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紫砂陶的传统与现代及当代创作 
吴鸣 

    紫砂自从分门立派至今,经过数十辈艺人的努力和积累,形成了

它一整套的语言及区别于其它陶瓷的形象。从存世作品看,早期造型

主要采用几何形分割、组合、图案型的规则处理（如筋纹器）等，其

手法是较规矩、有法度、重对称，制作讲究，淳厚古朴。此类型奠定

了紫砂传统造型的基调。经过长期的沿用、发展，形成了一些法度和

规律，紫砂大多数作品皆是秉承了这些法度及规律，或是在此种度量

语言上加以扩展。可以说是，即便是到目前为止，它还是紫砂造型语

言的主流，是紫砂美学内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陈鸣远等为代

表的仿真作品俗称“花货”的出现，又开创了一个新的格局。这类作

品用提炼、细腻的手法，通过对物象作逼真的、微妙微肖的塑造及紫

砂式的转换处理，构成了另类形象，开创了紫砂陶的又一流派。至此

紫砂的传统制作语言基本形成。再是以曼生为代表的文人墨客因酷爱

砂陶而使书画陶刻介入，使紫砂作品平添了几分书卷之气，加重了文

化气息及纯艺术倾向，使之介于工艺与纯艺术之间，形成了紫砂的又

一分格。以后紫砂陶创作基本上是在这三大语言体系中流涟、徘徊、

丰富和完善。久而久之，愈积愈厚，在树立起自身形象的同时，一定

程度上又制约了自身的进展。 

现代生活造就现代艺术，现代艺术是现代生活的必然产物。随着

人类精神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紫砂陶的发展逐渐受到了一些现代设

计思想的影响与冲击。由于一些艺术家、美院人士的直接参与，这种



 

 

影响日见明显。特别是较为年轻的一代陶人，他们所处的文化背景不

同，文化层次的普遍提高，有的经过专业培训和纯美术的学习，较多

地接受了现代艺术思潮的影响，其作品更多地注入了纯艺术因素，如

人性、现代理念等等。更多的传达出作者的审美个性、主观感受和内

心世界，传达出现代文明气息，将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融为一体，展

现出一种新的境界。 

    紫砂现代陶艺的整体探索和逐渐显现，应该是在八十年代中后

期。不是说之前没有现代陶艺探索，一些当地从业者、外来艺术家、

院校师生早说将这种形式尝试于局部创作中，但只是个体的、朦胧的、

非全身心的。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交流、探索、现在人们对现代陶艺

的涵义：中国在独特环境中所体现出来的陶艺形式与国外现代陶艺

（在他们的环境下所衍生）的异同已经比较明了，也形成了现代陶艺

大面积的呈现，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 

  由于当时院校与产地联系日益密切，学习、进修、深造，使人们的

创作理念日趋明晰、成熟。随着紫砂市场的逐渐兴旺越来越多的人投

身于紫砂创作，包括许多外地人。走走停停留留，许多愿意献身紫砂

事业的人留下探索。鉴于紫砂是一种产业方式，由于市场及生存因素，

许多人并非纯粹在做陶艺而较大程度滞留于工艺范畴，但已将现代理

念融入创作，也不乏全身心探索个性语言的现代陶艺作者。 

    人们将一种运用陶瓷材质做纯主观性创作的艺术形成称之为“陶

艺”。“陶艺”一词，义不同于一般所指的“陶瓷艺术”这个概念，从

意义上讲是个比较新的名词，为了区别，我们还是称之为“现代陶艺”



 

 

比较贴切。 

    现代陶艺，是用陶瓷材质作为创作手段来展示作者个性、认识、

审美、情绪、意念的一种纯艺术表现形式。它的创作是一个纯美术的

思维审美过程。它是陶瓷，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陶瓷，它具有比一般

陶瓷产品更多的文化内涵及精神特质，它同传统的陶瓷在美学上有着

较大的本质差异，一般地说，它强调主观感觉，强调手工制作。 

    现代陶艺在西欧、日本及台湾等地区较为重视和普及，在中国则

起步较晚，氛围并不浓，并缺乏系统的活动及倡导。因此发展也相对

缓慢，甚至许多陶界人士对“现代陶艺”的涵义也不甚清晰，故亦不

易为人们所普遍理解。 

    然而，社会毕竟不是真空，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都在

不断提高。“现代陶艺”形式的作品出现在紫砂的园地中，同社会文

化的发展是相适应的，也可以说是它的必然产物。无论它以后能否成

为紫砂发展的一个重要流派，它的意识、手法、特点、创作倾向，终

将对紫砂发展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传统的紫砂陶是将设计作为第一性，作者首先要考虑功能效用，

其次要合乎工艺操作规范（即传统的制作方式与语言）。譬如一把壶，

首先要可以泡茶，且使用方便，然后在此基础谐调整体关系及局部处

理，追求美观，用传统的制作方式进行制作，因此在一定程度限制了

作者的创造力与表现力。现代陶艺是以主观意识为第一性，注重自我

表现。它的制作可以是一个具象的形，也可是一个抽象的形，或是一

个器皿之形，即便是一个器皿之形也并不一定首先考虑它的实用功



 

 

能，而是通过这个实体来抒发表述作者的感觉、理解，将他的审美结

果通过作品传达出来。它的手法可能是写实的，也可能是抽象的，可

能是传统的，也可能是前卫的，可能是对某个情节的描写，也可能是

某些意念的抽象表述。此时，这个实体本身似乎已不再重要，重要的

是通过形、色、空间处理后，这个实体所传达出来的作者创作的心理

审美过程——所思、所想、所喜、所怒、所哀、所乐，及他对陶瓷特

质的自我理解，其它因素相对来说是次要的。它带有更多的精神生活

痕迹及文化因素，比之于绘画，此时陶土似乎成了笔墨纸张，只是表

露作者心迹的手段而已，它可以不考虑其它因素如实用功能等等，也

不一定排斥这些因素。简言之，传统的紫砂与现代陶艺最主要的差异

在于：前者属于工艺美术范畴，后者属于纯美术范畴；前者重实用、

重制作，后者重“思”、重学识和个性；前者形式程式化，制约较多，

后者思路广，少约束；前者风格相秉，后者多变求新；前者传统因素

重，后者现代味浓。这些差异的形成主要在于作者创作的文化背景不

同，作者的思维活动及出发点不同。 

    当然，在传统与现代两者之间的界限有时并不是泾渭很分明，有

时甚至很模糊。由于某些特定的因素与方式，在某些作品中两者的涵

义不同程度上交织在一起，就是在一些现代陶艺意味很浓的作品中，

有时也显露了两者在不同程度上的交织。这类作品有双重特点：一是

继承延用了传统；其次是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注入新的观念和活力，

加强了作品的审美特性和欣赏特性。可以说，它们是“现代”与“传

统”的桥梁或台阶，是紫砂某个领域的发展过程，是沟通两者之间欣



 

 

赏习惯的跳板。 

    紫砂经几度盛衰及多少代艺人的积累，凭借它优秀的传统形成了

它巨大的魅力。它的质地美感、丰富内涵，是其它陶瓷难以企及的，

但是由于传统艺人文化层次的限制，师傅传徒弟的狭隘的师承方式，

也导致多少年来一直在传统氛围中转圈，其根本原因在于观念没有发

生大的变化。而现代陶艺形式的出现，恰恰是观念变化的产物，是文

化层次提高和现代思潮冲击，是人们为适应现代社会审美形式需要的

结果。那些追求个性、注重内涵，形象独特，融入现代因素的作品，

给原有的紫砂传统带来了清新的气息，使之有了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及

余地，扩展了生命力。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应怎样去协调两者间

的关系，使它们成为发展紫砂的有益的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优秀的

传统不能放弃，要妥然继承，然而仅有传统似乎又感到不足，需要发

展，两者不可偏废。推陈出新才是出路，不然就会出现中国绘画发展

到清代那样沉溺于古法的局面，限制了自身生命力的发展。 

    现代陶艺形成的出现，丰富了紫砂的语言，对紫砂发展起到了较

大的促进作用，或许它还会起到更为巨大的作用，甚至成为紫砂的一

大家族，或是未来紫砂发展的一个雏形。也可能是昙花之现，但它的

影响已经明显，不容忽视。就象一个国家的科技研究成果不管能否被

广泛应用，但它必将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一样。 

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紫砂与外界沟通的广泛，现代艺术思潮的

影响，紫砂如何去适应人们文化需求的变化、如何创新就成了至关重

要的课题。从事创作多年，我觉得下面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要全面妥善继承优秀传统。历史作品好的器形、泥料、题材、

手法要认真研究，传统制作语言、技艺、方法要认真保留，除了外在、

表面的东西，要认真分析埋解内在关系和本质内蕴，除了物理因素还

有文化和审美因素，真正吃透传统，打好坚实基础。 

其次要观念更新，吸纳现代理念。现代紫砂创作已不仅仅是传统

实用了，它的内容已有了很大的扩展，从社会大文化的环境下来思考。

不妨突破原有的审美习惯，融入纯艺术理念和现代现代设计理念，获

取更大的审美思考空间，求取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可能性，解脱束缚，

充实活力。 

三是扩展现代设计形态。实用要保留，传统不能丢，但并非一承

不变。传统的壶首先要强调实用，在此基础再讲审美，所以在一定程

度制约了形态的扩展。现代设计形态并不一定强调实用，也不一定排

斥实用，可能会淡化功能。它是以创新探索和审美寻求为要素的。其

实历史上许多紫砂传统作品也并非都是有使用功能的。从陶瓷的文化

和艺术创作层面的发展来看，也许“创新研究”更为重要，更有意义，

就象一个国家的科技研究，对国家兴盛至关重要一样。 

四是开拓现代题材。传统题材的不断挖掘重复，有用之殆尽的感

觉，增加了创新的难度。这就需要创作者不断探求、开拓新路。可以

旧题新做，在旧的题材上赋予新的内容和审美，也可以另辟蹊径，发

掘现代题材、新的造型，不断丰富紫砂的创作内容和形式，形成一定

的时代特征，通过创新来扩展它的传统。 

五是探索现代手法。尽管传统手法有优势，有价值，但还是需要



 

 

不断发展。尽量寻求紫砂能做而其它陶瓷、其它材料难以表达或不能

表达而又符合紫砂审美特点的手法。在力求表达紫砂独特泥性的基础

上，丰富它的制作方式、使用工具和审美内涵，寻求泥性表达的潜在

可能性，扩展它的装饰方式，在保留特点的基础上不断丰富紫砂的语

汇。手法越多，语言越丰富，发展的可能性就会越大，价值会越高，

形象也会越丰满。 

六是作者个性的展示和探索，任何艺术创作都要有个性，这是价

值所在。紫砂创作也是一样，在尊重艺术规律的基础上寻求个人特点

风格。整个艺术状态是业内每个个体艺术成就的总和，个性越多，这

个行业就越丰富，越有活力。相反，越是雷同、重复，久而久之，就

会造成行业的痿缩。 

七是加强作者文化修养的积累和提高。很多人都有共识，专业艺

术成就的高下，到最后是看文化。而随着整个社会文化普遍的提高，

审美要求的提高，作品的文化内蕴就越来越重要，作者文化素养的高

低会直接影响作品的高低和行业的兴衰。 

另外，还应重视和加强对紫砂理论的研究，它是紫砂的薄弱环节。

历史上有些专著，史料方面的居多，纯理性方面的研究近几年虽已有

些端倪，但不成体系,给人未能深入到位的感觉。理论研究的关键在

于揭示紫砂陶艺的本质特征、构成要素、审美内涵，它的文化背景及

同其它艺术的关系，它的发展势态及潜在的可能性等等，作出理性分

析，促进创作，获取整体紫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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