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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艺术向多方位、多层次趋势的发展以及新

的社会艺术需求层次、新的需求对象、新的需求形式的

出现，在社会整体紧迫需求的推动下，陶瓷雕塑也面临

艺术形式与内容表现上的创新等问题。陶瓷雕塑在自身

发展的历程中已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与成果，面对当

今人们对艺术多样化的追求，陶瓷雕塑在继承传统雕塑

艺术形式的基础上，吸收外国的先进创作理念，不断从

雕塑形式、造型种类以及雕塑材料的极大化运用上着手，

把雕塑语言的张力发挥至极致，力图在陶瓷雕塑的造型

上更鲜明地体现材料的特性。而陶瓷雕塑与其他材料的

结合应用上也存在着诸多可能因素和广阔前景。在陶瓷

艺术创作中，采用不同的材料以及工艺，可以表现出不

同的艺术风格，创造出异常丰富的艺术效果。

陶瓷雕塑艺术的变革创新，首先考虑与重视的是材

料与造型技法。对艺术新造型、新技法和陶瓷材料的新

方式方法的运用表现，成为中国当代陶瓷雕塑发展的新

现象、新趋势、新潮流，也传达出当代陶瓷雕塑家对现

当代陶瓷雕塑艺术表现的努力创新，以及他们在艺术上

的孜孜以求。对雕塑造型新材料和新造型技法的探索，

反映出艺术家们正力求在各个门类的艺术语言系统中更

深入、更广阔地寻找资源，以丰富的表现手段推进当代

艺术的发展。在这种艺术思想大潮的驱使下，陶瓷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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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更加努力地尝试与实践，以期有更新的创造与作为。

当代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实践证明，陶瓷创作材料与表现技法作

为观念展示的载体，其价值是不可忽视的，如果艺术创作观念得不

到具体落实与实现，任何美妙的构思与艺术蓝图都将成为空中楼阁。

在现当代艺术材料与技法的范畴上，人们已经开始转变以往的单一

认识。对材料的运用与表现的研究和陶瓷雕塑创作之间有着非常密

切的联系，材料的运用是为了丰富造型语言，是为了更好地传达艺

术思想。没有材料的很好再现，单纯的造型也将面临苍白、无力的

窘境。材料的表现有一定的偶然性，每个人对同一种材料的理解和

感受都可能不同，表现出来的效果也会不同。如果大家用的是同样

的方法，那雕塑的生命力就非常的羸弱，更不用谈其艺术效果了。

因循守旧、众口同声、千人一面，这决不是雕塑艺术追求的旨归。

本书针对现当代陶瓷雕塑创作实践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采取

追根溯源、横向比较的研究方法，以陶瓷雕塑的造型与材料应用研

究为课题，结合陶瓷雕塑造型发展演变的历史规律，向广大读者介

绍陶瓷雕塑的一些基本材料的特性及特征，列举基本的陶瓷雕塑造

型表现方法，并以图展示其表现效果，给读者一个清晰完整的感知

与认知。陶瓷材料的种类和表现的方式都是纷繁多样的，本书因篇

幅所限，仅就陶瓷雕塑相关知识重点进行论述，并附图例说明，旨

在启迪思维、拓宽创作思路。对于材料构造与造型的协调性，只能

做感性的提示，若需更深入全面掌握，我们还必须在艺术实际创作

实践中慢慢尝试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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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陶瓷雕塑造型艺术的相关概念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简明陶瓷词典》将“造型”解释为“根

据生活要求，利用不同的工艺材料，采用相应的工艺技术，设计和

制作具有审美价值的陶瓷器皿样式”。《现代汉语词典》中对“造型”

的解释是“创造物体形象；或创造出来的物体形象”。造型艺术，

是指“占有一定空间、构成美感的形象，使人通过视觉来欣赏的艺术，

包括绘画、雕塑、建筑等，也叫美术”。《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Ⅱ）

称造型艺术是“以一定物质材料和手段创造的可视静态空间形象的

艺术，包括建筑、雕塑、绘画、工艺美术、设计、书法、篆刻等种

类。它通称美术，是对美术在物质材料和手段上的造型艺术把握”。

《辞海》称雕塑是“造型艺术之一，是雕、刻、塑三种制作方法的

总称”。陶瓷雕塑是雕塑艺术门类的一种特殊造型形式，古往今来，

它因选择陶瓷材料灵活应用，通过不同的造型表现社会生活真实的

场景，在社会上、在历史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地位，因而其在艺

术领域独树一帜。从中国古代秦砖汉瓦、陶俑瓷塑、雕塑彩瓷，至

当代雕塑性陶艺均能显现出陶瓷雕塑的无限魅力。陶瓷雕塑的造型，

必须使用一定的物质原料并通过一定的工艺制作过程才能完成，而

物质材料和工艺制作也总是对陶瓷雕塑的造型起某种制约作用。因

此艺术家在创作时必须深入一线——陶瓷工作室或雕塑实验室，掌

握陶瓷雕塑成型方法和工艺流程，使陶瓷材料能充分表现其创作意

图，让材料与雕塑造型达到完美结合。

陶瓷雕塑按材料的物理性能可以分陶和瓷两种。由于陶和瓷所

使用的物质原料不同，其可塑性、黏性、坯釉配方的化学成分不同，

烧成温度及气氛也各有差异。瓷特别是硬质瓷的烧成温度较高，所

以胎质结构致密，瓷胎吸水率很低；瓷胎因烧成成瓷温度高，对作

品变形的影响大。陶的烧成温度较低，胎体疏松，颗粒间隙稍大，

所以胎质吸水率较高，但对作品的变形影响较小。陶和瓷在烧制过

程中的特殊性质和规律，对陶、瓷的造型风格特点也有一定程度的

影响。瓷，质地坚硬，胎体细密、光润、规矩、精致，薄者透明度

较好，细部变化精微；陶，则显粗犷、浑厚，色泽浓重沉着。这些

特点的形成都与原材料含呈色剂元素偏多有关。陶瓷雕塑的造型设

计与制作，除了要遵循一般的造型规律和形式法则外，还要努力掌

握陶瓷及陶瓷相关材料的特性，如泥土、釉色和火的特性，尤其是

火的特性掌控很不容易把握。尽管制作陶瓷的原材料很丰富，随处

可取、可用，但各地的陶瓷原料不完全相同，不同的陶瓷原料在烧

制陶瓷时，又各自具有不同的特性。人们一般都注意利用不同原料

的优点、特性，扬长避短，从而形成了作品的特有技艺与当地独特

的风格。

2. 陶瓷雕塑造型艺术的发展

陶瓷造型则可以认为始于陶器成形或陶的出现，学者现在普遍

认为陶最早出现于大约距今 11700 年前，陶出现之初是为了满足人

们实用功能的需求。这正如古老的岩画出现之初一样，是为了实现

巫术的实用功能，并非如人们说的为了审美。陶器上的彩绘刻画以

及造型的变化，起初都是为了满足实用要求，如祭祀巫术图腾、生

活使用习惯等。当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对美的认识达到一定水平之

后才真正成为美术作品，具有审美功能。最早的陶瓷造型可以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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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第一件陶器出现之后就形成了。也有些学者认定为它出现于最

原始的陶雕塑的出现时期。虽然它不是为了审美而出现的艺术品，

只是生活生存实用品，但它所具之形，已是最为原始的雕塑造型。

雕塑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的生产活动密切相关，同时受各个时

代社会风俗、宗教、哲学等社会意识形态影响。如秦始皇陵兵马俑，

展示了始皇军队的雄伟壮观，也寄托了始皇个人及统治阶级的情感、

对未来的期盼，同时包含了时代、感情、思想、审美观念等诸多因

素的内涵，是形象化社会发展的实物记录。中国雕塑的历史是我们

动态把握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佐证，她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

的嬗变史，人们可以从各朝各代找到雕塑风格与民族文化精神的

衔接点。

中国雕塑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有学者曾经认为中国

最早的人头雕塑，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时出土的

一尊陶塑头像（图 1）。这尊头像高约 4.5 厘米，宽 3.3 厘米，颧骨

突出，额骨前突，张嘴，尖下巴。头像中空，材质为夹炭黑陶，手

捏成形。河姆渡文化距今 6700 多年，为新石器时代重要遗址，所以

有学者认为此陶瓷人头像为我国年代最早的人头雕塑。距今约 7000

年到 5000 年之间母系氏族出现的陶塑，如河南渑池仰韶村仰韶文化

陶塑“鸟兽”、“人首蛇身壶盖”及陕西华县泉护村陶塑“鹰盖”等，

是我国远古雕塑造型艺术的印记。西安半坡遗址的两个陶塑“口哨”，

经查明，为我国最早的乐器之一，细泥捏塑而成，为我国早期捏塑

代表作。

在中国雕塑学界，人们根据雕塑技法与风格变化规律，将古代

陶瓷雕塑的发展进行了简要归纳。

在新石器时代，神话传说中的龙凤形象已出现，这时期的雕塑

作品多表现人与动物的形象造型，多为陶塑，也出现少量石、玉、牙、

骨等材料的作品。工艺有浮雕、圆雕、刻线。雕塑出现独立的造型，

有的是器物的附加装饰，装饰在器盖、口沿、器肩。中国南北各地

的文化中均有雕塑造型的存在，如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

齐家文化、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溪文化等。早期的雕塑人物

造型较多，有全身形象，也有单独头像和浮雕人面，人头像有的以

捏塑、贴塑、刻印手法，塑于壶、罐、瓶等器物口沿，有的还加彩绘，

但造型较小，形态风格多呈粗简、夸张特色。如中原与西北地区的

图1　余姚河姆渡陶塑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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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人物口、眼开始镂空，形成深色暗影，注重眼神的刻画。有

些人物还体现男女性别特征，如有的绘制长发，有的绘制胡须，甚

至有表现生育之神或农业神灵的孕妇造型人物，这些人物雕塑造型

非常生动，其创作原因不排除与巫术或巫术祭祀有关联。如仰韶文

化的甘肃秦安大地湾、寺嘴等地的彩陶瓶口上的人头像，陕西宝鸡

北首岭的陶人头，辽宁喀左东山嘴所出红山文化的小型裸体女像等。

红山文化遗存中出现较大造型的泥塑，如辽宁牛河梁祭祀遗址中残

缺的女神头像（图 2），其面施红彩，眼镶青色玉片，和该地其他一

些大小不等的塑像残迹相比形体较大，体内木架支撑，内外泥层分

粗细。这些均表明在 5000 年前，人们已初步掌握了大型泥塑的成型

技能。原始社会的动物雕塑选取的对象是人们生活中常见的禽畜以

及人们创造出的神话动物。赋予动物灵性，加以崇拜，是古人的一

种泛灵崇拜的体现。泛灵崇拜信仰中最常见的主题就是各种动物，

如虎、豹、蛇、牛、羊、蚕、鱼、鸡、鹰、鸟等，以及龙、凤、夔

等不知名的神物。人们在生活中接触观察的动物，耳熟能详，所以

这些动物造型非常生动逼真。河姆渡文化的陶猪、湖北龙山文化的象、

狗、鸟、兽等小陶塑，都能概括、传神地表现出动物的形体特征和

活动情态，也反映出这些动物在人们心中的印象与认知。

秦汉时期，雕塑风格呈严峻、阳刚之美。秦兵马俑、镇墓兽等

虽不如后世精巧、细腻，但粗犷、大气、厚重之感明显。这种雕塑

之风张扬的是一种与自然、天命抗争的精神，是远古时期人类“万

物有灵”思想的延伸。从《周易》、《荀子 •天论》中的“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制天命而用之”、“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

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到“精卫填海”、“女

娲补天”、“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等神话，表达了人类与天

地自然抗争的精神和人定胜天的思想。秦始皇深受这种思想影响，

规模宏大的兵马俑便是他内心强大个性的印证。汉代雕塑延续秦代

风貌，展现气势与力量，反映出当时的雕塑风格与社会风尚，是秦

汉陶塑精神力度的凝聚。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前随葬的大俑坑（图3），

江苏徐州汉墓出土的陶俑，西汉霍去病墓雕塑——马踏匈奴、跃马、

伏虎，东汉的青铜奔马、石兽和南北朝的石窟造像等，宏伟的气势、

写实的艺术风格，把中国的雕塑艺术推向了一个高峰。

至魏晋南北朝时代，雕塑风格由秦汉阳刚之风分化为阴柔和阳

图2　女神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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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的南北方风格，尤其表现在受佛教影响的雕塑造型上。西晋灭亡后，

中国形成南北对峙的情势。北方有游牧民族混战，南方有逃亡的贵

族官僚建立了偏安一隅的朝廷，云集了大批避难的文人雅士，促进

了南朝文化艺术的发展。南朝在文化上的魏晋玄学，如隐居遁世理

念，蔑视礼教法度、推崇虚妄无为、清新雅淡等社会风尚对社会及

艺术产生了较大影响。庄子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受到重视。

南朝社会风貌由秦汉时期的刚劲逐渐走向阴柔、雅淡，在雕塑造型

与表现上难免受社会之风侵袭，该时期雕塑普遍呈现出考究、秀丽、

细腻的秀骨清像之貌。秦、汉、南北朝时代，我国的雕塑艺术取得

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这一历史时期，石雕、木雕、陶塑、铸铜等

不同门类的雕造技艺也都

有杰出的创新。

进入隋、唐时期，尤

其是唐代，是中国古代雕

塑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

如唐昭陵六骏、乾陵狮和

石人、顺陵石雕立狮和盛

行于初唐以后的唐三彩，

唐代雕塑是文化艺术中的

一朵奇葩。隋、唐时期在

经历了延续约三个半世纪

的分裂和动荡以后，重新

得到统一和安定，进入一

个政治经济空前繁荣的历

史时期，促使雕塑艺术的

发展出现新的高峰。经过

隋和初唐的过渡阶段，雕

塑艺术融会了南北朝时北

方和南方雕塑艺术的成

就，又通过丝绸之路汲取

了域外艺术的养分，雕塑

艺术至盛唐时大放异彩，

创造出具有时代风格的不

朽巨作。最具时代风格的

图3　兵马俑坑 ( 秦 )

图 4　三彩马 ( 唐 )

图 5　三彩胡人牵骆驼俑 ( 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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