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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艺器皿的造型美与功能性的统一性研究
蔡景锋

广东省科技合作研究促进中心，广东广州，510033；

摘要：陶艺作为人类第一个“人造物”，对陶艺器皿的造型美与功能性的统一性研究。涉及到人对器物的美的感

性感知与造物过程中理性选择之间的内在关联，具体而言器皿造型之美与功能之间存在暗合关系，这触及了陶艺

乃至各种与艺术相关的创造性活动的核心，也关联着我们对于艺术与生活、传统与现代之间平衡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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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首先，让我们从陶艺器皿的历史长河谈起。自古以

来，陶瓷器皿就是人类文明的见证者，它们既承载着实

用的功能，又蕴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和审美价值。从埃

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古老器皿，到中国和日本乡村窑场

中传统制造方法的顽强生命力，再到欧洲功能性器皿制

作的辉煌历史，这些器皿形态从一开始就是实用功能和

纪念性的有机结合。它们不仅满足了人类对于日常生活

的需求，更通过其独特的造型和装饰，传达了特定时期

的文化审美和精神追求。而这些现象的背后，有着更深

层次的必然性，这与人类造物过程中的理性选择有关，

更与这一选择内化为审美意识有关。

在漫长的人类陶瓷史上，陶瓷造型更加多地受到生

活环境的影响，在功用与审美二者之间不断融合“它们

包含着生活美学、生活意蕴、生活习俗，渗透着创造者

对生活的理解合适应，并物化为具体的陶瓷造型形态”。

[1]
由此可见，一般而言，陶瓷器皿的造型美与其功能性

是统一的而非对立的。

1 辩证看待陶瓷审美与功能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现代陶艺创作时，一个不容忽视

的现象是，一些陶艺作品在追求造型上的创新和独特性

时，往往忽略了其作为器皿的基本功能。这种对功能性

的忽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陶艺创作的边界，但

也让一些作品陷入了“好看不中用”的尴尬境地。因此，

如何在保持陶艺器皿造型美的同时，不削弱甚至增强其

功能性，成为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关于这

一点，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1.1 造型美与功能性的辩证统一

在陶艺器皿的创作中，造型美与功能性并非水火不

容的对立面，而是可以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一个优

秀的陶艺器皿，应该在满足基本功能需求的前提下，通

过巧妙的造型设计和装饰手法，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例如，在注浆过程中，通过调整杯身和杯把的厚度，使

杯壁在受力上得到均衡，既保证了器皿的稳固性，又体

现了造型上的和谐美感。再如，陶瓷器皿造型饱满是对

形态美的一种褒奖，之所以人对丰满的造型能感受到美

的愉悦，是因为同等体积下，圆满的器物容量最大，这

符合功用要求。自然界很多动物美丽的外形，如雄孔雀

的开屏，非常漂亮（如图 1所示），但这种外在形式与

其获得更大交配机会有密切关系。

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审美与功能合一的其他例证，

如男人身材魁梧壮硕，女人体型丰满，曲线优美都被认

为是美的，那是因为壮硕的男人更能获得食物，也更能

保护妻儿，曲线优美的女性一般指胸部和臀部丰满，意

味着脂肪存储充分，有利于养育后代，这些最原始的功

能需要，渐渐融入人类的意识中成为“美”。“中国古

代所谓‘木体实而花萼振，水性虚而涟漪结’，‘诚于

中而形于外’。都是说明事物内部的品质对外在感性形

式的决定作用。”
[2]
这进一步说明，器皿的造型美感绝

不是纯粹感性的认知，不仅从内部机制（美的“生成”）

还是外部机制（对对象的审美）都预示着内在功能与外

在形式的美感暗藏着密切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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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孔雀开屏与求偶有关

2 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的融合

传统陶艺技艺是历代匠人智慧的结晶，它们蕴含着

丰富的经验和技术知识。然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人

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审美需求的提升，传统技艺也需要

与现代设计进行有机融合。这要求我们既要尊重和传承

传统技艺的精髓，又要敢于突破和创新，将现代设计理

念和技术手段融入到陶艺器皿的创作中。通过这种融合，

我们可以创造出既具有传统韵味又符合现代审美需求

的陶艺作品。

制瓷技艺的变化不断提升生产的效率，提高了产品

品质，是功能性的。但同时也可以带来审美转变和跃升。

“陶器的拉坯成型技术发明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其

中，生活在大溪文化第四期（距今 5330 年-5230年）的

制陶先民，开始使用快轮拉坯成型工艺。”
[3]
轮制技术

的发明，使得拉坯成型成为陶瓷制作的主要手段，对陶

瓷器皿的审美则围绕造型的匀称，坯体的轻薄和线条的

优美。

现代设计与传统技艺的融合需要认识到陶瓷艺术

审美的变化与传统技艺提升之间的关联性，认识到这一

点，在融合过程中就能有的放矢，既有创新有能符合陶

瓷艺术审美的内在规律。

图 1中的五福临门玲珑瓷碗，“一方面延续了传统

玲珑瓷碗工艺特点以及其审美特征，另一方面满足当下

的功用和消费需求，以简洁的器型设计结合传统玲珑瓷

装饰工艺，以现代图形创意设计诠释传统吉祥文化的良

好寓意”。
[4]
这种将工艺的限定性与创意的有机结合，

彰显了现代设计的力量。

图 2 桂明，五福临门玲珑瓷碗，第二届新加坡金沙艺术

设计大赛铜奖

3 个性化创作与实用性的平衡

在陶艺创作中，个性化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元素。

它赋予了作品独特的生命力和艺术价值。然而，在追求

个性化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作品的实用性。一个过

于追求形式新颖而忽视实用性的陶艺器皿，可能会让人

在使用时感到不便或失望。因此，在创作过程中，我们

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让个性化创作与实用性相辅相成，

共同构成作品的独特魅力。

作为一名艺术家或设计师，除了艺术个性的彰显和

个体风格的形成，还要考虑作品在整个传统文脉中的位

置，特别对一位中国陶瓷艺术家而言尤为重要。中华文

化讲究中庸之道，陶艺器皿之所以被定义为“器皿”就

要具备“器具”的基本属性——功能性，越过这个边界

就无法讨论了。所以陶艺器皿的设计和创作，必须是建

立在这个基本属性之上的创新和突破。

图 1 中获得 2020 深圳“鼎承杯”国际茶器设计大

赛金奖的“钻石六头花茶器”设计，通过不同工艺的结

合将传统茶器的固定的装饰创新为不断变化的。但在细

节上考虑实用性，运用环保水镀工艺，并将水镀面安排

在不接触人体的部位，使得作品即具有鲜明的个性语言

又符合实用标准。

图 3 桂明，钻石六头花茶器，2020 深圳“鼎承杯”国

际茶器设计大赛金奖

4 艺术与生活的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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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来源于生活，这是一句耳熟能详的句子。但也

是无需验证的判断，艺术家在生活之中，其所思所想所

感都不可能跳出生活。那么艺术作品作为艺术家的个体

表达自然也在生活之中获取灵感，得到启示，并形成形

式参照。当然艺术与生活的紧密结合应指艺术与大多数

人的生活发生关联。

陶艺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其诞生与人类生活

功能性的需要，而又逐步成为一个重要的艺术类别，但

其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人们的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

生活。因此，在创作过程中，我们需要始终关注人们的

日常生活需求，将艺术与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深

入了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偏好，我们可以创作出更

加贴近人们需求、符合人们审美的陶艺器皿。这些作品

不仅能够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还能让人们在日常生活

中感受到艺术的魅力和力量。

艺术给生活带来的应该是美好的，这种美好应具有

普遍性，它不仅来自视觉的审美，还应来自艺术作品能

够融入生活。陶艺器皿固然拥有巨大的创作空间，其造

型、釉色、图案都可以任凭艺术家施展才华，但陶艺器

皿如果过于艺术化和个性化，可以成为艺术展览的宠儿，

但与生活可能格格不入。要回归到陶器最本质的感染力：

朴素和亲切。那么赋予其功能，并于艺术表现形式完美

统一是一条重要路径。

5 结语

我想强调的是，陶艺器皿的造型美与功能性的统一

性研究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它需要我们不断探索

和实践，不断总结和反思。“陶瓷造型的发展和演变，

总是离不开生活的需要。由于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

断发展，陶瓷造型也随之在不断演变。”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既需要保持对传统的敬畏和尊重，又需要敢于挑战

和创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作出真正具有生命力的

陶艺作品，让它们在时间的洗礼中历久弥新。

设计创新不是标新立异更不是哗众取宠。既需要对

传统文化的深入学习，明晰其造型来源，领会其审美意

蕴，更需把握当下生活方式的变化和对功能的新要求，

立足生活实际，以奇思妙想加脚踏实地，实现陶艺造型

审美与功能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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