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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陶瓷技术美学的起源，可追溯到较早时期。人类早

在穴居时代，就发现火燃烧后被煅烧过的泥土较原来的坚

硬，可以用来做打击的工具，制成某种形状可以用来装载物

品。当人类有意识地利用火与泥料制作某种器皿时，人类便

自觉地通过化学变化在火与泥的媒介中将一种物质转变为另

一种物质。人类的这种创造性劳动以及与人类生活紧密联系

的实践活动使陶器产生变为可能。由于人类早期活动不是在

第一节　陶瓷技术美学的起源

一个中心位置上展开，而是随时随地展开与生活联系的制陶活动，因此，在许多地

方，人类不同程度地在展开与生活相适应的技术活动。

制陶技术的出现让社会分工变为现实，更由于专业化制陶技术向前发展，从完

全手捏拍打器皿，到木制辘轳工具的发明与运用，从火烧器皿的自然冷却到使器皿

越发坚硬的淬火（淬火中发现了氧化焰与还原焰在器皿烧成中的不同作用）。人们

在陶瓷制造过程中，不断地改进陶窑的结构和形式，使窑内能够集中比较高的温

度。经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古代灰陶、彩陶和黑陶的烧成温度为950~1050℃，这种

温度已经接近青铜的熔点1083℃，为青铜的铸造提供温度的借鉴。另一方面，人们

在烧造过程中利用不同的气氛可以控制窑内陶器不同颜色的形成。如彩陶是在氧化

焰中烧成；灰陶是在还原焰中烧成；而烧制黑陶的技术则更为复杂，关键就在烧成

将近结束时，从窑顶加水，窑内木柴熄灭，产生大量的浓烟，进行短时间的渗碳而

成。因此，不同颜色陶器的生产表明：人们已经能够控制窑内燃烧的气氛。其中的

还原焰是矿石变成金属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也证明中国铸造、冶炼技术起源于

烧陶生产，更为后来铸造铁器、兵器提供了条件与基础。中国烧陶技术的发达，推

动了青铜器铸造水平的提高。

第二节　陶瓷技术美学的概念

什么是技术？这是在研究技术美学中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之一。关于技术的定

义，有人认为“技术是对客观规律的有意识的应用”，有人认为“技术是劳动手段

的体系”，有人认为“技术是为了人类利用自然”，有人认为“技术与科学不同，

技术是改造自然的重要手段，而科学则是认识世界的工具”，还有人认为“技术就

是一种做某种物品的技能或手艺”。这些探讨对揭示技术的本质属性都是有益的，

或多或少地在接近技术的本质。我们倾向认为技术包括智慧、技能、手艺、手段在

内的体力的、智力的外在表现。当一种技能能够生产一种物品，或是按生活的需

要，或是按审美需要，在按美的规律生产一种物品，它就是某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

能力，简称为“技能”。当分散的技能集合于社会化大生产之内，从一般简单劳动

到复杂劳动，从一般个体劳动到集体劳动，从一般简单社会化大生产到复杂的需要

各方面协调配合的生产，人们这种社会协作与处理当下事物的能力便从一般技能到

方法的集中，便构成为技术。简言之，“技”为技能，即大脑协调四肢处事能力；

“东方”这个概念出现在本书中，主要是指两大区域文

化：一种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文化，她是在黄河流域、长江

流域古代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东方文化，特别是8000年的陶

瓷文化，以其独特的文化面貌影响着整个世界文化，在西欧形

成china模式，即西方认识中国是从中国工艺品特别是陶瓷产

品开始的；一种是西欧文化，她是在爱琴海沿岸古代文明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在东方则形成“欧化模式”。这两种

文化相互碰撞、交织与熔化，对人类文明发展起着极其巨大的

推动作用。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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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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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相信技术的力量是巨大的，技术的价值是巨大的，因为技术进步从革新开

始，由量变到技术的突破，技术突破导致技术整体上的演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文明的发展是技术力量的作用，技术在应用方面发挥着科学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媒

介作用，如现代电力技术的诞生是电磁学这门科学研究成果的直接应用。电力技术

的发展就是运用科学实验所取得的惊人发现，迅速应用到工业生产上的结果。前面

“术”为方术，引申为方法，黑格尔曾说过：“方法能产生出无限的力量。”人类

在漫长的生产、生活中，不断用体力和智力作用现实的各种事物，不断改变事物形

状，不断改变事物存在的环境与条件，不断地提升处理事物的技能和方法。有的由

前辈向后辈传授，当文字足以能记录时，人们也就把技术上的东西固定下来加以承

传发扬。一旦某些关键技术得以突破，就会给社会带来变革与发展。如发现“火”

是认识的成果，而利用“火”为人类生产、生活服务则成为技术，钻燧取火是技

术，摩擦生热是技术，燧木取火也是技术；如发现谷物可以充饥是认识的成果，而

按照谷物的生长特性保存与培育则是技术。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技术就是智慧的力

量和体能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生产劳动手段的总和，也即“技术是包括智力和体

力在生产系统里并在其中日益发展的物质和精神的因素总和”。历史事实也已证

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马克思主义中的这个结果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如果

要把科学与技术作区分的话，则也可以表述为“科学是生产力，技术是直接生产

力”。总体来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结论是马克思的历史功绩。

什么是陶瓷技术？陶瓷技术是在陶瓷生产系统中的智力和体力在日益发展着的

物质和精神因素总和。这个系统表现为：原料的生产过程，釉料的生产过程，坯料

的生产过程，坯体的制作过程，设计造型的过程，质量检验的过程，坯釉干燥的过

程，烧成过程等日益发展着的物质和精神能力及因素聚集与发扬。

什么是陶瓷技术美学？一件陶瓷制品被制作出来后，有的成为有用的物品，有的

成为其他物品的配件，有的成为一个艺术品。从这里可以体悟到每一个制作者、每

一个艺术家都要运用一种材料进行工作，而技能和方法则是完全驾驭材料的主体的

一种本领，或确切地说是主体驾驭材料的技能和方法，即技术。陶瓷技术美学也是在

生产系统中各环节按照美的规律在制造陶瓷制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方式与技能。

第三节　陶瓷技术美学的研究对象

谈到“火”的发现，使烧陶成为可能和现实，烧陶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使烧瓷成为可

能和现实，烧瓷技术进一步提升使陶瓷艺术成为可能和现实。所谓技术研究是人类

对以往技术的反思或经验的总结，那么技术美学则是对技术按照美的规律创造事物

的反思或美学总结。

陶瓷技术美学是从属美学范畴的分支学科，是从美学的角度对技术进行审视、

研究，从而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和推动技术的发展。陶瓷技术美学是寻找

陶瓷生产这种按美的规律进行生产的规律，研究陶瓷及陶瓷艺术美的外在材料或媒

介，也就是陶瓷工人在制造陶瓷产品的过程中如何在媒介里实现陶瓷的美或陶瓷艺

术的美。

关于技术美学的问题，我国美学界关注较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已有人开始

探讨，也有人介绍西方技术美学。在我国作为专门技术美学还比较少，因为这门学

科涉及面比较广，美学作为一门科学在19世纪才创立，而技术美学更是年轻，“科

学美学或称技术美学，也是应用美学的一个学科”﹝李泽厚.谈技术美学.文艺研

究,1986(6):4﹞，陶瓷技术美学更是一个尚未涉足的研究领域。但对陶瓷技术的研

究，对陶瓷工艺学的研究，不少专家学者都有心得，并且著书立说。在我国陶瓷技

术发展史中，专家学者也不同程度关注了陶瓷技术的发展。

关于陶瓷技术美学研究对象的问题，我认为：陶瓷技术美学要研究的是陶瓷美

及陶瓷艺术美的外在材料或媒介，通过对陶瓷材料的质料美、形式美、表现美等技

术过渡到陶瓷美的原则的研究，揭示出陶瓷美及陶瓷艺术美在媒介里实现的表现形

式，也即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所说的“用不同方式和材料来完成的艺术作品的

发展过程”（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82）。因此，我

们研究陶瓷技术美学主要是研究陶瓷制品表现的材料、方式或手段，也即整个技术

创造美的“过程”。陶瓷材料或原料是技术创造美的基础，方式或手段是实现表现

美的条件，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运用材料使陶瓷作品达到美的境界与极致。因为“每

个艺术家都要运用一种材料来进行工作，而能完全驾驭材料正是天才所特有的本

领，所以技巧和手艺方面的熟练才能就是天才的一个组成因素”（黑格尔.美学.朱

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93）。加强对陶瓷制造过程中各环节技术美学

的把握，使技术创造美成为可能与现实，便成为陶瓷技术美学研究的任务与责任。

李泽厚先生指出：“技术美学作为一个新学科，在我国，许多人还不大熟悉。我们

要踏踏实实地干，技术美学搞好了，可以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会为越来越多的人

所认识，所重视，这样技术美学就会在我国兴盛发展起来。”﹝李泽厚.谈技术美

学.文艺研究,198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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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质料美的基础是陶瓷坯体原料和釉料原料。陶瓷原料

指的是陶瓷生产的基本原料，这些基本原料包括天然的矿物原

料、岩石及人工生产的原料。它们共同构成陶瓷质料美的基本

要素。

矿物原料是自然化合物或自然元素，是地球上及地壳中经

过自然过程产生的物理化学作用的具有金属或非金属元素的天

然产物，具有均质的化学组成结构、丰富稳定的晶体金属物

质，或与其他物质相融合的非金属矿物质，并以具有工业定义

的矿床聚集和经济学意义的产出。例如，高岭土、石英、长

石、滑石、石灰石、稀土等均属于矿物原料。

岩石是各种金属元素构成的矿物的集合体，并且是由多种

矿物质料按一定的含量及规律组合而成。如伟晶花岗岩是由石

英、长石、云母、斜长石等矿物质组成的质料。

人工原料是由再生能源中的一部分可用于陶瓷生产的质

料。如以槎柴、松柴所致窑炉聚结的窑炉熔渣及窑壁上残留的

窑汗结晶块，其中氧化硅、氧化铝、氧化钾、钠、钙、镁、氧

化磷等物质丰富。如日常生活用的废弃灯泡玻璃，酒瓶用的玻

璃，窗用的白、绿玻璃，其中含有的硼元素、镁元素、钙元素

都可以用来制成陶瓷质料。如被废弃的铁渣、废铜经过处理都

第一节　陶瓷质料美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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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成为陶瓷质料。这部分废弃质料的合理利用，可使能源再生，可使生活低碳化。

在地球表面约20公里左右厚的地壳上层部分，主要是硅铝层，各种岩石处于硅

酸盐带，其中95%为火成岩，5%为沉积岩。地球物理化学状况极为丰富多样，其八

大宏量化学种类即O、Si、Al、Fe、Ca、Na、K、Mg等元素占总量的97.13%，其余

微量元素只占2.87%。其中Si、Al、K、Ca、Na、Mg六种元素均属于造岩元素，这

些造岩元素基本上是以氧化物和晶体物（硅酸盐、碳酸盐、磷酸盐）方式存在。陶

瓷原料则涉及高岭土（Al2O3 •2SiO2 • 2H2O）、石英（SiO2）、钾长石（K2O•Al2O3 •

2SiO2）、石灰石（CaCo3）、白云石（CaCo3•MgCO3）等化合物元素。这些矿物质

料可单独作为陶瓷原料用于陶瓷产品的制造。

①高岭石（Al2O3 •2SiO2 • 2H2O）

②钾长石（K2O•Al2O3 •6SiO2）

③钠长石（Na2O•Al2O3 •6SiO2）

④石英（SiO2）

⑤方解石（CaCo3）

⑥黄铁矿（FeS）

⑦金红石（TiO2）

⑧绢云母（K2O•3Al2O3 •6SiO2•2H2O）

⑨滑石[Mg3（Si2O5）2(OH)2]

⑩白云石[CaO•MgO•2co2]

    菱镁石（MgCO3）

    磷灰石[Ca5（PO4）3F]、[Ca5（PO4）3CL]

  澎润土

上述原料都是制瓷坯体原料，部分可用做釉料原料。

第二节  陶瓷坯体原料与釉料原料的种类及矿物质成分

①可塑性美学标准

在制瓷过程中，人们利用原料的可塑性在生产中按美的规律塑造器型和黏合器

型，赋予器型坯胎形塑功能和注浆形塑功能，保证坯体干燥后的形体强度及烧成后

各种使用性能。如机械强度、热稳定性、化学稳定性等，便构成陶瓷器皿成型中的

最主要技术美学标准。

可塑性陶瓷原料主要是黏土，又称“瓷土”，高岭土是制瓷黏土中的一种，在

瓷坯中所占的分量最大，约为45%～60%。高岭土的化学式为Al2O3 •2SiO2 • 2H2O，

纯净高岭土外观呈白色，或浅灰色，当其他杂色渗入则呈黑褐、粉红、米黄等色

相。瓷土的这种处于自然状态下颜色经烧成后一般都呈现出白颜色，无论是红色还

是黑色的瓷土，烧成后都很纯净洁白，这种美学效果是在烧成过程中因物理化学变

化所产生的。高岭土这一名称是地名学的一大贡献，因瓷都景德镇市以东50公里处

有一个东埠码头边的高岭村盛产优质瓷土而得名。该地主要矿物质组成是高岭石，

在显微镜下瓷土呈六角形鳞片状的结晶体，有的则呈管状或杆状结晶体，其化学成

分为：二氧化硅（SiO2）46.5%，三氧化二铝（Al2O3）39.5%，水（H2O）14%。在

长期的制瓷美学实践中，人们对高岭土质料美的技术美学把握则具有较高的美的规

律的判定：第一，当黏土中三氧化二铝的含量低而钾、钠等碱性金属的氧化物高

时，就可以判定它的耐火度低，不适合制造耐火制品。第二，当黏土中三氧化二铁

（Fe2O3）及二氧化钛（TiO2）等氧化物含量多，则可以估计烧出的瓷品可能不够洁

白。第三，当碳酸盐、硫酸盐或硫化物多，则烧成时很可能出现气泡等缺陷。

可塑性的陶瓷原料主要是黏土类原料，如高岭土、含水高岭土。但在制瓷过程

中，仅仅对高岭土可塑性认识是不够的，还不能达到技术美学的标准，制瓷工人在

长期的实践中，按照可塑性美学标准对陶瓷器型进行增塑剂的添加，如添加膨润土

陶瓷制坯、制釉原料的化学成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种类：二氧化硅、三氧化二

铝、氧化钙、氧化钾、氧化钠、氧化镁、三氧化二铁、二氧化钛、氧化锰等。

第三节  陶瓷制坯、制釉原料中的化学成分

第四节  制瓷质料的技术美学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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