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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景德镇的陶瓷彩绘雕塑是中国雕塑艺术的一个重要

分支，也是中国陶瓷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书以

景德镇的陶瓷彩绘雕塑为研究对象，通过查阅到的各种

历史文献、图片和实物上显示的点点滴滴的信息，并结

合本人长期在景德镇从事陶瓷雕塑的教学与创作实践，

对它的源起、概念、分类、表现内容、艺术形式及影响

其发展的因素做了较全面的比较和梳理，试图从中寻找

一些有据可循的规律，如内容与形式、彩与塑的关系、

发展的内外因素等。全文共分为七章：

第一章是导论。包括本书的选题源起、研究综述、

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和研究思路等。本课题的研究是带

着在长期的教学实践创作中遇到的许多疑问开始的。首

先，研究综述从古代文献、现代文献及画册、图书开始

梳理，包含艺术史、雕塑史、陶瓷史、美学、考古，甚

至其他相关门类，如服饰、器具等。通过梳理，本人深

深感到研究景德镇的陶瓷彩绘雕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

义。目前古今中外的研究在这一领域尚有较多空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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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从以往的研究发现，其涉及的内容和重点主要在日用

陶瓷器皿，陶瓷彩绘雕塑只有零星的言语或图片散落在

一些文献图册中。在研究方法路线上从历史学、艺术学

和文献学的研究角度采用调研、比较、实物分析的方法。

研究思路和内容则是联系本人工作的实际情况，展开对

表现内容、艺术形式和发展因素等方面的研究。

第二章阐述的是陶瓷彩绘雕塑的起源。景德镇陶瓷

彩绘雕塑的出现不能简单看作一个时间段的问题。什么

时候开始有彩和塑的？为什么会由较单一的青白釉的装

饰转为彩绘装饰？这种彩绘有何借鉴和依据？因此，本

章主要从三个方面做初步的分析比较：一、早期彩陶和

彩塑是塑绘结合的萌芽；二、对其他窑口的直接借鉴；三、

景德镇陶瓷彩绘雕塑的初始。本章从原始彩陶的造型和

加彩，到古代洞窟庙宇的彩塑和民间的加彩泥塑，对它

们早期加彩的方法、材料、纹饰，以及塑和绘的结合等

进行纵向的分析；对中国古代的主要窑口，如长沙窑、

磁州窑、吉州窑的工艺，材料及造型和装饰特点进行横

向的比较。从目前的考古材料可知，景德镇最早的陶瓷

彩绘雕塑出现在五代两宋。在一些人物的五官服饰、玩

具雕塑和实用类的器物等造型上，用含有铁的色料点绘，

烧制后呈现出褐色。这种在青白釉上加褐彩是其彩绘形

式的萌芽，为迎来一个异彩斑斓的彩饰时代打下了基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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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是概念的界定和分类，这里的概念主要是指

雕塑与陶瓷雕塑、彩绘雕塑与陶瓷彩绘雕塑，它们之间

的关系和所属的范畴，最后对陶瓷彩绘雕塑进行界定。

陶瓷彩绘雕塑与一般材质的雕塑存在着较大区别的地方

在于它具有很强的工艺特性，同时也由于工艺性质的限

制，它的塑造形式、尺寸、彩绘等因素都会受到材料、

工艺发展的影响。陶瓷彩绘雕塑分类的方法很多，本章

主要从材料装饰的角度对其做了分类并进行了详细介绍，

主要分为釉下陶瓷彩绘雕塑（褐彩、青花、釉里红）、

釉上陶瓷彩绘雕塑（单彩、五彩、粉彩、新彩等）、颜

色釉陶瓷雕塑（豇豆红、宝石红、祭红、钴蓝釉、霁蓝釉、

酱色釉、素三彩）三大类。通过对各类的彩绘形式的分析，

介绍陶瓷雕塑在结合不同的彩料、方法进行“随类赋彩”

的艺术特点，便于后面章节的研究。

第四章与第五章分别论述了景德镇陶瓷彩绘雕塑的

表现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内容与形式相辅相成，互相

影响，互相作用，缺一不可。为了便于比较研究，在表

现内容上主要归纳为人物、动物、器皿附件、像生瓷和

仿生瓷等，这些内容有独立的，也有交叉的，特别是结

合了大量有代表性的图片，对其彩饰特点进行分析研究。

第五章的艺术表现形式主要是三个方面：通过各种造型

的特点探求制作的手法，构图组合样式，以及雕塑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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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由丰富到概括的形体转变；通过点彩和满彩的装饰特

点，彩绘的装饰寓意，以及彩与塑的主从关系、并重关系、

程序关系三个方面来研究陶瓷彩绘雕塑彩绘装饰的艺术

形式。

第六章是分析影响景德镇陶瓷彩绘雕塑发展的内外

因素。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内因和外因，陶瓷彩绘雕

塑的发展也不例外。景德镇陶瓷彩绘雕塑发展的内因包

括瓷土原料和釉料的改进，彩绘颜料的发展，以及烧成

技术的进步；外因包含统治者对宗教的扶持，管理机构

的设立，监造官员的任命，陶瓷工匠的管理体制，以及

海外市场贸易的影响。上述原因的分析可以与第四章和

第五章的内容呼应，并可以使人进一步了解材料、工艺、

技术、审美、制度和市场的需求都直接影响景德镇陶瓷

彩绘雕塑艺术的发展和风貌。

第七章是本书的结论部分。回答本课题研究开始时

的疑问，通过比较、分析、调研等方法对景德镇陶瓷雕

塑的源起、表现内容、艺术表现形式、彩和塑的关系以

及影响其发展的因素的研究，明晰最后形成景德镇特有

的陶瓷彩绘雕塑艺术语言的结论。可以说，景德镇陶瓷

彩绘雕塑的研究是由点连成线、由线汇成面的整体梳理

工作的研究，是通过各方面的信息围绕其艺术性展开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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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研究目的

艾中信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对美术的形态和特性

做了明确阐述，他指出：金工、木工、漆工、陶瓷、彩塑、玉雕、牙雕、

景泰蓝、珐琅、料器、染织、刺绣、编织等各地区的特种工艺，大多数源

于民间手工艺，它有雅俗共赏的特点，与人民群众有密切联系，都是工艺

美术的范畴。张道一曾说过：“过去，我曾认为，从工艺美术到设计艺术，

有人称其为‘生活的艺术’，甚至有人认为它不是‘纯’艺术（有的西方

学者称其为‘次要艺术’），理由是它依附于日常生活，以日用品作为艺

术的载体。其实，这不是它的弱点，反而是它的强点。正因为艺术的要旨

是植根于生活并服务于生活，那么，直接作用于生活的工艺美术和设计艺术，

不是更能体察到生活的脉搏吗？”[1]“艺术形式由低级到高级，由简陋单一

到复杂多样的发展，固然有其自身的继承与变革等内在原因，但是最根本

的原因在于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2] 那么，景德镇陶瓷彩绘雕塑是景德

镇陶瓷艺术的一个分支，形成它独有地域特色的艺术风格，自然有它产生

发展的规律。从宋代的青白瓷加褐彩，元代的青花和釉里红，明清的珐琅彩、

粉彩，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彩瓷雕塑，历经八百余年，陶

瓷彩绘雕塑和人民群众紧密相连，生生不息，和浩瀚的陶瓷器皿及其他璀

璨的工艺美术相比，它就像散落在草丛中的明珠，不时发射出光芒。今天，

[1] 郭廉夫、毛延亨编著：《中国设计理论辑要》，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8 年版，序。

[2] 高等艺术院校《艺术概论》编著组：《艺术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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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前人的只言片语，触摸古代艺人留在器物上的印迹，关注古今，拾掇

着一朝一夕，串成以景德镇的陶瓷彩绘雕塑为主线的研究。我们应明确景

德镇陶瓷彩绘雕塑在景德镇陶瓷文化艺术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它的发

展、演变来研究景德镇各个时期的文化、历史、风俗的变化以及自身工艺、

技术、审美的发展，以当今各大博物馆收藏的古今景德镇陶瓷雕塑实物和

历史文献的图片为依据，以景德镇老艺人的口述为参考，整合诸多资源，

进行整理和分析，以此进一步明确景德镇陶瓷彩绘雕塑艺术的研究体系，

来展望当今景德镇陶瓷彩绘雕塑的新发展。

　　研究意义

景德镇陶瓷彩绘雕塑是景德镇地区独有的艺术成就，但是对它的研究

却十分缺乏。本课题通过对景德镇历史上出现的陶瓷彩绘雕塑进行全面的

梳理和分析，以期对艺术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现有的文献中，著者大多侧重于雕塑造型或者陶瓷器皿的研究与介

绍，而对于陶瓷彩绘雕塑的研究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尽管目前有专著

涉及景德镇的陶瓷雕塑，但是仅限于图片的展示或者技艺的论述，而对其

各时期的特点、工艺技术的革新、统治者的影响，甚至审美意识转变的研

究十分缺乏。景德镇的陶瓷彩绘雕塑是伴随着新材料、新工艺及审美的变

化而不断地演变，它的变迁是历史文化的缩影，它不仅是器物、雕塑，更

是文化史中的一部分。对景德镇陶瓷彩绘雕塑的系统研究将改变以前只是

侧重于其表象艺术形式的研究模式，从而深化和丰富其内涵。

景德镇陶瓷彩绘雕塑在题材、内容上，包含了人物、动物、器皿的雕

1. 本研究将丰富景德镇陶瓷彩绘雕塑文化史研究的内涵

2. 本课题的研究可扩展艺术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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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附件、像生瓷及仿生瓷等几大类。我们可以通过各类造型及其艺术表现

形式的归纳研究，看到每一种造型、每一种工艺乃至每一种装饰的演变都

是自然地承上启下，在不知不觉中呈现出五彩缤纷的效果。比如，人物有

世俗人物、宗教人物等，我们可以通过各种陶瓷彩绘雕塑窥探各种造型的

观音菩萨造像在宋、元、明、清等时期的塑造和装饰的演变，也可以通过

世俗人物的陶瓷彩绘雕塑看到各个历史时期人物服饰的特点、审美趋向，

甚至可以从陶瓷彩绘雕塑研究中窥探其他艺术形式，如当时的舞蹈、音乐、

宗教等。因此，对于景德镇陶瓷彩绘雕塑的研究不是一个孤立的课题，不

能用单一的视角去观察，它是一种综合的、比较的、延续的艺术研究。

景德镇得名“景德”，始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此地因所产青

白瓷质地优良而被赐名“景德”，至今已逾千年，故景德镇有“千年瓷都”

之称。景德镇一千年来备受各朝各代统治者的重视，但是多数人关注的可

能是陶瓷器皿，而陶瓷雕塑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一方面，雕

塑瓷主要为欣赏式的玩偶瓷和陈设瓷、丧葬用的明器或者供于寺院道观的

供器和塑像，和现实的衣食住行关联不大，相比于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陶瓷器皿，它的量少多了；另一方面，中国艺术史上文人对书画的偏好，

导致了人们对雕塑的疏远，在艺术史的撰写中也较少涉及雕塑，在对陶瓷

的介绍和评价中更多的是对器皿的研究，而对于雕塑或者陶瓷彩绘雕塑的

梳理与研究甚少。尽管近几年有专家撰写陶瓷雕塑的专著或者论文，但更

多涉及的是成型的方式、彩绘的种类或者大量图片的收集整理和介绍性的

文字，而对于其所存在的制度形式、宗教信仰、统治者的审美趋向，以及

世俗文化对陶瓷雕塑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却没有很具体的研究，致使对陶瓷

加彩雕塑的发展缺乏必要的文化背景论述。因此，对陶瓷彩绘雕塑的研究

将进一步深化景德镇陶瓷艺术的研究。

3. 本课题有利于深化景德镇陶瓷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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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课题可以明确陶瓷彩绘雕塑与彩瓷艺术、彩绘雕塑的相关问题

景德镇地区的陶瓷种类繁多、历史悠久，是陶瓷器皿的彩绘影响了雕

塑的加彩，还是陶瓷雕塑上的加彩与陶瓷器皿的彩饰是同步出现的？景德

镇在地理位置上与文化经济发达的大都市距离较远，交通不便，陶瓷雕塑

加彩的出现是统治者的审美需求使然，还是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呢？是中国

洞窟和庙宇中的传统泥塑加彩的现象影响到了景德镇的陶瓷雕塑的彩绘，

还是中国从原始彩陶开始就有对形体进行加彩的历史，是劳动人民审美的

喜好呢？还是工艺材料的进步对其形成了影响？这些都是本课题将着重探

讨并力争解答的问题。

5. 本课题的研究有利于加深对现当代陶瓷彩绘雕塑的研究

当今景德镇的陶瓷雕塑创作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和演进，在

传统上延续，也在传统上创新。目前，景德镇雕塑瓷的创作中有延续传统

题材和造型的仿古瓷，这是对传统中经典造型图式的延伸；还有对传统装

饰图式的转换使用，在传统装饰图式的基础上构建新的造型样式，并赋予

新的艺术理念；为适应现代人的审美，也出现了加入综合材料，对传统陶

瓷彩绘雕塑进行重新诠释的作品。伴随着现代艺术的发展，陶瓷雕塑彩绘

突破传统，以一种传统与现代、感性和理性的形式呈现，这些都是景德镇

陶瓷彩绘雕塑的新发展，我们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了解现在。

因此，对景德镇陶瓷彩绘雕塑的研究不是一个简单、孤立的课题，而

应针对这一特定地域、特定艺术做深入的调研、分析、考证，本书将结合

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本来面貌来综合论述景德镇陶瓷彩绘雕塑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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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熊寥：《元·蒋祈〈陶记〉校注》，见《中国陶瓷与中国文化》，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206 页。

二、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综述

景德镇陶瓷彩绘雕塑艺术，具有千年的发展历史，但是通过对众多陶瓷

文献的查阅可知，对这门艺术的文字记载相当缺乏，仅能从遗存实物中去分析，

理清陶瓷彩绘雕塑艺术的发展线索。所以，查阅的重点是陶瓷彩绘雕塑的图

录、文字及相关彩瓷、彩塑的技艺和民间绝技的记述。本人把景德镇陶瓷馆、

景德镇民窑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北京历史博物馆、江西博物馆、景德镇市

图书馆、景德镇陶瓷学院图书馆、陶瓷美术学院资料室等作为重要查阅单位

和部门。同时，通过网络和书籍查阅中外各大博物馆出版的有关景德镇陶瓷

彩绘雕塑的图录、文字介绍以及零散的记述。下面针对“景德镇陶瓷彩绘雕

塑艺术研究”这个选题，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做一个简要综述：

　　历史文献

据文献记载，景德镇制作陶瓷始于汉代。《浮梁县志》中记载：“新

平冶陶始于汉世。”《南窑笔记》中记载：“其冶陶始于季汉。”只是文

献未提及当时具体生产的陶瓷。

《景德镇陶录》记载“陈至德元年诏镇以 础贡建康”，说明南北朝

时期就开始生产陶质的建筑器物了。而有关景德镇开始制作陶瓷雕塑的记

载出现在《南窑笔记》中：“至隋大业中，始作大兽两座，奉于显仁宫。”

这记录的是当时新平（今景德镇）烧制的陶瓷，可见隋朝时期景德镇已经

开始烧造陶瓷雕塑了。针对景德镇的陶瓷生产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则开始于

元代蒋祈的《陶记》，其中写道：“必地有择焉者，则炉之别：曰猊，曰鼎，

曰彝，曰鬲，曰朝天，曰象腿，曰香奁，曰桷子；瓶之别：曰觚，曰胆，曰壶，

曰净，曰栀子，曰荷叶，曰葫芦，曰律管，曰兽环，曰琉璃。与夫空头细名，

考之不一而足，惟贩之所需耳。”[1] 由此可知，当时景德镇陶瓷的种类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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