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我国＆济建畦的飞速发展．国内

对陶瓷艺术％的*趣与需求增大。作斯艺

术产业i要组成部”的陶瓷艺术P业如

何枉新的B势T为社会创造￡多的女化岂

术蚪亩和商,Ik_ElI桶生产井提供更多更好

的县有文他内黼的商*Ⅻ帷嚣，E成为当

牛面临的重要课题。众多jf创北地成古窑

址的研究资料觅#印证r国内外陶瓷艺术

的共卡与扎容。既然闽北陶瓷艺术在世界

陶岂史上地位如此攀罡轻重，时闽托{地

陶瓷特色的”发利用的墚^研究则越发盛

抖萤要．怛日前远方面的乐缱操^蝌究尚

丰看到。m F仪就个^所掌掘的刚北逮窑

陶瓷的艺术形式，对蜷窑陶瓷I艺的产业

文化特征作些文化产北E的思考。

*经儿千年文明史的闽北．留F太多的

盘化遗存．尤其是已经盘掘的18处古窑址。

最冉代表性的如建阳术吉镇的建窑延平地

垃的茶阳窑武夷山的遇林亭窑址，造些古

窑址出±大量的各有特色的陶瓷器。建窑“

夸★福建省建阳为代表，窑址在建阳束吉

镇．建窑以建阳市水吉镇的古瓷窑和遇林亭

窑为黑建窑i的蛆妹窑．“产黑瓷而著称。

建窑原是江南地区的R窑．北朱晚期由下

。斗荣’的特殊需要，娆制丁寺供宫廷用的黑

盏，邬”荼盏庇部刻印柯。供钾’或。进”牛

样。这种瓷§在R奉被称为X目釉。日奉和

韩国的荣遵部非常重视此物。苒釉面有明显

的垂成和窑变现象．有。免毫。、“油滴”和

“曙变’Ⅱ。鸥船斑”等有名的品种。建窑黑

瓷H建阳建窑烧制“鬼毫盏。最为著名。早

在宋代，建盏就社■』为上等贡品，往f1本被

称为。免毫X日。，作为国宅收藏。日前目本

所藏的几种闻名世界国言缎的“曜变”天目

盖，就是建窑的产品。

陶瓷作为一种物质文化．其世刷价值往

f#受到审美观念的影响，而审美竹俯T批取

决千各种史化心月凼祟的影响，还往往表现

出强烈的民族卫化与宗教空化．比如宵^认

为陶瓷的漂亮外规Ⅵ“螗种，f§脆的声音日

“逋砷。陶瓷祝赶艺术的形式，一般来说是

色彩．遗q和垃饰的=者啦音。陶瓷艺术也

Ⅲ是山釉也造型}u纹饰2要素构成的。

建窑陶瓷中无论是厚釉装饰方珐．适是

薄釉装饰方沾．都极力追求釉色的自然美。

而选种自然篓的Ⅸ碰，则z体现在制釉r岂

技术5艺术审美＆艺术表现的完美结鲁上。

军肘曙釉装饰浩f性使釉mfH^，而日也

使釉色柔和台蔷。建窑尚瓷釉色追求n然^

成的羹，进受益十恃统芰学思总。中吲传统

甍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崇尚天然真尝．鄙

薄雕球伪饰．把自然朴素之姜怍蜥4想上美

的典范。这种非^T打e捕绘冉或划目Ⅲ的

妇果．美枉自然*成。S瓷奉《鞋足以EA

如漆舳轴邑而闻名，黑色培人种擦十4洲

的宁静和严肃的巷世．一直是人们喜*的颜

色。免毫油滴鹤鸪斑等垃n效果的形成，

是釉的澶柏分离析品造成的。免毫垃的纹

W具有帙序甚+颇舟规矩，盘看L』：似乎是

整齐剞的．k们也币套联想到免毫。怛免

毫鼓住规矩序列统之中，却冉若种

形状色嘲上的随意变化，符合J口式美巾变

化的统。电毫纹a的产』!{三是。X^台一1的

杰作．它有人为的因素．但Z不露任¨^r

痕进，表现出。自然天成1的趣味。十国打

典艺术4想一贯豢尚质朴无华，把平强自然

看做艺术的犀高境界。窑变就是n样成功的

艺术品、虽然有^[的田素在内，世看L击

却宛如天然．傩班r中周^。x人合1的

审美观念。

陶瓷艺术f投要为社会创造视觉财甯，

同时也B然要时址含史化进行视世化的思

考。只有Ⅸ样艺术_能真正地摩现自己的

功能．陶瓷岂术也不例外．下面对闽北建窑

陶瓷I艺的产业空他特^E＆其文化PⅡ发展

傲些w索。

陶瓷在我目闽北有将悠九的∞电．在运

步的演进中．币断地丰富T自身，自是民族

心灵的物志化和结晶体，有着绦厚的立化内

诵．U巾国传统文化为燎．其有维球的艺术

蛙力和％烈的燎肇力．从而W成T自身文

化。很多^把立化资源看成是目戒一地∞

文明奉身，文化产业虽然“文明奉身的∞电

榜淀作为《础但文化产-№的对象却是现实

的人们的消费4性和文化思维。也就是张，

井l：是黄之以文化的命￡就Ⅲ儿文化Pn

立／孙迎春

化。撮客^一谈瞳。戈化”．就说4个是我们

的＆懈．那十足我们的传说+这个是粒们特

色∞】’岂+那十是我们九远的，，物．这些东

撙酆是文化戒蕴№立ft的，怛井不M得就昆

Z化P业的。因此文化资源的根本所在迁是

观实的^娄需要，耶些能哆请E需求的才昆

产业化的，那些能够创造文化消费需求的^

是最好的女化产业。我们应法具备立化资源

潆虚歼发的理盎。所谓深度珲垒就是殳化t

Ⅲ化产“是再乜禽R旌特色史他月念理

总挺武和思想气Ⅲ等蹀*改的文化内窖。史

他产业藻度资糖jF发提醒我们的小但仪屉要

擘会如¨使懈现成资源，更需要对现有资源

进行创造性的反省重组、再造。余进宝垃

袁在《陶瓷艺术》k的文毫“陶瓷文化特征

＆来日方陶瓷立他的融矿：)十指m陶瓷上

化具有一定的地城特征和民旌特征．瞬盹墟

和地Ⅷ地貌々自然气候f同，各地陶士成"

性质特m各异，番地八的审美习惯也不尽相

目，导致陶瓷作“各具特色。相对陶瓷立化

的地域特征而言，陶瓷文化的民族性转征更

加请晰。

陶瓷I艺史他产qk是“文他。与“产““

的结合．其精冲文化性的车质特征和满足^

们精神t糯要的特征是苒他产业尤“r比扭
的。物质文明的进步，井*意味着精}十文明

的同步发展。^们从物质史明向精神文明的

升毕，也依靠文化P业的连接推动；精件文

明是物质文明的成果展现。陶瓷T艺为社会

提供精神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为目民*济发

展创造物质财富t其目的是在不断满足^娃

群众日箍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目时．套面

提丹人的生活质量，促进垒社会文明程度的

整体提高。

陶瓷艺术品＆营业主要包括陶瓷艺术“

的生产制怍流通和履览等环节。根据这

些步骤．陶瓷艺术品行业巾耍存在年少两种

产品形卷：陶瓷艺术品的生产制作环节的

产品，陶瓷艺术品展览行业的产品。最n现

阶骚在陶瓷艺术品的生产制作选环节

上．士要连停留柱陶瓷艺术家的个^创作阶

殷，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市场化的导向连

币^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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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巾目№瓷艺术产n现状．程们应佐

加大山鹰，推进闽北建窑陶瓷艺术产业的市

场化进程。首先．廊竣村矗Ⅲ确的建窑陶瓷

艺术产业现．卧嚼好建窑陶瓷艺术产业和

闽托社台事业的关系，把握建窑陶瓷艺束

业的社会事业和市场化定位。应哳渭好运

行机制市场化规模化与陶瓷艺术产品精

神形志的创氇性耜个性化劬戋系。要树立

坚定的产业发展的基丰原则。美国拨展伦

g学者丹尼新古莱特指出：“发展的目标

应当包括，建立适应奉地资缗的文化设施

n表选方式．车地区的完整性咀Ⅱ符台自

地习惯的生括方式。。也就是说，产品不但

仅是一种物月的消费目+同时也足‘种史他

的承载物，如果产品发*没有文化的内在

逻辑相伴随．这种P品日能畅鞘垒球，但最

终叵过来会伤害是族主化自身，导致民旌

空化资矩丧失，民族文化自我意识淡化，民

族文化生活内容披遗忘。因此，建窑陶瓷空

购*动机相傲．连到消费者满意的敛果。

萁敬．要建立陶瓷艺术女化市场营稍机

制，这是目前比较薄弱但大有潜力的一个方

面。精神史化产品要通过0共艺术堞升束产

阜越庵．众昕周知．旌游纪念品是连接雕蝣

景点和旅游消费者的纽带同时节庚z是当

夸旅蝣业的重要组成部舟。比如最夷山的朱

千史化苇茶文ft节等．它们对垃动艋罅业

增长发胜地方经济无疑会起剖积段的m要

作用。旅擗和件闲媲乐产业也g须傲赫立化

产品来支撵，本地陶瓷产业可以利用陶瓷产

品不断丰富#文化内商。我茸自然风景秀

丽．文化遗产丰富，文物最点资源多。忸丈

化旅游此要想做掘做大，虢B须积极％化苒

他文化P业部门与旅游部]的相互合作优

势Ⅱ补．引导社会力量以吾种方式积极参

与．致力文化旅游业的整合升发，实】弛空化

旅擗产品规摸共菜和互补敛＆。加“产。文

他的营造和创新，研牲L著文化，以史化内

为我们是族提供r文化资埠多样性。Z化费

源自身蕴蛐着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美学价

值．其巾相当郎”同时其有《济价值。我们

应谈将现实性和前瞻性相结舟．立化既育历

史梗挂．X有现实的助m．还有未来的发E

走向。所“针对建窑陶瓷产业前景，表们当

前主要是要研究当地陶证釉色特色，开发啦

计既臭传绕i亿内№R具时代特色黼％}艺
术品。

总结目前我国陶瓷艺术品产4k发展埴势

主要表现在如下几十方面(¨陶瓷艺术品

经营与其他P业出现相§融合的趋势，依托

其他产业的资金凡才和成熟的业志模武来

牲展自身，也同时带动苴他产业，如把陶瓷

艺术品经营业与《游业等产业结台起来，形

成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结合闺北独特的荼文

化．H发U茶且为代表的特色旅醋P品，“

』日开拓闽北陶艺的国内外市场。(2)准陶瓷

艺术品制作和经营发屉培势，准陶瓷艺术日

化，业一方面要适应垒球化市场的贸易规

则，生产具有普适性的建窑陶瓷产品走向

垒球-另一方面则应根培于丰厚的闽北融族

文化资源土壤之中，强他文他产业产品的

民藤文化含义，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F．

陶奄产业作为从事文化P品生产和提供文

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自缅面向市场。大众

是兜化产品与服务的消费主体，面向市场

与面向太众是一致的。因此，建窑冉奄产业

企业应学会接霸市场经崭的特点和规律办

文化，研究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提供丰富

多彩的文化骓务．在占领市场赢得大众的

过程中取得鼓女．推动建窑陶瓷产业走上

良性话环的轨道。在当争的信B时代．随着

＆众生括水平和受毅育程度的不断提高，

消费者有了充分选择自己所喜敢十品的自

由，陶瓷产￡所面对的是越来越有主见、十

性理性和智慧的精明的消费者。因此．陶

瓷产￡g须针对消费者的等趣与需隶确定

自己产品或服务的个性特邑．并通过品牌

Ⅳ象传播，强化选个特色，使它与消费者的

捅龌造旅游灵魂，以空化品牌刨意旌游品

牌。陶瓷P品具有一定的地域特“EⅫR族特

征，固地域和地理地貌与自然气候不同，各

地陶土成H性质特征鲁#．各地^的审美

习惯也不尽相同．导致陶瓷作品各具特色，

毽窑陶瓷瓷器釉色追求自然X成的风韵．同

中国恃统美学的旨趣相舟拍，风格抽特。建

窑黑瓷的釉色自然别致爱幻无穷，让^眼

花缭乱，Z无法月言语来表过它的抄处，这

种带有原始气息的古拙的美，恪恰符台古争

^们追求返璜归真的心理，从而成为^扪欣

赏和收藏的精美的艺术目。针对目前闽北地

区的陶瓷产业特色，更好地自佣武夷地区车

地资源+开发车地特色P品。结合闺北拽特

的茶文化，Ⅱ发“茶具为代表的特色旅游P

品．n而开拓闽北陶艺的目内外市场。

最后是要台理开发建窑陶瓷艺术资源。

建窑陶瓷产业作为圃北新兴产蛆，学求价值

和市场糟力都是很大的。对干产业资碌的*

发要站得高．看得远．不能R顾畦前利益。

我国是立明古国史化大国。多民族的构成，

不同于·般偶茸伪劣陶瓷商品，陶瓷艺术仿

制品有一定的肚赏价值和保存价值，而从价

格上来说．它却大大低千古玩陶瓷艺术品竹

格，选对r喜欢占玩和名自而R不想花大价

钱购买陶瓷艺术母品的人来说，购买陶瓷仿

制品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客户的需

要也台使陶瓷仿制品制作水平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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