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結果與討論

6．1傳統陶瓷紋飾之美

陶瓷紋飾的內容是由生活背景文化所決定

的，也是在實用生產的過程中逐漸成型，不同

時代人們隨著物質的進化而改變生活方式並產

生一種當時特有的社會情境，呈現記錄於器物

之中，就整體觀之其背後有許多值得我們加以

探討的內容與質素。中國工藝美學特徵是神話

／人，現實／幻想，寫實／寫意，理性／浪

漫，華美／樸素，單純／複雜之對比辯證過

程。韋政通先生指出中國藝術之三大特徵有（1）

藝術生活化（2）美即象徵善（3）不尚形式重

傳神，可說明中國人之藝術理想的追求方向。

〔註16〕

陶瓷裝飾的內容表現時代思想和材料及生

產技術的改變，是隨著時空環境不斷調整、增

益，並與陶瓷的造形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不可

孤立看待，中國陶瓷工藝在美的形式表現方

面，其初始立意並非純為視覺的美化，故多融

合內容，表現直觀而感性的理趣，較明顯的造

形方式是以曲線為主的三度空間表現，成為連

續輻射或循環的迴旋形式為主，並多依據器物

造形的特質來決定表面的裝飾佈局，其造形文

化多透過寫實或寫意來類比人的精神追求，或

象徵一種抽象的情感，借狀物以抒情。

中國人長久以來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在繪

畫藝術的表現具有下列特徵：（1）主題上以成

教化助人倫為大宗，故是理性的和嚴肅的（2）

技法上重視寫實表現現實生活的情趣，（3）在

意境上力求清楚或淺顯易識〔註17〕，這與陶瓷

裝飾之表現精神是吻合的，因之探討中國陶瓷

裝飾造形，必先理解傳統的美感之表達與人為

的藝術形式之操作方式，才可進入其核心進行

討論。中國陶瓷藝術對於材料的知覺與歷史文

化的恆常記憶，加以存在現實感的需求融合，

產生具有時代性的形式結構，使陶瓷器物成為

具有歷史生命感的符號。從中國陶瓷裝飾之內

容與形式中，可歸納出以下幾點特徵：

1. 因領域遼闊，不同種族、文化的陶瓷裝飾工

藝顯示豐富的地域特徵，如北方的化粧彩繪

法，刻劃花傳統，表現了嚴謹準確的工藝特

質，而南方的繪畫性墨彩裝飾，表現出素淨

雅潔的氣質與富有層次的繪畫性裝飾空間

感，這種藝術表達的形式是中國裝飾工藝之

主要特色，而於釉彩的表現方面，北方族群

顯得更為活潑開放。

2. 中國陶瓷裝飾在造形構圖上多採用曲線，以

表達連綿、生生不息之思想，並表現為統調

的形式美感，如永不退色的纏枝紋樣、於傳

統中不斷被改造運用。紋飾的形式佈局多取

秩序或均衡和諧的方式來構圖，少見強烈或

突兀的情形，表現中和敦厚的中國哲理。

3. 陶瓷裝飾佈局對器物形體進行穩定對稱的畫

面分割，多運用平行分割法來區分裝飾主題

與副題，提高視覺之安定感，使器形更加安

定穩重，並方便於技術上的加工之進行。

4. 視覺化的觸感之創造，傳統發展出來的各種

令人驚奇、讚嘆的釉色，表現了中國人對於

陶瓷素材質感之卓越創造和無限的想像。如

蔑紋常做為地紋裝飾，形成有變化而統一的

材質肌理，或釉材之質感變化所創造之人工

肌理，於中國傳統陶瓷中有非常突出的表

現，並為現代陶藝所繼承。

5. 陶瓷裝飾的題材，對於當代生活情形多所描

寫記錄，有平易近人之作，可作為參考當時

社會情境與生活習俗之依據。

6.裝飾主題上以成教化助人倫為大宗，故是理

性的和嚴肅的，在美的形式表現方面，其初

始立意並非純為視覺的美化，故多融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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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表現直觀而感性的理趣。

7. 民俗宗教題材佔有重要份量，中國人追求幸

福美好世俗生活與形而上的精神生活之體

貌，從吉祥紋樣於陶瓷紋飾中之滲透觀之，

即可理解它的影響力。

8. 裝飾與繪畫充分結合，人文議題在於表現人

類窮理盡性之精神，在技巧表現上表現有獨

特的中國墨彩韻致，更講求傳神造化氣韻生

動，使中國陶瓷裝飾風格特出於世界其他文

化的藝術。

9. 中國人對自然世界有密切的關注之情，認為

自然是心靈力量的來源，從有機世界的觀察

中，才能產生最真切的情感，於裝飾的表現

主題多為週身自然界常見的花卉、禽鳥與動

物等題材，將之概括為寫意的形式，表現出

對自然的移情與想像創造。

10.傳統陶瓷紋飾內容與形式的構成，從自然到

人為、寫實至抽象，無論作為符號或具象的

表現，在在表現了中國哲學思想融合儒家的

人性尊嚴，佛家的神性永恆與道家的自然觀

之圓融完美自足的特徵。

陶瓷裝飾材料與技術也顯示了先民運用天

然資源與科學技能之追求，它是土與火的藝

術，更是形式與內容的有機融合之產物，故於

世界文明史上總是將中國陶瓷工藝發展歷程視

為中國文明開拓史，而中國也因之成為瓷器的

代名詞。經過歷史的洗鍊，其成就早已為世人

所肯定。中國歷代工匠們對大自然的虔敬觀察

和靜思，所創造之美器才能產生動人的力量，

所謂「虛靜之心」，乃是達到藝術高遠意境的人

身修養必要條件，而歷代匠人透過長期培養熟

練已極之技藝達到身心之解放，才能使運筆意

匠表現出自由流暢，毫無滯礙的境地，並呈現

生命感的形式，是我們所要觀察學習的。

無論任何時代或民族，藝術都是一種社會

的映像，假使我們簡單的拿它來當做個人的表

現，就無法了解它原來的性質和意義。雖然有

些人以為全球化時代已經來臨，然文化的記憶

是恆常與族群共存的，因有傳承延續與充實而

能開創一個博大的傳統，基於民族血緣，環境

物產與宗教信仰，社會形態等因素所造成的文

化差異文化一時仍不易歸於一宗，尤其是根深

蒂固的中國飲食習性所形成之米食與飲茶文

化，更是中國陶瓷文化背後的支撐要素。

6．2審視臺灣美學觀點與陶藝發展之未來

中國傳統陶瓷裝飾運用毛筆彩繪技法之

後，產生了別具一格的民族裝飾工藝特色，對

裝飾形式也產生一定的影響，而現代印刷術科

技更造成另一波裝飾工藝的變革；因應現代化

生產之加速，與商品消費形態的機制，陶瓷產

品需透過消費者的青睞，才有可能生存，不似

歷史上優秀的陶瓷器（如官窯瓷器）之產生方

式，可借由執政者來給予無限的財力支持，因

而長期維繫著器物的優美品味；如何維持器物

美感與商業產品價值的平衡，創造屬於我們的

時代品味，唯有設計者、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智

慧相互激盪來產生。

推陳出新是每個新時代的願望，但是商業

競爭的白熱化，也造成一窩蜂大量的生產新奇

的產品，然而幻影式的流行商品浪費天然物

力，是一種為訴求商業利益所進行之似是而非

的產品設計，盲目追求「新樣式」，糊塗地造成

產品消費與生產過剩，我們不可不察。另一方

面，就都市化生活而言，廣告與資訊的大量充

塞，遮蔽了發掘正常人類自然內發天性之機

制，現代商品透過媒體強力促銷，將流行之產

品形象重覆烙印進入人們的視覺意識中，影響

大眾對於事物之評價漸趨浮面化，已脫離美感

之客觀體認，轉而從商業潛力與社會身份之差

異認知著眼，造成快感取代美感訊息，去除精

神之內層發掘，省略時間過程之反思，形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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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之退化消逝；而現代西方所崇尚的美麗流行

之產品樣式往往不是出自人類自然進化反思過

程的成果，而是狡滑的行銷包裝與工業化過程

的產物，拜物教取代了傳統的精神與宗教信

仰。現代資訊傳播試圖影響所有人的生活方式

與想法，將不同區域具有天然特徵與優點所產

生的文化一網打盡，變成地球村，並透過強勢

經濟侵略，造成許多地區傳統裝飾美化形式迅

速消失，此乃世界文明的損失，各族群也因而

喪失了辨識身份的符號，迷失了自我，令人遺

憾。

雖然傳統中的陶瓷裝飾有詩意盎然的一

面，並傳達了貼近人性，永恆不變之美，然而

若始終習於某一類型的審美觀點，即易流於因

循窠臼，形成偏執、刻板的美感知覺反映；事

實是歷史不斷在改變，每一時代人類之美感認

知都不斷在變遷，不同的社會環境、習俗、信

仰、傳統文化之象徵符號左右著人類對事物的

美感判斷，並結合地理與物產特徵反應出社群

及時代之天然特質。在資訊快速流通，地球村

人類互動頻繁的今日，接受非屬自身文化起源

之差異性的美感形貌，以及傳統古典的美學意

識以外之形式美，擴大美學觀尺度，認識更多

裝飾美化人類特徵與性別差異的方法與和技

巧，有助於以更開放的視野，廣納更豐富的形

式美之內容，進入並充實人類美感意識。

中國近代因政治動盪所造成之經濟與科學

發展的落後的現實，使國人無力於追求高層次

的雅興精神生活，也因為對於自身文化喪失信

心，加以現代台灣因升學主義之功利心態，學

子們無暇於理解中國的古典文化，國人對傳統

中美好的一面失去了欣賞之情，造成美感的缺

乏與文化修養的倒退，自然也影響到對於工藝

的欣賞能力與創造力，實為台灣美育方面的缺

憾；而於台灣設計界，長期以來受西方現代主

義的影響，過度的追求生產效率，設計觀念以

精簡無裝飾的機能主義為尚，殊不知排斥裝飾

的「美」與機能的「用」，同樣都會引起物質與

精神的分化，會造成審美習慣的偏見與審美能

力的缺乏，使設計的結果產生一定程度的畸

形。

文化的有形表現，以豐富而精細巧妙的方

式，從人類心智的資訊處理機產生出來，是進

化過程仔細雕琢出來的產物，形、質、色之美

促成文化內涵的豐富多樣性；雖然做為地球村

公民的一員，人類難免於強勢經濟與文化所帶

來知識與文明思潮、生活方式等的衝擊，吾等

固然應該以開放的心胸，吸取現代其他文明之

長，於此同時若無自主性積極的創造與思考，

勢必漸失掌握文化主體性與開創新局的先機，

基於此，除了橫向擴大文化空間連結外，更需

對傳統歷史進行縱向反思，做出嚴肅的價值批

判，以做為展開新世紀生活價值觀之憑藉。

臺灣在陶瓷裝飾之美的創造方面，未來應

朝向人性化、在地化構思為體，使人的心靈更

貼近自然，並多運用本地風物造形素材，創造

屬於本土生活之器物造形；加以多利用本地價

廉、未過度精練且質色佳美之天然礦石，設計

開發適合於現代生活的產品，表現質樸親切的

器具特徵，以充實臺灣的陶瓷工藝創造內涵，

進而以工業化生產工具為用，節約勞動生產之

銷耗，創造平價、民主，多數人可享用的優良

產品才是值得推廣的陶瓷工藝設計。

臺灣的日用陶瓷工業向以追求利潤為主要

目標，固然不可避免的受限於時代地區性的經

濟發展與社會環境等外在因素，然而大量消耗

天然礦材產生過剩廉價質陋產品的情形，於今

環保議題普受世人注目和台灣有識者普遍追求

文化本土化與產業留根之社會趨勢下，陶業對

於未來之發展應有所反省，回歸人文本質的建

構，平衡陶藝精神與物質發展的均勢，是本土

陶業未來努力追尋之路。

第七章：結論

回溯是為了前瞻，從傳統中創新是永恆的

話題，由歷史的舖陳和發展脈絡，可清楚地理

�43



解陶瓷工藝的技術和藝術特徵之發展轉折與當

代社會情境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陶瓷藝術，隨

著社會形態與生活環境的變遷，以靜默之姿呈

現人們在生產勞動中經驗智慧之累積成長以及

精神追求之歷程；由中國陶瓷工藝之歷史意識

的追尋和現代陶瓷裝飾設計意義與構成方式之

探討可歸納出以下結論：

1、中國陶瓷之生命史顯示，傳統美器不但蘊藏

文質之美，且是具有文化倫理脈絡的物件，

我們必再加以凝視、品味、解讀、轉換再傳

達以開啟中國現代陶瓷工藝浴火再生的契

機。

2、中國人對自然世界有密切的關注之情，心靈

從有機世界的觀察才能產生最真切的情感與

精神力量，於裝飾的表現主題多為週身之自

然世界的題材，並以概括、寫意的形式表現

人的移情與想像創造之比興與情志。

3、裝飾主題上常以成教化助人倫為大宗，呈現

理性的和嚴肅的一面，並有造形用典的習

慣，裝飾表現出敘事與象徵之藝術功能。

4、民俗宗教題材亦佔有重要份量，中國人追求

幸福美好世俗生活與形而上的精神生活之體

貌，由吉祥紋樣於陶瓷裝飾內容中之深入可

見一般。

5、中國陶瓷裝飾在構成上多採用曲線，以表達

連綿生生不息之思想，並表現為統調的形式

美感。對器物設計進行均衡的裝飾加工，產

生安定穩重的視覺形式。紋飾的形式佈局少

見強烈或突兀的情形，表現中和敦厚的人生

哲理。

6、中國陶瓷對於視覺化的觸感有獨到之創造，

傳統所發展出來的各種令人驚奇、讚嘆的釉

色，表現了中國人卓越的想像力，成為中國

陶瓷藝術的重要特質，並為現代陶藝所繼

承。

7、中國陶瓷裝飾工藝顯示豐富的地域特徵，如

北方嚴謹準確的刻劃花傳統工藝特質，和南

方的繪畫性墨彩裝飾表現，這種藝術表達的

形式也形成中國陶瓷工藝之內容特色。

8、裝飾與繪畫充分結合，人文議題在於表現人

類窮理盡性之精神，造形藝術講求傳神造

化，氣韻生動，使中國陶瓷裝飾特出於世界

其他文化的陶瓷風格。

9、傳統陶瓷紋飾內容與形式的構成，從自然到

人為、寫實至抽象，無論作為符號或具象的

表現，美與善合一的儒學思想，表現在器物

為形式與內容之統一。在在表現了中國哲學

思想融合儒家的人性尊嚴，佛家的神性永恆

與道家的自然觀之圓融完美自足的特徵。

10、工藝技術的生命是和民族歷史文化臍帶相

連的，在中國各地區雖有使用材料和美感形

式上的部分外在的差異，然就整體而言，各

支流常是互相學習、影響、擴充、融合終至

匯集成為一個大的主流而形成民族文化之特

徵。

中國傳統陶瓷工藝對於釉彩及紋樣裝飾的

講究，豐富了陶瓷工藝表現的視野，唯有正視

傳統工藝美術中的真、善、美元素，取其精髓

去其糟粕，並憑藉當前我們現有的物質條件，

吸收文化優越的養份資源再進行有機的融合與

開創，美器方能以超越時空的姿態適時誕生，

適性存在。

陶瓷工藝於現代生產之價值，更深層的意

義是它可提供包括匱乏需求（安全、實用、便

利等），和更高級的生存需求（審美、尊嚴、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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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幸福）之滿足才能為人類生活創造意義，

美器的產生需要經過精密技藝的錘鍊與當代人

們積極的思考創造，傳統的陶瓷形式語言和內

容價值，如何加以轉換才能符合現代人生活充

實之要求，有待設計者、生產者與消費者共同

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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