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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emporary ceramic sculpture, as a unique art form, gradually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urban public spaces with its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aesthetic values. The public artistic attributes of ceramic sculptures enable them to serve multiple functions 
in urban environments, such as beautifying spaces, conveying culture, and inspiring thinking.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urbanization, 
the role of public art in urban design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Ceramic sculpture, as a part of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urban landscapes, showcasing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enhancing the artistic atmosphere of public 
spaces.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public art attributes of contemporary ceramic sculpture and analyze its application in urban 
space, especially its functionality, interactivity, and relationship with urban culture in urban environments. Meanwhile, this article 
will also explore the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of ceramic sculpture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and propose improvement strategies for 
future urban public ar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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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陶瓷雕塑的公共艺术属性及其在城市空间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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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代陶瓷雕塑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凭借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逐渐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占据了重要地位。陶
瓷雕塑的公共艺术属性使其能够在城市环境中起到美化空间、传递文化、启发思考等多重功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公共艺术在城市设计和文化表达中的作用愈加突出，陶瓷雕塑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在塑造城市景观、展现地方特色以及提
升公共空间的艺术氛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旨在探讨当代陶瓷雕塑的公共艺术属性，并分析其在城市空间中的应
用，尤其是在城市环境中的功能性、互动性及其与城市文化的关系。同时，本文还将探讨陶瓷雕塑在实际应用中的挑战与
前景，提出未来城市公共艺术设计中的改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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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空间的功能和艺术

价值日益受到重视，公共艺术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正逐渐成为现代城市建设的重要课题。在众多公共艺术

形式中，陶瓷雕塑因其材质的多样性、形式的丰富性以及与

文化历史的紧密联系，成为了当代城市公共艺术中不可忽视

的表现形式。

陶瓷雕塑作为一种视觉艺术形式，其历史悠久，早在

古代就已广泛应用于宗教、祭祀、装饰等领域。然而，随着

时代的变迁，陶瓷雕塑逐渐突破传统艺术的局限，进入到现

代城市空间中，成为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公共艺

术的一种，陶瓷雕塑不仅仅是一件艺术品，更是一个文化符

号，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地域文化以及人们的精神追求。

在当代，陶瓷雕塑在城市空间中的应用逐渐向多元化、

互动性和公共性发展。无论是在城市广场、公园、商业区，

还是在社区的角落，陶瓷雕塑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

涵，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通过对当代陶瓷雕塑的公

共艺术属性和城市空间应用的研究，可以深入探讨其在塑造

城市文化、提升市民精神生活和优化公共空间环境中的作用

与价值。

本文将从陶瓷雕塑的公共艺术属性出发，探讨其在城

市空间中的应用，分析其与城市环境、文化、艺术设计之间

的关系，旨在为未来城市公共艺术的设计提供理论参考和实

践指导。



2

文化艺术创新·国际学术论坛·第 04卷·第 05 期·2025 年 05 月

2 当代陶瓷雕塑的公共艺术属性

2.1 公共艺术的定义与特点
公共艺术是指在公共空间中进行展示和欣赏的艺术作

品，具有与传统艺术作品不同的属性。它不仅仅是单纯的艺

术创作，更具有服务社会、传递思想、表达文化的功能。公

共艺术通常位于广场、公园、街头等开放性公共空间，与人

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其主要特点包括：

普遍性：公共艺术作品面向广泛的观众群体，任何人

都可以自由欣赏和互动，打破了传统艺术的观赏局限。

互动性：公共艺术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展示，它还强调

与观众的互动与沟通。通过作品的设计与空间的结合，艺术

作品能与观众产生情感共鸣，激发观众的思考与参与。

社会性：公共艺术往往反映了社会的文化需求、历史

背景和时代精神，是文化的载体和社会价值观的表达方式。

2.2 陶瓷雕塑的艺术特色与文化内涵
陶瓷雕塑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承载着深厚的文

化历史和丰富的艺术价值。陶瓷这种传统材料，不仅具有独

特的艺术魅力，还具有极强的塑造性，艺术家可以通过不同

的造型手法和釉色的变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艺术作品。在当

代陶瓷雕塑创作中，艺术家通常结合现代审美与传统技艺，

探索陶瓷材质的多样性和表现力，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艺

术风格。陶瓷雕塑的艺术表现方式和文化内涵的丰富性，使

得它不仅仅是一件艺术品，更是文化的载体和艺术的延伸。

材质的独特性：陶瓷作为一种传统的艺术材料，具有

独特的质感和视觉效果。不同于金属、石材等硬质材料，陶

瓷在雕刻和造型时能够呈现出细腻的纹理和丰富的色彩变

化，使得作品在视觉效果上具有更高的层次感。陶瓷的柔性

和塑性使得艺术家能够在创作过程中充分发挥想象力，呈现

出各种抽象和具象的形态。陶瓷表面的釉色、质地的变化，

也能够赋予作品独特的光泽感和视觉冲击力。由此，陶瓷雕

塑成为了一种既具传统又富现代感的艺术形式，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当代艺术家的关注。

历史与文化的承载性：陶瓷雕塑不仅是一件艺术作品，

它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无论是古代的陶器，还

是当代的陶瓷雕塑，陶瓷作为材料本身就有着深厚的历史积

淀。通过图案、形状和色彩的设计，陶瓷雕塑能够传递地域

文化、民俗风情、历史故事等，成为地方文化和历史的象征。

例如，在中国，陶瓷雕塑常常融合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符号，

如龙、凤等，或是描绘古代故事、人物、风景等，形成独特

的艺术表现。在当代创作中，艺术家通过对传统图案的创新

和重构，使得陶瓷雕塑能够更好地展现城市和地域的独特

文化。

艺术表现的多样性：现代陶瓷雕塑不仅仅局限于传统

的技艺和表现手法，还不断创新，打破了传统陶瓷艺术的界

限。它融合了绘画、雕塑、装置艺术等多种艺术形式，使得

作品的表现力更加丰富，具有更强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

许多当代陶瓷雕塑作品通过对材质的突破与创新，打破了陶

瓷艺术的传统界限，呈现出更为多样化的艺术形式。现代艺

术家通过混合材质、抽象表现、以及新技术的引入，使得陶

瓷雕塑不仅是观赏对象，更是引发思考、探讨社会问题的

载体。

2.3 陶瓷雕塑在公共艺术中的功能性与表现力
陶瓷雕塑作为公共艺术的一部分，具有独特的功能性

和表现力。它不仅能够美化城市空间，提升环境品质，还能

够通过其形态、色彩和象征意义，传递社会、文化和艺术的

价值。与传统的艺术形式不同，陶瓷雕塑在公共艺术中的应

用不仅是视觉美的呈现，还承担着文化教育、社会互动以及

空间塑造等多重功能。

美化公共空间：陶瓷雕塑在城市空间中的设计和应用，

为城市环境增添了重要的美学价值。现代城市空间往往缺乏

文化气息和艺术氛围，而陶瓷雕塑通过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

材质感，能够打破城市空间的单调感，提升空间的层次感和

艺术氛围。无论是在城市广场、公园、商业区，还是在住宅

区和街道，陶瓷雕塑能够通过色彩、形态的变化以及材质的

独特性，为城市环境注入生气和活力。

文化象征与精神表达：陶瓷雕塑作为公共艺术作品，

往往承载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传承。通过作品的艺术化

表达，陶瓷雕塑可以传递出社会的价值观、历史记忆和文化

特色。许多公共艺术雕塑作品通过现代审美与传统文化的结

合，表现出对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促进社会互动与参与：公共艺术作品，尤其是陶瓷雕塑，

常常采用互动性强的设计，以吸引市民的参与和互动。与传

统的单向艺术欣赏不同，陶瓷雕塑作为公共艺术可以通过与

市民的互动来增强其社会功能和艺术价值。例如，一些陶瓷

雕塑作品可以通过开放性设计让市民亲自参与其中，通过触

摸、拍照、互动等方式，使艺术作品更贴近市民的日常生活。

3 陶瓷雕塑在城市空间中的应用

3.1 城市景观中的陶瓷雕塑设计
陶瓷雕塑在城市空间中的应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传统

的装饰性雕塑，其设计和布局逐渐融入到城市景观规划中，

成为塑造城市形象、提升公共艺术氛围和增强城市文化内涵

的重要组成部分。陶瓷雕塑的设计不单单关注艺术美感，它

还需要与周围的建筑、道路、绿化等城市元素和谐融合，形

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共同构建出具有艺术性、功能性和社会

性的城市空间。

广场与公园：在城市广场和公园等公共空间，陶瓷雕

塑不仅作为视觉中心吸引人们的目光，还能够与环境相协

调，营造出休闲、放松的氛围。许多城市公园中的大型陶瓷

雕塑作品，往往成为市民聚集、交流和互动的场所，具有重

要的社会功能。例如，某些陶瓷雕塑通过与周围绿化的结合，

形成自然与艺术的对话，为市民提供一个富有艺术氛围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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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空间，增强了市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陶瓷雕

塑作品通过其独特的形态和色彩，能够引发游客和居民对城

市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探索与反思，增强公共空间的文化厚

重感。

城市道路与街头：在城市的道路和街头，陶瓷雕塑通

过小型的雕塑装置为街区增添艺术气息，并通过作品的主题

和形式展现城市的文化特色。街头的陶瓷雕塑不仅能够增强

城市空间的艺术感，还能够在无形中传达出当地的历史与文

化。例如，在一些城市的街道两旁，陶瓷雕塑以历史人物、

地方传统文化或地方特产为主题，既反映了地方文化，又丰

富了市民的日常体验。这些雕塑作品不仅装饰了城市环境，

还促进了城市文化的传播，使得街头空间成为一种展现城市

个性和历史记忆的地方。

建筑外立面与室内空间：在一些大型建筑的外立面或

室内空间中，陶瓷雕塑作为建筑装饰的一部分，不仅提升了

建筑的艺术感，还为城市空间增添了更多的文化内涵。通过

与建筑设计的结合，陶瓷雕塑能够在视觉上形成强烈的艺术

冲击力。例如，陶瓷雕塑能够通过雕刻和釉色的变化，打破

建筑外立面的单调感，提升建筑的视觉效果和艺术气质。室

内空间的陶瓷雕塑作品，则能够成为空间的一部分，不仅丰

富空间的层次感，还能反映出建筑风格和室内设计的文化氛

围。通过这种融合，陶瓷雕塑在公共空间中不仅增强了艺术

表现力，还将艺术与建筑设计深度结合，使其成为城市空间

的灵魂之一。

3.2 陶瓷雕塑与城市文化的融合
陶瓷雕塑作为公共艺术的一部分，其设计不仅是艺术

家的个人创作，更是城市文化和社会价值的体现。在城市空

间中，陶瓷雕塑通过作品的主题、形式和材料，展现了城市

的历史、文化、艺术与社会价值。它不仅能够美化环境，还

能够通过作品与公众的互动，推动城市文化的传播和社会价

值的提升。

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每个城市都有独特的历史和

文化背景，而陶瓷雕塑能够通过其艺术形式传递地方的文化

特色。陶瓷雕塑不仅仅是艺术作品，它还是城市文化的重要

载体。通过对传统文化元素的创新性诠释，陶瓷雕塑在传承

地方文化的同时，也能展现城市的现代性和活力。例如，一

些陶瓷雕塑作品通过对传统图案、民族符号和地域特色的融

入，呈现出浓厚的地方文化特色，带给市民一种文化认同感。

在这一过程中，陶瓷雕塑不仅仅是装饰品，它已经成为文化

表达的媒介，深入到城市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成为连接

历史与现代、传统与创新的重要桥梁。

社会价值与公众意识的表达：陶瓷雕塑在城市空间中

的应用，不仅仅是艺术展示，它常常承载着社会的价值观和

公众意识。例如，在城市公园、广场等开放公共空间中，许

多陶瓷雕塑作品通过表现历史事件、文化符号、社会责任或

现代社会问题，激发市民的思考和共鸣。这些雕塑作品使市

民能够从日常生活中感知到社会价值的体现，促进了公共艺

术的参与性和互动性。陶瓷雕塑在这一过程中成为公众文化

认同的载体，艺术不再是单纯的美学展示，它通过作品的社

会主题与市民产生深层次的互动和沟通，促进了城市文化的

多元性和包容性。

4 结语

当代陶瓷雕塑作为公共艺术的一种重要形式，凭借其

独特的艺术材质和表现方式，在城市空间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它不仅通过视觉效果美化了城市环境，还通过其文化内

涵和社会功能，增强了公共艺术的社会属性和价值。在未来

的城市规划与公共艺术设计中，陶瓷雕塑将继续作为提升城

市文化品位、促进市民互动和传递历史文化的重要媒介。陶

瓷雕塑作品不仅能够成为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更能通

过其艺术性、社会性和文化性，推动城市公共艺术的发展与

创新，为创造更美好的城市环境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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