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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探究陶瓷捏塑艺术的表现手法 
◆曾来妹 

（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瓷话阁陶瓷研究所） 

 
摘要：陶瓷捏塑具有的悠久历史， 常见于陶瓷雕塑、器皿等物体当中。

考古发现 早的陶瓷捏塑作品出现于原始社会的彩陶时期，至此这一技

艺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喜爱，并且随着流传下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升，

非常多的独特陶瓷器皿配件制品被制作出来，到达千家万户手中。陶瓷

捏塑和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也成为表现不同时期人民审美和

生活的重要物品。因此本文进行探究陶瓷捏塑艺术的表现手法，了解构

成陶瓷捏塑艺术的元素，促进陶瓷捏塑艺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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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捏塑主要是采用泥土作为原料，手工一次性捏制成型的
雕塑工艺品。其泥土有着较高的要求，需要泥土具备较好的黏性，
而且需要具备一定的韧性，才能使人们在进行造型的时候，可以
减少刻画的痕迹，提高作品的自然性。另外在进行陶瓷捏塑的时
候，需要融入自身的想法，才能创造出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 

一、在陶瓷捏塑中的“泥性” 
“泥性”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泥的客观属性，

也就指的是陶土本身具有的自然特点；其二是创造者和泥之间的
和谐程度，也就指的是陶土在进行揉捏制作出了作品可以充分表
现出个人的特点。在使“泥性”和人性进行融合的情况下，也就
使得陶塑有着独具一格的艺术属性。“泥”可以帮助创作者将自
身的想法制作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创作艺术作品，而对“泥性”的
把握也需要创作者采用心灵去体会，才能使陶塑创作得以顺利完
成。 

陶塑的“泥性”具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具有自然的物质性，
其充分展示了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因此如何释放“泥性”成为进
行陶瓷捏塑的前提[1]。在悠久陶瓷发展历史当中，陶瓷捏塑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喜爱，然后随之不断繁荣起来，形成了具有本色的
艺术形式，其不拘泥于进行细致雕琢形状，也没有过多保持外形
的相似性，而是合理运用泥土本身的特点，使用 接近自然的方
式充分凸显出特原型的美感，使作品可以具有更深的内涵。从这
种角度来说，“泥性”的释放是创作者身体当中一部分，也是手
的一种操作经验，使得“泥性”当中可以融入“人性”。创作者
在作品当中充分体现“泥性”，可以有效展示出对自然的喜爱，
也可以体现出对意象美学的一种渴望，也可以展示出创作者对造
型精神的准确掌握，因此具备“泥性”的捏塑对展示人们所偏爱
的自然性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在陶瓷捏塑中的肌理 
肌理 初指的是物体表面的纹路，不同的纹路会给人们带来

不同的感觉。而且肌理常常需要人们进行触摸，才能得出具体的
感受。在进行陶瓷艺术创作的时候，肌理属于陶瓷成品重要的元
素之一[2]。肌理为陶瓷艺术当中的重要部分，可以有效表现出创
作者的情感，也可以展示出创作者自身的的审美，因此其是深受
创作者关注的部分。 

肌理在陶瓷捏塑造型当中是不可或缺的，其可以成为表现创
作者的艺术语言，充分展示出创作者的思想和感情。肌理可以将
作品的主要想法展露出来，在进行陶瓷创作的时候，需要事先确
定自身的主要想法，即希望通过作品向他人传递怎样的信息。想
法会直接影响到创作者的捏塑的方法，而肌理作为作品当中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其可以使主题更加清晰，帮助观众进行理解创作
者希望传递的想法。肌理能够将作品的特点充分展示出来，其经
过采用不同的捏制手法，可以出现纹路特征，让观众在欣赏过程
中有不同的感悟。在另一方面，肌理能够通过在作品上的展示，
可以提高其触感和内涵。雕塑艺术和其他艺术作品的不同点在于
可以可以近距离触碰，过多的光滑会使作品比较单调，而具有凹
凸感的肌理能够让观众经过指尖的触碰，得到不同的感受。而且
也经过触碰陶瓷，了解到创作者的独具匠心，甚至会产生共鸣，
传递出作品真实独特的主题。 

三、在陶瓷捏塑中的造型 

造型属于 直接展示作品形态的方式，也是观众 直观看到
的表现形式。其不仅包含着外部的形态，也可以指内部的精神，
好的作品应该结合外部形态和内在精神，使作品充分凸显出自身
的特别之处[3]。陶瓷捏塑的造型通过人工的操作，虽然会带上个
人的情感和技巧，但是也具有一种接近自然的韵味，充分展示着
物体的多种形态。在进行陶瓷捏塑造型的时候，需要将自身的想
法融入到作品当中，不但需要优美独特的外形，还需要具备深刻
的内涵。只有达到内外部的统一，才能使作品在外形美的同时，
兼具内在美。这是展示创作者的艺术修养的重要手段，也充分展
示出自身傅予作品的情感。 

捏塑在操作上讲究的是随心性，无论是在表现方式，还是在
材料的选择上，均可以使作品展露出创作者的情感和想法。要实
现这种要求，创作者需要在捏塑的时候真实地表现自己的想法，
然后使用 直接、 明显的线条和形体，把想法诠释出来，再加
入一些细致的细节，可以使作品有自己的神采和寓意。捏塑 注
重的就是倾注自己的感情，跟随着感情进行创作。在这一过程中，
创作者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意自由进行创作，使自身的想法可以从
作品当中体现出来，实现创作者感情的宣泄。 

总的来说，中国的传统造型艺术对内在美非常重视，也追求
的是将美学中的意境展示到作品当中。因此在进行陶瓷捏塑的时
候，常常是跟随内心，将感情投注于指尖，创作出一个又一个独
具匠心的作品。同时古代非常讲究“天人合一”，因此在捏塑的
过程中，选择 朴素的泥土、直接清晰的肌理， 自然的形态，
使作品可以按照创作者的心意形成 自然的形态，为观众呈现
真实和独特的作品。 

参考文献： 
[1]传统陶瓷捏塑艺术的分类研究[J].马璐瑶，黄成铭.艺术

科技.2016，10(11)：152-153. 
[2]传统陶瓷捏塑的审美特征探究[J].陈为坦.艺术科

技.2015，4(10)：74-76. 
[3]古彩瓷审美特征研究[J].郑君洁.中国陶瓷.2015，8(15）：

44. 
 
作者简介：曾来妹，女，出生 1970 年 12 月，籍贯：中国

福建泉州德化，单位：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瓷话阁陶瓷研究所，
职称：工艺美术师，学历：中专，研究方向：陶瓷手工瓷花捏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