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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
金
玲
，
原
名
张
金
玲
，
一
九
五
一
年
生
于
天
津
，
江
西
省
高
级
工
艺
美
术
师
，
江
西
省
陶
瓷
美
术
家
，

江
西
省
技
术
能
手
，
江
西
省
工
艺
美
术
大
师
，
现
为
中
国
工
艺
美
术
学
会
会
员
、
江
西
省
美
术
家
协
会
会
员
、
景

德
镇
现
代
瓷
板
艺
术
研
究
院
院
长
、
南
昌
瓷
板
画
研
究
中
心
教
授
、
南
昌
瓷
板
画
行
业
协
会
常
务
理
事
。
南
昌
瓷

板
画
国
家
级
『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
传
承
人
。
擅
长
瓷
上
传
统
粉
彩
制
作
、
新
彩
工
艺
绘
制
，
釉
下
青
花
绘
制
，

目
前
就
职
于
南
昌
瓷
板
画
研
究
中
心
。

一
九
七○

年
开
始
师
从
国
家
首
批
中
国
工
艺
美
术
大
师
杨
厚
兴
先
生
，
学
习
瓷
板
肖
像
画
。
之
后
一
直
得
到

中
国
工
艺
美
术
大
师
冯
杰
的
指
导
，
并
跟
他
学
习
炭
粉
画
和
油
画
。
其
间
在
景
德
镇
陶
瓷
学
院
美
术
专
业
进
修

过
，
得
到
名
师
专
家
指
教
，
积
累
了
陶
瓷
艺
术
知
识
和
制
作
工
艺
实
践
经
验
。

『
迎
新
中
国
三
十
五
周
年
』
创
作
绘
制
的
大
型
粉
彩
薄
胎
瓶
送
京
展
。
作
品
多
次
获
得
国
家
级
金
、
银
奖
。

江
西
省
、
南
昌
市
、
中
央
电
视
台
均
有
报
道
。
二○

一○

年
创
作
的
《
四
季
美
女
》
瓷
板
画
入
选
上
海
世
博
会
江

西
馆
的
展
览
。
发
表
论
文
《
我
看
工
笔
绘
画
》
《
浅
谈
中
国
画
的
形
神
关
系
》
《
从
陶
瓷
艺
术
发
展
谈
谈
中
国
画

与
瓷
上
绘
画
》
《
反
思
工
艺
美
术
的
媚
俗
现
象
》
等
，
并
获
邀
与
冯
杰
大
师
作
为
江
西
省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
杰

出
代
表
，
向
世
界
游
客
展
示
瓷
板
画
的
魅
力
。

与首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杨厚兴老师合影

作
者
简
介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冯杰老师在指点冯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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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瓷画是在瓷器上绘画的统

称。瓷板画像，清朝末年起源

于景德镇，形成于南昌，主要

流传分布在南昌、景德镇、九

江、吉安等城市及邻近省市。

南 昌 瓷 板 画 像 的 从 业 人 员 最

多，规模最大，成了瓷上肖像

画（瓷板画像）的发展重点。

瓷板画像是在迄今有二千多年

历史的纸像（又称传神）的基

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即在

白胎瓷釉上,手工加绘上人像再

入炉烧制而成。早期的瓷板画

是黑白无色的，随着瓷用颜料

的发展和彩色照片的发明，瓷

板画像就变得绚丽多彩了。瓷

画是我国传统工艺美术之一。

它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精

华，又兼容了中国瓷器艺术的

特点，既能画出逼真的摄影、

古典油画的效果，又能随心所

欲地表现各种绘画流派的艺术

风格，是绘画艺术 和瓷器艺术

的巧妙结合，具有形象生动、

描绘细致、设色柔和、耐潮耐

晒、经久不变等特点，为赣文

化 乃至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

延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008

年南昌瓷板画入选第二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冯金玲原名张金玲，1951

年出生于天津，其父亲解放前

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

参 加 过 解 放 战 争 ，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 在 铁 路 部 门 任 职 。 之

后，她的父亲被错判为“黑五

类”，她随备受牵连的姨母、

姨 父 从 北 京 下 放 到 南 昌 。 为

躲避冲击，改姓不换名，随姨

母姓冯，成了冯金玲（时年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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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又在姨母的帮助下，嫁

给了现役军人，以军属身份进

入南昌工艺美术厂工作。一直

到父亲平反后，冯金玲的户口

簿才改回原姓“张”。但冯金

玲这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使用

过的姓名，已被圈内人呼唤成

习惯，于是就让它作为艺名沿

用至今了。

1972年21岁的冯金玲进入

南昌工艺美术厂，师从杨厚兴

（1914—1992，我国第一批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学习瓷板画，

之后又得到冯杰(1945生，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的指导，学习了

炭粉画和油画，还得到老艺人

蒋根水先生的指教。上世纪70

年代，中国热漫卷全球，工艺

品畅销世界。南昌工艺美术厂

生产出口品种很多，不仅有瓷

板画像、玉雕、瓷雕、彩蛋、

扇子，还开辟了白玉片画。杨

厚兴先生要冯金玲在白玉片上

画古代仕女。后来，工厂又开

发 了 粉 彩 瓷 出 口 ， 杨 老 先 生

又叫冯金玲坚持在瓷器上画仕

女，在那个阶段她同时得到冯

杰老师的指点。从此，她和仕

女瓷画结下了不解之缘。光阴

荏苒，白驹过隙，彩笔传情年

连年，冯金玲一直坚持粉彩仕

女瓷画的绘制。

功 夫 不 负 有 心 人 。 冯 金

玲熟而生巧，已是擅长粉彩人

物画绘制、新彩写意花鸟画绘

制 和 釉 下 青 花 斗 彩 绘 制 的 高

手。通过40多年的不懈努力，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创

新，其作品构思严谨而精巧；

线条刚劲而流畅；色彩明净而

冯金玲瓷画艺术1.indd   3 2014/5/19   18: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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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仕女典雅端庄、优美而

不妖媚；衬景层次分明、微妙

而隐含寓意。作品达到了既古

典高雅又有现代意藴，清新幽

雅而美丽动人的艺术效果，逐

渐形成了自己的个性和风格，

赢得了专家学者和广大群众的

好评。2010年创作的《四季美

女》瓷板画代表南昌参评江西

馆“镇馆之宝”，并获邀为江

女儿周岁炭粉画

冯金玲瓷画艺术1.indd   4 2014/5/19   18:5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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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杰出

代表，向世界游客展示瓷板画

的魅力。作品和论文入编《中

国美术选集》、《中国陶瓷》

杂志、《景德镇陶瓷》杂志。

中央电视台、江西省电视台均

有专题报道。

名师出高徒，冯金玲不仅

传承了老师勤奋严谨、锲而不

舍、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还

继承了老师温文尔雅、谦虚谨

慎、平易近人、彬彬有礼的言

谈举止，深得父辈亲友、朋辈

同事、专家学者、瓷画收藏家

和广大爱好者的喜爱与赞赏。

2007年被评为江西省陶瓷美术

家。2000年获中国高级工艺美

术师专业技术资格职称，在第

五届省级大师评审中获江西省

工艺美术大师职称。此外，还

是江西省工艺美术学会会员、

江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南昌

市瓷板画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南昌市瓷板画行业协会常务理

事、南昌瓷板画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景德镇

市现代瓷板艺术研究院院长。

如 今 年 过 花 甲 的 冯 金 玲

大师，奔走于南昌与景德镇之

间，常在两地工作室进行艺术

创作，不仅画粉彩也画青花，

不仅画人物也画花鸟，不仅在

瓷上用毛笔作画，还在瓷上用

手指画花卉人物。不仅自己坚

持瓷画艺术实践，笔耕不辍，

还收了一名入室女弟子，言传

身教。她认为艺无止境，只要

坚持探索，笔不离手，自己就

倍 感 神 清 气 爽 ， 乐 趣 无 穷 ；

艺要传承，只要薪火相传，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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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追梦，瓷画就会后继有人，

蒸蒸日上，立足中华，光耀世

界。

综 观 冯 金 玲 4 0 多 年 的 艺

术生涯，其成功原因、主要成

果 ， 笔 者 归 纳 有 以 下 几 个 方

面：

一、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精

华中的古典文学，并且用于自

己的艺术创作，开拓和丰富了

南昌瓷板画的创作题材和描绘

对象。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发展

历程中，唐诗、宋词代表了中

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峰，而元曲

和明清小说则分别是中国古代

诗歌和古代的叙事文学的最后

辉煌。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传

奇故事中的警句名篇常常是冯

金玲艺术创作的题材来源，故

事中的贤达精英、大家闺秀常

常在她的梦中和笔下涌现。而

她对《红楼梦》中人物及其故

事尤其情有独钟，可能是和她

的家史有关。如2.6尺粉彩瓷板

画《红楼梦人物·林黛玉》及

《红楼梦人物·薛宝钗》等。

冯金玲的仕女瓷画通过对

历史、文学和传说故事中的女

性人物的描绘，以其清新的画

笔，着意展示她们的生活、姿

容、情怀与风度。作品除了着

重刻画人物外，还强调环境气

氛的烘染，题诗阐释画意，使

画面情景交融，诗意盎然。与

此同时，画家从中阐幽发微，

独抒己见，富于个性地展现出

作品形象的魅力和价值，将人

带 进 如 入 幽 林 如 饮 醇 酒 的 境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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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突破了南昌瓷板画以

人像为主的传统，开创了瓷上

仕女画。

仕 女 画 是 人 物 画 中 以 女

性形象为描绘对象的绘画。仕

女是指我国古代美丽聪慧的女

子，也是历代画家按照自己心

中“美”的理想热衷描绘的对

象。通过塑造优美动人的妇女

形象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

传达特定的艺术趣味和审美观

念，作品在题材内容、思想内

涵、创作方法、表现形式等方

面都有自身的独特之处，涌现

出诸多仕女画名家，并形成不

同的风格样式。据资料记载，

工笔仕女画从唐代开始，大都

是上层社会和宫廷生活中的贵

族和名门淑女，展现了当时上

层妇女闲逸的生活及其复杂的

内心世界，反映当时的社会内

涵，传达特定的艺术韵味和审

美价值。五代、宋、元时期，

世俗、平民女子题材开始出现

于画家笔下；明清时期，戏剧

小说、传奇故事中的各色女子

则成为画家们最乐于创作的仕

女形象，仕女画的表现范围已

从最初的贤妇、贵妇、仙女等

扩 展 到 了 各 个 阶 层 、 各 种 身

份、各样处境的女子。

冯金玲的瓷板，突破了南

昌瓷板画以肖像为主的传统，

开创了以古代女性人物为主要

描绘对象的瓷上仕女画，主要

瓷画仕女作品有《回眸一笑百

媚生》粉彩瓷板画、《麻姑献

寿 》 粉 彩 小 壶 、 《 红 楼 梦 人

物》瓷板画以及《四季美人》

500件粉彩镶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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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引 入 景 德 镇 瓷 画 技

艺，丰富了南昌瓷板画的表现

技法。

传 统 的 南 昌 瓷 板 画 是 以

炭粉画为基础的表现技法。冯

金玲的瓷板画独辟蹊径，在杨

厚兴、冯杰老师的带动和鼓励

下，加入了南昌工艺美术厂组

建的陶瓷粉彩小组，在厂里请

来的景德镇老师傅的指导下，

学成了粉彩瓷画技艺，丰富了

南昌瓷板画的表现技法。

粉彩瓷又叫软彩瓷，是景

德镇窑四大传统名瓷之一，是

一种在瓷胎釉上彩绘，经低温

烧成的彩绘方法。粉彩是瓷器

的传统釉上彩装饰品种之一，

始于清朝康熙，成熟于雍正以

后。它吸收了珐琅彩的特点，

在古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粉

彩填色之前需用玻璃白打底，

也有一种说法是加入铅粉，让

色彩看上去很粉嫩。其特点是

色彩粉润晶莹，质感极强，明

暗清晰，层次分明，丰富绚丽

而又雅致，富有浮雕感和中国

画风味。

粉 彩 瓷 的 彩 绘 方 法 ， 一

般是先在高温烧成的白瓷上勾

画出图案的轮廓，然后用含砷

的玻璃白打底，再将颜料施于

这层玻璃白之上，用干净笔轻

轻地将颜色依深浅浓淡的不同

洗开，使花瓣和人物衣服有浓

淡明暗之感。粉彩颜料是一种

间接颜料，由于砷的乳浊法作

用，玻璃白有不透明的感觉，

与各种色彩相融合后，便产生

粉化作用，红彩变成粉红，绿

彩变成淡绿，黄彩变成浅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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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颜色也都变成不透明的浅

色调，并可控制其加入量的多

寡来获得一系列不同深浅浓淡

的色调，给人粉润柔和之感，

故称这种釉上彩为“粉彩”。

在表现技法上，从平填进展到

明暗的洗染；在风格上，其布

局和笔法都具有传统的中国画

粉彩瓷板《花容月貌丽人天》(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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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

冯 金 玲 粉 彩 瓷 画 主 要 作

品，如《琴棋书画》圆板粉彩

仕 女 瓷 画 ， 以 “ 琴 韵 ” “ 棋

乐 ” “ 书 声 ” “ 画 意 ” 四 个

画 面 描 绘 了 古 代 仕 女 的 文 化

生活，映射出中华文化之光。

这件作品构图主次分明、错落

有致，人物姿态各异、互有呼

应 ， 线 条 工 笔 细 描 、 圆 润 流

畅 ， 设 色 清 新 淡 雅 、 对 比 和

谐，用传统技艺展现了佳丽们

青春烂漫、生动活泼的生命力

和丰富多彩的中国式的美。

《 花 容 月 貌 丽 人 天 》 粉

彩点染瓷盘，表现了青春靓丽

的少女在牡丹花开、彩蝶飞舞

的春天里，与春同乐，与花媲

美，欣喜娇羞的情景，美不胜

收，令人爱不释手。

《 四 季 美 女 》 粉 彩 瓷 板

画，是在春华秋实、夏暖冬冷的

环境里，着重描绘了“春·漆

点双眸绕鬓蝉，美人独立何所

思”“夏·红霞天半美人思，

隔水闻香过绿池”“秋·蕉叶

垂 荫 翠 幕 寒 ， 佳 人 清 华 自 不

同”“冬·射姑仙人冰雪容，尘

心已共彩云空”四种不同的人物

情景，展示出古代仕女的雍容华

丽、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神态

的拿捏，技法的收放，火候的调

控，都恰如其分。

粉 彩 点 染 瓷 板 画 《 四 美

图 》 则 是 以 古 代 “ 四 大 美 女 

”——西施、王昭君、貂蝉、 

杨 玉 环 为 题 创 作 的 ， 分 别 以

《 西 施 浣 纱 》 《 昭 君 出 塞 》

《貂蝉拜月》《贵妃醉酒》四面

瓷板条屏而展开，主题突出，

人物生动，笔触精致，色彩明

丽，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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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0 件 青 花 开 光 粉 彩 罐

《西厢记》，在瓷罐四个开光

中，分别画上“遇艳”、“佳

期”“拷红”“惜别”四个情

景，把中国家喻户晓的崔莺莺

与张生的爱情故事浓缩在瓷罐

上，使观者动情，捧者动心。

《 心 底 无 私 天 地 宽 》

(80cm×80cm)粉彩瓷板画，表

现了弥勒佛应该称为弥勒菩萨

未来佛，“笑口常开，笑世上

可笑之人；大肚能容，容天下

难容之事”，胸怀开阔、开怀

大笑、温良和蔼的慈佛形象。

创意出自“海纳百川，有容乃

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此 联 为 清 末 政 治 家 林 则 徐 

（1785—1850）任两广总督时在

总督府衙题书的堂联。意为：

大海因为有宽广的度量才容纳

了成百上千的河流；高山因为

没有勾心斗角的凡世杂欲才如

此的挺拔。瓷画作品体现“心

底无私天地宽”的意境。在着

色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传统

技法与改良技法相结合，取得

了理想的效果。

此外，还有《天女散花》

粉彩小壶、《麻姑献寿》粉彩

小壶等，而在不足9公分的鼓形

小面积上，描绘人物的五官、

手指，其微小程度和难度，对

于一个年过花甲的女性是可想

而知的。

青花釉里红是瓷器的传统

釉下彩装饰品种之一，创烧于

元末，流行于明初。它是在青

花间用铜红加绘纹饰，将青、

红两种釉下彩绘于同一器物上

的装饰。青花，是在成型的瓷

坯上用青花料描绘各种图案花

纹，然后施透明釉，以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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