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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陶艺与古代陶艺探析

刘 正

中国是古陶瓷大国，中国古陶瓷的成就，可

以说代表了世界古陶瓷的最高水平。在18世

纪，甚至更早，中国古陶瓷曾经风靡世界，但是

当代陶艺的创作方法，却来自西方，它与当代艺

术同步，是当代艺术的一部分。

古代陶瓷艺术和当代陶瓷艺术，像是太极

图的阴阳二图，代表了陶瓷艺术的主要两个特

色和截然不同的两种创作方法。

本世纪初，有几位西方艺术大师，由于偶然

的机会，参加了陶瓷制作，他们用现代艺术的创

作方法，完成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陶瓷的“陶艺

术品”。其中如高更、德朗等，他们的工作，可以

说是当代陶艺的第一声号角。到了40年代，艺

术巨匠毕加索在法国南部小镇瓦洛里，利用陶

土、陶坯，随心所欲地创作了大量作品，他让世

人惊讶的发现，陶瓷不仅是“使用品”或“玩赏

品”，而是可以传达和表现艺术家观念和情感的

媒体。毕加索的实验，第一次真正地将陶瓷和现

代艺术融为一体，使陶瓷成为本身可以“自足”

的纯粹艺术品。同时，他也给后继者开创了一条

不同于古代陶艺的全新的创作方法。

由于毕加索在艺术界的感召力，一大批陶

艺家受其影响，开始了陶瓷创作。彼德·佛可斯

作为其中的一员，他的所做所想，代表了当代陶

艺的主要方向。佛可斯于1954年在洛杉矶美术

学院(后改为奥帝斯美术学院)创办了一个陶艺

工作室。他从毕加索的作品中得到启发，感到创

作必须表达个人的感情和陶泥的特点，他改变

了容器的构造，使之更近于一种“雕塑”，主张返

朴归真，即兴发挥的创作风格。对于佛可斯来

说，不规则、不对称、开裂、瑕疵都是可以接受

的。由于佛可斯及其追随者的努力，他们的探

索，在现代陶艺史上，被称为“奥帝斯泥土革

命”。奥帝斯“革命”，首先是对数千年历史的传

统制陶目的的革命，同时，也是对古代陶瓷艺术

理想的革命。奥帝斯的目的，已不仅仅局限于日

用器皿或满足于附属在“器皿”之上的艺术效

果，而是要借陶土、釉、火创造全新的陶瓷“艺术

品”。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艺术作品虽由人制

作，却不像用具那样为用而存在，倒像自然物那

样独立自足。”对于当代陶艺家来说，陶艺已不

仅仅是“用器+美”的价值，也不仅是在装饰上

做文章，而是因为在本质上，它是自足之物。奥

帝斯的革命，继毕加索之后，再次大规模的将陶

瓷拓展到纯美术的领域，从而唤起了陶瓷艺术

的又一强大的生命力。它既为陶艺家和世人展

示了一种不同于古人的创作理想，鼓励陶艺家

根据自己对“陶”的理解去创作作品，也向当代

陶艺家发问，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珍贵的东

西，是仅仅为了实用、美观，还是有更多的精神

“食粮”需要我们去发掘，并提供给世人。毕加

索、佛可斯及其追随者的巨大成功，再次证明了

一点，即人和泥土在精神上的依赖关系。

当代陶艺，已远远超出了古代陶艺为实用

而制的目的，它既可以表现，也可以实用，可以

育人，可以娱乐。其中表现功能的巨大发展，使

陶瓷艺术最终成为一门具有严肃意义的、自由

的艺术。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是当代陶艺的主要

特征。

当代陶艺家的作品，不论是创作方法，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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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从表面上看，都是对辉煌的古代陶艺的修

正，甚至批判。在中国古代，制陶、烧陶以及品评

一人成品的优劣，是有一个大家认同的“标准”

的，这种认识上的统一，使之形成了万众一心的

创作局面。对于一个古人来说，一件完美的陶瓷

器，如同一块“美玉”，无疑是人生最高理想和境

界的一次再现。

中国是一个“玉”的国度。中国的一切艺术，

可以说都趋向于“玉”。国人在玉中寄托了人生的

有理想和追求，玉是中国人的“梦”、也是中国人

永恒的图腾偶像。古人戴上玉的眼镜看人生和一

切事物。中国的儒家思想是玉质的，人生理想是

玉质的，道德标准也是玉质的，甚至中国的名士

都带有强烈的玉的色彩，魏晋名士的风流，清谈

及其玄学，完全是玉的标准。中国的古陶瓷艺术，

浸淫于这样一种氛围之中，从有陶之初起，就寄

托了“玉”的理想。特别是釉瓷器的出现，更开始

了对“玉质”的追求。高古陶器，因文献资料欠缺

的原因，不知古人是如何将“玉”的理想寄托其中

的。但是，从现在出土的高古玉器的数量和质量

来看(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及夏、商、周玉器

等)，古人对玉的痴迷是令人吃惊的。高古陶器的

“玉”的理想，恐怕更多是隐藏在造型与装饰之中

吧。中古越窑青瓷是最早的釉瓷器。陆羽在比较

越窑与邢窑瓷器的差别时，曾云：“越窑类玉，邢

窑类雪、越窑胜之。”又如唐末侍人陆龟蒙著名的

咏越窑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其中的“翠”字，也是“玉”的标准。特别是其中的

“夺”字，再现了古陶工追求“翠玉”的目标时，所

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智慧。古人对玉的追求，不仅

仅反映在品质上，也表现雕琢上。这种由于对玉

的痴迷、热爱，而至千工、万工的雕琢癖，也影响

了陶瓷，宋、元、明、清陶瓷的彩绘及雕刻装饰和

“琢玉”一定有深层次的关系吧。当然，除玉之外，

影响中国陶瓷发展的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由于

玉的特殊地位，他对中国古陶瓷艺术发展的影响

可谓举足轻重。

由于对玉的崇拜、追求，使古陶工、文人及

帝皇心中有了一致认同的艺术标准，他们用相

同的标准去衡量一件陶瓷器的“好坏”。这种万

众一心式的创作和品评方法，一方面使中国古

陶瓷艺术精益求精，对“共同的玉的理想”的追

求达到了极点，产生了灿烂的世界级的陶瓷文

化。另一方面，在灿烂、完美的同时，陶工的创作

个性却丧失殆尽，古陶艺的辉煌是数千年来陶

工为共同理想，最大限度的压缩个性、无私奉献

的结果。古代陶艺的创作方法，总体来说，是内

向、单元的，而当代陶艺则呈现出开放、多元的

特点。正是这种创作上的多元化，使当代陶艺丰

富多彩，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纯粹陶瓷艺术品，

同时，它也有了最终可以和古代陶艺“并肩”的

基础。从审美的角度看，如果说古代陶艺展现的

是“共同的刻意追求的玉质之美”的话，那当代

陶艺追求的则是陶艺家充分发军、表现的“个性

之美”。

古代陶工和当代陶艺家两种不同的观念和

创作方法，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在古陶

瓷世界中，一切陶瓷品的目的，都是为了“实

用”，不用说盘、碗、缸、瓶，即使如雕塑类的陶

人、陶马也是为墓葬而制。如果我们将这些纯粹

为实用而制的陶瓷器，理解为陶瓷这种材料“物

质”一面的话，那当代陶艺在纯美术领域的发

展，是否可以理解为陶瓷“精神”能量的释放呢?

从“物质”和“精神”这两点上说，古代陶艺和当

代陶艺是否将陶瓷这种材料的主要功能包含进

去了呢?当然，古代陶瓷也追求精神性，如宋瓷，

但归根结底，它仍属实用之“器”，是“实用+美”

的产物。从另一角度看，如果承认古代陶艺是以

实用为主的，是物质的，那当代陶艺家的“纯粹

的、精神性的艺术品”是否是对古陶瓷的补充，

二者的结合，是否可以说，是陶瓷的“圆满结合”

呢?当然，古陶瓷艺术历时数千年，辉煌璀灿，令

人高山仰止。而当代陶艺不过历时百年如漠漠

荒原，有待继续努力，但前途不可限量。

从艺术潜在的继承性看，当代陶艺可以说

是古代陶艺更高层次的升华。这种升华，是在对

古陶瓷做了全面的反思、继承与批判之后，得到

的结果。它如凤凰涅粲，死而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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