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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院体画对中国陶瓷艺术
的影响 张凯

五代政局动乱干戈不息宋代帝王吸取教

训扬文抑武提倡教育的国策国民素质不断

提高社会经济高度发展农业手工业 商业

贸易部远近超过前代在鞍长一段州期里宋代

政权占据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最发选的地区

其优越的历史地位以及强大的经济实力与深厚的

文化底蕴而被后来的历代缴自阶级视为正宗

成为中国封建文化发展的主流受社会对陶瓷器

具需求日益增长的刺激 当时全国南北窑厂林

立官窑与遍地开花的民窑各显峥嵘而由于受

到政；自经济社会风气和审美思潮的影响加z

集镇纷纷出现客观上促进了工匠流动技艺交

流和市场竞争为陶瓷生产的迅猛发展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宋代陶瓷艺术出现了与前代截然不同

的艺术特色。

促进中国陶瓷艺术发展的重要因素还有宋代

院体画对它的影响。宋代宫廷绘画深受皇帝重

视宋微宗赵佶更是煞费心机躬耕于画坛他

是中国美术史上帝王参与画亭的代表人物。在他

的大力支持下院体画飞速发展并且成为当时

嘏有影响力的艺术形式在院体画大艺术1潜

移耿化的作用下 陶瓷艺术无论在审美意境上

还是器物造型装饰绘画上都发生了变化展现

出时代的许多新特色相比以前更加成熟完美。

宋代院体画对中国陶瓷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隐秀之美

唐代陶瓷造型饱满富有张力 因为唐代崇文

尚武个性飞扬对外开勰拓土军威四震对

内发愤图强不断进取唐^文化底蕴深厚喜

爱饱满和阳刚z美 而宋代陶瓷造型则轻盈优

雅弥漫着幽古内敛的格调根源在于当时政治

经济变化而引起人们精神趣味的变化最直接的

因素是宋代院体画风格的影响院体画改变人们

的审美心理大众审美趋向一种隐秀之美，

隐秀之美是超越艺术形象本身的更加广阔深

远的美学境界它通过艺术形象的比喻象征暗

示作用的充分发挥产生种意境在象外生境

实境和虚境相结合化景物为情思超绝意象。

宋代宫廷画家为迎台贵族帝王审美要求选

取象征富丽高贵的动植物 运用绚丽桑美的色

彩捕捉托鸟形态用神来之笔为植物与动物

注^冕妙的神性与温馨的人性为画面赋予纯；§

的诗意在和谐与崇高．典雅与优

美的艺术境界中给其它艺术形象树

立了光辉的典范。它作为种文化

现象在皇族的参与和倡导下逐渐

形成了一种社会文化风气极大地

推动了艺术的发展使^们的审美

能力普遍得到提升

院体画所形成的富丽堂皇高

贵典雅精巧秀润崇高优美的风格通过暗示作

用辐射到艺术的各个角落中国陶瓷也深受其影

口自如宋代景穗镇的青白瓷青中显白 白中泛

青青白相映青白相融到晚清称之为影青

青白瓷器细腻光洁的瓷胎雍荣华贵的颜色给

人的不仅是高雅的美的享受它的意境z美也不

言而喻。宋代大诗人苏轼词作《水调歌头*云

。起舞弄青影何似在人间 赋予人优美的神性

飘然物外不正暗台影青瓷器所传达的意境

吗，明代大英雄干谦有诗云 要留青白在人

间 借助青白形象比喻和象征诗人内心纯j自精

神高尚清清白白做人这种崇高可贵的^品若

用青白瓷的洁净无暇柔美高贵来形客可谓遥

榴呼应相应生辉而此种惫境的直接采源在于

院体画对当时整个艺术的影响宋代院体画照亮

了当时艺术的天空院体画在得事物之神妙外

有一种内秀之美它不仅描绘

了事物本身的精神境界还蕴

涵了一种人陛的完美与高洁

国家的神圣与伟大 文化的博

大精深所包台的隐秀z美引

导着陶瓷往青白 的境界粒

展如诗如画如醇酒如美

玉如窈窕淑女风姿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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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窑的粉青、天蓝，钧窑的天青、月白等都

是无与伦比的瓷色，也同样传达着隐秀之美，和

院体画有异曲同工之妙，并且继承着院体画中崇

高和优美的意境，它以美来陶冶和净化人的心

灵，升华人的品格和感情：更是蕴涵了深厚的社

会历史文化内涵，在中国陶瓷史上大放异彩。

二、绘画装饰的影Ⅱ向

中国陶瓷绘画艺术源远流长．早在陶瓷史发

展源头的新石器时代就取得了很大成就。虽然经

历了夏代的沉寂．但随着烧制技术的不断提高．

瓷器高温烧成的彩料工艺逐渐成熟．绽放出异

彩。如唐代长沙窑釉下彩发展成熟并解决了坯、

色、釉结合的问题，开创了一个令人瞩目的陶瓷

绘画世界，而且风格迥异．其中特别以线不尽形、

形不尽象、象不尽韵的粗笔写意的花鸟画表现．

与精巧细腻的宫廷花乌画相比而表现出别有意味

的情趣，象外生意，独有韵致：体现了“气韵生

动”、”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中国画最高法理。

至宋代．宫廷绘画极大地影响了陶瓷绘画的

发展方向，在皇权贵族审美意志制约下．特别是

中国陶瓷的生产中心转移到景德镇之后，陶瓷绘

画的发展与帝王审美倾向的关系甚为紧密。陶瓷

绘画深受院体画的影响，所选题材多是珍禽异

兽，描绘形象雍容高雅：纹饰构图严谨，层次分

明。如北宋后期定窑白瓷上描绘有牡丹、莲花、蛟

龙、凤凰、孔雀、鸳鸯等珍禽异兽，象征一种高

贵和典雅，迎合贵族的审美意志。又如北宋耀州

窑青釉孔雀衔莲碗．碗外壁上方画有三道弦纹，

内壁为团花孔雀衔莲图。图中两只孔雀呈中心对

称站立．而方向相反。一只伸颈回首．羽冠微翘．

口中衔一束花草，计有蕃莲一支，荷花一支，三

叶草两只。尾部羽毛丰厚硕大．自然下垂，当为

雄性。另一只孔雀，曲颈探头．口中亦衔有一束

花卉．计有蕃莲两支．三叶草一只。尾部羽毛相

对较少．身体轻盈瘦弱，当为雌性，构图严密紧

凑，线条舒卷自如．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宋徽宗

的《芙蓉锦鸡图》和院体画中描绘孔雀的名作。其

余花卉草木，或曲或直．凤羽鹤姿．俯仰成趣．疏

密有致．繁而不乱，给人以赏心悦目之感。这种

运用院体画绘画技法的陶瓷作品在中国辉煌灿烂

的陶瓷史上独树一帜。另外．吉州窑制瓷绘画，也

将院体画的传统特色和民间的图案装饰结合得恰

到好处。

宋代院体画也影响到陶瓷装饰画面所采用的

渲染手法．画出来的人物、花鸟、山水都有明暗

深浅和阴阳向背之分，增加层次，画面显得更加

柔和并富有立体感，其写实风格，细致入微的描

绘技法，清秀淡雅的意蕴，反映出院体画的艺术

风貌。

三、器物造型的影响

院体画注重构图上的雅致清幽，一态一姿都

给人轻盈俏丽的感觉。随着院体绘画风格在陶瓷

艺术上的大量运用，陶瓷上多为典雅优美的装饰

绘画。宋代陶瓷在装饰风格上发生改变．器物造

型也或多或少产生了变化。为了适应构图需要．

就要有纤致雅趣的造型与之相搭配．这些在陶瓷

上造型的表现则是瓶肩丰腴．瓶身纤细，如宋代

梅瓶圆润修长，娇艳端庄而不显轻佻妩媚。

宋代院体画讲究以线造型，线条圆转流畅、

劲秀挺拔，利用优美的线条来表现结构转折及神

采奕奕的花鸟树木等艺术形象。到后来陶瓷艺术

的精品粉彩也追求“骨法用笔”．粉彩运用院体画

工笔技法创作出很多成功之作．如《清雍正粉彩

九桃天球瓶》，该瓶通身画有九只硕大的寿桃，枝

叶舒展富有韵律．表现形象的手段仍采取工笔那

样的勾线。桃子、桃叶、桃枝、桃花无一不是以

工笔细线严谨勾之．其写实手法细腻柔美，桃子、

桃花的点染与院体画中洗染效果异曲同工．桃子

也有深浅浓淡、正反明暗之分，不仅体现出陶瓷

粉彩的特有艺术，而且还完整体现了院体画的技

法效果。

宋代院体画是中国绘画史上一颗璀璨的奇

葩，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上划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它注重写实，强调对绘画本体艺术性的不断追

求，形成了一种雅俗共赏的院体画风格，代表当

时绘画发展的主流方向，并且在社会文化大背景

下逐渐成为艺术样式典范。在这种“大艺术”风

格的照耀下，中国陶瓷艺术大放光彩，在许多方

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创作出了很多经典

之作。

随着我们对院体画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这

个曾经的“大艺术”光芒也会重新显现。到那时

我们可能会发现它对中国陶瓷的影响还远远不止

这些。事实上，明代宫廷绘画与宋代院体画一脉

相承，清代陶瓷也受到宫廷绘画的影响．在“大

明五彩”和“康熙五彩”的身上我们还能看到宋

代院体画深深的印记，让我们用虔诚的心灵、去

感悟宋代院体画和中国陶瓷艺术所呈现给我们的

清幽雅致崇高优美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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