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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语言学之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第

一次明确提出了“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语言的问题，主要

是符号学的问题”。语言学作为现代符号学的一部分，注重符号的语言结

构、心理内涵和意指作用等方面的研究。索绪尔把符号看作是具有实体、

心理的两个方面：一面是表达层面，包括声音和形象；另一面是内涵层面的

概念，由其物理性的语言和精神性的语义两个部分构成符号的两对范畴。

根据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理论，陶瓷艺术语言具有实体和心理两

个方面，一面是形式层面，比如材料、工艺、器型、装饰等语言，另一面

是内涵层面，包括陶瓷创作者的思想情感、艺术理念等。因此，笔者将

从形式与观念层面，介绍中国传统陶瓷和现代陶瓷艺术语言的特征，以

及传统陶瓷到现代陶瓷艺术语言的超越和发展。

一、传统陶瓷艺术语言的特征

中国传统陶器是新石器时代的产物，是中国远古先民的重大发明。

在上古时代产生了许多关于陶器发明的神话传说，后世文献对之有简短

的记载，比如《周礼·考工记》：“有虞氏上（尚）陶。”中国目前发现的最

早的陶器，是江西省万年县大源乡仙人洞出土的陶器，距今一万年左右。

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到唐代三彩陶、宋代青瓷、元代青花瓷、明代

彩绘瓷等，我国传统陶瓷取得了辉煌的艺术成就。田自秉先生在《中国

工艺美术史》一书中指出，传统陶瓷以制作实用性器皿和殉葬品为主，

属于工艺美术的范畴，是实用性艺术。中国传统陶瓷的艺术语言主要表

现为制作工艺的精良及装饰寓意之美。

（一）形式语言：工艺之重

陶瓷作为一种材料艺术，工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经过传统工

艺的沉淀，我们通常以工艺手法来界定某个时代或者地域的风格特征。

比如宋代青瓷，元代青花瓷等。传统陶瓷讲究工艺技法的运用，强调工

艺的严谨和统一。我国传统陶瓷艺术经过历代工匠们日久磨练的实践，

代代相传，经验丰富，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艺体系。

（二）观念语言：寓意之美

中国传统造物观念讲究“意象”。人们始终追求平安幸福的生活，

一些动植物图样作为象征意义和符号，被运用于传统陶瓷造型与装饰

图案上，表达一种吉祥的观念。这些吉祥图案一方面是人们长期形成的

观念意识，另一方面与人们的风俗习惯密切相关。比如我国传统彩陶纹

样中的人面鱼纹（图1），便是祈求多子、繁衍的目的，牡丹纹样（图2）象

征着富贵吉祥，龙象征皇权，羊寓意“三阳开泰”等等。传统陶瓷器物上

刻画的符号和纹样，更多的是生存、好运的寓意。这些装饰纹样的美好

寓意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是我国传统陶瓷艺术中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现代陶瓷艺术语言的特征

现代陶瓷艺术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是从西方现代艺术衍

生出来的一种艺术门类。由于现代陶瓷艺术产生于西方，笔者将在西方

现代艺术史的框架内，对现代陶瓷艺术的特征进行分析和总结。现代陶

瓷艺术与传统陶瓷艺术相比较，“现代”一词，超出了“现在这个时代”

的时间概念，它具有“现代性”意义，是传统和现代在文化和思想史上

的分割时期。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一书中提出“美

学现代性应被理解成一个包含三重辩证对立的概念：即对立于传统；对

立于资产阶级文明的现代性；对立于美学现代性自身。”在现代主义的

大背景下，现代陶瓷艺术具有现代性的“理性化、世俗化、个人主义、多

样化”等特点。现代陶瓷艺术拒绝传统，拒绝常规，强调艺术家独立、

主观的个人表达。相对于传统陶瓷的物用功能，现代陶瓷艺术更加注重

审美价值和表达艺术家的精神内涵，具有先装饰而后物用的特点。

20世纪80年代，现代陶瓷艺术传入中国，中国的陶艺家们希望在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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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影响下的现代陶瓷艺术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从而在中国大地

上生根发芽。中国现代陶瓷艺术的发展分为两个分支，一是传统手工艺仍

然活跃在现代陶艺的舞台，著名的陶瓷产地景德镇、宜兴、德化等地区仍

保留着传统的生产模式和艺术样式，传统制瓷工艺得到了传承和发展。二

是现代陶瓷艺术融入现代艺术的大环境中，越来越多的陶艺家利用陶瓷

媒介创作现代艺术作品，那些作品不具实用的功能，而是个人价值与观念

的表达。笔者将以第二个分支为背景，介绍现代陶瓷的艺术语言特征。

（一）形式语言 ：器皿的陌生化①

所谓“陌生化”是指将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情景、事物、理论，

赋予新的概念，打破我们的常规思维方式，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解读。

传统陶瓷器皿注重实用功能，讲究先物用，后装饰。而现代陶瓷艺术则

讲究审美趣味第一，物用功能是其次。器皿的陌生化是对传统陶瓷艺术

审美的重新构建，让传统器皿带上陌生感，从而带来一种距离感和新鲜

感。陶艺家们在装饰纹样、肌理以及造型方面，注重削弱或减少传统陶

瓷程序化的规范，与我们常见的传统陶瓷细腻、光润的风格比较，现代

陶瓷艺术可能表现出的是丑陋、粗犷、滑稽的外在形式，现代陶艺家们放

弃作品造型美，放弃艺术的传统规范，追求一种自然真实的审美形式。

（二）观念语言：艺术个性的解放

现代陶瓷艺术突破了传统陶瓷艺术思想的局限，注重艺术个性和

自由。陶艺家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是以自身的审美意识去进行创作

的，他们的文化修养、艺术功底，以及对生活的感悟，是他们创作的源

泉。现代陶瓷艺术在创作过程中，讲究偶然发生“意外”的过程，制造一

些“印记”。比如在制作过程中针孔、斑点所留下的痕迹，由于不慎造成

的坍塌、扭曲、印痕等。这种创作的偶发性体现了艺术家的个性，他们

保留原始、质朴的自然状态，展示着他们创作过程中真实流露的情感。

现代陶瓷艺术作品体现了他们追求自我内心世界、个性独立的情感表

达，以及对现实不满的呼喊、对艺术新生的向往。

三、现代陶瓷艺术在传统陶瓷艺术语言上的发展

（一）传统陶瓷艺术语言与现代陶瓷艺术语言的共同点

不管是传统陶瓷还是现代陶瓷，都是火与土的艺术，都是运用泥

土、火、釉等基本材料来进行创作。在成型方式上，现代陶瓷沿用传统

的方法：泥条盘筑、泥板成型、拉坯成型等。

（二）传统陶瓷艺术语言与现代陶瓷艺术语言的不同点

中国现代陶艺以陶瓷材料为媒介，摆脱了传统的实用功能，是具有

观赏性、情感化的纯艺术形式。初为器用，后为精神，这是我国陶瓷艺术

从传统到现代的一个发展过程。从对实用和技艺的崇拜到对纯精神纯

艺术审美的追随，传统陶瓷艺术到现代陶瓷艺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作

品形式以及精神观念上的变化。

1.形式语言的发展

（1）器型语言的发展

传统陶瓷主要以实用器皿和殉葬品为主，大部分器物为瓶、罐、

壶、盘、碗等实用品。最初陶器的造型是以自然界事物产生的，随后出现

了模仿形象来塑造。再后来陶瓷创作主要是结合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

注释：

①“陌生化”一词是由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什克洛夫斯基在上个世纪20年代提出的主张，原来

是一个文学批评术语。金银珍、金在龙在《现代陶艺的艺术语言》一书中提出“器皿的陌生化”

一词，来阐释现代陶艺艺术语言的隐喻性表现。

> 图1 半坡 人面鱼纹彩陶盆

（图片来源：网络）

> 图2 故宫藏 清雍正粉彩牡丹
纹盘口瓶（图片来源：网络）

创作了冬瓜瓶、梅瓶、玉壶春瓶等器皿，更多的放弃了模仿，开始主动加

入人性的思考。直至宋末，器皿适当的比例和尺寸，使人感到减一分则

短，增一分则长，达到了完美的地步。传统陶艺的创作受到当时的规范

和限制，在造型上注重遵循一般的形式美法则：匀称、均衡、稳定、对

称等等，形式上趋于程序化和固定化。

现代陶艺家们消解了传统陶瓷的实用性，传统的和谐、有序的审美

观念逐渐被打破，人们早已厌倦了同种审美的框架，他们需要毫无拘束

的新鲜样式，在形式上摆脱了传统陶艺造型的束缚，改变了传统陶艺规

整、严谨的造型风格，大胆运用抽象的造型语言，将原有的传统形式进

行拆分、重组、扭曲和夸张等艺术处理，追求一种朴实美和残缺美。

（2）材料媒介语言的发展

陶瓷艺术是泥土与火候这两个悠久而又传统的媒介相结合的结

果。传统陶瓷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手段和人的主观认识，追求工艺上的精

湛，要求材料最大限度满足人的意志，体现了人对材料的掌控与征服。

现代陶瓷对材料不是征服，而是采取顺应、将就的态度，充分利用材料

的特点，发挥材料最大的优势。现代陶艺取材不局限于陶泥，为了达到

特殊效果，会与其他材料进行综合运用，如石膏、树脂等。

2.观念语言的发展

传统陶瓷艺术受皇权、阶级的影响较深，制作者主要是为了满足统

治阶级的需求和利益，喜好主要由统治阶级所掌握。传统陶瓷制作在古

代一直以官窑的观念为标准，有着非常严格的制作工序，注重制瓷技法

的严谨和完美，制作者高超的技艺，常常令人叹为观止。但是过于强调

技法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材料的自然属性，影响了其语言的表

达，也忽略了制作者的心理感受。现代陶瓷与传统陶瓷艺术在精神观念

上相比有很大的区别，就是个人自由发挥的程度很高。现代陶瓷艺术在

创作观念上主张突破外在表象，而寻求内部的精神实质，即陶艺家们内

心世界的潜意识。现代陶艺家是完全独立的个人，他们的艺术个性得到

充分的表达，给现代陶瓷艺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结语

我国传统陶瓷到现代陶瓷艺术不只是时间上的继承关系，更主要

的是外在形式与精神观念两个方面的发展变化。现代陶瓷在传统陶瓷

艺术的基础上，形式更加夸张大胆，精神观念更加个性自由。传统陶瓷

艺术语言的转换与发展，是我国现代陶瓷艺术的发展契机。我国陶瓷

艺术应在优秀的传统上继承，在发展的基础上创新，既保留民族文化特

色，又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这样才能永葆活力，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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