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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主办的四年一届的“全国陶瓷艺术设计创新评比”活动，有中国陶艺界的奥林匹克之称。至本届在湖南醴陵举办的

“中国陶瓷艺术大展暨第十届全国陶瓷艺术设计创新评比”，已走过了四十年，堪称业内最权威、最大规模、最具影响力的陶瓷艺术评比盛

事，许多活跃于当今陶艺圈的领军人物都曾在陶瓷创新评比中斩获大奖、脱颖而出。

传统与现代的传承与创新探索是本活动的主旨。从历届参评作品可见证近半个世纪的中国陶瓷文化的发展演变。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

之中唯一文脉传承至今的国度，中国陶瓷文化在碰撞与交融中源远流长、一脉相承。陶瓷文化跨越了从新石器时期的彩陶至现代陶艺近一万

余年的时间维度和从南青北白、五大名窑到东西方交融的地域空间，呈现更为丰满、博大的时代风貌。如果说至清朝为止，陶瓷文化的传播

主要通过师徒授受和作坊式的运转机制实现，那么民国陶瓷艺术教育和相关机构的设立，各产瓷区陶瓷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日益普遍。时至

今日，中陶协在搭建陶瓷文化传播平台、提供陶瓷学术交流、培养和造就陶瓷艺术与设计人才、推动各产瓷区的交融发展、繁荣中国陶瓷艺

术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今年的“中国陶瓷艺术大展暨第十届全国陶瓷艺术设计创新评比”活动主题为“创意·绿色·和谐”，较之往年有以下几大亮点：

首先，活动更名为“中国陶瓷艺术大展暨第十届全国陶瓷艺术设计创新评比”，既是对源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全国陶瓷艺术设计创新评

比”名称的延续，又赋予其更高的识别性、国际视域和时代气息。新名称凸显了展览与评比并重的宗旨，本次活动是评比，更是学术展览与

交流，符合国际上重参与、轻竞赛的发展趋势。全国范围内的各高校、艺术团体、产瓷区的新朋故友以陶瓷文化的名义欢聚一堂，师生、校

友超越了年龄界限和身份约束，为理想、为艺术畅言交流。

其次，参展参评作品数量和品种为历年之最。本届“全国陶瓷艺术设计创新评比”参评作者涉及包括中国台湾在内的全国23 个省、直

辖市，89 所院校或者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参与该活动，全国数千件（套）作品参评参展，其作者既有德高望重的学术泰斗、名人大师，也不

乏初露头角的青年才俊。在大展的舞台上，各种陶瓷语言创作演绎的南腔北调、粉墨争艳。山东的传统花釉、刻瓷、黑陶；醴陵的釉下五彩；

景德镇的综合装饰、青花釉里红、粉彩、古彩；河南钧瓷、汝瓷、绞胎瓷、北宋官窑及洛阳三彩；江苏宜兴的五朵金花竞相开放；福建产区传

统佛像轻吟低语；龙泉青瓷宛若美玉；河北定窑文静雅致；磁州窑质朴、大气；现代陶艺馆内激情挥洒；陶瓷设计馆作品时尚、前卫，引领人

们面向未来的生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历届少有参与的广西钦州坭兴陶、云南建水陶、四川荣昌陶等中国几大名陶悉数到位；还有一些正

在恢复中的历史名窑如河北邢窑、安徽寿州窑、湖南铜官窑、浙江南宋官窑的作品，新的产区如辽宁喀左的紫砂等等。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

场，好不热闹！

再次，创新评比活动首次在专门用于展示陶瓷作品的醴陵世界陶瓷艺术城举办。2014 年全面竣工的陶瓷艺术城由意大利阿克雅事务

所设计，总投资27 亿元，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举世无双的高品质陶瓷艺术馆，更是建筑与陶瓷文化完美结合的创举，高低错落的陶瓷器皿

建筑外观，形成的巨型的坛坛罐罐形状的建筑群，钢结构和现代感的点状装饰，集中展示了醴陵陶瓷文化的历史底蕴和产业成就。

 中陶协在本届的评委组成上兼顾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力邀全国各大产瓷区技艺精湛的陶艺大师代表和相关高校的资深专家、教授加

盟，所有作品采用匿名的方式参评，确保公平、公正、公开。本次评比在沿用自龙泉举办的第七届创新评比的分类方式的基础上，分为传统

陶瓷艺术、现代陶艺、陶瓷设计三个组别进行评奖。奖项为金、银、铜、优秀奖、评委特别奖。从获奖作品的整体风貌来看，创作者在探索

传统陶瓷文化传承与创造的综合表现语言，进行实验性材料尝试，摸索媒材与情感沟通渠道等方面的努力值得肯定。

前后跨越四十年的陶瓷艺术设计创新评比，除第一届在北京、第六届在上海之外，都选址于陶瓷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陶瓷产区，从浙

江绍兴到景德镇、从宜兴到龙泉、从佛山到醴陵 一路走来。四十年来，陶瓷艺术界的著名人物韩美林、张守智、杨永善、陈若菊、秦锡

麟、陈淞贤、王则坚、洪树德、熊钢如、刘远长、陈贻谟、关宝琮、徐秀棠、汪寅仙、陈衡、梅文鼎、陈钟鸣、徐朝兴等等老一代专家、教

授、大师都做过评委。年轻一代的佼佼者吕品昌、王建中、罗小平、何炳钦、刘正、陆斌、周武、宁钢、戴雨享、曾力、郭爱和、何岩、晋

晓瞳等教授、大师也先后加入了评委行列。为了将本项活动推向国际化，我们也曾邀请过国际陶艺学会的两任主席、副主席做过评委。

为了使该项活动不仅具有评比功能、作品展示交流功能，还要增加学术交流功能，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于2006 年在宜兴的第八届陶瓷艺

术设计创新评比的同时，增加了学术论坛，微型录像的播放；第九届评比活动的同时不仅增加了学术论坛，又增加了学术论文大赛和论文集

的出版。本届论文大赛的评委为：王建中、罗小平、陆斌、张亚林、李正安、王耀玲、张海文；本届学术论坛的主题“传承与创新”，论坛

由景德镇陶瓷学院设计学院院长张亚林教授主持。演讲的题目为：沈奇教授《“言之有理”与“理外有言”ü ü 当代文论写作的关键问题及

五大要素》、李正安教授《陶瓷设计的价值取向》、李兴华教授《中国陶瓷器物文化研究》、周思中教授《清代珐琅彩瓷之研发与中国彩瓷

业的大发展》、韩添任教授《跨界思维的智性》。

同时，这项活动一直坚持一个好的传统是评比活动结束后召开点评会。历届点评会座无虚席，专家评委对参评作品做认真的评价，并发

表各自对陶瓷艺术未来发展的认识。

为了扩大该项活动的影响力，中陶协同时还召开了全国日用陶瓷分会会议和全国省市陶瓷协会会长会议。

在这个平台上，全国陶瓷界精英人士和优秀陶艺家汇聚于陶瓷文化的热土，更多审视历史文化积淀，思考传统与现代对话的时代语义，

一代代陶艺家在造就先辈辉煌的故土之上的文化交流、艺术探讨更具意义。

最后，特别需要感谢湖南醴陵市委、市政府，湖南省陶瓷行业协会对本次活动的全力支持；同时感谢全国各省陶瓷行业协会及全体陶瓷

同仁对活动的支持和对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工作的支持。此次罗小平教授带领一班人马不辞辛苦，认真负责地在现场拍摄照片，将获奖作品整

理汇编、出版成册，以飨读者。在此，中陶协对他们的无私帮助表示诚挚的谢意！

另外，本次活动由于场地限制，参展参评作品摆放拥挤，作品拍摄不到位，一些作品没能录入画册，组织工作也存在相当多的问题有待

改进，敬请大家谅解！

期待四年后再聚首，也期待更多佳作。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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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千年瓷城百年梦，今朝有约今生缘。

2015 年，是醴陵撤县建市30 周年、醴陵陶瓷产品“扁豆双禽瓶”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质奖章100 周年，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陶

瓷工业协会将中国陶瓷艺术大展（第十届全国陶瓷艺术与设计创新评比大赛）放在醴陵，使百万醴陵人民的百年夙愿顺利实现。回顾瓷博

会的点点滴滴，我们不会忘记，梦想成真源自上下同心的力量。

2015 年3 月26 日，醴陵人民不会忘记的这个日子，中国陶瓷艺术大展暨首届湖南（醴陵）陶瓷博览会在醴陵·世界陶瓷艺术城盛装启

航。作为陶瓷界的“奥运会”，本届中国陶瓷艺术大展，精英云集，人才荟萃，来自国内外陶瓷大师创作的3100 件（套）参评作品，弘扬传统

精华，融汇中西元素，展现时代风韵，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欣赏、流连忘返。在为期12 天的展出里，共展出展品11600 件（套）；参观人数38.6

万人次；现场成交额8760 万元，协议成交额5.77 亿元；合同引资金额41.76 亿元；旅游收入1.78 亿元。60 余家中央、省市主流媒体争相报

道，打响了“中国醴陵，瓷彩天下”的城市名片。

瓷博会展出的是作品，交流的是文化。醴陵是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以陶瓷传承厚重历史，千年窑火代代相传、生生不息。陶瓷生产

始于汉，兴于宋，盛于清。1915 年，在千年历史传承中诞生的釉下五彩瓷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被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新中国

成立后，醴陵釉下五彩瓷凭借其晶莹润泽、环保健康的品质，被选为国家宴会瓷、礼品瓷、陈设瓷成为“红色官窑”“当代国瓷”。进入现代，

以釉下五彩创造的系列“奥运瓷”“世博瓷”“亚运瓷”，带动了醴陵陶瓷产业集群式发展。目前，醴陵陶瓷拥有工艺瓷、日用瓷、电瓷、建筑瓷、

特种工业瓷五大系列4000 多个品种，产品畅销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近500 亿元。瓷博会展示了独特的产业文化与深厚的历史底

蕴，唤醒了醴陵人民美好的记忆和骄傲。通过首届瓷博会，我们更坚定了把千年瓷城醴陵打造成“世界釉下五彩瓷之都”的信心和决心。

“China 梦”渐行渐近，风雨兼程的不懈努力，终将迎来美梦成真的喜庆之日。

是为序。

                           

   中共醴陵市委书记  周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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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咖啡具》

陈衡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艺术委员会副会长，陶瓷艺术鉴赏委员
会主任，广东陶瓷协会名誉会长，荣获“粤陶之子”称号，
获“推进中国陶瓷艺术与设计发展特殊贡献奖”“中国陶瓷
艺术设计教育终身成就奖”。

《有字天书》

戴雨享

中国美术学院陶瓷与工艺美术系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陶瓷画刊》学术委员，《中国
陶瓷》艺术版编委，《陶瓷科学与艺术》编委，浙江文化艺
术学会理事，中国硅酸盐协会陶瓷艺术委员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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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蚀系列》

韩添任

教授，中央美术学院博士毕业，现任教青岛大学美术学院同
时执教中央美术学院，第九届全国陶瓷大赛评委，中国陶瓷
大师联盟副秘书长，中国陶瓷学会理事，中国雕塑协会会员，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

《绞泥贴花“荷”异形盘》

何炳钦

二级教授、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副
理事长，江西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景德镇市美术家协会
主席，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美术与艺
术设计专业分委会委员，教育部艺术设计类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届全国美展评委会委员、评委，中国
陶瓷艺术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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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龙福禄瓶》

何岩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高级工艺美术师，淄博华光陶瓷科技文
化有限公司总设计师。被授予淄博市劳动模范，淄博市杰
出人才提名奖，山东省首届工业设计优秀设计师荣誉称号，
山东省轻工系统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被选举为中共淄
博市第九次、第十次党代会代表。

《母仪天下》

季益顺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 , 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 , 江苏省人大代表 ,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陶瓷艺术委员会副会长 , 江苏省宜兴紫砂
工艺厂副总工艺师 , 宜兴市人大常委 ,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
员 , 紫砂行业协会理事兼壶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 收藏鉴赏
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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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颈瓶——冬——琼玉雪峰》

晋晓瞳

高级工艺美术师，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当代
钧瓷柴烧工艺恢复与开拓者，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
瓷艺术大师。

《大悲咒》

陆斌

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陶艺协会会
员 ( ICA )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特约研
究员，中国美协陶瓷艺委会委员，江苏省陶瓷行业协会陶艺
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陶瓷艺术大师 , 中国国家画院陶瓷艺
术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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