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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中国传统陶瓷生

产中的设计意识往往受到当时社会上普遍

流行的思想意识的影响，其中表现最为明

显的就是禅宗与陶瓷艺术的融合。禅宗作

为一门古老的佛教流派思想，以其平易近

人、讲究悟性的特点迎合了陶艺制作过程

中朴实的材质特征以及无法完全人为掌控

的烧成特点，从而得以与陶艺完美结合。

不过，“禅”本身是一种思想方式，所以禅

意的表现并不是仅仅局限在陶瓷艺术作品

中画上佛像或法器。禅意的体现可以是多

方面的，尤其是通过技术手段表现出来的

禅意反而更能获得深远的意境，比如通过

偶然性较强的烧成方式来获得类似于禅宗

“顿悟”效果的装饰，运用特殊的色彩表现

来贴合禅宗“语带机锋”的说话方式，变

化多端的釉色可以象征俗世无常，粗糙的

釉面却可以使人联想到自然万物，等等。

因而对于禅宗和陶艺结合的研究必须集中

在对制作思想的变化发展道路上，社会制

度，审美观念、价值取向等都将是影响陶

艺作品体现禅宗意味的重要因素。

一．形式禅的概念及其在陶艺中的表现

在研究禅宗与陶艺的结合问题之前，

笔者认为可以将这类具有明显或非明显禅

宗思想的陶瓷艺术统一冠以“禅陶”的名

称，一方面便于全文的论述；另一方面也

是为了说明这类陶艺所包含的思想意识与

其他陶艺不尽相同，以兹区别。

禅陶既然包含有禅宗的思想，而任何

艺术作品表达思想的手法不外乎外在形式

与内在精神两种，因此，所谓“形式禅”就

是指将人们已经认同了的表现禅的语言运

用到陶艺作品中来的禅陶形式。这种禅陶

表现通常出现在传统禅的表现中，不过在

今天的禅陶艺术里也不乏这样的表象性极

强的例子。比如说青年陶艺家李冰就曾经

创作过一组((菩萨》系列的陶艺作品，这

套作品运用细腻典雅的菩萨面部形象作为

造型元素，在陶艺家精致的雕刻技法表现

下体现出了菩萨温和雍容的态度，救苦救

难的神通，加上淡雅素洁的影青釉色，使

得欣赏者迅速地融入了禅宗无忧无虑、大

慈大悲的净土中。另外还有很多优秀的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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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t心灵淡泊，人既不随外境动而动，又不强

}：迫心灵与外境隔绝，便是“真空”境界。而

，j这“真空”是不可能用现实形态来具体阐

!；述的，只能依靠人的心灵自行感受和领

i悟。因此省念禅师曾经拈起竹篾向弟子提

{．问：“唤作竹篾则触，不唤作竹篾则背，唤

i+作什么?”所谓“触”是说心智与事物发

{：生接触，依佛教说法，眼、耳、鼻、舌、身、

；．意为“六触”，感觉与理智接触了外在世

：：界，便会生出种种概念，有了概念便会有

：‘种种分别，有分别便引来无数思量与烦

恼，把竹篾依照理性的习惯称作“竹篾”，

1．反之则为“背”，即不按常理。因此，禅陶

．也应该是运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法来启发，

：来表现，将表象的“触”化身为意象的“自

l：觉”与“自在”，从内心去感知，而非表面

刻画有九品手印图(即下品上生、中品上!触得。抛开对泥、火、水、釉以陶艺语言

生、上品上生、下品中生、中品中生、上}的固守，去寻求心灵的融合。比如在科拉

品中生、下品下生、中品下生、上品下生)，：。迪·卡萨略维斯的系列作品1号、3号、32

再涂敷氧化铁料烧制后形成一组沉稳且富一i号、33号、42号和43号中，陶艺家将混

有教化意义的禅陶。这一类型的禅陶拥有=。合了杂质的泥胎堆塑出自由的形态，这些

特点鲜明的外型，能够使一些对禅宗教义一形态配合上红褐色或黄褐的色彩几乎已经

不太熟悉的欣赏者迅速地把握禅陶的艺术：完全摆脱了陶瓷的固有特征，让人感觉似

主题，不过如果以更深刻的禅意要求来看：’乎是自然界中天然形成的某种体块，说不

的话，这些形式感较强的禅陶似乎就显得；清又道不明。因此，禅陶要做的就是把人

过于表象而不具备禅宗的神秘感和深刻内{．的理性与语言习惯逼到进退两难的绝境，

蕴了。 |．重新回归到“陶艺理念”产生之前，万物

=．内容禅的概念及其在陶艺中的表现；：尚未命名之初，才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

与“形式禅”不同，“内容禅”就是指：：行中，然后使陶艺家和欣赏者双双融入这

那些运用可能还没有被人们广泛认同的技：种混沌但又清明的世界中，真正体会到

术或艺术语言来表现禅意的陶艺作品。这：!“禅”的意义所在。

类作品乍一眼看上去似乎和禅宗没有什么i 2．形态与精神。禅陶是以模糊形态来

特别的联系，但是只要欣赏者仔细去品味i l表达特定精神的神奇艺术，不过正是这种

将会发现这些陶艺无论是制作技法还是内i：形态上的模糊往往会让欣赏者甚至于陶艺

在表现都完美地展现了禅宗教义的精髓。l’家本身都无从理解其精神内涵。不过《智

1．表象与内在。也许人们会认为“形．’度论》卷九的指月故事已经给我们指出了

式禅”拥有显著的外在特征可以更好地展l j一条理解之路，故事说：“如人以指指月，

现禅意，但事实上只要产生了这种观念首；’以示惑者，惑者视指而不视月。人语之言：

先就是对禅意理解的偏差。在禅宗的经典l我以指指月，令汝知之，汝何看指而不看

教义中认为人为什么一定要用逻辑、用符；}月?”在这里指月之人显然是深刻理解禅

号去思量一切?思量之下便生出种种疑i：意的圣人，而惑者则是类似于我们这样想

窦，种种疑窦便引出种种解索，种种解索i i知禅却又不知道如何知禅的常人，在接受

便令人进行种种的实验，为了验证实现就!l圣人解释的时候往往会被眼前的现实存在

让人生出无穷烦恼与苦闷、焦虑与兴奋，i!所迷惑从而与精神目的擦肩而过，不过好

l艺家将禅宗中有明确定义的菩萨手印作为|；这样人还能在彼岸得到休息吗?所以禅家i l在圣人再次提醒我们不要看表面的“指”i

一_』塑堕奏翌彤垄一些鲫塾全方形镶墅兰』．塑堕叁皇璺j．即指一嗵塑!?!锣皂签瘟垫!j二亘亘戛重堡!宴堂圭堕_二旦+：一’-r学～f“指=-．垫矍!圈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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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去往“月”的道路之后，我们显然可{

以更快地找到目标物的所在。所以我们{

说，观“禅陶”之法，不在于观陶之纹饰、i

造型，而在于从这些纹饰、造型着手去观l

禅陶之“精神”，感其深刻之内涵。比如日；

本陶艺家高江洲子的作品就是十分典型的l

“内在禅”，欣赏他的作品就必须跳脱外表；

形态和色彩的束缚，顺着其形态和色彩的；

组合指导去发现作品中的禅意。陶艺作品i

《月亮》运用红、黑、白三种色釉烧成，在}

釉彩的融合中我们感受到色彩变幻中强烈i

的天然偶成性，顺着交融的色彩我们似乎l

又隐约看到了闪烁的光线，似乎在展现世l

界的虚幻与空无；椭圆球体看似规整实则l

变化多端，正迎合了禅宗“求圆成缺”的；

理念；多变的色彩与自然的造型恰似现实i

世界中斑驳的光影，让人无法捉摸，虽然i

它现实而具体，但是只要你抱定一颗平常；

心就必然能够跳脱这个掺杂纷扰的世界，i

品味真正的“禅”，同时从这件陶艺作品的1

名字来看，“月亮”本身就是让人看得见摸l

不着的现实存在，作者似乎试图以这个清i

冷遥远的主题想要告诉欣赏者对于俗世最l

好“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态度。

3．“静”与“困”。虽然我们通常并不}

要求当今的禅陶艺术家一定要深居简出，；

不食荤腥，但是想要创造出真正的禅陶就!

不得不修身养性，淡定自如，禅宗认为想}

要达到这种修行的地步可以通过。坐禅”l

来实现。据早期禅宗的解释，“坐禅”应当l

是一种“凝住壁观”的境界，在这种境界；

中，。无自无他，凡圣等一”，“无有分别，}

寂然无为”。传说菩提达摩曾在少林寺面i

+因为这种境界就是意识的沉潜，脑海里渐j

{渐变得空寂虚无，大千世界纷繁的形物，j

i喧嚣的声音渐渐远去，这时人就与宇宙融；

；为一体，感到空间既在身外又在心中，时；

l间既在流逝又在静止，于是人就获得了一i

l种永恒感。所以禅的追求之一就是“静”，l

l这种“静”是虚无、虚空之静，是远离俗!

}世之静，是观心之静。这时，坐禅就有如j

i静中观“我”，是在繁杂俗世中寻求对“自l

；我”的一种反思。因此陶艺家似乎就应该i

i脱离世俗的烦扰，用陶瓷这种艺术语言来；

l反观“自我”，再现“内心”。例如有的陶；

l艺家运用瓷泥自然的断裂或釉色的随意流i

l淌来表现自己对“自然天成”的“无为”态!

}度。白磊在一块边缘毛糙的长方形坯体上!

l运用堆贴、刻画的方法丰富形态，该作品；

i在完成后表现出一种完全未经刻意雕琢的；

i自然形态，拥有的是被火焰舔舐后斑驳的{

i铸铁颜色以及似乎被巨大的自然灾害侵蚀；

i过的表面纹理，作者在制作过程中完全随!

l性而为，任其自由变化，这就是一种“无i

{为”，是作者“心静”之后的产物。

不过有时候参禅获得的“静”却可能}

i导致表现方式的“困境”。Ⅸ五灯会元》卷}

；四记载古灵悟禅后，看到他原来的老师在{

；窗下看经书，有一只蜜蜂在窗纸上爬来爬‘

；去想飞出房外，便说：“世界如许广阔，不l

；肯去，钻他故纸，驴年去!”并作一偈，讽：

}刺那些埋头读故纸的人说：“空门不肯去，i

墩窗也大痴。百年钻故纸，何日出头日0”j
{实际上，在陶艺创作中我们也应该认识到』

l这点，要想创作真正的“禅陶”不在于追l

l求效果的细致或是对“禅”形态表现的鲜i

壁九年，连小鸟在肩上筑窠也浑然不知。l i明，而在于真正认识泥性，回归泥土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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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本性，而且在表现的过程中也不应固守

在已有的“禅意”表现中不愿离去，要知

道没有突破是永远没有创新的。比如当今

绝大部分陶艺家习惯于用粗糙的造型和朴

：素的釉色来表现“无为”的禅意，但是这

．种表现方法的过分普及却带来了一定的审

l美疲劳，迫切地要求有识之士能够跳出这

1个“故纸堆”找寻新的表现方法。

就当今的禅陶创作来看，禅意主要表

现在对于“顿悟”的理解上，即一切的外

在都要依赖修行者自身的悟性，不过这些

“悟”说到底还是由“心性”产生的。既然

禅宗讲究的是自由“心性”的修养，因此

禅陶的制作与品味就在于“清”与“闲”之

：间，无心、无闲、无趣则无法形成禅陶，抛

!开一切外在，只是淡定怡然地去“找乐子”

l才是禅陶的根本。可以说禅陶根本就是一

：种“唯心”的艺术表达，在创作时的“心

l性”以及欣赏时的“顿悟”是决定“禅陶”

定位是否成立的主要依据，而过于表象的

“形式禅”似乎在心性和悟性的表现上略

有欠缺，所以当今禅陶创作主要还是以

“内在禅”的形式出现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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