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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绘的历程》

内容概要

《瓷绘的历程》是高级工艺美术师陈军先生在深入研究瓷器绘画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多年从业经验精
心编撰而成。《瓷绘的历程》分上、下两编，其主要内容包括：装饰的起源、陶瓷纹样装饰的类型、
装饰的历程、陶瓷绘画的本质特征、陶瓷绘画的历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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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军，1967年3月生于景德镇，毕业于景德镇陶瓷职工大学美术系，享受江西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政府“百千万人才”。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师，江西省工艺美术系列高级职称评委，景德镇市政协
常委。现任景德镇陶瓷馆副馆长，景德镇美术馆常务副馆长。系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江西省美术
家协会会员。景德镇市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历年来获国家级各类艺术评比金、银奖十余
项。作品《春早》《鹤舞吉祥》《清风明月》分别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工艺美术馆、哈萨克斯坦
国家博物馆收藏。历年来在《中国陶瓷》等国家核心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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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距今七八千年的河南裴李岗文化陶器几何装饰技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能用工具
直接在陶器坯体上压印。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陶杯上饰平行蓖点纹，陶缸上饰平行划纹，大口缸腹
部满饰三角形纹饰。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偏晚阶段，几何纹饰渐趋丰富。距今7000年的浙江桐乡马
家浜罗家角遗址第四文化层出土的白陶豆，压印有凸起的粗弦纹、勾连纹、曲折纹、菱形及月牙纹等
相互组合的主纹图案。在主纹边缘的下凹部位，普遍划有纤细的蓖纹，在月牙形凸纹的间隙处，留有
极细的网格纹。 战国时期几何印纹硬陶是我国东南地区长期流行的一个品种。在浙江绍兴等地发现，
由于这类硬陶在胎土中所含氧化铝较高，需要经高温烧成，所以经常与原始青瓷同窑共烧。浙江所产
的几何印纹陶，胎骨坚硬，呈紫色或紫黑色，用泥条圈叠法成型，器体外面拍饰各种几何形花纹。常
见的有米字纹、回纹、编织纹、粗布纹、筛网纹、田字纹等。有的还在肩部划出细密的波浪纹。这一
时期还流行的一种暗纹陶是指用一种工具在陶坯未干前压出各种花纹的陶器。这种压花’线纹不深，
仅在有光线时可隐约看出，所以称为暗纹陶，又称为“砑花陶”。暗纹陶的产生始于春秋时期，到战
国得到较大发展。它的兴起，大抵处于商周以来绳纹陶的衰落阶段。暗纹陶流行在中原地区。从考古
发掘看，洛阳中州和烧沟、郑州二里冈、山西侯马、山东临淄等地战国墓都出现有大量暗纹陶，以河
南为中心。胎质灰黑，多用细泥制成。陶器的品种有壶、鼎、豆、罐、盒、盆等，装饰花纹常见有弦
纹、锯齿纹、栉齿纹、山形纹、螺旋纹，以及s纹等。 进入东汉以后，成熟青瓷出现，但仍然继续沿
用这种古老的印纹艺术。在东汉越窑、瓯窑的青瓷上，经常可以看到印有方格纹、三角纹、篦纹、麻
布纹等青瓷。这些纹饰由单个的拍印图案密集地连成一片，就装饰技法而言，与商周印纹陶是一样的
。到三国两晋时，拍印纹逐渐被连续压印纹和戳印纹代替。连续压印纹是在坯件未干时，用刻有网格
纹的圆筒形模具滚动压印而成的。这种形式的模具就像今天我们经常看到的滚筒式印章。这种模具印
出的纹饰首尾相连，宽窄相等，十分规整。戳印纹主要有菱形纹和圆珠纹两种。菱形纹通常戳印在小
件器物的肩腹部；圆珠纹一般作为辅助纹饰排列在网格纹周围，形成连珠纹。 印花装饰隋唐时期压印
这一简单的装饰技法开始衰落，继之兴起的是模印印花。这一装饰技法的产生，是与社会进步、生产
力发展，人们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对一定程度精神需求息息相关的。故而某种风格和纹样装饰的瓷
器，备受人们的喜爱和青睐，在刻划花纹装饰技法不能满足该类产品快速批量生产的情形下，勤劳智
慧的制瓷工匠发明了具有同样风格和纹样的印花工艺，从而不仅改善了瓷器的美观性，也使产量大增
。这些印花已不见以前那种纯几何形纹样，突破了传统印纹的中规中矩，取而代之的朵花纹、草叶纹
，给人更形象、更贴近生活的审美享受。 北宋那些令人赏心悦目的绮丽的印花主要出现在耀州窑，通
常为整体的圆形图案。内容有折枝牡丹、缠枝菊花、水纹、莲池鸳鸯、双鹤、婴戏等。其中婴戏纹中
的惹人喜爱的童子有嬉戏于花丛中、有攀树折花、有戏鸭、有骑海螺⋯⋯天真烂漫的秉性在精巧生动
的印纹中得到生动的展示。为了表达人们的祈福心愿，内容还常常被赋予丰富的寓意。南宋龙泉窑的
印花装饰别具特色，有的青瓷盘底印有图案而不施釉，使图案呈现出两次氧化的淡朱砂色。从南宋到
明代，龙泉窑还常采用压印文字的方法来装饰瓷器，内容有河滨遗范、清溪、金玉满堂、吉、福、寿
、富、李氏、张、项正、南阳等等。这些文字有的是吉祥语，有的是广告词，有的是人的姓或者名。
这种文字式装饰与印花装饰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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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瓷绘的历程》研究的思路是通过客观地分析瓷绘的特点，将瓷绘分为装饰类和绘画类。围绕着这两
类形成两条主线，形成上下两编。两编采用不同论述方法，在装饰编中从装饰类型人手，结合不同时
期的装饰手法对比所形成的不同的装饰效果。绘画编从不同时期陶瓷绘画产品与这一时期绘画的密切
关系出发，在研究中站在中国陶瓷史的角度融合中国绘画史来说明瓷绘艺术。这形成《瓷绘的历程》
研究思路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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