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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出于蓝
——我所认识的黄小玲

我认识黄小玲是在认识她的作品之后。那是2003年的事，协会在北京

民族文化宫第一次组织“全国陶瓷名窑名瓷名家名作展”时，各个瓷区参展

非常踊跃，民族文化宫的几个展厅很快就满了。在二百多个展位中，只有一

个醴陵陶瓷的展位，展位没有任何布置，一块紫色的化纤布随意地遮盖上

运货的纸箱子，上面摆了十几个釉下五彩瓷瓶子。对醴陵这个展位，我是

很在意的，因为2002年启动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评选工作时，我打了很多电

话，而醴陵产区竟无人关心，无人牵头这项工作。我了解到来参展的是两个

小伙子——周金炎、刘劲松共拼的一个展位。展览的最后一天，我经过这个

展位，询问销售情况如何。没想到那个叫周金炎的小伙子竟哭了，刘劲松也

是一脸茫然，展期几天一件作品也没有卖掉，回去的路费还没有着落。望着

展位上清新淡雅、生机盎然的作品，心中充满了对醴陵陶瓷的忧虑，我赶紧

请示杨自鹏会长，当即买了6件作品。据说在我之后，他们的作品很快全都

卖出去了，这是他们刚成立的“醴泉窑艺”的第一批作品，第一笔生意。由

此，作品底款上“黄小玲”三个字就这样印入了我的脑海。

2004年上半年，我与协会黄芯红同志顺路来到了醴陵，想知道第一届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评选醴陵为何竟无人牵头，无人参加。此次，我第一次见

到了黄小玲。她年轻、热情、好客，一双大眼睛让你一下看到她的内心。黄

小玲带着我走访了几位老艺术家。当时已是春天，老艺术家熊声贵患了偏

瘫，仍穿着一身棉衣、棉裤，见到我竟失声痛哭，他是把我当成轻工业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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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家人来了。我们还一起看望了邓文科、佘华、温月斌等湖南陶瓷研究所的

老人，他们生活窘迫，身体大多不太好。一路走过，我的心情格外沉重。醴

陵当时的国有企业正陷入困境，而且这些企业属于株洲管理，醴陵市政府插

不上手；陶瓷艺术工作人员所在的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属于省轻工厅直管，而

当时的省轻工厅已经撤销；湖南省陶瓷协会也已名存实亡。刚刚崛起的湖南

华联、港鹏等一批大型民营企业都以生产日用瓷为主，而艺术陶瓷的工作室

都是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醴陵陶瓷怎么办？我跟黄小玲谈了个想法，把湖

南省陶瓷行业协会迁到醴陵来，这样很多行业上的问题就可以自己解决了。

2004年12月，黄小玲高兴地邀我去醴陵参加湖南省陶瓷行业协会换届

大会，我如约而至，心情非常激动。不用讲我也知道，协会能够成功迁到醴

陵，这样一件复杂的事情，肯定得到了醴陵市委、市政府的支持。因为我在

这里认识了市委副书记徐林娟，一个同样热情、执着，工作脚踏实地的女

性，她为省协会迁到醴陵，换届选举，恢复活动，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做出

了巨大贡献。同时我也确信黄小玲为此工作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

有了协会，企业家、艺术家就有了家，黄小玲带着大家到省里评职称、

评省级大师，积极支持和参加全国其他陶瓷产区的陶博会，参加全国性的各

项活动，醴陵釉下五彩终于在全国绽放。

我所认识的黄小玲是个大器的人。她乐于助人，谁的忙都肯帮，这是我

最深的感受。我没有听她说过谁的不是，谁没有融入大家的圈里，她就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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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法拉进来。2010年，第二届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评选工作中，她把老一辈

艺术家一一向大家介绍，唯独没有介绍她自己。那一年的大师评选，醴陵确

实解决了很多七八十岁老艺术家的问题。人在做，天在看，她越是这样，上

天越是眷顾她。在评选投票中她竟然得了满票，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想

起开始报名时，我还劝她年纪轻，这届就不要参与了……

评上大师的黄小玲，更让我刮目相看，当上了省人大代表，当上了全国

人大代表，我只是在心里悄悄地祝愿她能够永远保持着向上的劲头，能够永

远把自己放在醴陵陶瓷艺术家队伍当中，成为这支队伍中的一分子。前不

久，她带人来宜兴参加第三届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实操考试。我们规定了不许

在宜兴请客、送礼、找关系，湖南的全体人员都做到了。考试结束后，黄小

玲带着自己的队伍开着几辆车一同离开宜兴返回湖南，我被这一幕深深地感

动，她在醴陵艺术陶瓷队伍中还是有威信、有凝聚力的，醴陵陶瓷需要她这

么个人。

黄小玲让我为她的画册写序，而我却一直在谈她的为人。如何评价她的

艺术，这对我倒是个难题。黄小玲不是科班出身的陶瓷艺术家，她1984年

进入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学艺。我本文的题目用了“青出于蓝”，是因为她师

从陈扬龙大师，并深得邓文科等老一代大师的指点。她曾随师父陈扬龙一起

赴上海汉光陶瓷公司打工，受到李游宇大师所创的汉光瓷的影响。特别是自

己办厂后，更是不断请教老一代大师们，不断进步，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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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小玲是醴陵百花盛开的釉下五彩瓷中的一枝花。一花独放不是春，百

花齐放春满园，我衷心地希望黄小玲永远是这百花园中的一朵盛开的鲜花！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黄小玲是老一代陶瓷艺术家亲手培养出来的，要想真

正地胜于蓝，黄小玲还需不断地磨砺自己、淬炼自己、突破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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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小玲，女，1968年出生于湖南醴陵，出身陶瓷世家。中国陶瓷艺术

大师、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轻工行业劳动模范，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副会长、湖南省女陶艺家协会会长、

湖南省陶瓷协会副会长、醴陵市文联副主席。

1986年从陶瓷美术专业毕业后，黄小玲从一个小瓷厂被选拔进湖南省

陶瓷研究所，师承陈扬龙。她长期以来潜心于釉下五彩陶瓷艺术的研究，博

采众长，融会贯通，大胆突破，另立风貌。其主张“艺术生活化”，运用传

统艺术手法，注入时尚元素，作品清新秀丽、恬淡雅致，独具灵秀，极富个

性。她创新设计烧制的《虞美人》《牡丹》《紫藤花》《绣球花》等二十余

件作品先后参加海内外的各种展览评比，屡获金奖、银奖、创意奖等殊荣，

其《满园春色》等三十余件作品先后被海内外有关专家或博物馆收藏。

现在，黄小玲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醴陵釉下五彩瓷烧制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在探索瓷艺道路的同时，亦着力于组织全省陶瓷艺术大师

建设一个釉下五彩瓷的基地，集多功能于一体，向世界展示釉下五彩瓷的

发源、发展，为繁荣这一独特的艺术，为地区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更广

阔的平台。

黄小玲 / 卷

大
师
简
介

中 国 陶 瓷 艺 术 大 师



目
录

文
萃
001

图
版
025

年
表
179

后
记
186

黄小玲 / 卷中 国 陶 瓷 艺 术 大 师



黄小玲  卷001

黄
小
玲 / 

卷

黄小玲 / 卷中 国 陶 瓷 艺 术 大 师

文
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 国 陶 瓷 艺 术 大 师

慧心巧技
——黄小玲釉下五彩陶瓷艺术欣赏

现代醴陵釉下五彩，起源于清代康熙年间烧制成功的釉下三彩。由于它

的出现晚于青花及釉里红，因此，我们认为这一技术的成功当建立在青花和

釉里红的烧造基础之上。但与景德镇的青花和釉里红技术相比，经过长期的

技术改造与创新，现代醴陵釉下五彩以艳而不俗、色泽水灵的特征闻名于

世。如果说景德镇的青花釉里红技术，在装饰效果上因其强烈的视觉冲击

力，而呈现出明显的阳刚之气，那么，湖南醴陵釉下五彩，则因其柔美的色

彩效果和细腻无痕的笔触，而呈现出独具韵味的阴柔之美。在投身于醴陵釉

下五彩创作与研究的艺术家中，黄小玲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出生于1968年的黄小玲，在1986年开始系统研习醴陵釉下五彩装饰技

艺，拜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陈扬龙、邓文科为师，在学习传统釉下五彩技术的

同时，黄小玲博采众长、融汇古今，将醴陵釉下五彩推向了新的高峰。与传

统釉下五彩不同，黄小玲创作的现代醴陵釉下五彩作品，风格清新秀丽，色

彩雅致恬淡，格调婉约高雅，立意巧妙含蓄。可以说，她以女性细腻而敏感

的特质，将醴陵釉下五彩的材质特性进行了充分的发掘。同时，她也以独特

的审美眼光，为釉下五彩平添了一丝时尚的气息。因此，当我们纵观黄小玲

的釉下五彩陶瓷艺术作品时，不难发现她的作品具有如下特色：

一、因形而设的巧妙构图

陶瓷装饰艺术具有明显的附属性特征，也就是说，只有附着于陶瓷坯

文 / 宁  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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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之上，这一艺术表现形式才能够存在。正如王朝闻所说：“工艺美术，

也可称之为装饰艺术……工艺美术作品不能没有装饰性、装饰味或装饰风

格。”“装饰”二字的存在，制约着釉下五彩的表现形式。在苏珊·朗格的

研究中，“装饰”与“得体”是始终并存的，是一种具有明显秩序化、程式

化和理想化的艺术表现方法。李砚祖先生对这一问题也有过解释：“装饰性

首先是一种性质，一种通过装饰形式得以抽象化、图式化、平面化的艺术品

质。”受制于这些要求，陶瓷装饰从来就不是一种自由的艺术，它的存在只

是为了在适合形体的同时，能够真实而充分地展现作者的思绪。换言之，陶

瓷的造型决定了釉下五彩装饰的具体面貌。因此，只有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

才能够在陶瓷艺术创作中获得成功。在黄小玲的作品中，我们常常能够看到

这种因形而设的巧妙构图。曾在2008年荣获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精品大展银

奖，并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的釉下五彩瓷瓶《虞美人》，就是其中的代表

作之一。这件作品绘制于体态修长的改良橄榄瓶坯体之上，为了适合橄榄瓶

两头尖细中部丰腴的形态特征，黄小玲有意识地利用了虞美人花茎秆纤细的

造型，将繁茂的叶片与花朵，布置在瓶体呈现收缩之势的上下两端，在中部

较为凸鼓的部分，则饰以看似随意松散的茎秆和花苞。这样的设计，一方面

充分地化解了橄榄瓶形态的不稳定感，通过两端繁密中间疏朗的构图与坯体

两端狭小中段宽大的形态恰好形成互补之势，使整件作品展现出稳定的视觉

美感。另一方面，花头与叶片所形成的繁密空间，也因为茎秆和花苞的纵向

分割而呈现出均衡的视觉效果。同时，就坯体本身的造型特征而言，由于

黄小玲在传授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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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运用柔美却不失力度的茎秆，对瓶体上略显厚重的中段进行了纵向的分

割，这样就削弱了瓶体中段原本的“密闭”态势，以绿色茎秆和白色釉面构

成的色块对比所形成的“气孔”“水路”为这件作品构造出爽朗通透的艺术

效果。

与体态修长的《虞美人》釉下五彩瓷瓶相比，黄小玲创作的《菊香系

列》瓷缸则显现出另一番独特的韵味。这一组四件釉下五彩瓷缸在造型上源

于清代苹果尊，通体浑圆，形态饱满，为了更好地展现这一近似圆球体的造

型特征，黄小玲为这组瓷缸设计了极富装饰意味的画面构图，她按照装饰图

案中的散点构成原理将大量的菊花与叶片进行疏密排列，花与叶相互穿插，

在瓷坯表面形成了一种繁满的装饰效果，进一步夸张了器形本身的圆满形

态。同时，她利用醴陵釉下五彩独有的勾线技术，为这种繁满的构图留出了

灵动的“水路”，使得画面的装饰效果繁而不乱、满而不堵，在这样别具匠

心的装饰构图映衬下，这一组四件釉下五彩瓷缸展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之象，

极具时代特征。

二、秀雅洁净的色彩效果

醴陵釉下五彩向来以色彩丰富而著称，与单色的青花或釉里红相比，釉

下五彩的颜色系统显然较为复杂，在传统的醴陵釉下彩装饰中，常常可见以

中国画或油画为蓝本的艺术作品，它们的设色通常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

黄小玲进行佛瓷艺术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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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浓艳华丽，或清新素净。这种设色传统，在黄小玲的釉下五彩陶瓷作品中

也得到了充分地继承。但她并不满足于单纯的继承，在黄小玲的近期作品

中，我们可以看到她以当代审美观念为导向，对醴陵釉下五彩的设色方式进

行了卓有成效的改良。

例如，在《连年有余》釉下五彩天球瓶中，黄小玲一改以绿色绘制荷叶

的传统，转而运用大面积的赭石绘制荷叶，使之成为整件作品的主体色调，

在赭石底色上，以洋红绘制莲花，以柠黄绘制花蕊，同时还以绿色绘制了六

条游弋于莲叶中的金鱼。从整体配色效果上来看，赭石、洋红、柠黄同属于

暖色调，在赭石底色上的洋红和柠黄二色，既延续了底色温暖柔和的色调感

受，又与底色有着明显的色差，展现出主次分明的色彩层次。同时，穿插于

荷叶与莲花间的六条金鱼，采用归属于冷色系的绿色绘成，与占据瓶身巨大

部分面积的暖色调，形成明显的色彩对比，使得这六条金鱼的形象，在遍布

于瓶体的装饰元素中显得极为跳脱，进而突出了装饰主题。从大的视觉感受

上来看，黄小玲通过色彩的设计，将所有的装饰元素划分为主次有别的三个

层次，分别是位于最上层的金鱼，位于中间层的荷花以及位于最下层的荷

叶，远观之，仿佛让人看到了一幅立体的池塘小景，也不由得让人联想到那

著名的诗句：“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

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三、细腻丰富的精神内涵

中国的陶瓷艺术，自产生开始就是以“工艺美术”的面貌长期存在着

的，直至上个世纪，当一部分充满革新精神的陶瓷艺人提出“文人瓷绘”概

念之后，加之社会的发展、变化，瓷画艺人拥有了作为艺术家应有的地位，

随着社会地位的改变，原先处处受制于人的瓷绘题材，也开始展现出作者

“直抒胸中意气”的创作理念。在黄小玲的釉下五彩作品中，我们随处可见

她细腻而丰富的艺术情感，透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读到这位艺术家对于新

时代新现象的感慨与热爱。在她充满激情的艺术作品中，我们也很容易被这

种积极向上的情感所感染，进而被感动。

例如，在她的《菊香》系列作品中，充盈着如同向日葵般的乐观向上的

情感，透过似锦繁花，展现出作者对当今社会的赞美和热爱之情，震荡着我

们的心灵。她的《夏荫》挂盘，则以充满生活情趣的题材和饱满的构图，向

我们展现了作者心中对于宁静生活的感激和体味。《富贵吉祥》瓷瓶，采用

鲜艳的大红色、华贵的牡丹题材，尽情地挥洒着作者对祖国由衷的赞美之

情。《竹报平安》瓷缸，以淡雅的设色和柔美的笔触，表达了作者对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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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2009年，黄小玲为黄埔后代访台代表团创作了一件礼品瓷——《和

平之春》。在她的笔下，象征祖国大陆的红梅光华灼灼，梅树环抱着的和平

鸽形态优雅、目光柔和。不难看出，作者以红梅与和平鸽这两个装饰题材，

表达了自己对海峡两岸能够和平交流的美好愿景。

黄小玲的作品柔美而典雅，她的匠心巧妙而独特，她的技巧纯熟而精

妙。细观黄小玲的作品，我总是会涌起莫名的感动，作为艺术家，能够将自

己的审美感受化之于笔端并不少见，但最为可贵的是能够成功地引起观者的

审美共鸣，这需要艺术家拥有足够巧妙的心思和始终高昂的创作激情。可喜

的是，黄小玲做到了。我相信，她的釉下五彩瓷绘艺术必将取得更高的成

就，她必将带给观者更多的视觉冲击和审美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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