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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绘画装饰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可以将陶瓷作品本身的

文化内涵充分体现出来，同时又能反映出陶瓷作品内在的价

值，属于价值表现的一种形式 [1]。通过合理的线条勾画与色

彩的有效搭配，使得陶瓷作品更富有美感，设计人员将两者

相互融合，彰显出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又能完善陶瓷

作品本身的风格，促使陶瓷本身的文化价值通过合理的方式

传递给观赏者。

2 陶瓷艺术设计中绘画装饰的基本概述

在艺术设计实践中，绘画装饰属于一种相对重要的元素，

也可视为一门独特的艺术，通过合理地运用绘画工具，使得

图案绘制于陶瓷之上，借助于相对生动且形象的图案，使其

与陶瓷作品相互融合，由此打造成富有艺术气息的优秀作品。

借助于陶瓷作品可以充分地表达出绘制者的内心情感，由此

将艺术的成效传递于观赏者，使得设计者的生活态度以及追

求充分体现出来 [2]。将绘画工艺作为主要的分类依据，可以

将陶瓷艺术设计中的绘画装饰划分出不同的类型，无论是哪

一种类型都能彰显出自身的表现价值，反映出艺术设计的初

衷，这属于纯艺术的创作价值；还能使陶瓷装饰的效果得以

呈现，这是陶瓷设计艺术价值充分体现出来的具体途径。

3 绘画装饰与陶瓷艺术设计之间的共同点

3.1 充分体现形态美

在陶瓷作品进行设计的过程中，绘画人员应该对创作的

内容和艺术风格等加以分析，选择相对合理的设计方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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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绘画装饰属于陶瓷艺术设计中非常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借助于相对丰富的图案设计以及相对鲜明的色彩搭配，使得陶瓷作
品的价值充分体现出来。设计人员借助于合理的线条规划，使得投资作品充分的彰显出自身的神韵，让观赏者通过陶瓷的外
表体会到作品的深意。论文重点分析绘画装饰在陶瓷艺术设计中的具体运用，结合着绘画装饰在陶瓷艺术设计中的具体表现，
分析两者的共同点，明确实际的运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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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以及陶瓷作品进行有效的融合，使得陶瓷制品呈现出更

加完美的状态。在运用绘画装饰这一具体形式的时候，应该

重视绘画以及陶瓷艺术设计的形态美，只有采取相对合理的

设计方案，才能让绘画的艺术价值充分体现，也能确保绘画

的形态充分彰显完美性。艺术作品具有独特的美感，可以真

正地打动观赏者，促使设计者充分表达自身的情感。陶瓷绘

画属于工艺，体现出较为明确的形态与美感，在实际绘制构

图的过程中，可以借助于线条勾勒出的图案，充分地凸显出

陶瓷作品本身的美感（如图 1 所示）。为了让陶瓷设计更能

贴合形态美，应该确保绘制的图案更加合理，实现相对协调

色彩搭配，让陶瓷设计充分地反映出艺术作品本身的美感

与价值。

图 1 陶瓷绘画装饰图

3.2 设计中的和谐美

陶瓷绘画装饰以及艺术设计存在着相对明显的联系，在

具体制作的过程中，应该重视和谐美的体现。和谐重点是指

的绘画及陶瓷设计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只有让两者实现有

效的补充，才能确保和谐美充分体现出来。绘画图案借助于

色彩的合理搭配，使得陶瓷本身的美感得以衬托，由此给观

赏者一种审美方面的和谐舒适感 [3]。和谐属于绘画装饰陶瓷

设计中应该重点遵循的基本原则，对于提升投资本身的艺术

价值有着巨大的帮助。陶瓷的绘制重点指的是图案上的勾勒，

通过色彩和构图相互结合的手段，让陶瓷作品本身的和谐美

体现出来，促使陶瓷作品趋向完善。

4 绘画装饰在陶瓷艺术设计中的运用实践

在陶瓷艺术设计中，绘画装饰与其相互融合，可以打造

出富有多种形式的艺术作品，借助于丰富多样的创作思路和

创作技巧，让陶瓷作品富有自身的灵魂和美感。

4.1 青花的运用

传统的青花图案相对单一，主要是通过明净素雅的表现

形式，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在陶瓷艺术创作中，可以适当

地融合中国画的绘画装饰风格，转变以往相对单一的颜色，

赋予绘画装饰较大的创作空间，使得绘画体现出清爽明净的

感觉，同时还能彰显出陶瓷作品本身的意蕴，搭配着中国特

色的艺术造型，使得绘画美的韵味充分的彰显出来。

4.2 斗彩的运用

斗彩主要是由多种釉彩共同结合而成的成品，其富有热

情与冷静的观感，呈现出相对鲜明的对比特色，让人体会到

强烈的视觉冲击，感悟到其中蕴藏的深厚情感，彰显出独有

的魅力 [4]。绘画装饰中通过油画和具体表现的特征，使得陶

瓷作品融入了新的元素，充分地凸显出陶瓷作品本身的特色。

通过较为热烈和明亮的陶瓷艺术，使得情感的宣扬更加的到

位，在相互结合的过程中，使得陶瓷工艺的发展更具优势。

4.3 粉彩的运用

作为绘画装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粉彩和陶瓷作品的相

互结合使得陶瓷的美感充分体现出来，真正地反映出自身的

艺术价值。粉彩也被称作古彩，属于瓷器制作技艺中传统上

色的突破性手段，其适当地融合了珐琅彩本身的特征，在玻

璃白以及五彩彩料的相互融合下，使得各种色彩形成了相对

鲜明的对比，这就让陶瓷本身的特色展现的淋漓尽致。通过

将红彩适当地转变为粉红、让绿彩转变为淡绿等，使得人们

体会到粉润柔和的魅力，在瓷器上适当的运用绘画装饰的技

巧，保证画面整体线条凸显的刚劲有力，同时展现出相对形

象的装饰效果，促使立体感的直观感受更加深刻。陶瓷艺术

中合理的运用绘画装饰，可以让绘制的人物以及山水等元素

显现出层次感，这种层次感呈现出立体分明的特征，保证陶

瓷作品更加的真实，让人体会到身临其境的美好感受，在充

分地感受绘画场景反映的情感时，也保证了陶瓷及绘画艺术

结合的成效，促使陶瓷艺术作品更加生动、灵活、形象。

4.4 新彩的运用

新彩属于国际上引入的新型上色技巧，可以与现代的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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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工艺呈现出完美匹配的状态，属于陶瓷艺术设计中常用的

造型元素。在设计阶段，借助于新彩进行装饰，可以将中国

富有特色的传统写意风格呈现出来，通过合理的印花以及喷

彩等手段，使得装饰的效果更加明显 [5]。其属于新的釉质，

适合运用至作画实践中，经过将丰富多样的色彩合理的搭配，

使得图画拥有了鲜活的生命。借助于绘画的装饰，使得瓷器

更富有生命力，同时彰显出自身的独特个性。在合理的创新

与创作中，现代工艺及绘画技巧相互融合，打造出更加完美

的艺术品。正是凭借着绘画装饰的独特风采，使得陶瓷艺术

作品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状态。

5 结语

通过将绘画装饰适当地运用至陶瓷艺术设计的活动中，

使得绘画艺术以及陶瓷艺术呈现出双向发展的模式，收获了

相对优良的发展目标，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伴随着陶瓷艺术

的不断发展，传统绘画艺术的价值充分体现，在融入现代元

素之后，诞生出的现代绘画艺术与陶瓷工艺巧妙结合，使得

传统的中国文化得以传承，同时又赋予了时代的生命力。中

国传统文化就是艺术发展的根本，为了让陶瓷工艺更加长远

的发展，应不断融入新的元素，创作出更多优秀的艺术品，

使得传统产业稳步发展，拓宽走向世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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