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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陶瓷艺术在我国的艺术家族中，无疑是具有最悠久历史和辉煌成就的。
中国陶瓷艺术也是世界陶瓷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世界陶瓷艺术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不少技
艺精湛，造型超群的陶瓷艺术瑰宝。
目前，我们不仅有一群技艺高超的专业陶瓷艺术家，而且其数量在不断增长。
我们还有为数不少的对陶瓷艺术有着浓厚兴趣并且正在进行专业学习的学生，以及一种对陶瓷艺术持
欣赏、好奇、接纳心态的大众社会氛围；我国的传统名窑依然散发着骄人的魅力，不断创造出高超的
陶瓷艺术作品，并日益频繁地进行国际交流协作，同时也更加宽了自己的全球化视野。
在陶瓷科研方面不断呈现出新材料、新成果。
可以说，近年来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多样性以及学科细分，都为我国陶瓷艺术的发展提供了
新的契机和动力。
　　中国陶瓷艺术历史悠久，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西方陶艺创作全新的理念和艺术价值的影响下
。
我国陶艺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
然而，由于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在技术发展方面.难免存在思路的不同。
使得中国的陶艺在学习借鉴西方艺术的手法和观念时，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陶艺的根本价值，忽视了
陶艺的最基本的技术之美，以及建立在陶瓷艺术独特的材料特性与观念相结合的艺术之美，从而造成
一个根本性的偏差，使人们对陶瓷基本属性的认识产生混乱。
　　事实上，陶艺不是陶瓷艺术的简略说法，两者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有着根本不同。
陶艺是指在西方现代主义风格影响下，以表现艺术观念为目的，将“陶”或“瓷”作为原始的创作材
料和创作手段，进行加工、发挥，其艺术目光最终落脚于表现作者独特的感受和情操。
而陶瓷艺术则是一个相对广阔宽泛的概念，从材质上包括陶器和瓷器；从艺术形态上，包括涉及黏土
烧成物的任何形态的艺术作品。
　“陶瓷艺术”在包含现代陶艺的同时，还含有丰富的中国文化.后者的艺术目光最后反映在陶瓷成品
上。
如果将陶瓷艺术分为传统和现代两大部分，陶艺也只是现代部分中的一个分支。
西方现代主义陶艺从过去实用、审美的原则走向了单纯的情感表达，把陶瓷作为一种材料，扩充了审
美范畴，引入了粗粝、残缺、偶得的观念，融入了特殊的烧成方法和对材料个性化的把握。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陶瓷艺术与工艺>>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介绍陶瓷工艺设计制作全过程的教科书。
其教学角度更注重工艺制作，实用性非常强。
不仅可作为院校陶艺专业教材，而且可作为陶瓷厂的岗位培训教材。
    本书内容包括：原料、陶瓷成形的方法、陶瓷器皿造形设计、陶瓷胚胎表面装饰处理方法、施釉技
法、烧窑法、烧制法等。
本书生产操作性很强，是一本很实用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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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施面釉 （1）底釉越厚起花越大，底釉越薄花越小；面釉薄没有花，面釉厚花不
明显。
 （2）底釉流动性小，面釉流动性大。
 （3）乳白釉在底釉上出蓝色花。
 （4）底釉含铁量的多少决定着花的颜色和深浅的不同。
比如，含Fe2O35%的底釉，花为浅蓝色；含Fe2O310%为中蓝色；含Fe20315%花为深蓝色。
又如加入钛和锡起乳浊作用，钛多偏蓝，锡多偏紫红色。
另外，加入ZnO、MgO对蓝有促进作用，加入Sb2O3变成灰蓝色，加入铜成蓝绿色。
 （5）底釉的厚度为0.8～1.5毫米时，面釉厚度应掌握在0.4～0.6毫米间。
此厚度也要因釉品种的不同、坯体的大小厚薄而适当变化。
 （三）花釉坯泥配方 花釉常用的泥有两种：一是陶土，也叫大青土，不用加入其他原料，经粉碎球
磨后就可使用：另一种是瓷泥，其配方如下： 长石17份，石英28份，大同土27份，烧大同土13份，紫
木节7份，章林土8份。
 瓷土应在坯干后上釉，陶土坯要在湿坯上釉。
 （四）颜色釉的配制工艺 1.需要考虑的几个因素 （1）要选择最合适的着色剂和着色方式。
如要达到群青或海碧蓝色的效果可选取用钴；要孔蓝色可用铜；其他可用钒，并需要和基础料相适应
。
又如：铬是浆色，但在钙和镁里时可以变色，在锡里又可变红。
所以对釉子的性能的把握应主要考虑两点，一无不良影响，二是和坯体结合好。
除了有意识以釉子开片作为装饰之外，其他釉子是不可以的。
着色剂是否与其他烧成工艺相适应，釉浆稠稀度是否适合，是否沉淀都要考虑。
 （2）要选择最合适的辅助添加剂。
如：乳浊剂，最常用的是白色氧化亚锡，因为它易溶解。
根据釉料性能的适应性、工艺要求的适应性、呈色效果的适应性等因素，选择合适的品种，加入量，
并应考虑选择单用还是混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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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设计专业系列教材:陶瓷艺术与工艺》是由陈琦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有关陶瓷艺术设计
的专业教材。
《艺术设计专业系列教材:陶瓷艺术与工艺》结构清晰，语言流畅，内容丰富，生产操作性很强，不仅
可作为院校陶艺专业教材，而且可作为陶瓷厂的岗位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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