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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文化需求背景下的陶瓷设计。方法方法 主要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收集和实地的考察来探寻现

如今社会上对陶瓷设计的主流文化需求到底是什么，深入挖掘陶瓷设计中存在的文化缺失现象，并且将

缺失的文化不断地通过产品的更迭和设计上的创新融合进新的陶瓷设计中，进行更加创新的设计。结论结论

只有更加符合时代精神、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陶瓷设计，才是当今的设计趋势，只有具有高端的审美情趣，

并且具备文化底蕴，符合群众文化需求的陶瓷设计，才能满足新时期背景下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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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studies the ceramic desig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ultural demand. Mainly through the collection of
related data and the field investigation，it explores what is the mainstream culture demand for ceramic design in the
nowadays society，deeply excavates the lack of culture phenomenon existing in the ceramic design，makes the lack of culture
constantly integrated into new ceramic design through product change and design innovation，and makes a more innovative
design. Only the ceramic design with the more spirit of the age and the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 is the design trend of today.
Only the ceramic design with the high-end aesthetic temperament and interest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can meet the demand
of mass culture and new era bac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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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

求也越来越高。陶瓷在人们生活中使用非常普遍，也

可以说它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陶瓷除具有本身

的功能价值之外，同时还存在一定的审美功能，因为

设计师在设计产品时，会根据人们不同的文化需求，

来满足不同人群生理以及审美的需求。

1 关于陶瓷设计的现状

陶瓷作为我国一种历史悠久，广受全国乃至世界

各国人民所喜爱的艺术品，在我国的发展是极为长久

的，我国也因此被冠上了“陶瓷大国”的美称。而到了

物质异常丰盛的今天，我国在陶瓷设计方面，却和古时

候有很大的差距，陶瓷设计没有创新的现象十分严重，

这归根结底是源于我国本身的文化在时代的发展过程

中不断地被外来文化所侵袭，我国优秀的文化越来越

少地被使用进设计中，造成了我国陶瓷设计的混乱[1-2]。

就目前的状况来看，我国也有一大批优秀的、思

想前卫的陶瓷设计师正在不断地挖掘我国的传统优

秀文化，而在研究的过程中，设计师需要不断地审视

自身问题，并且不断地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行创

新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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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陶瓷与文化之间的联系，并不仅仅只有国内

的陶瓷设计师在时刻关注着，在国外也有很多设计师

在这条路上不断前行着，甚至成为了研究陶瓷设计与

文化的领军人。比如说，日本在这方面就始终走在前

沿，不仅结合本国的实际文化需求进行研究，更是将

研究的视野延展到了海外的其他国家。而西方在进

行陶瓷设计时更是将本土的文化内涵在陶瓷设计上

发挥到了极致，使民族精神在陶瓷作品中得到了淋漓

尽致的表现[3-4]。比如说来自土耳其的陶瓷设计作品

鸟型糖果盘，见图1，就是土耳其设计师运用罗马文明

中的鸟形图案，加上现代化的创意和手法制造的，作

品不仅形象生动，美观好看，还具有很高的艺术观赏

价值和文化内涵。

2 陶瓷与文化之间的联系

文化包含着关于逻辑和因果等很多复杂的东西，

是人类精神的结晶，是人类智慧的象征。虽然文化并

不好解释，但是作为文化在历史中不断凝练出来的结

晶，器物，是文化的象征，也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器物本身包含着浓郁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内涵，隐含的

隐形寓意和深刻含义，都是值得后人不断推敲和研究

的。可以说，从我国开始生产陶器开始，陶器就并不仅

仅只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用以更好生产生活的工具，还

是折射当时社会现象和精神风貌的一面镜子。陶器既

是历史的记录者也是历史的保存者，是文化的具体表

现形式之一，是一种将文化投射出来的艺术活动。

作为承载历史和文化的一种实体物品，陶瓷折射

着当时人类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其他器物也同样

在生活中充当着文化的折射者[5]。比如说灭火器，通

体鲜红，惹人注目。因为红色本身与血液颜色近似，

会使人在视觉上产生紧迫感和危险感，并且其本身色

泽鲜艳，易于寻找，更加方便使用，所以才有了如今的

灭火器外形，其中暗含着许多和人心灵层面上的联

系，是很多种文化综合到一起的设计结果，是文化从

虚无飘渺的概念实化到具体物件的一个过程。而陶

瓷，就是将文化从虚无飘渺的概念实化到具体物件的

过程中，得出的最为美丽、生动并且珍贵的艺术品。

瓷器是人类为了更好地在自然中生存，于是不

断尝试、制作出来的，经过几千年的设计、制造、发

展、打磨，在各个朝代中都充当着当时人们生活中必

不可少的角色。仅仅是通过瓷器的变迁，就可以看

出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缩影，可以看到各个朝代中人

们的生活情况与时代特色。陶瓷艺术，超脱了美术

艺术的界限，包含着除了美术艺术之外更多的关于

历史、关于文学的文化内涵和内容，这些内容使瓷器

的美更加深刻、悠长。

3 陶瓷艺术与文化发展

我国的文化发展历史是一部长诗，其中构成民族

文化的不仅仅是自然，更是人在自然中不断学习和尝

试从而进行的造物活动。可以说，造物活动是人类日

常大部分的行为基础，也是行为目的，人在不断地进

行造物，又在造物的基础上为所造物体增加更大的思

想空间，使物品更具有价值，更能传达造物者的心理

活动和精神意念[6]。所以说，陶瓷作为一种载体，记录

了我国的文化发展，也为其他的艺术门类提出了新的

概念和灵感，是促进文化发展的一种艺术形式。

4 陶瓷设计的文化创新

现如今各类文化泉涌一般侵袭了人们的生活，在

进行陶瓷设计时，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汲取优秀

的文化养分，借鉴前人的优秀经验进行设计，是每一

个设计师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4.1 以物传神

在西方国家，人们的审美显然倾向于个体性，而

在我国，这种个体性的美却不被广泛接受。中国传统

美学大多认为，和谐统一的整体美才是真的美。也正

是因为如此，我国古代的很多优秀艺术作品都具有整

体美的特征，比如说《清明上河图》。我国古代的艺术

表现形式呈现明显的轻写实、重写意，艺术作品更在

乎如何传神，这种观点也影响了后人对于文化传承的

观点，继承非具体形象的文化，也就是传递精神内涵

层面上的东西更为重要。这种传神的表现形式，运用

在陶瓷设计上实在适合不过。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

可以对我国的文化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寻找出其中具

图1 鸟型糖果盘

Fig.1 The bird type candy dis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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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传承意义的文化，将这种文化通过一些更加具有时

代意义的方式融入进瓷器设计中。在其他器物的设

计中经常可以看到这种重传神、具有很深文化底蕴、

简洁却又令人印象深刻的设计[7]。比如说2008年北京

奥运会的火炬设计，见图2（图片摘自百度），其设计主

体是祥云，而祥云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代表的是天人合

一、吉祥豁达，将祥云通过重叠的方式印到火炬上，可

以更好地向外国友人传递我国的传统思想，传播我国

的优秀艺术文化，表现我国的宽容精神和文化精神。

除了祥云外，火炬还用到了我国四大发明之首的纸和

我国的代表颜色中国红，这几种元素综合在一起，给

人们以极大的想象空间，有着极强的中华特色与文化

底蕴。在进行陶瓷设计时，也可以借鉴火炬设计的思

想，对设计进行创新和再加工。

4.2 直接使用

除了将文化中的精神部分进行物化再传达外，将

文化中的固有形态进行直接使用也是一种很好的设

计方法。当然，这种直接使用并不是指毫无意义的照

抄照搬，而是将已有的文化元素融合进瓷器的功能性

中，进行重新设计，使本来的文化内涵显得更加浓郁[8]。

巴黎卢浮宫的扩建就运用到了直接使用的方式，新卢浮

宫的庭院直接将金字塔“搬进去”，文化内涵和视觉冲

击兼备，见图3（图片摘自百度）。

4.3 延展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处处都可以看到关于文化

的延展，比如说很多人对宗教文化的崇拜延展出来的

关于吉祥安康的象征，这些都是通过对文化的延展，

从而得到的新一类文化，而这一类文化恰恰是人们所

不断追求的，所以说，如若在设计中能够将已有的文

化进行延展，使这种文化不仅具有原本的内涵，更能

够贴近现代社会的需要，这样设计出来的作品会有更

大的受众空间。在进行文化延展时，设计师一定切记

不能随意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延展，一定要结合当下

的时代热点和人们的实际需求，进行有理有据、生动

的文化延展，一定要让人们在精神上产生共鸣，这样

的延展，才是科学的，适合的。

5 做好具有文化底蕴的陶瓷设计方法

5.1 明确设计思路

要想做好一个具有深刻人文内涵的陶瓷作品，就

一定要在着手制作之前，首先明确好陶瓷的定位以及

具体的设计思路。首先，要确定好整个设计的关键词

语，也就是要想好主要是以何种文化为基础，要以什

么样的风格将这种文化进行展现，设计的陶瓷作品用

途是什么，怎么才能让它更具有实用价值[9]。明确好

了这几个问题，就可以进行前期设计了。值得一提的

是，在确定瓷器设计主题，也就是选择以何种文化为

依托进行设计时，一定要选择这种文化中最被大家所

熟知和最具有特色的符号性元素来进行设计，否则若

是选择特色不是那么鲜明的元素融合进瓷器设计中，

很有可能会让消费者产生迷茫的心理，看不出这个瓷

器想要传递的信息。

在进行设计前，设计师应该先对所选择的文化进

行实地考察，深入研究，将这种文化的历史发展和当

今状况都作出一定的研究和总结，摸清审美规律，这

样既有利于设计师的整体创作，也有利于设计师更好

地和消费者进行对接。

5.2 明确概念构思

概念构思阶段是最考验设计师功力的阶段，在这

个阶段，设计师应该在研究文化需求的基础上，以消

费者的实际需求为考量标准，做好关于消费者实际需

求的调查。因为瓷器不同于其他美术艺术作品，具有

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就可以了，瓷器在具有审美价值

的同时，作为生活中经常会用到的一种器物，还有着

很强的使用价值，所以在进行概念构思时，设计师切

记不要一味地追求瓷器的美观和文化内涵的传递，而

忽视了对其本身使用价值的提升。

在确定好瓷器主题后，就可以确定文化元素了。

比如说以湖南文化为主题，就可以对湖南文化进行深

入的了解和研究，选取其中最有特色的元素进行分

析。在湖南文化中，具有湖湘特色的就是青铜器、土

家织锦、湘西蓝印花布、花鼓戏、红辣椒等，只要选取

其中的一点或两点，就可以去选择有关的素材，进行

图2 奥运火炬祥云

Fig.2 The Olympic torch

relay auspicious clouds

图3 巴黎卢浮宫扩建设计

Fig.3 The expansion design of the

Louvre in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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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上的构思，做好前期工作。

5.3 进行造型设计

造型设计既决定了最终瓷器的外观和性能，也决

定了整个瓷器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高低，可以说，

这一步骤是最为关键的，也是将文化进行传承的关键

环节。在设计的过程中，设计师要将想要表现的文化

元素变成具体的形态呈现在器物上，用瓷器本身的形

体语言去诠释设计师没有说出来的话。与此同时，设

计师要注意保证瓷器本身的功能性不被文化性破坏，

要让文化元素衬托的瓷器更加具有美感与内涵，千万

不可因为想要使用更多的设计技巧和文化元素而使

得瓷器本身具有的使用性能被破坏。

6 结语

伴随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生产生活方式的改

变，科技文化的进步，以及各种民族文化艺术的相互

交织和融合，现代人的生活已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发展

趋势[10]。在我国，陶瓷设计中关于文化需求的体现已

经越来越得到相关业内人士的重视，行业现状也呈现

出勃勃的生机。在以后的发展中，只要勇于探索，认

真钻研，大胆创新，不断实践，就一定能设计出越来越

多的优秀陶瓷作品。这里对陶瓷作品中如何更好地

运用文化元素进行了阐述，希望能够为陶瓷设计的发

展尽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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