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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陶瓷是指除了具备基础日用瓷使用价值的属性，还

具有艺术观赏性的一类陶瓷，在这类陶瓷中，其不仅要有器

物的造型美、雕塑美，还应含有绘画技艺，综合装饰技艺。

艺术陶瓷在进行质量检验检测时，除了基础的商品质量关，

还应具备艺术品可观赏的属性。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

的人愿意为艺术陶瓷付费，也有相当多的人群开始收藏陶瓷。

与此同时，艺术陶瓷的检验检测能力却远远落后，不利于整

个艺术陶瓷市场和艺术陶瓷创作行业的良性发展。

目前，中国已经建立健全了陶瓷质量安全的检验检测标

准体系，各类陶瓷产品的质量安全和使用性能有较为完善的

标准和规程，但是，涉及到怎样的陶瓷可以转化为艺术品，

成为艺术陶瓷，缺乏相关研究和标准。有部分业内人士开展

了“鉴证溯源标准体系”的建设，利用溯源体系，实现陶瓷

艺术品的保真鉴证。但是，这仅仅是解决了真假关，至于怎

样用检验检测力量推动艺术陶瓷发展，就不单单是溯源标准

体系能解决的艺术品检验检测问题了 [1]。

在这里，笔者列举了艺术陶瓷检测的传统手段和现代

手段。

外观检测是指用人工肉眼观看的方式对艺术陶瓷的造

型、装饰、胎釉色调、光泽、釉面缺陷、底足、底款等外观

特征进行检测。

根据国际材料试验协会（ASTM），无损检测被定义为

在不损害陶瓷用途的前提下，采用技术手段检测、定位、测

量、评价和评估的瑕疵，评估其完整性、材料性质及其组成

以及测量几何特征 [2]。用于陶瓷无损检测的方法除表面浸透

检测外，主要有 X射线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X-CT技术）、

X射线荧光、X射线衍射等。其中，X射线计算机断层扫描

技术（ ）是目前较为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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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无损检测技术，该技术是一种可在不破坏样品的情况下，

将样品每一个断层面上的结构和组份的分布情况显示出来的

一种实验方法，通过计算机图像重建的方法可得到样品内部

的三维影像信息，可以检测出艺术陶瓷釉面气泡、裂纹、釉

面结晶体分布等特征并进行记录 [3]。

传统检测考验检测者的专业水平，但具有个人经验的主

观性，加上审美差异，并不能满足艺术陶瓷艺术性检测的公

平公正。优点则是不会流入模式化的检测方式，有艺术专业

鉴别力的发挥，有利于精品的出现。

利用计算机检测与人工相比最大的优势是产生数据比

对，公平性较高，普及率较广，对检测人员的艺术素养要求低，

可以作为一种普适性的工具大面积推广。但与之相伴的缺点

是仅适用于流水线的工业检测，泯灭部分作品的艺术性。

那如何解决上述问题，笔者有以下几点思考建议。

近些年，随着陶瓷产业的快速发展，各类陶瓷产业都成

立相关的标准化委员会，通过制定本行业本领域的标准化框

架，完善标准流程，制修订地方标准、行业标准，理顺市场

化机制，引领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4]。例如，中国河南部分

地方标准 —2018《珍珠地陈设瓷器》，是对珍

珠地陈设瓷上的艺术标准进行了部分规范，有一定的引领作

用；景德镇的地方标准 DB36/T926—2016《景德镇传统制瓷

工艺》在引领景德镇艺术陶瓷标准化体系建立方面有领先优

势，可以助力其艺术陶瓷产业发展。艺术陶瓷检验检测行业

的从业者应该在等级转换、艺术性评定、艺术范畴上做深一

步的研究。

为增加对艺术陶瓷标准化体系建设的适用性、兼容性和

多样性，应在艺术陶瓷检验检测机构组建跨学科的专业团队，

如陶瓷材料学、美术学、考古学、统计学、计算机等方向多

学科结合，结合地方实际和检测方向，对不同的艺术陶瓷领

域动态化检测，形成检验检测的闭环，避免出现重质量轻艺

术的现象，也杜绝出现唯艺术无质量的虚假艺术作品。

笔者查阅艺术陶瓷检验检测相关的资料时发现，更多的

研究者在对艺术陶瓷检验检测时，都在聚焦真伪。而真伪只

是艺术特质（或者说是身份标识的一个名片），具有一锤定

音的特征。其只针对出自名家或者艺术家之手才适用，如果

是批量生产的陶瓷或者是散落街头的小艺术品件，是无法用

鉴定真伪这个概念来界定的。因此，可以通过两个系统来建

立艺术陶瓷的检验检测流程。对于已知的艺术家，或者已知

的文物出土陶瓷，用科学的检测方法，数据库的建立，确定

其唯一性。而对批量生产，或者无名设计者批量投产的艺术

陶瓷，采用标准化检测流程，形成普通品、精品、艺术品、

收藏品等级别，对于收藏品等级，建议转为鉴定而非检验检测，

给予其唯一性标识，纳入数据库。在之后的流通中，可以通

过这个唯一性标识，确定该艺术陶瓷的真伪，从而维护创作

者的劳动投入和艺术贡献。

陶瓷艺术除了造型美、纹路美、色泽美等天然的美感外，

还有再加工的美，比如融入绘画和装饰技艺的陶瓷。绘画是

精神世界的表达，是一种再现性的外部观察，陶瓷烧造是以

生活为基础，当两者结合时，则会实现生活世界的非现实表

达的意境 [5]。其不仅可以丰富陶瓷表面的装饰效果，增加艺

术性，还能增加陶瓷器物本身的内在语义，陶瓷的可塑性和

多样性，也因绘画多变的艺术形式，而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

势，增强现代艺术和消费者的购买力。在检验检测的过程中，

由美术从业者给予艺术性的评判和艺术门类的划分，比单纯

的外观检测，要更具有艺术产品说服力。作为检验检测机构，

可以用科普的形式，开展标准化宣讲、艺术陶瓷欣赏、陶瓷

质量普及等专业化培训，逐步建立群众从陶瓷质量到艺术陶

瓷质量，再到艺术品陶瓷等级的接受度，这需要漫长的过程

和专业化的训练，是检验检测领域美术从业者需要不断努力

的方向。

在当下陶瓷工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怎么用检验检测力

量推进陶瓷艺术反映中国文化价值，创作出足以标志中国陶

瓷艺术最佳风貌的作品，是检验检测人员应当思考和推动解

决的问题。这也是笔者想去倡导和推介建立艺术陶瓷检验检

测体系的原因。作为检验检测机构，科普科学和科普人文同

样重要，要打破科学和艺术结合的壁垒，势必需要多学科的

通力协作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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