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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简 介

　　王淑凝，女，１９６２年出生于

景德镇，陶瓷世家，曾祖父王昌

彬为清末御窑督办，父亲王隆夫

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自幼在文

化艺术氛围中熏陶长大。１９７７

年随父学艺，在景德镇市艺术瓷

厂美研所工作。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１

年就读于景德镇陶瓷职工大学陶瓷美术系，毕业后回艺术瓷厂美研所进行陶瓷美术

的创作与设计工作。１９９１年１０月至１９９２年１０月由组织委派往日本恩巴美术馆工

作与学习，为国家创造了一定的外汇。１９９３年１月调入景德镇市陶研所从事陶瓷美

术创作至今，现任景德镇市陶研所技术室主任，景德镇市高等专科学校艺术设计系客

座教授，系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员。

王淑凝于１９７７年从事陶瓷美术工作至今已有３４年，其作品在继承传统和发展创

新方面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索，创新和创造了多种表现手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王淑凝作品功底深厚，表现手法多样，思路开阔，画面透出个性，深远而凝重。多次获

得国家级、省级和市级大奖，并有多幅作品被国内外美术馆收藏。同时，其作品被载

入各种中国现代陶瓷名人名作书籍中。她多次应邀赴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国以及我

国台湾、香港地区进行学术交流和陶瓷绘画表演，主持和参与过多幅大型陶瓷壁画的

绘制工作（其中１９８６年参与制作香港历史博物馆７３米长的大型壁画《洛神赋》，１９９７

年参与制作香港回归纪念瓷《子归母怀》）。现就读于教育部高教司与人事司举办的

首届中国书画高级研修班（学制两年，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０１３年７月）。为陶瓷收藏爱好

者喜爱的工艺美术大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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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增强青花斗彩花鸟画立体感的探索

青花斗彩，是指釉下或釉中青花和釉上彩色相结合的瓷器绘画技法，或称装饰技

法。青花斗彩瓷是中国陶瓷中的一个重要品种，是景德镇陶瓷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

明珠。青花斗彩瓷自明代出现以来，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景

德镇的陶瓷画家与工匠们创造了无数精美的青花斗彩瓷，丰富了陶瓷艺术园地，同时

也给人们带来了美的享受。

艺术是不断发展的。青花斗彩作为陶瓷艺术之中的一个品种，同样也应该得到

发展而更加光彩夺目。作为艺术家，我们在继承传统艺术的同时，也应当对它有所创

新和发展。对于艺术家来说，探求、发现，以及更加完美地表现和创作，是其最主要的

工作。正如英国艺术家、美学家越诺尔兹说的：“我们所从事的艺术以美为目标，我们

的任务就在发现而且表现这种美。”多年以来，景德镇的陶瓷艺术家们为了不断发展青

花斗彩艺术，增强青花斗彩瓷画的艺术效果，在这方面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索，发现和

创造了多种表现手法，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些发展、

创新的青花斗彩瓷画中，有工笔与写意的斗彩，有写意与写

意的斗彩，有工笔与工笔的斗彩，也有综合装饰、颜色釉、雕

刻的斗彩，还有浮雕般的立体斗彩等等，真是繁花竞放，美不

胜收。笔者出于对青花斗彩的偏爱，近几年来也对青花斗彩

的表现形式做了一些探索。现不揣冒昧，将有关情况写出，

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青花斗彩本来属于平面绘画艺术，是以二度空间（平面

空间）来展现三度空间（立体空间）的事物。为了增强画面的

立体感，从而增强对观众的视觉感染力，陶瓷美术家与工匠

们，自古以来就作出了不懈努力和不少贡献。出现了刻花
（在坯体上刻花）、刻瓷（在瓷器上刻花）、刻填（在坯体上刻出

花纹，然后在刻痕中或纹样外，填以需要的色料、泥料或颜色

釉等），以及采用浮雕，堆积陶瓷颜料、原料等方式创作的青

花斗彩，达到了或接近达到以三度空间的画面，来展现三度

空间的事物的目的，使画面具有较强的立体感和材质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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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增强作品的艺术魅力。为此，笔者在几年前就考虑：如何结合自己的绘画风格，选择

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提高自己的青花斗彩作品的立体感呢？

大约２００３年前，笔者出于对青花斗彩的喜爱，经过反复思考，决定选择以提高青

花斗彩的立体感为方向进行探索。在进行思索和探求的过程中，曾经看到过景德镇的

部分陶瓷美术家所创作的，一些用别出心裁的装饰技法完成的，富有立体感的陶瓷美

术作品。这些作品，不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给了我启示和灵感。例如，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宁勤征的综合装饰作品《鹤舞秋情》《大贵图》和《乡村风情》等，均以窑变

材质堆画手法，立体地表现动植物与房屋等。还有其他陶瓷美术家，他们所绘制的富

有立体感的山水、雪景、花鸟等，都给了我启发，引起了我的联想。于是，我便开始深入

思考如何提高青花斗彩瓷画立体感的问题。笔者虽然爱画人物画，也画山水画，但是

更爱画花鸟画。于是，便以提高青花斗彩花鸟画的立体感的问题，作为课题来探索。

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摸索和试验，在经历了若干次失败之后，终于找到了比较适合的、使

青花斗彩具有较强的立体感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以釉上彩工笔描绘花朵，在花朵

勾线、渲染后，逐渐堆积粉彩颜料（以白色为主），使之达到一定的厚度而具有立体感。

花瓣上，粉彩白色颜料堆积的厚度，从下到上并不一样。每一片花瓣从下部（靠近花托

部位）至上部（瓣尖部位）都是逐渐增厚，形成浮雕般的立体感。以这种方式绘制的花

朵，又具有虚实、渐变的韵味。此后，笔者以这种方式创作了不少青花斗彩花鸟画和花

卉画。这些作品，不仅依然具有青花斗彩的韵味，而且在视觉效果方面具有较强的立

体感、材质感和真实感。由于充分运用了材料特性，从而使画面的整体效果更加生动。

笔者的富有立体感的青花斗彩花鸟画和花卉画，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的要件构

成：一是用写意技法画的釉中彩的花卉的枝和叶。二是用工笔技法在釉上彩绘、并用

白色颜料堆积成的浮雕般的花朵；所描绘的花朵，多为白牡丹、白芙蓉、白绣球，以及粉

红色或淡黄色的牡丹、芙蓉等；此外，还有用多种色彩堆积成的浮雕般的蝴蝶、蜻蜓、金

鱼、小鸟等。三是还有部分斗彩作品，用釉上彩描绘动植物，如鸟雀、昆虫等，但不堆积

颜料，仍属平面绘画。

笔者以上述要件构成的作品，其中的立体部分只是用在釉上表现花朵，有时也同

时用来表现昆虫、金鱼和小鸟，而釉下（釉中）的青花所绘的枝叶依然是平面的。所以，

笔者的青花斗彩的立体部分只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部的。因此，笔者暂且把这一类作

品称为“局部立体青花斗彩”；由于立体部分是以堆积白色颜料而形成，故此也可将它

称为“局部堆料立体青花斗彩”。

“成功的艺术处理的最高成就就是美”。康德的这句话，激励着笔者努力探索、前

进，也是笔者所尽力追求的目标。笔者所创作的局部堆料立体青花斗彩瓷画，从艺术

处理方面来分析，其风格特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条：１．所有画作中的主体部分即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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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以釉上彩工笔描绘，呈现工整、细腻、秀丽之感和虚实韵味；并堆积白色颜料，使之形

成带有三度空间的浮雕状的立体效果。２．堆积立体花朵所用的材料，均为釉上彩白色

颜料，而后彩颜色。因而，所表现的花朵为白色、粉红色、淡黄色、淡绿色等浅颜色花

朵。３．釉下（釉中）用青花颜料以写意手法描绘花的枝与叶，具有笔法粗犷，笔意奔放、

潇洒之感；同时，由于能够熟练地把握料性和运用笔墨，使青花颜料达到“墨分五色”的

效果，所描绘的枝与叶也具有立体般的视觉感受，使之能与立体的花朵相匹配。４．釉

上的立体的、而又以工笔手法描绘的花朵，与釉下平面的、以写意描绘的枝与叶，既争

芳斗艳又互相衬托，交相辉映。其间，不仅有釉上与釉下的斗彩；也有细腻的工笔与粗

犷的写意的对立和统一，并能和谐融合；更有立体与平面的对立和统一、相映成趣而别

开生面。５．由于既有工笔部分，又有写意部分，所以，作品均为半工半写，丰富了视觉

效果。

总而言之，局部堆料立体青花斗彩，是在前人技艺的基础上探索的成果，是对景德

镇传统陶瓷艺术的继承与发展。这种瓷画，是融汇多种陶瓷艺术表现手法于一体的作

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也是陶瓷艺苑中的一朵奇葩。笔者为能在这方面作过探索，

有过付出，也有所收获而感到欣慰。

几年来，笔者以此种方式创作了一些作品，如：《牡丹乘春芳》《三月牡丹呈艳态》

《鱼翔芙蓉池》《绣球展春意》等，均具有较好的局部立体艺术效果、较高的真实性和较

强的美感，并且也获得了一些好评和奖励。

马克思曾经说过：“社会的进步就是人类对美的追求的结晶。”回顾几年来对局部

堆料立体青花斗彩的探索，感慨良多。其间，既有过失败的苦恼，也有成功的喜悦。艺

无止境，只有不断追求和探索，才能进步和提高，才能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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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瓷器花鸟画的留白与堆白

在对本文论题进行论述之前，有必要先对“留白”和“堆白”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作个

说明。“留白”，是指花鸟画构图中留有空白，即留有不描绘任何景物的地方，指构思、

取景的处理，意境的表现。“堆白”，是指在瓷器釉上进行彩绘时，用毛笔蘸取白色陶瓷

颜料绘画，并用笔使白颜料堆积起来，材质的充分利用和发挥，使被描绘的景物凸起而

具有立体感的绘瓷方法。

瓷器花鸟画，是基本上按照中国花鸟画的绘画法则，在瓷器上绘制的作品。由于

其画面的载体是瓷器，所以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审美效果。瓷器花鸟画的艺术表现

手法多种多样，然而，就其构图法则而言，则有着共同的规律。比如，画面中的留白，即

画面中有部分面积不描绘景物而留下空白，这是中国花鸟画的构图法则之一，是画面

对于意境的渲染所采用的手法之一。因此，瓷器花鸟画的留白，是值得进行探讨的问

题。因而，本文将就瓷器花鸟画构图中留白的话题，以及笔者在瓷器花鸟画彩绘过程

中采用“堆白”方式，绘制出富有立体感画面的有关情况，从艺术的表现与工艺技法的

利用方面，分别作个简单的论述。

一、瓷器花鸟画构图中的留白

无论是工笔的、写意的，还是工兼写的瓷器花鸟画，一般都有“留白”之处，即留有

未曾描绘景物的空白地方。中国画的构图，是“经营位置”，也是瓷器花鸟画构图中的

一个要素。这里要强调的是，画面中的留白，不能简单地说是“没有”、“等于零”，而是

如前人所说的“计白当黑”，也就是说，留白留有非常多的空间和想象，给人以联想和遐

思的意境。也可以说，留白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描绘。留白，是中国花鸟画的艺术表现

手法之一，是画家通过精心思考之后的创意安排。留白的安排，处理得是否恰当，将会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画作的成功与否。在不同的作品之中，有的惜墨如金，留白非常之

多，简意味着难，难就难在寥寥数笔意蕴深远，纹样一繁，留白就少，纹样密而不乱，构

图又需煞费苦心，不论留白多或少，留白都是整个画面的组成部分，都要恰到好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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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与被描绘景物的部分相协调，都要给人以艺术的美感。

留白的作用，在瓷器花鸟画之中是重要的。其最直观的

作用就是突出了主体，即突出了描绘的景物。可以说，留

白是删除了不必要的、繁杂的景物，起到了删繁就简的作

用，从而使画面清爽、简洁。同时，留白也展现了瓷器的

本色，显示了瓷器的质地和釉色的美，充分反映材质之

美。中国花鸟画构图讲究有虚有实、虚实相间，而瓷器花

鸟画中的留白就是最具体的“虚”、最彻底的“虚”。它与

画作中的“实”，即与被描绘的景物相辅相成，并相互映

衬。再者，留白一般都表示空间，瓷器花鸟画和纸上花鸟

画一样，留白所表示的空间，既可以是表示天空、地面，也

可以是表示水中、水面，还可以是表示天连水的空间，即

天水相连，水天一色。留白，也可以仅仅作为背景，可以

什么都不表示，或者不表示什么，全凭画家和观赏者依靠

自己的感觉来做出判断、得出结论。花鸟画中的留白，有

如乐章中的休止符，谈乐曲可以说“此时无声胜有声”。

那么，也可以说绘画中留白是“此处无画胜有画”。画作

中的留白，既是空白，又似“朦胧”，又好像文学作品中的

省略号，给了观赏者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感，带来了余味和联想。正是由于画面

中有留白，这不仅使画作具有空灵、清丽之美，增强了艺术魅力、增添了诗意，使作品更

有韵味，同时，也给观赏者留下了不尽的余味和想象的空间。

二、瓷器花鸟画绘制中的堆白

在各类瓷器花鸟画之中，艺术地运用色彩，是增强作品美感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方

式。色彩是多种的，要高水平地处理好多种色彩并非易事，即便是要处理好一种色彩，

也不容易。近几年来，笔者在绘制青花斗彩花鸟画的过程中，对“堆白”的绘制方法进

行了一些探索，以下作为交流探讨，说说自己的认识。

１．在作品中比较大量地使用白色陶瓷颜料来绘制花卉。这里说的“大量”，是指在

一幅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白色粉彩颜料，以工笔画法绘制花朵，在人们主要视觉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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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白色颜料，以及白色加上少量的其他颜料所烘托。主要的白色或者其他浅颜色如

淡黄、粉红、淡蓝、淡绿等颜色，所画花卉的品种有白牡丹，也有淡黄牡丹、粉红牡丹，还

有白绣球、白芙蓉和粉红芙蓉等。因此，所描绘的花朵都呈现淡雅、清丽的艺术效果。

２．在使用釉上白色陶瓷颜料绘制花朵的过程中，以逐渐增加颜料的厚度的方式，

使之堆积成浅浮雕般的凸起状态。因而，使花朵具有立体感和，从而，挖掘材质的表现

力，增强了作品艺术感染力。

３．用釉上白色粉彩颜料所绘制的白色或浅色花朵的作品，多为青花斗彩花鸟画。

其釉下彩或釉中彩的青花，一般以写意画法描绘。所描绘的都是花的枝与叶，展现了

清秀之美。当然，青花写意的笔墨也分浓淡变化，从而使平面描绘的花的枝叶也有视

觉上的立体感。

４．使用白色陶瓷颜料描绘花朵的作品，一般都是青花斗彩。这类作品的斗彩，包含

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釉上粉彩的多色花朵与釉下、釉中青花的单色枝叶斗彩，釉上的工

笔描绘与釉下的写意描绘斗彩，釉上花朵的立体绘制与釉下枝叶的平面描绘斗彩。因

此，釉上与釉下、釉中的斗彩，呈现出艺术形式多样，争奇斗艳、竞相比美的效果。

５．由于作品中使用白色陶瓷颜料绘制了一定数量的白色或浅色花朵，加上整个画

面中都有较大面积的留白，因而，这些作品一般都显得亮丽而明快，呈现出淡雅之美、

空灵之美。

上述几点，不仅是笔者所绘制的青花斗彩花鸟画的特色，而且是笔者经过几年的

摸索和锤炼之后，在材质的把握和运用上，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进程中，逐步在青花斗

彩花鸟画创作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书法之法

中国书法，源远流长。作为一门高雅艺术，在我国文化宝库中有着很高的地位，一

向饮誉中外。然而国人对待书法，今天看来，似乎有所冷落。我一直在想：是学书法不

得法？还是学书法不得“发”？

书法具有双重功能。即实用功能和欣赏功能，两者不能截然分开，只是各有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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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科技发达，打字机、复印机、电脑分担了部分书写特有的实用功能。比如表达心

情、批点书文、直抒胸臆以及临场急就等等，还是要亲笔书写的，字迹至少要端正、规

范，尽可能给人美感。书法的实用功能，正如今天有了汽车飞机，但它不能取代脚的实

用价值和运动功能一样。

人物装饰随笔

从古代到现代，人物装饰的演变日趋讲究风格、器型的整体效果等装饰性成分。

愈是尊重主观感受的表现，所表现的内容和形式就愈远离源于科学研究的原始属性，

致使现代的粉彩人物画与前辈的作品有很大程度的不同。比如在古典作品中并没有

我们一般认为的外形连贯、色调统一等达到表面整体的手法，却给人以一种来自人体

内部系统的生命的连贯与一体性，达到了超越装饰性整体的完整境界。这使我们看到

了人物装饰由最初的纯粹性，向形式的繁琐及装饰的样式化的演变。

景德镇近代艺人在接触西方绘画艺术之后，由于对写实的误解，常常把表现“现

实”混同于细枝末节的表面真实的追求。它貌似完备，但实际上却流于繁琐、肤浅，这

主要是忽略了我国绘画的“取舍”之妙。

几年来，虽然陶瓷界有过几次关于人物装饰的讨论，但基本上停留在民族性、实用

性、线面造型等表层现象上，未能触及本质。这种狭隘的理解自然不能深化对人物画

装饰本质的理解。不进行深入思考则难免陷入空洞而繁琐的模式中，成为固定的、封

闭的老调重弹。

民间的陶瓷装饰浅谈

民间艺人创造出来的富有天趣的民间装饰纹样甚多，如缠枝纹、散点折枝纹等结

构。他们在自然界中寻找出各种表现手法，并凭自己的直觉，很自然地描绘出自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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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象，似乎不加以任何修饰，具有大圭不雕的粗犷美感，他们创造出的许多构图形

式，给后人的创作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

这些纹样形式体现在变化与统一，对称与均衡，静感与动感等原理之上，反映出民

间艺人对美的法则的热练运用。就举“变象”一例吧，我们提着灯笼在自然界中去寻找

陶瓷装饰中的缠枝形态结构，恐怕是一种遐想罢了，其实民间艺人是把自然界的花卉

形体反映到头脑中的变象，使形态愈抽象，变象离自然愈远，在陶瓷装饰中就愈要求构

图活跃，否则就显得生硬呆板，其结构不受任何外轮廓的限制，只是在装饰面上作适应

性的布局。有些纹样与周围的其他纹样似乎无关系，能独自构成单独纹样，但它的连

结却气贯神往，民间艺人丰富的“移花结木”的想象力，足以创造出许多新的、无数的装

饰纹样。

民间陶瓷装饰纹样，有些看来似乎粗略稚拙的作品，却蕴含着旺盛的生命力，具有

简朴雄浑之美，当我们瞻仰古陶瓷遗址，看到那些富有民间趣味的作品之时，其画面装

饰一定会给我们留下一种充满磷礴的气概，似乎体现了我中华民族的深沉博大、重风

骨、富内涵的民族精神。

陶瓷装饰主体与整体

看罢“青春杯”陶艺作品展，从众多的作品中，不难看出现代青年的设计思想确实

在进步；所追求的“意”和“味”（型为造型，形为装饰的形式）基本上已经表现来了。并

且具有较为明显的特征，那就是整体感很强。一件作品放在我们面前，一定会使我们

觉得和谐、厚实而稳重。由此，也就使我想到远在八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

术，同样是那么装饰和造型紧密结合，那么和谐、厚实。不提别的，就半坡文化的“鱼蛙

纹盆”来讲吧，一块厚口沿的平底盆，内装饰二条粗细不等的线。顺着线装饰一只抽象

的蛙，造型和装饰密切吻合起来了。为此，引发一些思考，想就陶瓷装饰的主体和整体

这个问题，粗略谈谈我的看法。

陶瓷装饰应讲求整体感和主体（题）感。一件较为完整的作品除了造型和装饰的

整体效果外，其中还有一个主题效果，那就是整个装饰部分的主要视觉部位。通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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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眼睛的平视角度和器皿的主要部位为

主。而装饰纹样中又有主要装饰的突出部

分，这就是装饰的主题。一件较为完整的

装饰纹样的器皿，就要看它是否明快，层次

分明。通常我们的装饰手法足以衬托为

主，即以次要纹样衬托主要纹样，以暗部衬

托明部，以叶苇衬托花朵，以景衬托人物，

以远衬托近等等。

在装饰纹样的衬托处理中，倘若不加

以推敲思考，就会主次不明，从而零碎杂

乱。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在创作巴尔扎克

像的草稿时，曾对其手做过传神的构思，他

的学生惊极而呼：“那双手！那双手！老

师，如果您不再创作别的，单凭这双手也足

以使您的艺术永垂不朽。”罗丹这时的神

情，简直无法加以形容，他被某种奇异的感

情所激动，变得仓皇失措，不安地在满屋乱

走，突然他走到工作室的一角，拎起一把大

斧，走到雕像前砍断了那双“举世无双的

手”。罗丹对学生说：这双手太突出了，它

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不属于这个雕像的

整体了。并说：一件真正完美的艺术品，没

有任何一部分是比主题更加重要的。我们

在从事陶瓷装饰创作中也必须避免纹样中

的“喧宾夺主”，尤其是圆盘装饰和花瓶以

及瓷板的装饰。

我们现在从事陶瓷美术创作中的构

图，往往为画面的完整性而感到苦恼，那应

如何处理这个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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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首先，装饰器型的重心平衡是整体视觉设计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设计者凭

工作、生活实践积累的视觉经验，可以对视觉纹样稳定性的整体感与否做出本能的判

断。这种判断虽说不是十分精确，而就人的审美意识来说，却往往比一般数学测量的

结果更为准确，从直观感觉到审美经验，设计者对视觉功能纹样的评判，直到整个设计

完毕应经过一个过程———可以是长期间的，也可以是短暂的。

主次关系是陶瓷美术装饰中整个设计纹样好坏的关键。我的一画友种植了一钵

石榴花，可能是气候问题，不久便夭折变得光杆一枝了，然而在肥沃的底下却生长出许

多小草，这钵“花”也就无人问津了。我举一例，主要是为了说明陶瓷装饰的纹样，一旦

主次不分，也就失去了它的欣赏者。

从具体上看，装饰纹样应视整个设计对象以最完整性的，即“经营位置”的构思，作

个比较、分析、定稿。并且把自己的设计思想加以灵活应用，当涉及一些小的范围纹样

时，又必须回过头以总体来指导具体操作，从而使整个装饰和谐化、整体化。

总之，在陶瓷装饰上，主体和整体是个辩证关系。忽略了主体就会使整个装饰器

皿平板而“面面俱到”；忽略了整体就会使整个装饰器皿散乱无章。我们在设计中应同

时予以考虑。

陶瓷艺术的模糊性审美

陶瓷美术在视觉造型设计中也有难言和模糊之处。用手工拉坯的老艺人只知道

这样的造型好看，问他为何要这样“拉”，他却说：“由你去想吧。”而绘制大量青花的艺

人们，其动作确实像电影里的卓别林转螺丝，连我们与他们谈话时其手也不离坯而不

停地画。由此我想起一些考古家学们，在研究陶瓷装饰纹样时，说：艺人们有意地在造

型的某一部位采用较粗的线条，而在另一部位上“淡水”等等。这大概就是“难以言传，

而旁则明”吧。

首先，重心平衡是艺人在视觉设计中的一个主要的特点，他们凭生活实践积累的

视觉经验，可以对视觉式样的稳定性与否做出本能的判断，这种判断虽不是十分精确，

但却把握了自然界的规律，从直观感觉到审美习惯，都集中反应到所表现的作品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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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表现是对视觉式样（造型、花面纹饰）的评判经过了一个复杂的分析过程，这个过

程可以是长期的，也可以是短暂的。

通常讲，陶瓷美术的造型艺术与戏剧、舞蹈等其他艺术的差别主要在于静止视觉

与运动视觉形象的不同表现方式，换言之，造型艺术局限于二维或三维特定空间，而戏

剧舞蹈则依赖于四维的时间运动。正因为如此，我们的陶瓷艺术就不应该回避四维这

一特征。我们不妨可以通过暗示手法诱导欣赏，我们作品的人对运动过程的联想，使

作品具有一定的时间性，这就是静止艺术的生命，以发挥观者以及后人参与艺术创作

的能动性，而且使“最美瞬间”获得永恒的魅力。景德镇从前的民间艺人所创造的民间

青花不就是如此吗？

陶瓷装饰创新的一点看法

在景德镇市第三届陶瓷美术百花奖评展会上，１０００多件（套）晶莹明亮、富丽典雅

的陶瓷美术作品，展现在人们眼前。众多的优秀作品，标志着广大陶瓷美术设计人员

在继承传统、发展创新方面取得了又一新的进展。观毕展览，引起我对陶瓷装饰创新

方面一点看法。

陶瓷装饰历来在不断地创新、转变、陈旧、又创新，不断运动着向前发展。创新，一

直是陶瓷工艺美术界所关注的问题。虽然有一些争议，但总而言之，不外乎是内容与

形式如何继承传统与创新的问题。因此，陶瓷美术装饰的创新，具有两种含义。一是

表现形式的创新；二是反映内容的创新。创新不仅是个形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内容

问题。须知，形式是反映一定内容的形式，内容则是表现形式的内涵。形式和内容两

个方面的创新是可以互为因果的。通过本届“百花奖”评选活动，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作

品采用传统的形式，却表现了新的题材，新的生活内容，这不能说不是创新；有的用传

统形式表现传统的题材、历史典故，从形式到内容虽说它是“旧”的，但由于作者以现代

人的情感和技巧来设计创作，这也是一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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