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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和服装文化同是中华民族历

史文化中的主流文化，是最贴近生活的艺

术文化，它们从一开始出现就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从远古的文化历史到现代的产

品设计，无不显示陶瓷与服装的亲密接触。

陶瓷文化与服装服饰文化的关联性研究，

对文化建设、对产品开发都有着重要的意

义。陶瓷文化与服装服饰文化在民族母体

中孕育、成长与发展，它凝聚着创作者情

感，留存着创作者热情的艺术形象，表现着

我们的民族文化。

一部中国陶瓷史，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

民族文化史。中国古代文化源远流长，在进

入文明以后的五千年中，陶瓷文化无不和民

族的兴衰、国家的命运相连。它一直伴随着

炎黄子孙从原始社会走向文明社会。它的内

的陶俑是人类一次大胆的尝试，从战国时代

开始直至元明清时期，陶俑在殉葬品中一直

占主要地位，成为中国古代陶塑艺术领域内

最具时代特征的器物。因服饰不易保存的特

性，元明清之前，我国古代的服饰资料留存的

很少，所幸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陶俑，我

们从中町以略略看到一条服饰演变的历史河

流。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

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

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积淀于服饰之

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纵观

世界服饰文化，既体现特色品位的经典风情，

也体现了人类智慧的相通，相容性。

现在中国的服装设计正处于蓬勃上升的

阶段，我们在学习外来设计理念的时候要回

顾一下自己的历史，从我们的优秀文化中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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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与服装服饰文化的关联性研究

l涵十分丰富，功能极为广泛，渗透于物质生：取滋养，同时借鉴姊妹文化，从中吸取灵感，

}活、精神生活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它不仅 以加强我们的现代服装设计力量。陶瓷文化

；具有明显的民族特征，而且有文化价值。它．t与服装服饰文化，两个看似完全无关的材

}对了解民族个性、心理趋向和价值观念有着’一质，却有着必然的文化联系。无论从他们的

；重要的作用。而服装服饰文化又是一种身份i i文化发展史着眼，还是涉及现代设计领域以

}地位的象征，一种符号。它代表个人的政治’：及科研品产品领域，陶瓷文化与服装服饰文

{地位和社会地位，使人人恪守本分，不得僭一．化都有着非常精彩的碰撞。

!越。因此，自古国君为政之道，服装是很重，{·．陶瓷文化与服装服饰文化历史渊源关联性

{要的一项，服装制度得以完成，政治秩序也} 陶瓷文化与服装服饰文化在历史文化中

，就完成了一部分。所以，在中国传统上，服一的连接点而引出的在陶瓷语言上表达出来的

i装是政治的一部分，其重要性，远超出服装!中国服装史，包括陶俑和中国的服饰史、元

f在现代社会的地位。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明清瓷器上的服饰绘；由陶瓷与服装在现代

}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 设计中的融合点而延伸出的融合了服装语言

!的含义。人类社会经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i的陶瓷品设计和贯穿陶瓷审美的服装设计；

；缓缓地行进了几十万年。我们的祖先在与猿 陶瓷材质、服装饰品的设计与制作等。我们

；猴相揖别以后，披着兽皮与树叶，在风雨中一，把设计放在一个文化的背景前做深度剖析，

；徘徊难以计数的岁月，终于艰难地跨进了文：；以现代设计理念为基点，导入市场观念，让

i明时代的门槛，懂得了遮身暖体，创造出又’‘设计更实用化，更市场化。

{一个物质文明。在考古发掘中发现年代最早．{ 中国的服装史，从宋往前看，直至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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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源之处，几乎都是以陶瓷为载体而流

传，宋之后，元朝青花瓷就以古典小说人物、

戏曲人物，神话故事人物为绘制对象，明清

时期的青花与粉彩，几乎记载了当时所有的

服饰类型；20世纪20年代的中晚期，是近代

中国妇女服装演变的一个重要阶段，真正出

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时装。时装的流行，与当

时特定的社会风尚和文化生活有极为密切的

关系。它从产生之日起，就带有合乎时代的

性质，每时每刻都在发展变化，有很大的流行

性。中国近代妇女的着装，体现出中国时装

发展的开始，体现出服装史上划时代的变化。

这一时期留存的时装资料非常少，但这时期

却有大量的反映当时生活的粉彩人物仕女画

瓷器，民国瓷器中最具文化特色的当属时装

；人物画瓷器，时装人物画瓷器展现了民国初

期的新时尚，在瓷绘上采用了艳丽而丰富的

新粉彩技艺，使中国瓷器人物画展现了划时

代的新面貌。主要的样式有从清代观音尊演

万方数据



：变而来的双耳大瓶，也被称作掸瓶。也有器

}型较小的瓷观音瓶，还有花觚、盖罐、帽筒。

{这些瓷器都是成双成对的，绘着图像相同的

!时装人物画，但一对瓷器上的图像作左右朝

{向，这是传统艺术中和合成双的寓意，富有

；特色的表现手法。

除了以上成对配置的器型以外，还有镶

i于木挂屏上的彩画瓷片，瓷片的形状有八角

!形、叶形、菱花形等，还有茶壶、小杯、肥

’皂盒、粉盒等小容器，以及塑有时装人像的

：瓷花插。瓷器上的时装人物图像以鲜艳亮丽

，的粉彩绘成，有着多层次的浓淡变化，透出

；现代绘画的气息。要不是这些前所未有的对

：同时代人物生活场景进行了悉心绘画的民国

：粉彩瓷，我们都会无从得见原来那时期的中

}国服饰变革是如此精彩。

；二．陶瓷文化与服装服饰文化美学元素的关

：联性

现代的陶瓷设计与服装设计，从美学的

}审美角度看，两者有着十分类似的造型语言

；和非常多的装饰手法的互用。比如从造型的

：角度来看，陶瓷与服装同样都是以立体造型

i为最终造型结果，都由外部轮廓和内部结构

：组合而成，在欣赏一件陶瓷作品时，我们首

!先会对陶瓷的造型有个直观的了解，先会看

{到就是廓形，如圆形的、柱形的、锥形的、喇

}叭形的或是椭圆形的，在造型优美的陶瓷作

i品上我们的视线会随着轮廓线的起伏延伸而

体会到愉悦的审美快感。

1．服装外轮廓若以字母命名可以有以下

{几种分类：如A形、V形、H形、O形、Y

i形、T形、X形、S形等，这是一种常见的分

：类，它以英语大写字母作为名称，形象生动。

：若以几何造型命名，则有长方形、正方形、圆

i形、椭圆形，梯形，三角形、球形等，这种

分类整体感强，造型分明，与陶瓷造型的关

联则非常明显。

2．在陶瓷的器型仿生设计中，人们生活

中最近、最熟悉的服装造型对陶瓷的仿生设

计有着非常多的启示：如模仿衣服局部造型：

的陶瓷花瓶设计，模仿旗袍或者中式服装的

花插设计，甚至直接就对服装与人体进行模

仿设计等。

3．服装和服装纹样在陶瓷设计中的运用

再一次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服装与陶瓷的完美：

结合：陶瓷器型或者瓷板上的服装画装饰，；

服装装饰纹样在陶瓷器皿中的表现等。

4．对于服装设计者来说，从古到今的丰；

富的青花图案无疑是我们的一大笔财富。而：

青花本身所具有的蓝白二色的魅力也是面料；

装饰上不可抵挡的诱惑。

在陶瓷装饰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没有哪‘

一种装饰类型能达到青花瓷那样巨大的流传

影响。作为一种陶瓷上的装饰方式，青花本：

身就有很多种表达方式，内容有动物，植物、}

人物、器物等，变法方法有精细的工笔线描，i

有豪放的大笔写意，有纯青花装饰，也有与：

其他色彩相结合的装饰方式。可以说，作为；

一种瓷器上的装饰，青花具有特殊的巨大的；

魅力，它对各个时期其他艺术领域内的装饰：

风格也具有非常大的影响。

三、陶瓷文化与服装服饰文化多样性．多元；

化的关联性

现在市场上广受欢迎的绿色环保的陶瓷

饰品的开发与不断涌现的服装中的陶瓷装饰一

品，如：陶瓷纽扣、陶瓷腰带头等新品，能；

充分说明陶瓷与服装服饰的多样性、多元}

化。在原材料的开发上，新出现的陶瓷纤维；

服饰品更能说明这种关联是无处不在。

陶瓷饰品作为饰品界的新秀，以其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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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风格的多样性为我们营造出全新的服i

饰搭配时尚，陶瓷饰品与当代的文化，精神}

需求相融合，是饰品界的新生力量。以陶瓷{

材质来制作服饰配件更具有其他材质不可能．

达到的优点，它特殊的材质特性把服饰配件i

的应用材料从传统中解脱出来，为服饰配件l

的设计与应用展开一条全新的探索之路。以；

此为基础的设计与制作充分应用自然界的泥：

土材料，给人质朴鲜活的生命感受。泥土与i

人的天然亲缘性，窑火的神秘不可知性，构{

成了陶艺服饰配件与其他任何材料都不同的i

工艺特质。泥土渗透到服饰领域也是陶瓷材{

质具有广泛实用性的表现，它具有不容忽视{

的市场潜力。

通过大量的资料查询和调查研究，我们{

发现陶瓷文化和服装服饰文化之间的关联是：

不仅广而且也非常深的。美国人类学家英菲j

的论断：。一个文化项是外来渗透的结果，还i

是自然独立发明的产物，这个问题对于那些i

注重历史遗产的人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对于i

那些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的人来说也是很重要；

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所有文化中，百1

分之九十以上的内容，最先都是以文化渗透+

的形式出现的。”因此从今天来看，中国虽然}

是陶瓷、服装大国，但是现代陶瓷、服装行{

业的发展水平却远远落后于欧美和日本国i

家，我们需要大量的优秀的陶瓷、服装行业{

的人才，需要大量的优秀的设计人才，需要j

优秀而精良的设计理念来指导生产。陶瓷文．

化与服装服饰文化的关联性研究内容可以给j

行业从事者提供一个开拓性的设计思路，来}

提升设计理念，加强设计力量。

一i朱辉球江西陶瓷工艺美术学院

刘少倩景德镇市陶瓷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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