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美丽富饶的赣鄱大地，有着悠久的制瓷历史。早在商

周时期，江西地区就完成了从陶到瓷的转变，创烧出原始青瓷。

江西陶瓷业历经千百年，进而形成博大精深的江西陶瓷文化，

而在争奇斗艳的陶瓷艺术百花园里，南昌瓷板画一枝独秀，

并在江西丰沛的历史文化和人文精神的滋养下，成就了江西

陶瓷文化的艺术传奇。

清末以来，景德镇瓷上肖像画在南昌及其周边市井悄然

兴起，祭祖画瓷像在民间蔚然成风，成为以南昌为中心，覆

盖众多地区的一种孝悌文化现象。基于这样的社会人文氛围，

使南昌瓷板画这门地域色彩浓郁的传统手工艺术在民间迅速

扩张。随着“洋彩”（又称新彩）的进入，南昌瓷板画由原

来黑白墨色到鲜艳多彩，由描绘单一的人物肖像拓展为山水

人物、鱼虫花鸟，瓷板画的单幅规模也有了前所未有的跨越。

形成了内容多元、中西兼容、精妙传神、雅俗共赏、不断创

新的艺术特点。

从早期梁兑石在南昌中山路开创的“丽泽轩”第一家瓷

像店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南昌工艺美术厂”成立，南昌瓷板

画经历了由作坊到专业型规模化创作的演变过程。上世纪

九十年代，随着新科技的发展，摄影技术的全面提高，南昌

瓷板画一度陷入低迷，其实用性受到挑战，传承人青黄不接。

是南昌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持，南昌瓷板画于 2008 年进入了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使之迎来了新生。

面对这份殊荣，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保护好、传承好、发

展好这一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当下紧迫而重大的任

务。为此，2010 年，南昌市委、市政府批准成立了南昌瓷板

画研究中心，对南昌瓷板画倾力实施了挖掘保护和研究传承，

以及创新发展等系统工程。使这一画种得以延传，并且不断

登上新的艺术高度。五年的发展与创新得出一个结论，南昌

瓷板画艺术，潜藏着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其特殊的技法效果，

具有某种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

一种艺术门类的正名，关键在于它具有自身独立的艺术

特色、艺术风格、艺术手段和存在的艺术价值。南昌瓷板画

正是在南昌这块特别的文化土壤生长出的艺术之花。南昌瓷

板画传至今日，已涌现出邓碧珊、王琦、梁兑石、吴月山、

杨厚兴、冯杰等各时代的代表人物，他们用自己的艺术创造

力将南昌瓷板画带到一个又一个崭新的高度。南昌瓷板画的

发展历程，充分体现了南昌人素有开宗立派的天赋，强烈的

首创意识，极强的开拓创新能力，是赣鄱先民创造精神的体现，

是赣鄱文化充满活力的体现。南昌瓷板画既是赣人的骄傲，

也是赣鄱文明史上又一点睛之笔。

艺术贵在本真。《传承·创新·绽放》书中作品多半再

现南昌名人、南昌景物、南昌历史之作，不仅体现了南昌瓷

板画的技法特色，还充分展现了南昌瓷板画五年来注重挖掘

具有南昌地域特色的元素，以瓷板画为媒介，艺术地再现南

序

昌气派和文化神韵，弘扬着传统赣鄱文化的艺术本真和时代

风影。

《传承·创新·绽放》一书图文并茂，语境深邃，瓷板

画作品与研究评论文章并重，既是对五年来瓷板画艺术理论

研究的一次检阅，又是对以往重作品轻研究的一次进补和提

升。这些研究文章都出自省内文化艺术评论界名家之手，极

大地丰富了南昌瓷板画的文化内涵，也启发着南昌瓷板画艺

术家们的自觉，为南昌瓷板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难能可贵

的意见和建议。

南昌瓷板画，已然被公认为南昌的一张靓丽名片。惟有

正确处理好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关系，传统技术与艺术创

作的关系，艺术作品与艺术商品的关系，以及顺应市场与形

成产业的关系，齐心协力擦亮这块金字招牌，方可开启南昌

瓷板画事业新时代，让这一文化艺术瑰宝，焕发出勃勃生机

与活力。

中共南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龙和南

2015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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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5 月，江西省委书记强卫到中心参观考察，原南昌市委书记王文涛等陪同

2013 年，江西省委书记强卫到南昌瓷板画研究中心参观指导，原南昌市委书

记王文涛陪同。强卫书记在参观过程中详细询问了南昌瓷板画的保护、传承、发展

现状以及南昌瓷板画的创作技艺，对中心为南昌瓷板画的传承与创新所做的工作表

示肯定。他指出，南昌瓷板画不仅是陶瓷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且还是具有浓厚赣文

化特征的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利用好这个平台，成为具有更大影响力的文化传

播窗口。

2015 年 7 月，江西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龚建华、南昌市委副书记、市长郭安等来中心参

观考察

2015 年，江西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龚建华和南昌市市长郭安来中心参观

考察，市领导一行认真观看了博物馆中展出的南昌瓷板画精品以及创作区域中心专

职画家和青年画家的创作过程，并与各位画家进行交流，他们对青年画家的培养和

成长表示关心，对中心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表示肯定。同时也指出，南昌瓷板画是个

很好的平台，在保护、传承好非遗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博物馆的展示功能和提

高创作水平，真正成为南昌市的一张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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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南昌瓷板画研究中心高级艺术顾问王锡良先生寄语。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南昌瓷板画研究中心高级艺术顾问张松茂先生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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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南昌瓷板画研究中心高级艺术顾问王锡良先生寄语。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南昌瓷板画研究中心高级艺术顾问张松茂先生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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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代表性传承人  邓碧山

邓碧珊（1874-1930）

字辟寰，号铁肩子，堂号晴窗读书楼，珠山八友之一，江西省余干县人，清末秀才。

科举制度废除后，在余干县从事教学，后来到景德镇瓷业学堂任教习。

邓碧珊早期主要画山水，后绘瓷板肖像。他最早常使用马尾织造的九宫格绘制

人像，乃瓷板肖像画创始人。邓碧珊为清末秀才，授业于传统儒学，但他思想活跃，

很能接受新生事物，具有首创精神。他不仅开瓷板肖像画之先河，还不囿于传统的

中国画手法绘瓷，大胆借鉴吸收日本东洋画技法，这在当时的陶瓷美术界，可谓独

辟蹊径。他早年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扎实的文学功底，且工于书法，尤以隶书为佳。

他最擅长的粉彩鱼藻图，格调高雅，个性鲜明，画风写实、构图考究，鱼游而不散，

整幅作品散发着浓厚的书卷气。

第二代代表性传承人  王  琦

王  琦（1884-1937）

号碧珍，别号陶述迷道人，斋名陶陶斋，珠山八友之一。祖籍安徽，生于江西新建，

民国时期景德镇瓷绘名家。

1901 年来景德镇后，曾向邓碧珊学习陶瓷绘画艺术和人像绘画艺术。作为珠山

八友的领军人物，王琦传世作品以人物画像作品为主，所画人物不绘布景，突出形

态表情，别有趣味。他的作品在乾隆粉彩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早年画瓷像的技艺，

又吸收西洋画法，故被后世称为西法头子。王琦卒于 1937 年，享年 53 岁，30 余

年的创作生涯所创作的优美瓷绘作品，是中国悠久陶瓷历史上宝贵的艺术财富。

第三代代表性传承人  梁兑石

梁兑石（1894-1945）

字祖谙，别名石庐，又号称十先，谱系维吉尔族，唐太尉梁彦昭第 31 代后裔，

系爱国民主人士，书法家，南昌瓷板画第三代传承人。

民国初年毕业于饶州窑业学堂，后于南昌市中山路开办丽泽轩瓷庄。他将瓷板

画艺术迁移到南昌，使瓷板画艺术在南昌生根开花。民国时曾任江西省商会副会长，

南昌市商会会长，瓷业公会会长。民国初期大企业家，并入《世界名人录》。

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  梁少石

梁少石（1918-1984）

江西高安人，瓷板画第三代传承人梁兑石之子。南昌瓷板画第四代传承人。

梁少石 14 岁跟随其父在南昌丽泽轩瓷庄学艺，抗战爆发后迁居吉安，1945 年

抗战胜利后返回南昌继续经营丽泽轩瓷庄。梁少石一生虽颠肺流离，历经磨难，但

从未间断过瓷板肖像画的创作，其作品存世虽不多，但均为南昌瓷板肖像画中的精

品。

另，关于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还有杨厚兴的老师吴月山等杰出先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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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  杰（1945-）

辽宁省大连市人，艺术陶瓷研究员，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事，江西省文史馆馆员，江西省画

院特聘画家，江西省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社员。

少年时，在大连市少年宫学习西洋画，1960 年来到江西南昌，1962 年春，开

始师从首批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杨厚兴。同时师从中国画大师黄秋园先生学习中国山

水画、仕女画，上海画院的谢之光老先生学习大写意山水、花鸟及月份牌书画。冯

杰潜心研究了瓷上绘画五十多年，融古今中外绘画艺术于一炉，在绘瓷艺术上形成

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多年来，应邀为国内外许多国家领导人及各界名人绘制了瓷上肖像、水墨肖像。

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以及里根、克林顿、黄秋园、李嘉

诚等等。均被其本人或亲属及有关部门收藏。

在国内各大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六十余幅月份牌年画等美术作品。独立撰写的

专著《瓷上肖像画技法》，填补了中国绘瓷史上的一个空白，给予后学者以实实在

在的帮助。其瓷上肖像作品代表了本画种目前的最高水平。冯杰还长于在瓷器上画

人体、各种动物、仕女小品等等，或逼真细腻，或狂放随意，皆妙趣成天，栩栩如生，

为藏家所好。

其绘瓷作品在历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会上，四次荣获金奖。在江西省

举办过的四届全省工艺美术大奖，每次均荣获一等奖。

2008 年，冯杰光荣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 年，在市主要领导

的关怀下成立了南昌瓷板画研究中心，担任名誉主任。同时还成立了南昌瓷板画行

业协会并担任会长。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美术报》、《羲之画画报》及《中

国轻工》、《中国工艺美术》、《美术之友》及台湾的《紫玉金砂》，澳大利亚的《绘

瓷艺术》等国内外报刊以及中央电视台、江西电视台、天津电视台、美国的东方卫视、

斯克拉有限电视网、澳洲电视台等等媒体，均多次专题介绍其在绘瓷艺术中取得的

成就。

第六代代表性传承人  冯  杰

第五代代表性传承人  杨厚兴

杨厚兴（1915-1992）

笔名旭东，江西省黎川县人，为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事、美术家协会会员、江

西省美术家协会理事、江西政协委员。1979 年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家”称号，1988

年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成为南昌瓷板画首位获此殊荣的艺术家。

1933 年，其作品被选送至美国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立即引起轰动。1937 年，

先后在“丽泽轩”瓷庄、“最明轩”瓷庄、瓷像合作社、工艺美术厂从事创作，系

南昌瓷板画第五代传承人。杨厚兴从事瓷板画创作 60 余年，作品以人物为主，兼

画山水。他将摄影、油画、水粉画、水彩等技法应用于瓷板画之中。功力深厚、美

轮美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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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瓷板画包括了历代陶瓷美术艺人的创作以及近代

以来文人画家在瓷板上的大量绘制作品，体现了历代陶瓷美

术家们多样的探索。

在瓷板上进行绘制，至迟在明朝中后期景德镇的青花瓷

板墓志及瓷板屏风上已经出现。但作为釉下彩的瓷板绘画，

那时的瓷板画还是在特定场合的偶一为之，并未受到人们的

关注。作为一种独立的陶瓷绘画品种，瓷板画的大量出现是

在清朝末年。这一过程与文人画家介入陶瓷绘画有关，由于

文人画家的长处在于全面的文化修养和纸上绘画能力，却不

善于在复杂的瓷器上绘画，“为了方便绘画，瓷器的式样逐

渐倾向比较简单和平直的造型，如灯笼瓶、扁壶等等。更有

纯为绘画用的白胎瓷板应运而生。”[ 冯杰：《瓷上肖像画技

法》，江西美术出版社，1995 年版，第 20 页。] 文人画家进

入瓷板画创作领域，大大提升了传统瓷器装饰美术的美学品

位，使陶瓷绘画不仅仅作为瓷器釉面的装饰，而是作为以瓷

器为载体的绘画创作呈现在人们面前。

瓷板画兴起以后，需求日益旺盛。由于釉上彩绘制于白

胎陶瓷釉面上，绘制完成后二次烧制对炉温要求不高，为满

足顾客需要、降低商业成本，一些城市的瓷器店在经营景德

镇绘制瓷器的同时，也从景德镇直接购买白胎瓷，聘请绘瓷

艺人在销售地绘制瓷板画，并自设红炉进行烧制。南昌，作

为江西省会和区域经济、文化中心，瓷板画的经营规模最大，

集中了大量的绘瓷艺人，成为景德镇之后瓷板画艺术蓬勃发

展的重镇。

从那时起，南昌瓷板画艺术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

在一代代绘瓷艺人的创新探索之下，南昌瓷板画突破传统瓷

板画表现手法的局限，站在时代绘画艺术发展的高度，大胆

借鉴、移植包括西方写实油画、新国画等在内的各种绘画艺

术风格，拓展了瓷板画的表现领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艺术

面貌和技法体系。

一、南昌瓷板画源于陶瓷装饰艺术

瓷器最初只是为了满足人们实用需求而制造。但对于实

用器皿的装饰，却是人类的本能，在原始陶器上就有彩绘出现。

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是我国最古老的陶瓷绘画，其后夏商之际

有彩绘云纹、兽面纹陶器，战国、秦、汉有仿青铜器图案和

漆器彩绘的倾向。

（一）自从瓷器被人类烧制成功后，对瓷器的装饰就在

不断地探索改良中进步。

早期瓷器上只有釉料装饰。陶瓷考古界认为目前所知最

早的瓷上装饰是以所谓“褐釉点彩”的形式出现在江西出土

的西晋青瓷上。褐釉点彩，打破了单色瓷一统天下的格局，

在同一件瓷器上施以两种不同颜色釉器，成为最早的“彩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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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著名的多色釉装饰瓷，出现在唐代的长沙窑。创烧于唐

而终于五代的长沙窑，先是出现了釉下褐彩圆斑，后期又从

釉下褐彩发展到褐、绿两彩纹饰，纹样从写实转为写意，构

图简洁，形象生动，代表了唐代从重视瓷器的釉色美转移到

瓷器彩绘装饰美的发展方向。

到了宋代，在陶瓷器物上用一种或多种釉彩进行描绘有

了进一步的发展，这种发展不是表现为色彩的丰富，而是表

现在黑白两色釉对比下纹样绘制的精美。元代创烧出著名的

青花和釉里红瓷。青花、釉里红瓷器上纹样和图案描绘，画

面生动、立意清新、层次明快、图案连续，使中国绘画技巧

与制瓷工艺的结合更趋成熟，釉下彩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此后出现的“青花釉里红”这种以两种色彩同时装饰在同一

瓷器表面的方法，直接引发了人们利用多彩来装饰瓷器的意

图和欲望。于是，釉上彩瓷器在经过宋元两代的缓慢发展，

终于在明清时期得以大兴。

釉上彩摆脱了釉下和高温的两道束缚，彩料日渐丰富多

样，使瓷器上的图案纹样更加丰富，色彩更加绚丽，画工技

艺也日益高超。终于发展成为明、清时期的瓷上绘画。

（二）在这个进程中，珐琅彩瓷、粉彩瓷和浅绛彩瓷的

相继出现，带来了瓷上绘画的兴盛。

明代中叶，西方珐琅彩传入中国。清康熙时期成功地将

铜胎画珐琅技法移植到瓷胎上，创制出一种新的釉上彩瓷器

品种。珐琅彩色彩丰富，有十多种不同的颜色，使珐琅彩瓷

上绘画可以更好地突破色彩的限制。珐琅彩瓷器的画工们成

功地对“院画”进行了移植，并出现了以墨、蓝等单色或两

种颜色画的淡雅清丽的山水画。

几乎同时，在景德镇粉彩作为瓷器釉上彩绘艺术已开始

萌芽，到雍正时期已趋成熟，并形成粉彩装饰的独特风格，

乾隆时期粉彩已非常兴盛。乾隆粉彩的艺术效果，以秀丽雅致，

粉润柔和见长。风格趋于精工、富丽，仿古之风盛行，装饰

性的工艺炫耀成为瓷画工匠的普遍追求，这就无可避免地造

成此期瓷艺上的陈陈相因和艺人们创造力的衰退。咸丰至光

绪年间，以程门等为代表的皖南新安派画家介入景德镇瓷艺

界，把文人画的艺术风格、审美趣味和艺术技法应用于陶瓷

绘画，他们结合自身的优势创造的瓷上浅绛彩，给景德镇瓷

艺界带来了全新的艺术冲击，他们的成功也吸引了更多的文

人画家涉身瓷画创作。

总之，釉上彩的出现和成熟，大大释放了人们装饰瓷器

的能量，也带来了陶瓷美术脱离器物束缚而独立发展的契机。

陶瓷画在彩料工艺进步的支持下获得了空前的艺术创作自由。

“珠山八友”正是在粉彩工艺高度成熟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传

统陶瓷绘画的继承和创新。

中国陶瓷博大精深，任何一种发展角度，都能产生出绚

丽的花朵。瓷板画就是如此。瓷板画是瓷器装饰艺术发展到

一定阶段出现的一种陶瓷美术样式，在逐渐摆脱瓷器装饰的

实用性之后，成为一种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陶瓷美术样式。

瓷上绘画在美学特征上，继承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成分

更多，但从清代中期开始，已经开始了对西方绘画技法的借

鉴和引进，在中西绘画艺术的影响下，瓷上绘画的表现力不

断丰富，艺术视野也日渐开阔。

作为瓷上绘画中的一支，南昌瓷板画正是在上述的历史

演进中选择了自身的发展空间，尽管从一开始南昌瓷板画就

有着不同于传统瓷上绘画的艺术面貌，但这种独特的美学追

求，正是受到清代中期以来瓷上绘画多样化发展的影响。南

昌瓷板画在瓷器装饰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进行了独特的技法

探索，形成了一套适合自身需要的技法体系，而这种探索和

自我完善，也为中国陶瓷美术的当代发展提供着可资借鉴的

经验。

二、南昌瓷板画与近代陶瓷美术

要准确把握南昌瓷板画在陶瓷美术史上的地位，客观定

位南昌瓷板画的艺术价值，就应该将南昌瓷板画放在近代以

来中国陶瓷美术的大发展背景下来进行审视和评价。

（一）在清代后期景德镇陶瓷美术的发展进程中，浅绛

彩瓷画的出现是一个特别的事件。

“浅绛”一词原是借用了中国画的概念。中国画中的“浅

绛画”是指以水墨勾画轮廓并略加皴擦，再以淡赭等加以渲

染而成的山水画。在浅绛山水中，笔墨为画面状物构形的基础，

墨色足后，略施淡彩，画面色调单纯统一，减少浓淡和轻重

的变化，而其色多施于山石之上。浅绛彩瓷借鉴了这种描绘

山水的风格，运用晚清至民国初流行的一种以浓淡相间的黑

色釉上彩料，在瓷胎上绘出花纹，再染以淡赭和水绿、草绿、

淡蓝及紫色等色彩，用低温烧成。色调淡雅柔和，很好地传

达了浅绛山水的艺术效果。

在浅绛彩兴起之前，瓷器装饰绘画有着较复杂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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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瓷板画包括了历代陶瓷美术艺人的创作以及近代

以来文人画家在瓷板上的大量绘制作品，体现了历代陶瓷美

术家们多样的探索。

在瓷板上进行绘制，至迟在明朝中后期景德镇的青花瓷

板墓志及瓷板屏风上已经出现。但作为釉下彩的瓷板绘画，

那时的瓷板画还是在特定场合的偶一为之，并未受到人们的

关注。作为一种独立的陶瓷绘画品种，瓷板画的大量出现是

在清朝末年。这一过程与文人画家介入陶瓷绘画有关，由于

文人画家的长处在于全面的文化修养和纸上绘画能力，却不

善于在复杂的瓷器上绘画，“为了方便绘画，瓷器的式样逐

渐倾向比较简单和平直的造型，如灯笼瓶、扁壶等等。更有

纯为绘画用的白胎瓷板应运而生。”[ 冯杰：《瓷上肖像画技

法》，江西美术出版社，1995 年版，第 20 页。] 文人画家进

入瓷板画创作领域，大大提升了传统瓷器装饰美术的美学品

位，使陶瓷绘画不仅仅作为瓷器釉面的装饰，而是作为以瓷

器为载体的绘画创作呈现在人们面前。

瓷板画兴起以后，需求日益旺盛。由于釉上彩绘制于白

胎陶瓷釉面上，绘制完成后二次烧制对炉温要求不高，为满

足顾客需要、降低商业成本，一些城市的瓷器店在经营景德

镇绘制瓷器的同时，也从景德镇直接购买白胎瓷，聘请绘瓷

艺人在销售地绘制瓷板画，并自设红炉进行烧制。南昌，作

为江西省会和区域经济、文化中心，瓷板画的经营规模最大，

集中了大量的绘瓷艺人，成为景德镇之后瓷板画艺术蓬勃发

展的重镇。

从那时起，南昌瓷板画艺术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

在一代代绘瓷艺人的创新探索之下，南昌瓷板画突破传统瓷

板画表现手法的局限，站在时代绘画艺术发展的高度，大胆

借鉴、移植包括西方写实油画、新国画等在内的各种绘画艺

术风格，拓展了瓷板画的表现领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艺术

面貌和技法体系。

一、南昌瓷板画源于陶瓷装饰艺术

瓷器最初只是为了满足人们实用需求而制造。但对于实

用器皿的装饰，却是人类的本能，在原始陶器上就有彩绘出现。

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是我国最古老的陶瓷绘画，其后夏商之际

有彩绘云纹、兽面纹陶器，战国、秦、汉有仿青铜器图案和

漆器彩绘的倾向。

（一）自从瓷器被人类烧制成功后，对瓷器的装饰就在

不断地探索改良中进步。

早期瓷器上只有釉料装饰。陶瓷考古界认为目前所知最

早的瓷上装饰是以所谓“褐釉点彩”的形式出现在江西出土

的西晋青瓷上。褐釉点彩，打破了单色瓷一统天下的格局，

在同一件瓷器上施以两种不同颜色釉器，成为最早的“彩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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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著名的多色釉装饰瓷，出现在唐代的长沙窑。创烧于唐

而终于五代的长沙窑，先是出现了釉下褐彩圆斑，后期又从

釉下褐彩发展到褐、绿两彩纹饰，纹样从写实转为写意，构

图简洁，形象生动，代表了唐代从重视瓷器的釉色美转移到

瓷器彩绘装饰美的发展方向。

到了宋代，在陶瓷器物上用一种或多种釉彩进行描绘有

了进一步的发展，这种发展不是表现为色彩的丰富，而是表

现在黑白两色釉对比下纹样绘制的精美。元代创烧出著名的

青花和釉里红瓷。青花、釉里红瓷器上纹样和图案描绘，画

面生动、立意清新、层次明快、图案连续，使中国绘画技巧

与制瓷工艺的结合更趋成熟，釉下彩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此后出现的“青花釉里红”这种以两种色彩同时装饰在同一

瓷器表面的方法，直接引发了人们利用多彩来装饰瓷器的意

图和欲望。于是，釉上彩瓷器在经过宋元两代的缓慢发展，

终于在明清时期得以大兴。

釉上彩摆脱了釉下和高温的两道束缚，彩料日渐丰富多

样，使瓷器上的图案纹样更加丰富，色彩更加绚丽，画工技

艺也日益高超。终于发展成为明、清时期的瓷上绘画。

（二）在这个进程中，珐琅彩瓷、粉彩瓷和浅绛彩瓷的

相继出现，带来了瓷上绘画的兴盛。

明代中叶，西方珐琅彩传入中国。清康熙时期成功地将

铜胎画珐琅技法移植到瓷胎上，创制出一种新的釉上彩瓷器

品种。珐琅彩色彩丰富，有十多种不同的颜色，使珐琅彩瓷

上绘画可以更好地突破色彩的限制。珐琅彩瓷器的画工们成

功地对“院画”进行了移植，并出现了以墨、蓝等单色或两

种颜色画的淡雅清丽的山水画。

几乎同时，在景德镇粉彩作为瓷器釉上彩绘艺术已开始

萌芽，到雍正时期已趋成熟，并形成粉彩装饰的独特风格，

乾隆时期粉彩已非常兴盛。乾隆粉彩的艺术效果，以秀丽雅致，

粉润柔和见长。风格趋于精工、富丽，仿古之风盛行，装饰

性的工艺炫耀成为瓷画工匠的普遍追求，这就无可避免地造

成此期瓷艺上的陈陈相因和艺人们创造力的衰退。咸丰至光

绪年间，以程门等为代表的皖南新安派画家介入景德镇瓷艺

界，把文人画的艺术风格、审美趣味和艺术技法应用于陶瓷

绘画，他们结合自身的优势创造的瓷上浅绛彩，给景德镇瓷

艺界带来了全新的艺术冲击，他们的成功也吸引了更多的文

人画家涉身瓷画创作。

总之，釉上彩的出现和成熟，大大释放了人们装饰瓷器

的能量，也带来了陶瓷美术脱离器物束缚而独立发展的契机。

陶瓷画在彩料工艺进步的支持下获得了空前的艺术创作自由。

“珠山八友”正是在粉彩工艺高度成熟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传

统陶瓷绘画的继承和创新。

中国陶瓷博大精深，任何一种发展角度，都能产生出绚

丽的花朵。瓷板画就是如此。瓷板画是瓷器装饰艺术发展到

一定阶段出现的一种陶瓷美术样式，在逐渐摆脱瓷器装饰的

实用性之后，成为一种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陶瓷美术样式。

瓷上绘画在美学特征上，继承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成分

更多，但从清代中期开始，已经开始了对西方绘画技法的借

鉴和引进，在中西绘画艺术的影响下，瓷上绘画的表现力不

断丰富，艺术视野也日渐开阔。

作为瓷上绘画中的一支，南昌瓷板画正是在上述的历史

演进中选择了自身的发展空间，尽管从一开始南昌瓷板画就

有着不同于传统瓷上绘画的艺术面貌，但这种独特的美学追

求，正是受到清代中期以来瓷上绘画多样化发展的影响。南

昌瓷板画在瓷器装饰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进行了独特的技法

探索，形成了一套适合自身需要的技法体系，而这种探索和

自我完善，也为中国陶瓷美术的当代发展提供着可资借鉴的

经验。

二、南昌瓷板画与近代陶瓷美术

要准确把握南昌瓷板画在陶瓷美术史上的地位，客观定

位南昌瓷板画的艺术价值，就应该将南昌瓷板画放在近代以

来中国陶瓷美术的大发展背景下来进行审视和评价。

（一）在清代后期景德镇陶瓷美术的发展进程中，浅绛

彩瓷画的出现是一个特别的事件。

“浅绛”一词原是借用了中国画的概念。中国画中的“浅

绛画”是指以水墨勾画轮廓并略加皴擦，再以淡赭等加以渲

染而成的山水画。在浅绛山水中，笔墨为画面状物构形的基础，

墨色足后，略施淡彩，画面色调单纯统一，减少浓淡和轻重

的变化，而其色多施于山石之上。浅绛彩瓷借鉴了这种描绘

山水的风格，运用晚清至民国初流行的一种以浓淡相间的黑

色釉上彩料，在瓷胎上绘出花纹，再染以淡赭和水绿、草绿、

淡蓝及紫色等色彩，用低温烧成。色调淡雅柔和，很好地传

达了浅绛山水的艺术效果。

在浅绛彩兴起之前，瓷器装饰绘画有着较复杂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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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为多道工序工人分工合作的产物，浅绛彩的出现改变了

这一状况，从图稿设计、勾画到渲染都由一人完成，故能比

较自由地表达画者的风格与个性，成为文化素养较高的艺人

得心应手之作。这在瓷器装饰绘画发展进程中具有独特的意

义。

正是在这一时期，一些文人画家由于各种原因来到景德

镇，介入新的釉上彩绘的试验。咸丰至光绪年间，以程门等

为代表的皖南新安派画家介入景德镇瓷艺界，把文人画的艺

术风格、审美趣味和艺术技法应用于陶瓷绘画，这股创作力

量的介入，提高了浅绛彩瓷画的艺术水准，使瓷绘艺术得以

抛开御窑陈陈相因的华美风格，能够自由地抒发绘瓷者的灵

性，释放瓷绘艺术的创造力，给浅绛彩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

空灵和文雅。

晚清景德镇粉彩瓷风格趋于精工、富丽，仿古之风盛行，

装饰性的工艺炫耀成为瓷画工匠的普遍追求，这就无可避免

地造成此期瓷艺上的陈陈相因和艺人们创造力的衰退。浅绛

彩瓷画的出现，给景德镇瓷艺界带来了全新的艺术冲击，浅

绛彩的成功也吸引了更多的文人画家涉身瓷画创作。

由于浅绛彩瓷在创造上的个人性，使之能够更好地表达

画家的意趣，特别适合文人雅士的欣赏品味。这一点从当时

的一些题跋上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如刚刚赴任饶州知府的王

凤池在浅绛彩画家金品卿绘制的瓷板画《茂林修竹》上题款：

“此黟山品卿居士以珠山瓷笺写寄吾宗，……觉笔墨间亦含

惠风和畅之致。……余见而动幽情，书此订再畅叙。”所谓“墨

间亦含惠风和畅之致”“余见而动幽情”等语，表达了文人

之间因书画而沟通达成内在趣味上的共鸣和彼此之间在文化

上的高度认同，而“瓷笺”二字更是极其准确地表达了浅绛

瓷器的艺术格调：以瓷为笺，抒写灵性。

随着浅绛彩瓷的出现，陶瓷美术开始有意识地脱离器形

的束缚，陶瓷美术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一些文人画

家选择白胎瓷板当作画纸进行描绘。即便是在瓷器上绘画，

为了方便操作，瓷器的器形也倾向于比较简单和平直的造型。

作为一个不同于瓷绘师身份的文人画家群体，他们使社会普

遍接受了一种新的艺术观念：陶瓷美术可以不依附于瓷器而

具有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但是，浅绛彩瓷画在引起文人雅士极大兴趣的同时，并

不能满足普通公众的一般趣味。瓷器生产毕竟是商业行为，

与文人书画创作有着很大的不同，商品生产总是要迎合社会

大众的审美口味和时尚要求，而文人派瓷画家的注意力多在

画瓷上，却忽略了画与瓷的有机结合。在看惯了浅绛彩瓷之后，

不再感觉新鲜的普通公众觉得浅绛彩未免过于清淡、单调，

转而寻找具有更为华美装饰的瓷器。浅绛彩衰落的另一原因

是由于其自身艺术水准的下降。当时有很多艺术水准不高的

瓷绘者也加入浅绛彩的绘制，陈陈相因的勾勒，粗率失真的

模仿，大大降低了浅绛彩的艺术品位。另外，在技术层面的

不足也大大降低了人们对浅绛彩瓷的热情：由于浅绛釉彩较

薄且极易磨损，容易脱彩，无法满足较长时间的收藏需要，

所以浅绛彩瓷在民国初年就不再流行。

（二）如果说清末的文人画师以浅洚彩开创了文人瓷画

的先河，那么民初的景德镇瓷绘艺人们则以新粉彩的形式将

中国传统瓷画演绎到更为完善的境界。

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新粉彩瓷绘的出现，开辟了陶

瓷美术的新天地。有人说，“珠山八友”的成功是将文人画

的风格引入陶瓷绘画领域的结果，并以“珠山八友”诗书画

印四位一体的书卷气作为“珠山八友”瓷画艺术最具有创新

意义的审美特征。其实，“珠山八友”的成功之处并不限于此。

相较于前代瓷画家而言，“珠山八友”的成功之处在于其对

主流的和民间的、中国的和异域的各种艺术风格和技法的全

面、务实的吸收和融会贯通。

新粉彩所使用的彩料更有利于在白色瓷胎上表现出光鲜

感，并且保存更加持久。从绘画内容上看，新粉彩更加丰富，

它不仅表现出传统文人的书斋情怀，而且对现实生活的新内

容也有所反映，也更加符合新时代普遍的审美趋势，因此新

粉彩取代浅绛彩，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而所谓“西法头子”的出现，则体现了新粉彩瓷绘的另

一方面的巨大的包容性。景德镇长期接受外销瓷的订制、生产，

深受西方审美观念的影响，为了适应外销瓷的需要，景德镇

瓷绘艺人在技法上对西方美术风格早就有所接受，但在绘制

中，这种影响仍是有限的，特别是在内销瓷上，仍坚持着中

国传统绘画的图式风格，以全面移植中国画为追求目标。

但是，在民国初期新的文化背景下，景德镇瓷绘艺术发

生了深刻的变化。瓷绘艺人不再拒绝对西方美术的借鉴和接

受，比如在“珠山八友”的瓷绘作品中，就出现了一些明显

与传统绘画风格有别的表现形式。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王

琦画中人物面部的描绘方式，接受了西方人像的光影效果，

人物面部出现了对阴影的表现，这就是所谓的“西法头子”。

在 20 世纪 20 年代成名的瓷绘艺术家中 , 王琦的瓷绘艺术经

历和作品都独具特色 , 从最初的捏面人到绘制瓷像 , 直到以

粉彩瓷绘人物画为最终的事业 , 他的一生和人物瓷绘形象结

下了不解之缘。就他的作品特征来说 , 是“中西结合”的产物。

“诗书画印”兼具的文人画特征和“彩五官肉色 , 分面部阴阳”

的西画技法共存 , 是他区别于其他瓷绘艺人的典型特征。在

清末民初的政治和西画传入的背景下 , 王琦的瓷绘艺术作品

呈现出“雅俗共赏”的文化内涵。究其渊源 , 是传统文人画风、

海派新文人画风的“文雅”和西方写实画风以及民间工艺画

风的“通俗”兼收并蓄的结果。

事实上，景德镇陶瓷美术在这一时期以包容的姿态，呈

现出多样的艺术风格，并不是偶然的。此时，在中国一些得

风气之先的城市，早已进行着开放的艺术探索。景德镇陶瓷

美术家受到这些城市文化思潮与艺术创作的影响，体现出中

国传统艺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主动的应对与变化。

如果说，浅绛彩瓷在形式上确立了陶瓷美术的独立审美

意义，那么，新粉彩瓷绘，就启示了陶瓷美术多样化发展的

可能性。

与浅绛彩瓷画家程门等人不同，“珠山八友”大都具有

民间画工的经历，使他们的艺术之根，深植在传统瓷艺的土

壤中。这种经历，是“珠山八友”吸收其他艺术养料的基础。

“珠山八友”画家谙熟传统粉彩技艺，这种对于粉彩技艺的

充分了解，保证了这一流派在绘画风格上的探索总是伴随着

陶瓷绘画工艺的革新，如王大凡的“落地粉彩”、刘雨岑的“水

点桃花”等工艺技法的创新都是适应其绘画风格上探索的结

果。从陶瓷工艺与陶瓷美术之间的关系来看，工艺上的不断

进步，无疑是陶瓷美术发展的前提条件。而陶瓷艺术家们对

于新的绘画风格的吸收，也是推进陶瓷彩料工艺发展的重要

动力——新的绘画风格在陶瓷上的表现，总是要求陶瓷工艺

上的创新以适应绘画的需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

陶瓷画家们对新的绘画风格的尝试，推动了陶瓷彩料工艺的

不断创新和发展。

从身份上看，“珠山八友”的构成既有民间画工、手艺人（王

大凡、徐仲南、何许人为红店学徒出身，王琦为捏面人的手

艺人），也有文人、知识分子，这种构成正体现了清末画坛

的复杂局面：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制的废止使存在数

千年的士大夫阶层彻底地趋向分化解体，而在这之前，职业

画家就以不同于传统的文人画家也不同于民间画工的身份成

为中国画坛的主流力量。“珠山八友”正是一个职业画家群体，

面对陶瓷艺术市场的竞争和压力，他们的艺术探索有着更为

务实的态度，他们的一切创新和借鉴，都不脱离“雅俗共赏”

这个原则，而艺术上的精益求精又使他们的陶瓷画创作没有

文人雅士游戏笔墨的随意和粗率。

“珠山八友”非常注重对传统中国画丰富的流派风格和

技法的全面借鉴和吸收。文人画传统当然是“珠山八友”艺

术继承的主要方面，他们对文人画传统有着非常认真的学习，

包括对文人画注重文学修养和书法功底等方面的持之以恒的

努力。在他们的作品中，处处可以发现文人画风格的深刻影响。

但“珠山八友”决不自我局限，并不以文人画为唯一学习目

标。在他们的一些作品中，可以明显发现“院体画”的特点，

如程意亭的鸟兽花卉，结构严谨，毛羽逼真，深得宋代院体

画的神韵。

在继承学习中国画传统的基础上，从陶瓷彩绘艺术的传

统出发，“珠山八友”广泛继承和吸收各种能够丰富自己画

笔的艺术技法与风格，包括普遍地在人物瓷像中吸收西方绘

画的光影技法，将西洋画人物体面结构和光影技法与中国传

统人物画的线描和衣纹相融合，形成被称为“西法头子”的

独特的人物画风格（如王琦）；在山水画题材中借鉴西方风

景画的固定视角和焦点透视（如邓碧珊）等。“珠山八友”

在艺术上对西洋画法的自觉吸收，无疑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在

文人画传统衰落的年代，艺术探索和借鉴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民间美术的巨大的包容力，使这种借鉴并非什么困难的抉择。

总之，“珠山八友” 在充分把握了传统的粉彩技艺的基

础上，将文人画的风格特征、民间美术的传统技法、西方绘

画的光影手段乃至东洋绘画的一些特点都融入陶瓷美术之中，

注重造型，注重写生，广收博采，大胆拓展，形成了自己特

有的艺术面貌。这种结合不是生硬的，而是能够最大努力地

加以融会贯通，充分体现了民间美术与文人画精神再度融合

后产生的强大的生命活力和创造力。

较之浅绛彩，新粉彩料绘瓷要繁杂得多，从艺术创造的

角度来说，以新粉彩代替浅绛彩似乎是一种退步，因为一个

新粉彩画家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学习，才能够掌握新粉彩的

绘画技巧。但是，新粉彩依然继承了浅绛彩的精神——对陶

瓷美术独立审美品格的追求。而且，正是由于新彩绘瓷较为

复杂的绘制技法，形成了新彩瓷更为丰富、细腻的表现能力。

而表现力上的潜能，正是瓷板画得以在当代继续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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