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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评论 /

! ! ! !曾经辉煌千年的中国陶瓷!如何复兴"这

不是一个新问题!多年来!许多热爱中国陶瓷

艺术的人们多有探讨!也有实践#这些前行者

的努力其实已为中国陶瓷这个千年古窑燃起

了新焰#

融传统元素于都市环境
诞生于农耕文明的中国陶瓷! 要在现代

文明环境中得以复兴!必须探索各种将传统陶

瓷文化的元素与现代都市环境相融合的途径#

不久前!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院院

长朱乐耕教授的陶艺个展在国家大剧院举

行#人们惊喜地看到!这位陶艺家已突破了陶

瓷作为$器皿%的创作模式!而将陶瓷创作出

一系列匪夷所思的环境艺术&本世纪以来!朱

乐耕创作完成的大型环境陶瓷艺术作品有'

世界上第一个以陶瓷材料装饰而成的音乐厅

韩国首尔麦粒音乐厅( 九江市民广场的大型

陶艺装置壁画)莲趣*(上海浦东机场的大型

陶艺装置壁画)惠风和畅*(天津瑞吉酒店大

堂的陶艺装置壁画)流金岁月*(最近刚完成

的!安装在韩国济州岛衣恋+肯辛顿济州酒店

的)生命之绽放*!"#$平方米%,)天水之境象*

!&'$平方米%等大型环境陶艺装置作品&

且以济州岛这件作品为例! 来看朱乐耕

如何融传统元素于现代都市环境的& 这家五

星级酒店大堂跨越两层的巨大墙面! 被朱乐

耕用数以万计的各种造型陶瓷$元素%覆盖&

远远望去! 仿佛是古窑址历代陶瓷碎片的堆

积层! 让人们自然联想到中国陶瓷的悠久和

辉煌的历史& 对传统陶瓷艺术形式和各种技

法的深刻了解和熟练掌控! 使得朱乐耕创作

的陶瓷自然流露出一种$古意%&同时!他对现

代抽象艺术的了解! 又令其创作思路空前自

由&他以西方现代抽象绘画的构成法!来布局

他心中无穷$古元素%!将数以万计的各式瓷

片,瓷条,瓷卷等进行组合!回旋起伏!形成浩

大而空灵的气韵&

在这个巨大的瓷片$堆积层%下方!是他用

陶瓷制作的耕牛群和马群-见图!.!令人生田

园牧歌之思(上方又是另一面夺人眼目的红地

白云/瓷墙%# 他像是多多益善的统帅!调兵遣

将!设局布阵#他又像是导演!在营造一个梦境#

这个陶瓷空间给观众带来多元的感受可能!体

会着人与自然,历史,生命,梦想,升华的关系#

进入环境艺术领域! 将使陶瓷艺术在作

为陶瓷之国的中国获得空前的发展可能!因

为面对当今世界! 这个古老的国家需要符合

自己身份的标志#

像笔墨一样被普及使用
随着陶瓷烧制技术的提高和普及! 各种

为陶艺创作的服务日益完备! 制作陶艺作品

的技术壁垒将很快被打破#创作陶艺!将会像

国画,书法一样在大众普及# 家庭拥有瓷窑!

中小学开设陶艺兴趣课! 在西方一些国家早

已不是稀罕事# 旅美陶艺家周光真近年来致

力于回国推动陶艺普及# 上海少年儿童图书

馆,上海随轩艺术中心从 '$&'年起!每年举

办/上海市少年儿童陶瓷艺术展%#

除了陶瓷学院以及各大瓷都!大城市如北

京,杭州,上海的艺术学院均已纷纷开设陶瓷专

业#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柴窑艺术中心不久前

落成# 这些将有助于更多的艺术家投身于陶瓷

艺术创作# 有别于过去画家蜻蜓点水式的玩

票!上海的著名国画家陈家泠 &$年前就设立了

自己的陶瓷工作室/泠窑%!坚持至今!形成独特

的艺术风格# 上海最早汇集名画家们尝试陶瓷

创作的/申窑%!据悉即将扩大规模#

学院派陶艺家正在崛起# 如白明,白磊,刘

正,胡小军等!正吸引了新一代陶瓷收藏爱好者

的关注# 从小习画的浙江大学教授胡小军!很

早就投身陶瓷艺术创作!他从练泥,拉坯,修坯,

配釉,绘画,喷釉到烧窑都亲历亲为# 这种全能

型的陶艺家!能更好地通过陶瓷这个媒介表达

自己内心的艺术灵感# 让陶艺成为真正的陶

艺!而不是画在陶瓷上的画-见图".#

在当今世界艺术大环境下! 只有形成最

广泛的群众基础!让陶瓷像纸,笔,颜料一样

普及运用于艺术创作! 以致更多有才华的艺

术家投身到陶瓷创作中来!非但中国艺术家!

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亦共同参与! 中国陶瓷才

可能迸发出无愧于祖先的新辉煌#

推动雅文化进入现代生活
近日! 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在田子坊

的教学实验基地举办了 /台湾当代柴烧陶艺

展%#参展的所有台湾陶艺家的作品都是实用

的/小器皿%000茶壶,茶杯,茶叶罐等# 但其

各具韵味的艺术气息! 又让这些实用小器皿

变得耐人寻味,引人入胜-见图#.#

将中国古代的雅文化通过陶瓷与现代人

们的生活结合! 是台湾陶艺家多年来孜孜以

求所取得的初步成功#已故台湾陶瓷学者,陶

艺家,香学研究者刘良佑!在精研宋代汝官窑

的基础上!探索出新汝窑的烧制法!设计制作

了兼具宋代和现代意韵的茶具和香具作品#

这些作品既有艺术的传承!又有艺术的开拓!

还具有生活的实用功能#

向往美好的生活是人性之必然# 雅文化

生活方式! 是古代中国文明对人类美好生活

方式的伟大贡献# 在经历了巨大的文化断层

之后!面对当今浮躁,快节奏的世界!雅致生

活的理念再度引起人生的反思和向往# 陶瓷

作为古代中国雅文化的重要载体! 若能顺应

艺术生活化这一世界潮流!化身千般风雅!让

世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心灵的慰藉!感

受到人生的雅意和美好! 千年古陶瓷的圣火

便真正复燃了#

千年古窑的圣火如何复燃？

! ! ! !中国古代陶瓷从未自我标榜为

艺术! 但它在世界艺术史上的贡献

举世公认# 而当今中国陶瓷界无不

高举艺术旗帜! 名家大师更是比肩

接踵! 却不仅无法跻身国际陶艺之

高端舞台! 还可能是中国陶瓷史上

审美水准最低的阶段#

子曰'/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

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

所得矣#%中国古代陶瓷在审美上历

来重视/取法乎上%# 代表当时社会

最高审美的文化阶层直接影响着陶

瓷的设计和制作#皇家御制,文人定

制是影响中国古陶瓷审美最重要的

因素# 唐代的秘色瓷! 宋代五大名

窑!历代文人茶事,香席和文房陈设

瓷等乃至此后历朝官窑以及高端定

制瓷!其设计往往有文人士大夫,画

师!甚至皇帝参与!至少他们的品味

左右了设计# 即使许多民窑普通器

具! 也深受文人诗词, 书画等的影

响#制作上有精粗之分!但雅文化的

高品位审美无疑是取法的对象#元,

明,清三代!中东和欧洲的皇室,贵

族定制! 形成中国陶瓷史上著名的

外销瓷# 其中既有中国的陶瓷设计

风格影响到西方的设计! 也有某些

中东和欧洲皇室的定制来样影响了

中国本土的陶瓷艺术风格#所以说!

中国古陶瓷的辉煌离不开文人高雅

文化审美品位与民间能工巧匠的结

合! 也是东西方高端审美碰撞产生

的精萃#

然而!时至今日!中国陶瓷艺术

却似乎与高端审美脱节了# 以各种

瓷都为藩篱的/割据%!使得陶瓷陷

于乡村审美的层面! 而无法跃升至

更高的审美境界# 低俗审美成中国

陶瓷的主流! 既与过去荒唐岁月对

高雅文化的摧毁,割裂有关!也与这

些年来的市场误导有关# 市场唯大

师称号论价!而忽视了一些大师本身

审美素养欠缺#工艺美术类的大师称

号设立! 初宗本为保护传统手工艺!

使得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的杰出老艺

人获得类似副教授待遇的物质保障#

不料!后来/大师%职称比教授还吃

香#有位拥有教授职称的著名学院派

陶艺前辈! 本是大师称号的评委!但

常被人视为低于大师!后来不得不给

自己也补了个大师称号#

官场腐败! 雅贿盛行也是陶瓷

低俗审美盛行的原因# 贪腐官员对

陶瓷艺术品的收藏!非为审美!乃为

贪财! 又因其本身大多缺乏艺术鉴

赏能力!只能一看职称!二问行情#

这也加剧了陶瓷名家作品在市场上

的行情炒作! 以符合雅贿对含金量

的要求#

文化和艺术素养较低的制作者

与相近审美水准的购买, 收藏群体

相结合! 使得低俗审美在陶瓷工艺

领域风靡一时,势不可当#而匠气十

足的低级审美名家作品在市场走

红! 又进一步误导了我国这些年来

陶瓷艺术的创作走向! 误导了大批

陶艺家和收藏者# 以艺术和学术态

度进行创作的陶艺家及其作品!在

中国陶艺界却被边缘化#

低俗往往披着艺术的外衣招摇

过市#

当今的陶艺名家大师大多以在

瓷器上画画为能事# 他们拉坯,烧窑

都靠别的工匠!自己只是在瓷坯上作

画!但画的品位大多匠俗#会画几笔!

在农村往往容易被视为有文化!懂艺

术#然而有些陶艺名家的画如果不是

画在瓷坯上!而是画在纸上!不过就

是深圳大芬村批量生产行画的画匠

水平# 还有的陶艺名家!摹仿国画大

师作品!仿得还不到位!却卖得比他

摹仿的对象还贵# 再差的画!只要画

到瓷器上就好像嫁入了豪门#

还有一些貌似前卫的陶艺家!

利用国内陶艺界,学术界,收藏界

对国外当代陶艺以及西方现当代

艺术的知识局限!一味摹仿,抄袭

西方现当代艺术作品和陶艺作品!

还号称创新!也博得不少眼球甚至

舆论好评#

艺术审美鉴别是建立在深厚的

历史积淀和广泛的对比基础上的#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

中国陶瓷艺术当今的低俗现状!主

因在于创作者,评审者,收藏者眼界

有限造成的审美能力低下#然而!随

着国人眼界之开阔! 国内藏家的审

美能力日渐提升! 尤其未来文化艺

术素养更高的年轻一代收藏者接替

/土豪型%收藏者后!情形势必大变#

低俗的陶艺作品和真正具有艺术性

的作品!都将各归其应有的位置#

中国陶瓷艺术须脱离低级审美
! 林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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