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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景德镇的瓷器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如果说，“珠山八友”是民国时期瓷艺的一座高峰，那么汪野亭则是文人瓷画的一张名片，而且是靓
丽的名片。
　　德国的思想家歌德曾这样诠释艺术：“美是艺术的最高原则，同时也是最高的目的。
”由汪野亭开创的汪派山水瓷画，就是这种以美为使命的瓷画艺术流派。
汪派山水瓷画的美，来自于何处？
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诸点。
首先，来自于传统文化。
汪野亭幼承庭训，饱览经书，是个能书善诗的文人，其山水技艺，始仿清初“四王”，继而潜心于石
涛。
这位石涛的崇拜者，最终将斋名取为“平山草堂”，即缘于石涛辞世后葬于“平山堂”的典故。
其次，来自于师法自然。
汪氏诞生于江西乐平的传芳村，左有峰峦叠翠的翥山，右有碧波潺潺的乐河，牧童横笛，蛙呜蝉噪。
这种出世脱俗的田园风光与空蒙淡荡的山川林壑，不仅烙印进这位先师的脑海，更流淌于笔下，至今
仍犹如春风扑面。
再次，源自创新的理念。
景德镇瓷艺在攀登上康雍乾峰巅之后，中国瓷都的工艺也随之步入程式化的僵硬，为冲破这种沉闷的
束缚，打破官窑的清规戒律，一批有志于创新的艺术群体迅速崛起。
汪野亭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脱颖而出，他从风光田野出发，越过空灵山麓，萌全新之创作理念，
以瓷为纸，将诗、书、画融于一体，宣泄出他的内心世界的憧憬，达到了“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
意满于海”的情怀，从而塑造出中国文人瓷画的一张名片。
　　这张名片的靓丽，还在于她嗣袭相传，代代明星灿烂。
汪氏长子汪小亭，素有珠山“八小名家”之誉，作品以气象雄浑、意境恢弘而著称。
幼女汪桂英，在师承父亲的真传下，糅西方风景画焦点透视于传统山水画中，推陈出新，成为当代陶
瓷工艺大师。
第三代传人汪平孙，小亭之长子，以其深厚的文学功底与诗人气质，将“汪派山水画”的情韵与意境
，推至一个崭新的境界。
飞瀑流云，松柳烟霞，达到了“淘尽平庸巧天现”的境界，以其承传与实力，同样也进入大师的行列
。
至今，汪沁以第四代传人的身份，接过了汪派山水画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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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汪派山水瓷画”源于中国传统“文人画”。
根据陶瓷艺术的特点，将原纸绢上的“文人画”移植到陶瓷上，但是纸上作画与瓷上作画有很多不同
的地方：纸画篇幅大，易显势，宜远看，壮丽；瓷画多小巧，宜近观，应以取质为主，显秀丽。
纸画运用水墨渲染，见笔墨功夫明显，但随意性较大，难于造型，而易于写意；瓷画则易造型，通过
写形达意，做到形神统一。
要使两者结合，具有很大的难度，汪氏在探索过程中，不仅对景德镇传统的陶瓷彩绘工艺进行了一系
列的改革，也对历史上的文人画作了内容与形式上的某些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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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中富 
    祖籍江西省南昌市，1955年出生于陶瓷收藏世家。
受家父及兄长影响，对文人派彩瓷有深刻研究。
 
    20世纪90年代初在景德镇创办“陶源艺庄”，重振熊氏家族“谦益堂”之雄风，号“谦益堂传人”
。
 
    长期致力于珠山八友研究。
主编《谦益堂藏瓷》；参编大型画册《珠山八友》(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景德镇现代艺术陶瓷投
资与鉴赏》等；撰著《珠山八友》、《汪派山水瓷画》等书。
 
    现为中信国际艺术品拍卖公司(香港)专聘艺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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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晚清浅绛彩瓷艺术　　山水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并在东方绘画中成为富有特
色的艺术。
山水画在发展的过程中，总结出丰富的画学理论，反映出作者本身对大自然的敏锐及深刻的体会和理
解。
　　纸本山水画自唐代（618～906年）开始繁荣，不同风格竞相出现，众多画家各有创造，有青绿勾
斫，也有水墨渲淡。
画家群体在唐朝繁荣昌盛的社会背景下，充分发挥出他们的艺术才华，大诗人王维开创出水墨画法，
王洽创立了泼墨法，张躁创造了秃笔作画的新技法，种种形式，画家们极力将诗、画艺术融合起来，
创造一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境界，开了文人画兴起之先河。
　　文人山水画自唐兴起，经宋、元、明、清各个朝代，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
瓷上文人山水画，则始于清代咸丰、同治、光绪时期（1851～1908年）。
其时，一批供职于景德镇御窑厂新安画派的皖南画家，以程门、金品卿、王少维为领军人物，冲破官
窑束缚，打破清规戒律，以瓷代纸，将画入瓷，以“浅绛”技法绘文人画于瓷上，开启文人派浅绛彩
瓷之先河。
　　“浅绛”原指元代文人黄公望创造的一种以水墨勾画、以淡赭石渲染而成的山水画。
陶瓷界所说的“浅绛”是借用国画术语，浅绛彩瓷是以浓淡相间的黑色釉上彩料，用“浅绛”技法在
白瓷上绘制图画，再染上淡赭和极少的水绿、草绿与淡蓝等彩，经750℃左右低温烧成。
浅绛彩瓷制品，画面彩料极薄，色调淡雅柔和，极具中国水墨画效果，与纸绢上浅绛画极其相似，“
书卷气”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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