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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陶瓷艺术设计属于交叉学科，即属于艺术和科学的范畴。

无论是在实用和审美方面，还是在艺术和技术层面，陶瓷艺

术都有其独特性，它有着毋庸置疑的艺术特质，同时也不乏

实用性功能，所以它的艺术设计思维包含了逻辑思维和形象

思维两种。另外，在社会变迁、大众审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

陶瓷艺术设计思维需要不断优化，加以创造和突破，如此才

能更好地适应市场的变革。所以，以此为方向，论文针对陶

瓷艺术设计思维展开分析，探究设计思维的具体应用方法。

2 分析陶瓷艺术设计思维

设计属于无形的脑力劳动过程，它由所创造出的事物形

态特征来展现，而思维则是认知层次上不断分析、思考、判

断的过程，它属于社会实践范畴中的产物，两者进行巧妙的

融合，最终可以实现设计的基础要求，如图 1 所示。设计思

维是在特定的领域进行思考、规划，借助于多种渠道整合信息，

确定解决方案、进行设计创造的过程。它兼基础性的形象思

维和表象中的逻辑思维，因此陶瓷艺术设计思维则由形象思

维和逻辑思维构成，其中形象设计思维是指整个思维活动连

接具体且生动的形象，如早期的陶瓷造型，基本是对自然界

固有形态的模仿，然后经过局部的改造和加工形成容器样式。

随着社会的发生，陶瓷艺术设计在不同的阶段都有着模仿的

痕迹，这也使得陶瓷产品创造出了种类丰富的具有应用功能

的造型。另外，逻辑思维在陶瓷设计中可以在各个要素的形

式规律中进行集中的体现，以原始社会中的陶瓷来说，已经

有了基本的造型设想，以生活需求为导向，以原始形象作为

启发，构建出了很多自然界没有的造型 [1]。除此之外，在陶

瓷艺术设计中，创造性思维是核心，即以陶瓷设计的需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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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将已获取的经验和信息作为前提条件，加之有良好的

创造性思考能力支持，借助各种思维手段和思维形态实现综

合性的处理，同时不脱离美的形式法则，从而创造出有新意、

有辩证性的观点和方法的一种思考能力。总而言之，陶瓷艺

术设计思维不是一种自然主义，它融合了衍生性、创造性等

多种特质 [2]。

图 1 中华瓷的制作与鉴赏

3 陶瓷设计中艺术设计思维的具体应用

3.1 拟物象形的设计思维

在陶瓷艺术设计思维中，存在一种仿生设计思维方式，

它是借助大自然进行联想而产生的一种设计思维。同样也被

称为是拟物象形的设计思维，即在设计的过程中选择合适的

设计材料和手法对自然界中的某一类事物特征进行模仿，然

后经过专业的艺术处理，美的事物便会以象形方式储存在大

脑中，这相当于生物形态和陶瓷造型之间在科学以及内在上

的巧妙融合。在设计中，对于生物的模仿构思已经有很长的

发展历程，在陶瓷造型最初形成的阶段，即应用了模仿的手

段 [3]。而在现代化社会，陶瓷艺术造型的设计中，运用拟物

象形的设计手段种类多样、造型各异，这种设计思方式被很

多陶瓷设计师所应用，如模拟自然界中的花蕾形态，设计出

具有纯真、自然形态的陶瓷杯；还有模仿“鱼类”造型，设

计出相似的陶瓷餐盘，在满足实用性需求的同时，又不失情趣。

但中国对于陶瓷艺术设计思维一直在突破和创新，不同的时

代有着鲜明的特征，如唐代设计的青瓷造型，继承了魏晋南

北朝时期的拟形器造型，但白瓷却没有应用这种造型手段，

而强调实用性功能上的创造。

3.2 想象和联想设计思维

想象力相比知识而言是无穷尽的，它不仅能梗概世界上

的所有事物，还可以推动知识向前发展。作为独特的思维活动，

想象力是人脑通过对已有表象的加工和改造，从而生成一种

全新形象的思维过程；而联想是在某一事物、人物以及概念

的基础上想起的、与之相关的内容，它是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同样也是生成设计思维的条件。因此，在陶瓷艺术设计中，

运用想象设计思维，就需要打开想象的翅膀，在艺术创造上

进行大胆的想象和联想，其中可以包含的方向有陶瓷的主题、

思想内涵、色彩、表达形式、手法等。例如，要为一件瓷器

设计花鸟图案，除了对著名的设计作品进行研究和分析，还

需要它明确如何运用有限的釉色呈现优美的花鸟景色。另外，

设计者对于陶瓷成品的色彩、风格等要素需得依靠想象来完

成，而这一环节的实践，一方面要求设计者对于作品基本原

理的把握和科学手法的运用，另一方面则要在主观意识上有

较好的艺术审美能力 [4]。总而言之，不同类型的艺术思维模式，

要有丰富的想象天地和一定的局限来协调。但在联想设计思

维中，通常需要借助某种事物的状态、外部结构等要素来产

生相近的思维活动，如瓷器上设计的花卉，一般是对自然界

缤纷的花卉姿态进行观察，由联想而创造出新的形象。具体

的设计应用中，设计师往往可以将看似没有任何联系的内容

有机地整合在一起，通过画笔在陶瓷上进行展示，最大化地

发挥创造力，呈现精彩的作品。

3.3 反向设计思维

陶瓷艺术设计在中国经历了悠久的发展历史，那么原有

设计思维中的规律和模式已被熟知和大量的应用。但随着市

场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陶瓷的审美观念也会发生巨

大的变化，惯性的设计思维无法满足现实的需求，而且也会

影响设计者思维的突破，因此当前陶瓷艺术设计需要进行思

维的创新，源源不断地吸收和开发新的内容，以创造出全新

的设计理念。其中，反向设计思维则是一种有效的认知跳跃，

它最明显的特征是与传统思维相反。在陶瓷设计中，反向设

计思维的运用通常会达到耳目一新的效果，呈现出让人惊叹

的作品来。有学者认为，陶瓷的造型包括各部分的体量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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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结构，但一般需要进行对比，达到协调状态，但在逆向设

计思维中，其中的部分可以进行夸张设计，改变体量或者是

线性的规律，从而产生新意 [5]。例如，设计陶瓷茶具中，通

常把手要达到实用性的设计要求，并能和茶壶达到协调的比

例。而要避开这种常规性的设计思维，呈现全新的造型，可

以对壶身和把手两部分在对比的基础上，单独进行设计和改

造，赋予一些夸张的设计理念和元素，从而能获取更为夺人

眼球的效果。

4 结语

陶瓷艺术设计思维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突破，从色彩、结

构、造型等各个方面有了丰富多彩的设计形态，从而满足了

很多艺术家的需求。而随着大众审美的变化，陶瓷艺术设计

思维同样需要变化和创新，重视对现实设计的观察和理解。

在具体的设计中，要在形象思维的基础条件中进行，科学地

运用想象和联想思维，同时还要进行突破，加入反向设计思维，

使陶瓷艺术品兼具创新性和逻辑性，不断打造出具有吸引力

的设计产品，推动陶瓷文明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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