中的应用进行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了解陶瓷壁画

这一独特壁饰艺术形式，并推动其进一步发展。 

一、陶瓷壁画在室内环境空间中应用的历史发展与类型概
述 

（一）历史发展 

陶瓷壁画指的是以陶瓷为材料，以建筑墙壁为依托，运用各种

彩绘以及雕刻装饰工艺，创造出具有艺术美感的陶瓷画面。有侠义

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陶瓷壁画仅指彩绘，其严重地束缚了陶瓷壁画

的创新与变革；广义的陶瓷壁画指雕刻、色釉、彩绘等综合手段，

其使陶瓷壁画具有更广阔的外延与发展空间。本文取广义的陶瓷壁

画。陶瓷壁画既包括现代风格，也包括传统风格，同时还包含大量

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风格。陶瓷壁画既可以装饰于建筑外墙壁，也

可以装饰建筑内墙壁，还有的成为脱离建筑主体而成为独立的陶瓷

壁画墙艺术。本文重点探讨建筑内墙壁，也即室内环境室间中的陶

瓷壁画。 

陶瓷壁画在室内环境空间中的应用，在国内外的发展都经历了

一段漫长而悠久的过程。从国内的发展历程来看，由于早期的地表

建筑物早已不复存在，但在地下的墓室空间内却存在着大量的壁

画，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室内空间环境陶瓷壁画的前身。早在战

国时期，地下墓室空间中即大量地应用画像砖作为装饰，并盛行于

汉代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如图 1）。画像砖采用粘土烧制，并在上

面采用雕刻、彩绘等方式制作画面，不过附着于表面的彩绘早已消

失，因而今天所看到的只是雕刻画面。这些画像砖题材丰富，生动

地体现出了当时的社会发展面貌和民间信仰。从地表建筑来看，砖

雕是我国古代普遍采用的墙壁装饰，不仅用于室外，在室内空间中

也得到广泛应用，并在民间各地形成了各种风格流派，如徽派砖雕

即颇具特色[1]。这些地表建筑室内砖雕画面或精美、或拙朴，依据

主人的审美喜好及社会地位而确定。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古代室内

空间环境中的陶瓷壁画应用以砖体雕刻画面为主，品种较为单调。

在古代建筑中虽然广泛地采用了鲜艳华美的琉璃作为装饰，并出现

了非常精美的琉璃壁画，但主要用于建筑外壁中。 

 
图 1 汉代画像砖 

进入当代以后，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建设

和人们审美需求的增强，室内空间环境中的陶瓷壁画迅速兴起。改

革开放早期的室内陶瓷壁画，大都是通过拼贴的方式将陶瓷绘画移

植到墙体上，其创意性并不高。这种将陶瓷绘画艺术移植至室内墙

壁的做法流行于许多城市的公共室内环境空间当中，是一种平面化

的陶瓷壁画装饰形式（如图 2）。在平面化陶瓷壁画盛行的基础上，

陶瓷壁画不再局限于中规中矩的彩绘装饰，而朝着多样化发展。雕

刻类陶瓷壁画的应用变得日益普遍而广泛，既有较为平面化的刻

花、划花画面，也包括深浮雕、镂雕、堆塑、半圆雕等多种形式。

此外，还有不少高温颜色釉制作的陶瓷壁画，有的直接采取各种釉

色的马赛克进行贴饰画面。近些年来，充满现代感的现代陶瓷壁画

兴起，形式不拘一格、充满创意，这些现代陶瓷壁画既属于陶瓷壁

画类型，同时可以归类于现代陶艺墙的范畴之内，不仅采用各种彩

绘和雕塑手法，甚至许多直接采用陶瓷残片镶嵌，形成支离破碎的

画面，不拘一格，形式丰富，成为一种颇为流行的时尚室内陶瓷壁

画形式之一，例如在四川重庆地下娱乐场，装饰着题为《大江东去》、

《碧水青山》的两幅长卷瓷板壁画，每幅壁长 25 米，宽 2 米，是

目前我国最长的瓷板壁画。 

 
图 2 陶瓷壁画《森林之歌》 

从国外的发展历程来看，在欧洲以及中东地区，早在一千多年

前即已经开始采用陶瓷材料进行室内环境空间的画面装饰，陶瓷壁

画的历史与中国一样也非常悠久，主要用于欧洲的基督教堂和伊斯

兰国家的清真寺中，小型的马赛克陶砖与玻璃、石子、黄金等材料

混合运用，形成了绚丽华美的视觉效果[2]。不过，欧洲的传统室内

陶瓷壁画在文艺复兴开始之后即迅速衰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欧美国家室内现代陶瓷壁画兴起并迅速流行起来。欧美国家的室内

现代陶瓷壁画受到现代陶艺的强烈影响，创作手法不拘形式，具有

强烈的现代感。受欧美国家影响，日本室内现代陶瓷壁画虽稍晚，

但却迅速发展并后来居上，成为室内现代陶瓷壁画发展最为兴盛的

国家（如图 3）。近些年来我国兴起的室内现代陶瓷壁画即在很大

程度上是受到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影响下而兴起的，特别是日本

的影响较大，并与我国固有的民族文化相融合，从而促使我国陶瓷

壁画呈现出多元化格局并快速发展。 

（二）主要类型 

陶瓷壁画在室内环境空间中的应用类型丰富多样，大致地来

说，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陶瓷彩绘壁画。即以陶瓷墙面砖为载体，采用各种陶瓷彩料

进行陶瓷绘画装饰，烧成之后拼接、镶嵌于墙面上。家居空间中的

陶瓷彩绘壁画较小，但是公共空间中的陶瓷彩绘壁画则往往很大，

包括不少巨幅陶瓷壁画（如前图 2），具有强烈而直观的装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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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现代陶瓷壁画，涛池田清（日本） 

2.陶瓷色釉砖壁画。即采用各种色釉墙面砖进行墙面装饰，包

括马赛克（陶瓷锦砖）（如图 4）、陶质色釉砖、瓷质色釉砖等。

将色釉砖拼接、镶嵌于墙面上，利用色釉丰富而绚丽的色彩与肌理

来达到装饰效果。 

 
图 4 马赛克拼贴的陶瓷壁画背景墙 

3.陶瓷雕塑壁画。指的是采用各种陶瓷雕塑手法进行壁面装饰，

包括传统的砖雕画，也包括许多现代陶瓷雕塑壁画，手法主要有浮

雕、堆塑、镂雕、圆雕等，如前图 3 中即结合了雕塑手法。 

4.陶瓷残片壁画。系采用废弃的陶瓷残器和残片进行墙面装饰

的特殊陶瓷壁画类型（如图 5）。 

 
图 5 陶瓷残片拼接而成的陶瓷壁画 

二、陶瓷壁画在室内环境空间中应用的功能与影响因素 
（一）功能 

1.审美功能 

陶瓷壁画以陶瓷特有的材料质感与装饰美感，从审美的角度对

室内环境空间进行装饰，美化空间环境的审美功能是其最主要的功

能。陶瓷壁画是一种墙壁上的陶瓷艺术，公共室内空间的陶瓷壁画

基于公共空间的功能进行相应的环境美化，私人室内空间，则依据

于个人的审美喜好以及室内装修的风格进行环境美化，以彰显个人

的审美品位。 

2.健康功能 

陶瓷壁画对室内环境空间的美化，不仅可以使室内空间产生审

美性，同时也能使深处其间的人感受到身心的愉悦，特别是其中的

以自然山水和动植物为题材的陶瓷壁画，更使人如置身于大自然当

中，从而有利于身体的放松与心理的舒适。因而，有益身心健康也

是陶瓷壁画在室内环境空间中应用的重要功能之一。 

3.文化功能 

陶瓷壁画通过各种题材与主题的艺术表现形式，还能够传达丰

富的文化思想内涵，营造出浓郁的文化氛围，从而也使室内空间产

生了一种内在的文化精神与气息。因而，陶瓷壁画在室内空间环境

中的应用也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 

4.实用功能 

陶瓷壁画所采用的陶瓷材料，易于清洁、防腐，经久耐用，使

用多年仍然如新，公共室内空间中的陶瓷壁画还能够通过主题、文

字来将公共空间的功能加以指示、烘托、强化。与此同时，一些环

保型陶瓷材料制作的陶瓷壁画则通过无铅无毒材料来实现环保功

能，甚至有的新型陶瓷材料还具备自清洁和杀菌功能。 

（二）影响因素 

1.内在因素 

陶瓷壁画在室内空间环境中的应用主要受到室内空间环境的

影响。陶瓷壁画应用于室内空间环境当中，因而无论是工艺形式还

是艺术风格都必须契合于室内空间环境，受到室内空间环境的制

约，而不能将陶瓷壁画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陶瓷艺术作品。室内空

间环境包括比较大型的公共室内空间环境，如图书馆、车站、机场、

商场、博物馆等等，都具有其各自的功能和建筑特色，还包括小型

的私人室内空间环境，主要是家居空间环境，具有不同的家装风格，

并具有显著的生活化、个性化特点。陶瓷壁画在室内空间环境中的

应用显然受到各种不同的公共及私人室内空间环境因素的直接影

响。 

2.外在因素 

首先是市场因素，从目前来看，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

展，现代化建筑群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也使得室内陶瓷壁画的

市场需求不断增大，具有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其次是消费者因素，

室内陶瓷壁画的消费者主要包括各类公共机构和个人，不同的消费

群体有着显著不同的消费需求，这也就直接带来了室内陶瓷壁画形

式与风格的多样化；第三是人才队伍，陶瓷壁画在室内空间环境中

的应用需要与陶瓷艺术相关的专业人才，普通的室内装饰人才并不

具备此项技能，陶艺人才的多寡以及水平高低也对室内陶瓷壁画产

生了重要影响；最后是制作条件。和人才一样，陶瓷壁画的制作也

具有专业性特点，大多数城市缺乏制作条件，需要远赴产瓷区进行

定制并远途安装与维护，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陶瓷壁画的发

展。 

三、陶瓷壁画在室内环境空间中的应用原则与流程 
（一）应用原则 

1.环保原则 

室内空间相对比较封闭，如果采取不符合绿色环保要求的材料

制作陶瓷壁画，必然地会影响空气质量，进而对人体健康产生较大

伤害，因此，室内陶瓷壁画在制作中应当选取符合绿色环保要求的

陶瓷材料，无毒无害且没有重金属污染。此外，室内陶瓷壁画在制

作中避免采用尖锐造型，以防止对人体造成外伤。目前，国内已开

展大量陶瓷材料无毒化科研工作，已能适应室内陶瓷壁画环保化要

求。 

2.创新原则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审美需求也在不断增长，一成不

变的审美早已不适应人们的审美观念，而富有创新性的室内陶瓷壁

画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与喜爱，并有可能成为具有较大收藏价值的

艺术品。因此，室内陶瓷壁画设计制作者在应用中应当尽可能地采

取富有原创性的制作方法，打破传统的条条框框，及时地把握陶瓷

新技术、新材料的发展，积极地开拓创新。 

3.手工原则 

亦是陶瓷壁画在室内环境空间中的重要应用原则之一。室内陶

瓷壁画应当尽可能地采用手工性的方法进行制作，避免采用工业化

生产方式。手工制作中凝聚了更多的情感与精神气质于其中，因而

也就使得画面效果更为生动，同时也符合于创新性原则，并从中体

会精益求精的现代工匠精神。 

（二）应用流程 

一般来说，室内陶瓷壁画是无法直接在室内墙体上制作，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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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先在陶瓷壁画企业厂房或个人作坊、工作室中完成。制作者首

先依据室内空间环境特点及客户要求进行画面设计，确定画面风格

和工艺手法，然后根据设计方案通过成型、装饰等流程制作出半成

品，再入窑炉中进行烧制为成品，最后则是将成品运至室内空间现

场进行安装，即根据预定的位置，采用胶水、镶嵌等各种方法，将

成品依次固定于墙壁上。因而，室内陶瓷壁画的制作是一整套复杂

的制作流程。 

四、陶瓷壁画在室内环境空间中应用的工艺形式 
（一）工艺材料 

陶瓷壁画在室内环境空间中的应用离不开工艺材料，工艺材料

是应用的基础。从主次地位上分，陶瓷壁画在室内环境空间中应用

的工艺材料主要分为主体材料和辅助材料两部分。主体材料指的是

构成室内陶瓷壁画的各类陶瓷材料。陶瓷材料分为瓷质材料和陶质

材料两大类型，瓷质材料质地坚硬，由高温烧制，陶质材料则质地

相对较为粗糙，由低温烧制，二者都可以采用陶瓷釉作为表面装饰

材料。而除了陶瓷釉以外，还包括彩绘材料，也即各类釉上彩、釉

下彩以及釉中彩颜料。辅助材料则指的是陶瓷材料之外的具有辅助

性作用的材料，有金属、竹木、岩石、布料、涂料等等，发挥支撑、

塑形、填充等辅助性装饰作用。 

（二）平面工艺技法 

陶瓷壁画在室内环境空间中的应用同样也离不开工艺技法的

应用，其技法类型大致可以分为平面工艺技法和立体工艺技法两大

类型。室内陶瓷壁画的平面工艺技法中，彩绘装饰和颜色釉是最主

要的装饰技法[3]。彩绘技法按类型分主要可以分为釉上彩、釉下五

彩、青花、釉中彩技法等，其中釉上彩技法主要是新彩技法，还包

括粉彩、古彩等技法。近年来，室内陶瓷壁画中风行颜色釉装饰技

法，利用颜色釉色彩瑰丽和烧成中的流动性特点，形成抽象化的肌

理与形态。刻花、划花、浅浮雕等技法由于立体性并不强，通常也

可以视为平面性工艺技法。此外，平面拼贴、镶嵌也是室内陶瓷壁

画中常见的平面工艺技法，即将各种平面瓷砖、瓷片等拼接在一起

组成艺术形态。 

（三）立体工艺技法 

陶瓷壁画在室内环境空间中应用的立体工艺技法主要是高浮

雕、堆塑、镂雕等。立体工艺技法的应用使得室内环境空间中的陶

瓷壁画不再是呆板的传统平面形态，而是呈现出显著的立体感与层

次感。高浮雕技法形成的是具有立体感的画面；堆塑则通过堆叠的

方式形成具有立体感的画面造型；镂雕则是将陶瓷画面镂空形成立

体感的纹饰。以上所列举的各类立体工艺技法可以综合应用，从而

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具有立体感的陶瓷壁画艺术形态。 

五、陶瓷壁画在室内环境空间中应用的艺术风格 
陶瓷壁画在室内环境空间中应用的艺术风格丰富多样，不同的

艺术风格直接决定了陶瓷壁画的布局、题材、色彩、造型等艺术特

色。大致地来说，陶瓷壁画在室内环境空间中应用的艺术风格主要

有以下几大类型。 

（一）中式风格 

中式风格也即传统风格，指的是陶瓷壁画在室内环境空间中应

用时采取富有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特色的艺术风格。中国在漫长而悠

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灿烂的传统民族文化艺术，成为中式

风格室内陶瓷壁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创作源泉。如果细分

的话，中式风格室内陶瓷壁画又可以分为传统民间风格、传统文人

风格和传统宫廷风格三大类型。传统民间风格的室内陶瓷壁画在布

局上趋向于繁密，以吉祥题材为主体，造型富有装饰性特色，色彩

奔放而热烈（如图 6）；传统文人风格的室内陶瓷壁画则布局疏朗，

追求一种荒疏寂寥的文人意境。色彩幽淡、造型写意；传统宫廷风

格的室内陶瓷壁画则布局严谨，追求一种高贵典雅的气息，色彩华

美绚丽，造型工整端庄。这类风格适宜于中式装修风格的室内空间。 

 
图 6 黄鹤楼内的陶瓷壁画 

（二）现代风格 

陶瓷壁画在室内环境空间中应用的现代风格主要指的是富有

时尚流行气息的艺术风格。现代风格的室内陶瓷壁画主要受到西方

以及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艺术风格影响，并融合一定的民族风格而形

成的。现代风格的室内陶瓷壁画主要分为两大类型，一类借鉴与吸

收了西方传统艺术风格，采用西方写实性表现手法，色彩、造型等

均趋于写实，与西方传统写实油画和雕塑风格类同；一类则是借鉴

与吸收了西方现代以及后现代艺术风格，采用富有主观性的表现手

法，造型夸张变形，多采用几何形状、色彩张扬醒目，并与时尚元

素相融合（如图 7）。这类风格适宜于欧式装饰的风格。 

 
图 7《永恒的韵律》，刘玉安作 

（三）自然风格 

陶瓷壁画在室内环境空间中应用的自然风格指的是一种返朴

归真、崇尚自然天成的风格。自然风格的室内陶瓷壁画尽可能地减

少人为的干预，作品呈现出自然古朴的状态。自然风格的室内陶瓷

壁画往往不上陶瓷釉，而是呈现出粗糙的陶瓷材料颗粒和肌理，以

体现一种沧桑质朴、回归自然的境界。许多自然风格的室内陶瓷壁

画甚至不进行预先设计，随机性地进行创作，如图 8 的陶瓷壁画作

品采用花釉创作，形成自然天成的装饰效果。 

 
图 8《百花齐放》，侯一民、邓澍 

（四）卡通风格 

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及日本卡通文化的大规模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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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始兴起卡通文化热潮。如今，各类工艺美术中的卡通文化均

颇为风行，陶瓷艺术也不例外，因而在室内陶瓷壁画也出现了大量

卡通风格的作品（如图 9），契合于广大卡通文化爱好者的审美趣味。

卡通风格的室内陶瓷壁画取材于各类卡通形象，造型诙谐幽默、色

彩鲜艳夺目，充满童真童趣。 

 
图 9 卡通风格陶瓷壁画 

六、结语 
陶瓷壁画作为艺术的装饰形式已经迅速地走进现代人的生活，

它以其自身的属性特征和表现形式发挥着其他材料所不能替代的

作用[4]。从目前来看，陶瓷壁画的发展可谓方兴正艾，其工艺与艺

术表现仍在不断丰富之中，越来越多的陶艺工作者投身其中，为陶

瓷壁画艺术的发展不断地注入创作灵感和新鲜血液。总体而言，陶

瓷壁画在整个壁饰艺术中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大，并呈现出显著的多

元化发展趋势，而陶瓷领域中的科技发展与艺术潮流则不断地为其

发展提供新的推动力量，并与室内装饰潮流的发展紧密结合，从而

具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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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大学生的接收难度，同时老师的在乎和关心能够得到学生的赞赏

和信任，有助于教师更好地开展教育工作。然后可以利用新媒体平

台，建立属于自己的思政课堂，在这里学生不仅可以放心学习，还

能够随时随地进行交流，当学生存在思想问题又没有时间和地点的

优势时还能够进行思想教育，更加深入地了解学生的思想状态，提

高教学质量。 

（四）开设专业的思政工作服务场所和教育者 

学校可以开设专门的思政工作场地，培养专业的思政方面的人

才，可以通过海报或者视频或者专业人员的讲解从而达到对大学生

思政教育的目的，鼓励大学生积极开展思政教育工作，规定大学生

在指定的时间内进行学习，布置相应的任务，能够有助于教育者对

学生学习程度的了解，然后根据不同学生的需求进行相应的教育，

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既提高了效率又使得教育内容保质保量

地传递下去。还可以开展学生间的思想交流会，让同学们之间进行

思想的碰撞，学会发现别人身上好的思想，同时培养了善于发现和

差觉得能力。当自己面对思想困难是能够更好地开导自己走向正确

的方向，提升个人的思政水平。 

四、结束语 

新时代开展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它不

仅仅是教育大学生建立怎样的思想是正确的，是有利于自己发展

的，更有助于大学生完善自己的人生观、社会观和价值观。当大学

生不如真正的社会时还能够在社会的淤泥里保持自我不断前行，当

然，这份工作是艰难的，也需要教育工作者用心去教育。思政本就

是枯燥的知识，更是当代大学生接触少、了解浅的领域，对于思虑

不成熟的大学生来说进行思政教育的意义将会伴随他们一生。综上

所述，思政教育道阻且跻，但它的是顺应时代的必然选择，新媒体

时代已经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开展思政教育更是大学教育者的

重大使命，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为了实现目标努力前

行，作为以为师者将教育不断完善，让大学生建立正确的思想政治

将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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