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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画瓷，是什么带动了这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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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画家画瓷古已有之，但当下画

家画瓷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影响

之远，是过去“浅绛彩”和“珠山八友”时

期所不能比拟的，当代画家画瓷已成为

陶瓷绘画界一种全新的现象，这种中国

绘画与陶瓷艺术的“强强联合”，多大程

度上提升了陶瓷的艺术品位？当代陶

瓷 艺 术 究 竟 是 以 瓷 为 主 还 是 以 画 为

主？一直是艺术家们争论的焦点。

瓷以画传 画以瓷传

在中国的艺术发展史中，不只一次

地出现这样的艺术现象，即一旦有文人

参与了某种古老的艺术形式，这种艺术

必将得到长足的发展。“瓷最早还只是

日用品，文人和瓷的结合是使之流传下

来的关键，再比如紫砂、古家具、园林等

等，都是因为文人的参与给它们赋予了

审美的因素，能够流传下来的经典必定

都是物质和精神层面共存的。”中国国

家画院研究员王平说。

一些书画名家尝试着利用陶瓷这

个新载体来体现自己的书画艺术，这对

于陶瓷绘画而言是好事，陶瓷这个素材

被用来创新的同时，陶瓷艺术本身的地

位也被提高了。在十一届全国美展上，

陶瓷从以往的混展中专门独立出来和

漆画一起有了专门的展区，这意味着官

办 展 览 已 经 对 陶 瓷 艺 术 有 了 重 新 认

识。此外，近几年嘉德春、秋两季拍卖

都有陶瓷艺术品的专场，说明随着画家

画瓷这个群体的发展壮大，陶瓷艺术品

市场也逐渐活跃起来。

景德镇素有“工匠八方来，器成天

下走”的美誉，一些知名艺术家的加入

无疑提升了景德镇陶瓷的价值。而对

于当今陶瓷艺术究竟是以瓷为主还是

以画为主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

传席认为画家在瓷器上画画，价值就已

经超过了瓷器本身，“瓷以画传，画以瓷

传”有着更大的意义。

画家画瓷的群体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外地画家亲临景德镇千年瓷都实

地作画，如 2000 年张子康组织一线画

家来景德镇进行创作；二是画家在自己

所在地建立窑址，利用景德镇的原材料

进行艺术创作，最有名、最典型的就是

陈家泠在上海建的泠窑；三是把景德镇

的原材料（如素烧好的泥坯和白胎）直

接运到画家家中进行创作，等画好再运

回景德镇烧制。

这其中不乏一些以手艺糊口的全

职画家。近几年书画市场不景气，画瓷

热为他们带来了契机。

探索新材料 追逐新市场

宣纸换成瓷瓶，平面转向立体，水

墨变成了釉料，对画家而言，无疑是进

入了另外一个艺术门类。广东省美术

家协会陶艺委员会主任左正尧说：“有

的画家的中国画作品在市场上的售价

很好，他们不存在生活、生存问题。他

们更多是被瓷本身的魅力吸引，抱着尝

试新材料、体验烧制乐趣、拓展创作思

维的心态进行瓷画的探索。”

不久前在龙泉青瓷博物馆举办瓷

画作品展的吴山明说：“瓷画难，在青瓷

上作画更难，画家画完是一个感觉，但

经过火的烧炼，窑变的过程，烧完又是

另外一种感觉，有人做也有天成，这种

不可控的神秘感带给我极大的快感。”

正 是 这 种 强 大 吸 引 力 使 吴 山 明 不 畏

其难，自信绘画的美定能在龙泉青瓷

的 釉 面 上 体 现 出 来 。 虽 然 开 始 在 青

瓷上作画的创新尝试，由于材料和经

验等的不足，烧制出来的作品效果很

不 理 想 。 但 通 过 一 段 时 间 的反复摸

索，如今，他已基本把握在青瓷上绘画

的艺术规律，实现了工艺美与绘画美的

有机融合。

王平认为，一开始画家对瓷的属性

不熟悉，但近几年，在一些画家的反复

实践和艺术机构的推动下，画家画瓷

已经走过了第一步，有的画家已经完

成了一些相对成熟的作品。“青瓷本身

是以釉色取胜，但吴山明能在青瓷中

作画，并且和青瓷珠联璧合，吴山明是

人物画的大家，再加上常年和基层的

工艺大师交流学习，釉用得非常好，在

艺术表现和绘画能力上结合得非常完

美。”王平说。

由于传统的技艺和文脉没有得到

很好的传承，在景德镇，低端瓷器满街

都是，样式单一化、模式化，缺少创意和

创新。而画家以其独特的视角在瓷器

上作画，把中国画的精华直接带到瓷器

作品上来，往往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

果。王平说：“制瓷工人在艺术修养和

能力上肯定有欠缺，那么画家参与进

来，利用绘画技能的优势能够提升艺术

瓷的整体形象和品位，从而带动陶瓷艺

人审美意识的提高。可以说，画家画瓷

开启了中国瓷器艺术的新风气。”

现在的高等艺术学府一般都设有

陶艺系，除了研究陶的属性，同时也强

化绘画能力的培养。“一些专业院校毕

业的陶艺家创作的作品艺术性也很强，

但总体而言人数不多，所以画家的加入

是一股生力军。”王平说。

画瓷不应失了“瓷味”

画家画瓷取得一定成就后，也有不

少人对他们提出质疑。比如有些人就

认为“珠山八友”把现今的陶瓷绘画艺

术引上了一条不健康的道路，占绝对优

势的以绘画为主题的陶瓷创作，使一些

老的工艺品种几乎失传，如斗彩、古彩、

单色釉等等，国画的图式给陶瓷图式带

来巨大冲击。对此吴山明认为，“珠山

八友”把中国画的技法与陶瓷绘画的工

艺相结合无疑是功不可没的，但是把中

国画的画法及图式完全照搬到陶瓷上

还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现在的画家应该

要有选择、有思考地借鉴。要不失瓷器

本身的瓷味。

在提升瓷器艺术品审美价值的同

时，画家画瓷也有先天不足，并且充满

了挑战。主要还是对工艺和材料不熟

悉，没有真正去了解材料和器型。“画家

们往往把原先在画布上画油画、在宣纸

上画水墨的感觉和符号原封不动的移

植到器型上，甚至有的国画家还在上面

签上名、盖上章，印章甚至是画上去的，

这 就 违 背 了 瓷 器 自 然 成 型 的 艺 术 理

念。”左正尧说，画是平面的，瓷器是圆

形立体的，在绘画中要注重绘画的连续

性和它的立体表现，因为每个面看着都

要漂亮。因此，在绘画构图上和装饰效

果上，要有新的构思才行，这对画家来

讲是一个难点。

王平认为，画家在了解陶瓷的工艺

和材料的同时，要考虑器型在人们心理

上的认知习惯，比如一件茶壶瓷器，虽

然可能只做装饰用途，但如果在上面画

上暴力的画面，会让人心里很不舒服。

瓷器本身的器型和釉色就很漂亮，它需

要画家去锦上添花，而不是完全改变瓷

器原有的样貌和性质。有的画家会用

颜料棒把瓷器表面涂上一层，盖住原有

的釉色，感觉也不好。个别画家偶尔为

之倒无伤大雅，如果大家都如此，画家

画瓷就走错了方向。一件瓷器需要各

种材料，烧制成型很不容易。有的画家

不管熟不熟悉，有没有想法，拿来就画，

这样就和一般的制陶工人没有什么不

同，只是把瓷当做纸的代替品来画，就

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了。

“画家画瓷如果最终留下的只有

画，没有技术的高度，没有仔细研究什

么图式配什么器型，什么画色与釉色相

配合，在什么釉色中画什么样的题材，

什么样的器皿烧制成什么样的窑变效

果，那么，就不会从真正意义上提升陶

瓷艺术的品质。”左正尧说。

随着瓷器拍卖市场行情一路走高，

一些名家的瓷画作品也屡屡被高价成

交，因此出现了炒作瓷画作品价格的现

象。王平认为：“这不利于瓷器市场的

发展，一件瓷器作品的价格不应该取决

于是哪个画家来画的，而是要由瓷器本

身的价值来定价。”

中国的民间艺术品中能够“动起

来”的寥寥无几，鬃人便是其中一个门

类。据考证，鬃人产生于清代末期，距

今约有 100 多年的历史。鬃人的形象

多受中国戏曲和皮影的影响，尤以京剧

的影响最深，这一独特的民间绝活融入

了京剧文化、物理学和力学的概念。其

人物主要来自于京剧，形体则主要受到

皮影戏的影响，人物的身体是一个锥

体，用秫秸秆做成，并絮上少许棉花，外

绷彩纸或彩绸外衣，约 9 至 16 厘米高，

头和底座用胶泥脱胎，底座粘有一圈二

三厘米长的猪鬃，面部依据故事内容勾

画出脸谱，胳膊扁平，通过中间的铁丝

双臂可以摆动。放在铜盘内轻轻敲上

几下，凭借猪鬃的弹性，盘中的人物便

会舞动起来。老北京也将鬃人艺术称

为“盘中戏”“铜盘人”。

偶然得知清幽宜人的什刹海旁的

胡同一隅，原来深藏着北京的鬃人能

手——白大成，仔细了解之后才发现，

这些铜盘上的小人制作起来是如此不

容易，白大成能坚持 50 余年从事鬃人

制作，更是不容易。白大成最早学习鬃

人制作是在 1959 年，经由街坊的介绍

结识了一位鬃人爱好者，初学月余，又

经中国美术馆的李寸松先生介绍结识

了王记鬃人的传人王汉卿先生，于是白

大成继承了王氏鬃人的制作特点，将断

了代的鬃人艺术传承了下来。当时，很

多民间艺人都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或

是进入工厂，或是进入高等专业院校、

研究所等机构，普遍都拿上了工资，而

白大成此时依然沿用传统艺人个体生

产的形式，自力更生，走独家制作的道

路。摆在白大成面前有一个最现实的

问题，就是如何用鬃人来养家糊口，如

何让鬃人迎合市场需求，让外行看到热

闹，将鬃人卖出去，也要让内行看到门

道，看到他独特的创新与制作。为此，

白大成开始改变原有的制作工艺，让他

的鬃人在铜盘上的表演更加接近舞台

效果。王氏鬃人之前的材料都是用彩

纸，颜色不能维持很久，白大成的改良首

先就体现在这种材质上，他用丝绸来制

作人物的服装，让鬃人的服装更华丽，颜

色更鲜亮。而鬃人的脸谱与行头也都按

照京剧舞台的样式加以改造。另外，白

大成还给鬃人加上了腿，于是就有了上

一代鬃人所没有的动感，也可以展示京

剧舞台上的“亮相”。白大成一直认为

“千招会不如一招鲜”，鬃人想要有自己

的立足之地并得以发展，就一定要有自

己的特色，既要有艺术特色，也要有文

化内涵，两个人物立于铜盘中，轻轻敲

击铜盘，就可以讲出一段历史故事，而

白大成在其中更是注入了自己的精气

神，就如同他在上面演出一样。

最初步入这个行业时，白大成仅 20

岁，为了让鬃人这门手艺得以流传，他

通过李寸松先生在工美大楼工艺美术

服务部获得了一个柜台，也得到了相关

的合法手续，为他的鬃人找到了销售出

路。断代多年的鬃人重新出现在人们

面前，让观者备感亲切，白大成自然也

不必为市场销量发愁，所得效益也足够

保证他的基本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仅

仅几年之后，随着“文革”的到来，白大

成在工美大楼的柜台也只能交还回去，

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从事与鬃人无

关的临时工作。

“文革”之后，百废待兴，白大成开

始为他的鬃人自谋出路，那时旅游业有

了一定起色，白大成听闻十三陵、八达

岭等游览景区有很多外来游客，于是每

天从新街口坐公交车赶往十三陵等地

区招徕顾客，为他的鬃人打开了新的市

场。游客对鬃人的喜爱，对于白大成是

一种莫大的鼓励，在经历了发展和停滞

状态之后，他相信鬃人还有自己发展的

潜力，并且可以继续开拓新的市场。

1980年，北京市政府为了解决待业

青年就业问题，在天坛内组织了一个燕

京书画社，向社会征集作品。白大成认

为这是一个新的发展机会，双方一拍即

合，当天回到家中，白大成就将自己的

一件丝绸上衣扯碎上色，一口气做了十

多个孙悟空，才放到燕京书画社三天，

他就得知售罄的消息，这样，鬃人才又

有了新的延续机会。然而鬃人的发展

可谓一波三折，随着燕京书画社的人事

变动，白大成又要为鬃人寻觅新的销售

市场，于是转移到了 90 年代重新开放

的新东安市场内。白大成将一些民间

艺人聚集起来，在老北京一条街里租下

了一间店铺，为各类民间艺术提供了一

个广阔的平台，经营得有声有色。可

是，就在 2007 年，新东安市场对于自身

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概念，要打造国际品

牌，鬃人等民间美术只能从中撤走。

白大成就是在这样的起起伏伏中

坚持了 50 余年，从未放弃。鬃人发展

至今，已经得到了人们的认同与重视，

他的鬃人已不再作为商品在外出售，

收藏者与爱好者成为主要的买家。作

为一位养家糊口的民间艺人，白大成

一 生 出 售 过 的 作 品 从 未 被 顾 客 退 还

过，作为一位民间艺术大师，白大成将

鬃人从濒临失传的状态挽救回来，为

它培养了爱好者、收藏者、制作者，开

拓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我曾问过

白老，在独自一人坚持从事鬃人研究、

制作的过程中是否寂寞。白老回答：

“我是乐在其中。”

铜盘上的精彩人生
——记鬃人能手白大成

民间奇珍

“滇西奇葩”剑川木雕亮相京城

高士图青花釉里红棒槌瓶（瓷画） 朱新建 祈福（瓷画） 吴山明

山水青花笔洗（瓷画） 卢禹舜 灵山秀水青花花觚（瓷画） 方俊

美猴王（泥、布、猪鬃） 白大成

本报讯 （记者朱永安）日前，曾

被吴作人先生称为“滇西奇葩”的云

南大理剑川木雕在中央美术学院美

术馆亮相。30 多个种类的 100 余件

木雕艺术作品均从云南省大理白族

自治州剑川县征集而来，展品以明

清木雕、建筑木雕、陈设性木雕、实

用性木雕和旅游小件为主，体现出

剑川木雕的民族性、原创性、艺术性

和手工性四大特点。

1980 年，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

长的吴作人先生参观了精湛的剑川

木雕之后，欣然挥 毫 题 词“ 滇 西 奇

葩 ”。 剑 川 木 雕 的 传 统 作 品 如《神

龛》严 格 按 照 传 统 民 俗 相 传 的 福、

禄、财、义、富贵纳福、招财进宝、万

事如意、光宗耀祖等的喻义设计制

作，整座神龛由 2180 个构件组成，

其中雕花构件有 710 多件。精雕作

品《张 胜 温 画 卷》应 云 南 省 民 族 博

物馆的邀请，由该县兴艺木雕厂经

3 年多时间完成，复制件高 1.82 米，

长 97.6 米，是剑川木雕大型壁画的

一次突破，也成为云南民族博物馆

的 镇 馆 之 宝 。 创 新 作 品《福 满 门》

是剑川木雕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对

传 统 的 一 种 大 胆 尝 试 性 的 创 作 。

保 留 了 娴 熟 的 传 统 木 雕 技 艺 的 同

时 ，通 过 巧 妙 的 组 合 ，在 现 成 的 古

老 大 门 上 雕 出“门 神 ”或 用 旧 门 框

作为木雕作品的边框，从而产生一

种新的意趣。

剑川是电影《五朵金花》中阿鹏

的故乡，白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 90%

以上，有“白族文化聚宝盆”之称。

剑川木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剑

川海门口”出土的 5300 多年前的木

制农具、建筑木构件等，是剑川木雕

的远古源头。据介绍，剑川木雕均

由 白 族 工 艺 匠 师 通 过 口 传 心 授 传

承，其雕刻艺术在唐宋时期已经较

为成熟，明、清至民国时期已经闻名

各地，剑川木石工匠曾多次应召入

京参与紫禁城的修建，而云南境内

几乎所有建筑木雕都出自剑川木匠

之手。1996 年，文化部命名剑川为

“中国木雕艺术之乡”。2011 年剑川

木雕被国务院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剑川木雕

目前已经走向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不仅有各种专业的木雕公司，还形

成了专业的木雕村。而剑川木雕的

品类也已从原来的雕花飞檐斗拱、

牌坊、花窗等发展成为包含民居装

潢、木雕家具、木雕壁画和旅游产品

等在内的上百种产品。

剑川县木雕工艺美术师现场展示木雕工艺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