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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陶艺是陶瓷艺术与环境艺术和公共艺术相结合产生的比较新的陶瓷艺术门类，所以环境陶艺还有许多议

题值得讨论，观念美和形态美是环境陶艺审美活动的两个重要方面，所传递的美感和信息与公共环境建立起了审美关

系，在公共空间直接与观众互动交流。笔者从环境陶艺出发，探讨公共环境对陶艺作品的观念美和形态美的影响。

关键词　环境陶艺　观念美　形态美

中图分类号：ＴＱ１７４．７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２８７２（２０２１）０９—０１４４—０３

１ 环境陶艺的定义

环境陶艺是在公共空间中起到装饰作用，并且所
有人都可以使用的陶瓷艺术品。环境陶艺属公共艺
术，也属于陶瓷艺术，是跨学科的综合性艺术，所涉及
的学科包括美术学、建筑学、工程学、材料学、心理学、
美学、社会学、物理学、园艺学等，是艺术、技术、科学
三方面的结合。环境陶艺是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新兴
学科，也是一门创造人类美好生活环境的综合性学
科。随着社会经济水平和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城市
公共空间的艺术情趣和社会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市
民对于生活的公共空间有了更多的审美要求，这是环
境陶艺得以发展的动力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当代艺术
的民主化运动，使艺术品从博物馆中走出来，走到公
共空间，走向公众生活，为大众服务。环境陶艺不仅
仅属于社会精英，也属于所有阶层的人民，是全社会
共享的财富［１］。

２ 环境陶艺的观念美

环境陶艺的观念美是指环境陶艺作品的内容美，
表达美好的内容可以让公众一起感受到愉悦与放松。
环境陶艺属于公共艺术的一个类别，环境陶艺既要体
现艺术家的个人艺术观念，又要符合人民大众的审美
需求，不能过度强调艺术家的个性，做出大众难以理
解、难以接受的作品。所以环境陶艺的公共性大于艺
术性，这是环境陶艺与当代陶艺的主要区别［２］。从内

容上说，环境陶艺的观念可以表现符合人道主义（Ｈｕ－
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精神的题材，也可以发挥扶助弱者的
精神，表现积极的人生态度，鼓励人们感受生命的美
好。比如表现反战争题材，表现城市的消费文化，表
现自然风景，或者什么题材也不表现，只是单纯地表
现线条的形式美感，都可以让人得到精神上的愉悦。
重点是，环境陶艺需根据不同的展示场所来设计主题
和造型［３］。例如，Ｈａｎｓ　Ｖａｎ　Ｂｅｎｔｅｍ（荷兰）为学校设
计的公园，主要的雕塑造型有火箭，雷达，高楼，表达
对新科技的向往，鼓励学生努力学习知识，用概括的
手法简化了火箭、雷达等造型，造型圆润可爱，没有危
险锋利的边角，并使用明度较高的颜色，无论从作品
的观念还是造型特点来说都很适合用在学校环境中
（见图１）。

图１　Ａ　Ｇａｒｄｅｎ　ｏｆ　ａ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ｎ　Ｓｃｈａｇｅｎ（荷兰一个学校

的公园）Ｈａｎｓ　Ｖａｎ　Ｂｅｎｔｅｍ，荷兰［２］

然而不是所有当代艺术作品都适合面向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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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中有很多充满了血腥暴力的、表现人性黑暗
的、世界荒诞的和社会不公平的作品。当艺术家考虑
什么样的艺术观念或者创作题材适合放在公共环境
时，可以以儿童为底线，也就是说，连儿童都适合欣赏
的作品，就适合放在公共环境中。环境陶艺不是为自
己做的，是为全社会做的，所以必须考虑到全社会的
基本审美水平。美术是一个专业领域，有些作品观念
只适合在美术馆等专业场所来讨论和展示，过于先锋
的艺术观念不适合与全社会分享［４］。

３ 环境陶艺的形态美

形态美是指环境陶艺的造型与周围的环境相协
调，并能表现作品的内涵，使人产生视觉上和心理上
的愉悦。观念决定了环境陶艺作品的内在美，形态则
决定了外在美。形态美分为动态美和静态美。动态
美是指作品产生在运动的感觉，比如抛物线和流畅的
曲面给人流水的感觉，螺旋面和螺旋线让人联想到爬
藤类植物向上攀爬到感觉。静态美是指作品给人带
来安静平和的感觉，比如上半部分小、下半部分大的
垂直造型给人不会倒塌的感觉，水平的直线和块面给
人稳定的感觉［５］。

３．１ 动态美
造型的动态美是作品产生的运动美感。一般来

说，环境陶艺是一件固定不动的作品，作品本身并不
能运动起来，但是通过形式变化可以产生视觉上的动
感。用曲线来造型可以让作品产生动感［６］。

图２　惠风和畅（朱乐耕，２０１０年，中国）

朱乐耕于２０１０年为上海浦东机场创作的“惠风
和畅”（见图２）室内环境陶艺作品。这件作品由多个
瓷板组成，每一个瓷板都像被风吹起一角的Ａ４纸，离
人近的角比较卷翘，离人远的角就比较平，几百块瓷
板组合在一起就像机场的人流带起了一阵风，掀起了
瓷板一角，然后风在远处慢慢散去。这件静态的作品
让人感觉到了风在吹动。用直线也可以让作品产生

动感。朱乐耕为韩国首尔麦粒音乐厅创作的“时间与
空间的畅想”（见图３）用不同大小，不同高度的立方体
组成一组墙壁装饰。立方体的排列没有秩序，高矮随
意排列产生起伏感，站在远处欣赏时，仿佛墙壁在
跳动。

图３　时间与空间的畅想
（朱乐耕，２０１０年，韩国首尔麦粒音乐厅）

３．２ 静态美
造型的静态美是指作品产生稳定的美感。静态

美是环境陶艺普遍具有的美感。比如立在广场上的
纪念碑，静静地立在地面上，崇高而伟大。比如Ｊｕｎ
Ｋａｎｅｋｏ（日本）的作品（见图４），尺寸巨大，视觉效果
稳定，不会给人一碰就倒的感觉，只是静静地存在于
空间里。环境陶艺的静态不仅表现在不能运动，还表
现在安静地融入公共环境中，不抢夺人们的目光。人
们在公共环境里交换信息、娱乐休闲、周围的陶艺作
品不会成为人们的焦点，环境陶艺只是公共环境的点
缀和装饰，是环境的次要因素，大众才是环境的主要
因素［７］。

图４　Ｕｎｔｉｔｌｅｄ（无题）（Ｊｕｎ　Ｋａｎｅｋｏ日本，

１０８ｃｍ×５３．２５ｃｍ×３４．７５ｃｍ ，２０１７年）

４ 结语

环境陶艺属于公共艺术的一种，公共艺术不是为
艺术家而创作的艺术，是为人民大众创作的艺术，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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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家不能以精英的姿态随意创作，不顾欣赏者的心理
感受。艺术家在选择环境陶艺的观念和形态时需要
考虑到大部分人是否能接受，并儿童的审美标准作为
底线，比如表现所放置地区的社区文化、传统习俗等，
而不是仅仅表现艺术家个人的审美取向，这样才能创
作出大家都能接受并且对公共环境友好的陶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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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开始承担起制作“国礼钧瓷”的重任。这一时期的
“国礼钧瓷”相较之前仿宋时期的“国礼钧瓷”更加具
有创新的意味，新时期的“国礼钧瓷”器物造型复杂，
寓意丰富，窑变的釉色也更夸张，整体的审美风格外
向，缺少了传世钧瓷特有的端庄典雅和内敛。这些复
杂的造型和釉色，也体现了当时禹州著名钧瓷企业的
高超技术水准。

３ 钧瓷展望

站在现在钧瓷转型的历史节点上，看过往钧瓷在
各个历史节点上的发展。钧瓷的发展大多逃离不了
两种用途，一类是审美性占据上风的钧瓷，比如现代
一些专门供收藏的藏品钧瓷，或者一些钧瓷文化园、
博物馆、高校等地方的展览用的钧瓷；小型器件有小
到作为小串珠的首饰，项链吊坠等。还有一类是为了
带动钧瓷产业发展的一些偏实用性的钧瓷，大到现在
禹州高铁站的站内装饰，大量的墙面用精美绝伦的钧
瓷瓷片贴附，和一些被提倡的用于现代家装环境或者
大型公共空间，室内装饰等的钧瓷类型，还有日常常
见的花盆或者小巧精致的茶具。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虽然钧瓷已经过了柴烧
的时代，进入了新型烧制时代，与过往钧瓷有着些许
差异，但是传承与发展并不是完全的沿袭，面对新的
历史发展困境，也是新时代钧瓷想要突破与转型的必
经之路。现在的政策已经在大力保护与发展钧瓷，站
在设计专业学生的角度认为，钧瓷在现代想要更好的
发展，主要有以下三点：①更包容，不管是接受烧制新
技术的洗礼或者是与新材料的结合，钧瓷要适应当代
的发展趋势；②使用场景更多元化，钧瓷作为传承下

来的历史文化瑰宝，只有结合更多使用场景，才能扩
大钧瓷的适用范围，不至于被淹没，一味的政策保护
相当于一直在“输血”，只有依靠钧瓷自身的优势，以
消费带动钧瓷的发展，才是钧瓷自己“造血”，钧瓷才
能发展得更好；③文化的传播，钧瓷文化博大精深，不
管是数字化保护，或者是高校的知识普及，只有越来
越多的人了解到钧瓷，感受到钧瓷的魅力，以及背后
的工匠精神，才能让钧瓷历久弥新。

４ 结语

通过对钧瓷有关的文献进行研究可以发现，虽然
目前阶段钧瓷以及钧瓷烧制技艺的传承保护遇到瓶
颈，但相关的改进和保护建议也是层出不穷，百花齐
放。本文以全新的视角来审视当代钧瓷的发展，并提
供了一些思路以供借鉴，但是对具体细化的钧瓷应用
领域没有做深入的研究，这是不足之处，本课题还可
以继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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