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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板面形式出现的瓷品是陶瓷生产工艺不断完美的结果，瓷板的出现使瓷板画有了物质条件，从
相关资料来看，具有平整而光洁的瓷板形状，又有绘画艺术形式的瓷板画是从明代中期开始出现的。
瓷板画既是瓷、又是画，它是陶瓷艺术摆脱纯工艺装饰、融入文人绘画而形成的陶瓷新门类。
　　几百年来，瓷板画在陶瓷艺术与绘画艺术的边缘获得了发展空间，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并将陶
瓷艺术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使他们具备更纯的文化品格。
瓷板画艺术的发展，是整个景德镇陶瓷发展的一个部分，它既具有不同的时代性，又具有个性艺术的
独特性。
《景德镇瓷板画精品鉴识》能以此为题，纲举目张，荟萃各时期名家如此之多的作品实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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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年胜，1965年生，广东人，硕士研究生。
198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
1999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
上海朵云轩陶瓷艺术编撰委员会主任。
长期致力于中国工艺美术及陶瓷史研究。
主要著作有：《景德镇陶瓷艺术精品鉴赏》（四卷本）、《景德镇瓷板画精品鉴识》。
　　刘杨，1965年生，江西人，副编审、副教授。
1981年进入文博部门工作，参与吉州窑的考古挖掘。
1982年入轻工部陶瓷研究所学艺。
1991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后在大学执教。
1993年后从事陶瓷文化传播与出版工作，策划编辑了三十多部陶瓷书籍。
发表陶瓷研究论文近20万字。
中国陶瓷学会会员。
主要著作有：《吉州窑与吉州窑陶瓷艺术》、《吉州窑瓷鉴定与鉴赏》、《景德镇陶瓷艺术精品鉴赏
》（四卷本）、《景德镇瓷板画精品鉴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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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　　以板面形式出现的瓷品是陶瓷生产工艺不断完善的结果，瓷板的出现使瓷板画有了物质
条件，从相关资料来看，具有平整而光洁的瓷板形状，又有绘画艺术形式的瓷板画是从明代中期开始
出现的。
瓷板画既是瓷，又是画，它是陶瓷艺术摆脱纯工艺装饰、融入文人绘画而形成的陶瓷新门类。
　　明清时期囿于制作工艺水平，瓷板画面积较小，虽有青花、青花釉里红、斗彩、五彩、粉彩几种
，但作品远没有器皿类陶瓷多。
晚清时期，一种与粉彩工艺风格相近的浅绛彩悄然出现。
浅绛彩艺术摒弃了当时粉彩分工细、工艺强，以发样照描的工艺过程，从咸丰年间兴盛以来，一度成
为景德镇釉上彩的主要品种，它是由较高素养的文人亲力亲为，以绘画形式表现的陶瓷艺术新门类。
早期浅绛彩瓷画名家都是善在纸绢上挥毫泼墨的画家，以程门、金品卿、王少维为代表的新安派画家
加入景德镇瓷艺界。
他们把文人画的艺术特色、表现技法及审美旨趣带进瓷上彩绘，作品也多以瓷板画形式出现。
因此，浅绛彩瓷板画一度成为景德镇瓷板画发展中的一个高潮。
　　然而，浅绛彩瓷画乃文人画家初入瓷苑之阶段，由于他们对陶瓷工艺的浅尝辄止，瓷艺与画艺的
结合尚有不足。
民国初年，浅绛彩已渐衰微，随之而起的民国粉彩承接了浅绛彩艺术所创的先河，将中国画韵致与粉
彩工艺的结合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
早期名家潘宇、汪晓棠等人融画理笔墨于工艺技巧之中，用笔灵活而工谨，设色雅致而俊秀，瓷画结
合，别具怀抱。
继之而起的“珠山八友”结社图新，在继承粉彩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力图在瓷艺与画艺上有所突破。
虽然他们“翎毛山水梅兼竹，花卉鱼虫兽与人。
画法惟宗南北派，作风不让东西邻”，但创新宗旨是相同的，即以浅绛彩发展以来的中国画艺术形式
，力证传统粉彩同样具有在瓷上表现文人画的艺术魅力。
同时期的瓷画名家还有张志汤、方云峰、余翰青等，他们对粉彩工艺能驾驭自如，作品写人物之品貌
，图峰峦之气势，描花草之秀美，题材内容丰富，表现形式活泼，其中也以瓷板画作品居多。
这种张扬艺术家主体意识，强调个人艺术风格的瓷画艺术是景德镇陶瓷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变化，它融
入了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精神，展现了瓷画艺术的精湛魅力，体现了文以载道的文化品格，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艺术风格。
　　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景德镇制作瓷板的技术有了很大提高，当时东风瓷厂所生产的六尺四瓷板
是解放前所望尘莫及的。
这为瓷板画创作提供了物质条件。
五六十年代景德镇瓷画家在新时代的感召下，走入现实生活，以造化为师，融合古今，用饱满的激情
，创作了一批主题明确、寓意深刻、讴歌新社会的瓷板画作品。
如汪以俊的瓷板画《六鹤迎春图》，画面松翠花艳，鹤鸣阳春；王步的瓷板画《泼水群鱼争上游》，
画面浪花翻飞，力争上游；毕渊明的瓷板画《雄视群峰》，画面虎展雄风，气宇轩昂，表现出彩笔高
歌、勃勃生机的精神面貌。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随着艺术观念和审美情趣的变化，概念化、图
说　　式的传统题材内容去芜存精，从而引起艺术的内容与形式、媒质与风格的变化。
瓷画家们情真意切，热血沸腾，为花鸟写照，为人物传神，写高山气质，展丽水风情。
如王锡良的瓷板画《黄山西》，张松茂的瓷板画《群山滴翠》等就是瓷画家用彩笔构筑的精神家园。
而今日，瓷板画形式多样，博采众长，不断出新，各种艺术观念与风格并存，乃时代之新面貌。
　　、几百年来，瓷板画在陶瓷艺术与绘画艺术的边缘获得了发展空间，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并将
陶瓷艺术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使他们具备更纯的文化品格。
瓷板画艺术的发展，是整个景德镇陶瓷发展的一个部分，它既具有不同的时代性，又具有个性艺术的
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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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瓷板画精品鉴识》能以此为题，纲举目张，荟萃各时期名家如此之多的作品实属不易。
二位后生又以智慧笃实之力研究整理，并周详论述，深入剖析。
今观新篇，欣慰之至，聊赘数语，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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