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谈黑陶艺术

一．陶的历史 }：没有足够的证据。

黑陶大约出现于距今7800--8300年。从

考古资料可知，后李文化(距今7800--8300

年)、北辛文化(距今7300—8300年)、大汶

口文化(距今4300年左右)、龙山文化(距今

2500年左右)等遗址中都有黑陶出土。从质

量上讲，黑陶是陶器中的上品。而且，黑陶制

品不像其他陶器，实用性不是它的主要功能，

一产生就被列为审美范畴的工艺品当中。陶

器的黑色形成原因，据推测分析是人们在烧制

过程中的一种控制上的失误(从现代黑陶的

产生过程中，可以得到验证)。这种失误所产

生的色彩最后使人感觉舒服并且能区别干其{

他陶，也因黑色的感觉比较稳重、神秘，尊贵，i

庄重和成严才使其延续。最早它是祭奠礼仪{

的礼器，所以人们以奉献给神灵的虔诚态度

来进行黑色陶器的制作。黑色制陶的思想和：

理念，充满着一种追求极致、极限美的奉献精：

神，它以其充满神秘魅力的黑色和庄重、素：

雅、高贵的外观气质，凸显与众不同。

二、黑陶的制作及特点

从基本性质上看，所有陶器都是用泥土；

作为胚胎，用火高温烧制而成的，只是在制作；

过程中有一些差异。黑陶是陶胎较薄，胎骨紧i

密，漆黑光亮的黑色陶器，它出现的时期晚于i

红陶、灰陶和彩陶，是陶器发展到高端境界时；

诞生的宠儿。陶壁精致到0．2毫米，称蛋壳陶，l

是距今4000多年的龙lU文化的典型代表。』

1974年在山东胶州三里河文化遗址出土的蛋：

壳陶高柄杯，是存世不多的黑陶代表作，专家j

们分析这属于达官贵人用来饮酒的高级盛酒!

器皿。因具备“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声j

如磬”的特点，堪称绝世佳作。黑陶与彩陶相}

比在制作工艺上大大进步了，彩陶采用泥条i

盘筑法或较慢的轮盘旋转技术制胎，而黑陶：

是用快捷的轮盘旋转技术拉型制胎。胎料用{

纯泥或掺沙，因此质地精纯。在坯胎半干时进!

行修改和雕刻，全干后再用蚌壳压光，最后人i

窑烧制。那么如何把黑陶烧制成黑色的?新：

石器时代没有文字记载，技艺又已失传，现在t

的我们只能是推测：现代黑陶是用“高温渗；

碳”的技术把陶器变成黑色的，这是否就可以i

证明龙山文化出土的黑陶也用此法，至今还；

黑陶的造型非常丰富，具有较强的艺术；

性。我国的造型艺术始于陶，史书记载“神农：

作瓦日陶”，被史学家称为“原始文化中的瑰

宝”。抽象简洁的陶器造型涵盖了各类艺术不{

可或缺的韵律、节奏、质量、尺度，构筑了视；

觉艺术必须具备的形式基础，出现了鼎、盘、；

碗、鬲、豆等形制。所以可以把它视为青铜器：

造型的先导。后来又出现了罐、壶、枉、瓶、i

尊．爵、锤、篮、钟、人物，动物等几个品

种。人类学家和美学家指出，几乎需要几代’

人完善的陶器纹样，传承着人类文明特有的．

丰富内涵，展现着近乎永恒的艺术魅力。黑：

陶主要的装饰手段是所谓的胚体装饰即镂；

刻、贴塑以及刻划弦纹等方法。镂刻是指花纹；

穿透胎体，弦纹则是在轮制陶胎时用尖状物；

接触器表以形成平行的弦纹。这些看似简单i

或雷同的陶器造型和图案装饰，蕴涵着更为：

普遍和深厚的文化信息，凝结着高超技能所

赋予它的美感形式。它不但是以“物”的形式}

存在，重要的是动态地掌握和驾驭陶艺材料、l

陶器工艺、陶艺烧成等复杂的制作技艺过程。!

三．现代黑陶的发明与发展

现代黑陶诞生于黑龙江省绥棱县一个普：

通的瓦盆厂，老艺人寇化林(1901—1984)i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烧制黑陶的关键技；

术，从而成为现代黑陶的创始人。

寇化林祖籍山东莱州府，从他曾祖父那’

代就闯关东到绥棱县。寇家世代以烧制瓦盆：

为业，到了东北建立了绥棱第一家民间土陶．

作坊。寇化林自幼就随同家族的长辈学习烧

制生活用陶的技术。当时生产的主要是灰陶{

和红陶，品种仅限于瓦盆和花盆等，造型和装

饰都比较粗糙。寇化林天生喜爱绘画，又爱动：

脑，他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改进瓦盆的造型，j

并受到食品中大蓼辨(八角茴香)的造型特点i

影响，从中悟出土陶花盆上的透雕纹样。寇化：

林曾说他年轻时很喜欢养花，又有条件自制’

花盆，他想尽一切办法对自己的花盆精心装；

饰。除表面刻画外，又使用镂空的单层透雕，；

双层透雕。他的作品越来越精致，受到当地很：

多人的喜爱。殊不知这些研究后来都成为现

代黑陶的主要工艺和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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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一天，晴朗的天空突然下起雨，寇

化林赶忙奔向快要烧好的陶窑，发现暴雨已

经有一部分淋到露天的窑火中，一股浓烟弥

漫整个窑内。他怕眼看出窑的瓦盆毁于大雨，

急忙用柴草把窑严严实实地盖好，焦急地等

待雨能早些停下来，好打开继续烧完这窑陶

盆。哪知天不遂人愿，雨下个不停。直到第三

天雨不下了，寇化林垂头丧气地打开覆盖在

窑上的柴草准备清理废品时，一个神奇的发

现使他惊果了，所有的作品非但没有损坏，反

而变成了一些黑中透紫、光亮如漆的黑色陶

器。这次意外的收获使他兴奋不已，于是他专

门修建一个小窑进行反复试验，历经近40年

的呕心沥血，苦心钻研，成功攻破技术难关

——“熏烟渗透”技术，从而铸就了绥棱黑

陶神秘、凝重、古朴、清新，淡雅的品质，最

终达到“黑如漆、明如镜、硬如瓷，声如磐”

的境界，有人甚至称绥棱黑陶接续上了龙山

文化这根香火。

刘家弟是现代黑陶的推动者，没有刘家

弟的慧眼识珠，绥棱黑陶也只能在一个很小

的范围流传，现代黑陶也不可能这样繁荣。

刘家弟的参与不仅从技术和艺术上使黑

陶的品质得到迅速提高，同时他又把作品推

荐到全国参加陶瓷展览，没有多长时间，这

种现代黑陶就遍及全国，受到人民的喜爱。

现在寇化林的传人在全国各个省份都在制作

黑陶，一批又一批有志于此的黑陶艺人不断

创新，突破技术难关生产出许多杰出的作品。

现代黑陶是寇化林在绥棱首先发明并传

到全国各地，在山东、河北、陕西，山谖，河

南等地都有黑陶的热爱者在努力探索。黑陶

是中国陶瓷艺术中的精品，当你平心静神品

味把玩时，它就像突然间对你施展了魔力，

将你深深吸引。这种土与火的烧结物体现了

人与人的协作，人与物的链接，科学与艺术

的交融，实用与审美的合一。我们可以说优

秀的土与火的艺术其实是物质与精神或艺术

与科学天衣无缝地结合或交融，这样才构成

了它对人类文明的根本价值。以至中国陶瓷

由于举世无双而震惊世界，国名也因之被外

国人称之为CHINA，即陶瓷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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