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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人类的一切造物活动都是围绕着生活的需要而展开的，陶瓷的发明和制造
也不例外。
陶瓷的发明是人类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陶瓷的发展史也是人类改造自然和战胜自然的历史。
手工生活陶瓷作为陶瓷品种中与生活结合得最为紧密的一种，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手工生活陶瓷是造物活动的物化体现，以“用”为目的服务于人类生活，并以美的形式诉诸人的感
官，体现着实用与审美的协调统一。
制陶艺人在生产的过程中以手艺的建树和追求为目标，将思想与情感、技术与艺术，以及历史的经验
和现实的体验通过手的劳动融入器物之中，体现出“人的创造本质”力量；陶瓷手工艺作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制陶艺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和文化内涵。
陶瓷手工艺的特质是手工，但本质是属于文化范畴的，在其不断的传承中形成了独特I掏工艺语言和审
美品格。
    工业革命的开端、机械生产的冲击，使陶瓷手工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尴尬，生产萎缩、技艺失传，
以及认识的偏见等，严重阻碍了陶瓷手工艺的发展。
从历史上看，对于手工艺价值的重新认可和重视，是机械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觉醒，国外如此，
中国亦然。
    本文从艺术学的研究角度出发，从手工生活陶瓷与大众生活、审美建构、价值取向和文化变迁等几
个方面，阐述了手工生活陶瓷的当代价值和意义。
指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语境中，对手工生活陶瓷制造技艺进行传承、保护的重要性，并从造物
艺术的角度，探讨了浩物的本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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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刻划时，必须掌握坯体的干湿程度，太干容易使坯体崩裂，太湿又运刀不畅，都会影响线条
的韵味。
刻划花技法主要是通过线的长短、曲折、宽窄、疏密、深浅对比形成装饰的韵律美，讲究釉色、线条
、刀法和纹饰的有机组合。
刻划装饰在陶瓷装饰中是较为常见的技法，但瓷质、釉色和刀法的不同，产品所呈现出的风格也备不
相同。
刻划装饰在宋代较为流行，很多产地都有运用，如越窑、定窑、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和龙泉窑
等，其中景德镇窑的影青刻划花装饰是较具特色的。
景德镇窑的影青刻划，一般采用一边深、一边浅的所谓半刀泥的刻划法，线条有深有浅，有宽有窄，
变化丰富。
施釉烧成后，使刻得深的地方积釉厚而呈色深，浅的地方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从而使整个器面呈
现出一种青白相映、素雅甜美的格调。
图37是元代景德镇窑生产的青白釉刻花莲花纹盘。
釉色滋润，莲花纹饰简洁，用刀奔放流畅，寥寥几笔，有着典型的民窑特征。
刻划装饰的应用较为灵活，有时是在坯胎上刻划，有时是施釉后在釉上进行刻划，如白釉划花、自釉
釉下黑彩划花、刻花与篦划结合、珍珠地划花等。
白釉划花装饰是先在坯体上敷一层白色的化妆土，再用尖状工具划出纹样，然后施釉烧成（图38）。
白釉釉下黑彩划花装饰，是先在坯体上敷一层白色的化妆土，然后用细黑料绘画纹样，再用尖状工具
在黑色纹样上勾划轮廓线和花瓣叶筋，划掉黑彩，露出白色化妆土，施一层薄而透明的玻璃釉，入窑
烧制，黑白两色形成强烈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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