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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陶瓷设计中，文化是内在灵魂。纵观中国陶瓷文化发

展史，可以看到每一时期的陶瓷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

环境紧密相连。例如，魏晋时期的陶瓷品整体风格比较清幽

淡雅，而隋唐时期的陶瓷却流露出一股繁荣富贵之意 [1]。可

以说文化是影响陶瓷风格与发展走向的重要因素。因此，对

于当代陶瓷艺术而言，科学应用与传承中国文化将促进陶瓷

艺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2 中国文化对陶瓷设计的影响

文化不同于普通的行为方式，文化在把握生活本质的前

提下，将物质升华为精神。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发

展与沉淀让中国拥有了一座巨大的艺术宝库，各行各业都能

从该宝库中获得财富。对于陶瓷艺术而言，中国文化更是为

陶瓷设计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与源源不断的灵感。一直以

来，中国陶瓷艺术既受中国文化的滋养与浸润，又实现了对

中国文化的传承。详细分析中国历代陶瓷艺术就可发现，每

一代陶瓷艺术均在反应时代特色的前提下，又不同程度地吸

收了前朝的精品文化与技术。而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吸收、消

化、再创新，才让中国的陶瓷艺术文化源远流长。因此，无

论在哪一时期，陶瓷设计与制造都应始终以中国文化为基础，

在丰富自我的同时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2]。

3 中国文化在陶瓷设计中的误用

一直以来，“中国风”“中国元素”这些字眼始终吸引

着人们的眼球。很多陶瓷设计者也懂得利用中国元素来提高

群众对陶瓷品的关注度与接受度，让陶瓷设计更为成功。但

是，陶瓷设计者对中国文化的应用都是正确且有效的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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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尽然。文化的概念是很广泛，而中国文化更是包罗万象，

内容极其丰富，意蕴及其深厚。中国文化是一座巨大的宝库，

也是一方无垠的天地，但绝对不是一种被颜色与形态等外部

因素所限制的标签。当前，有很多陶瓷设计者对中国文化的

理解比较浅显与狭隘，如简单地将中国文化理解为“龙”“牡

丹”“红色”等能给人以中国印象的元素。且由于缺乏对中

国文化的深刻与把握，在进行陶瓷设计时，也往往只是选择

一些带有浓厚中国风的素材进行应用，将一些传统传统陶瓷

代表纹饰、色彩等符号等做简单的复制，便认为陶瓷作品具

有了中国文化内涵与精神。这种认为只要陶瓷作品中包含了

一些中国风元素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传承的认知具有片面性，

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也在一定程度上

阻碍了中国陶瓷艺术与文化往更好、更正确的道路上发展。

人们常说文化的本质在于创新，而文化创新的内核是精神创

造，这种未挖掘到内核而只借用皮毛的设计无法实现文化的

传承 [3]。

4 中国文化在陶瓷设计中的传承

4.1 深刻把握中国文化内涵

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内涵中“中国元素”的价值转型，应

当是挖掘与传承其固有的、深层次的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价值，

使其创造客观的经济价值。在应用中国文化时，首先应对文

化的内涵与细致进行了解，其次需把握文化的精神要素，而

不能只简单看到造型、色彩等一些表面化的东西。在进行陶

瓷设计时，应先明确何为中国民族性文化内涵中的“中国元

素”，深刻把握“中国元素”所蕴含的文化精神与传统精神

的两个层面。在此基础上结合时代特征对传统文化内涵中的

“中国元素”加以创造性应用，让其实现形式的转变以及内

涵层次、精神层次的上升 [4]。

4.2 正确把握当代陶瓷发展方向

由于缺乏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理解与把握，缺乏对文化创

新的把握，近些年来中国陶瓷艺术表现的不尽如人意。一些

设计师的陶瓷品更多的具有西方以及日本等国家的文化特征

而不是中国。因此，在当前背景下，做好中国文化在陶瓷设

计中的应用与传承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如何在陶瓷设计中

更好地应用与创新中国文化？首先是现代陶瓷品必须符合现

代人的审美需求与功能需求，其次要立足现代社会大背景与

文化背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征与陶瓷艺术发展的大趋势，

将中国传统文化巧妙融入进去，最后要增强陶瓷品的形态美、

文化美、意蕴美与精神美。

4.3 促进民族文化的延伸

当前的每一种陶瓷艺术形式，如日用陶瓷、极具观赏与

收藏价值的陶瓷等均是对中国传统陶瓷艺术的发展与延伸。

因而，在进行陶瓷设计时，也应当做到文化的延续，要注重

对中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要能促进中国文化的不间断发展。

例如，在陶瓷题材的选择上，设计者们依旧可从中国神话传说、

民间故事或传统节日中取材，围绕吉祥、喜庆、福寿等主题

进行设计，让设计出的陶瓷品既外型美观，又寓意丰富 [5]。

4.4 体现中国式的审美

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发展历史与生活方式，使得中国

文化也独具特色。中国文化也具有一样别样的、专属于中国

人的美。在陶瓷设计中，要能敏锐捕捉这种中国式的美，并

将其融入到陶瓷设计中去，从而提高陶瓷的品位与质量，增

强陶瓷艺术美感。例如，中国多数艺术陶瓷品均为青花、古彩、

粉彩等，这些颜色本身就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当人们一提

起青花瓷，就会想到古风古韵的中国。在具体设计过程中，

可在准确把握文化精神内涵的基础上加以学习运用。除此之

外，设计师们也可对传统文化做一些创新，如在中国传统技

法的基础上，以点、线、面，黑、白、灰来进行绘制与装饰，

从而使得陶瓷作品别具一格。

4.5 凸显中国思想

《易经》有言 :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一件好的陶瓷作品应当是道与器巧妙融合，将道隐藏在陶瓷

之中，让陶瓷作品独具中国思想与精神。

对比中西方文化，可看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最大的不

同点是，中国式思想与审美总是体现在日常生活中，融入在

日常生活中的每个细节上。通过让文化与生活相融相生，而

使生活也带有文化艺术的气质。这一中国文化现象对陶瓷设

计的启示与帮助是无穷的。在设计过程中，设计者们应当在

注重陶瓷的实用性与外形塑造的基础上，更加注重陶瓷作品

的内涵与气质，要让陶瓷作品有灵魂、有生命。

除此之外，《道德经》中说道：“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大盈若冲，其用不穷。”[6] 这也是一种中国思想，即有时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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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也是一种美，太过于圆满反而会让一切失去韵味，继而生

出莫名的遗憾。在进行陶瓷设计时，设计师们也将这种思想

体现在陶瓷作品中。在设计过程中秉着精益求精的原则用心

追求完美，但对于一些偶然的、自然的缺陷也能做到坦然接

受与欣赏，要能深刻领悟到这种因缺陷而产生的美。

5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在中国文化的浸润与滋

养下，陶瓷艺术也得以不断发展与进步。在当前各国陶瓷艺

术文化不断碰撞、融合的新背景下，中国陶瓷设计应更加注

重对中国文化的应用与传承。设计者们要结合时代特征正确

运用中国文化元素，进而推动陶瓷创作朝着民族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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