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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之魂
中国瓷都高校——景德镇学院

董志龙 曹品生

早在 2000 多年前，各国人民就通过海陆两条
“丝绸之路”开展商贸往来。从张骞出使西域到郑和
“七下西洋”，把中国的瓷器等输往沿途各国，带去
了文明和友好，赢得了各国人民的赞誉和喜爱。

近年来，建设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已成为国家战略构想。而铸陶瓷
文化之魂，则是适应“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的
需要。景德镇作为世界瓷都，窑火千年不息，她的
陶瓷文化底蕴丰厚，千年的陶瓷文化散发着璀璨的
光芒。

高校任重道远
景德镇的制瓷历史已有2000余年。千

年的窑火，生生不息，“高岭土”的故
乡，炼就了千年的陶瓷文化，为推动人类
文明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精美的陶瓷承
载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凝聚了
中国人民的智慧，中国文化之根、民族之
魂在陶瓷艺术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弘扬陶瓷文化，高校有义不容辞的责
任。历史证明，国运衰，则瓷业衰；国运
兴，则瓷业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一新的历史时期，高校作为文化传承的
高地，更加迫切地需要解放思想，更新观
念，推陈出新，弘扬陶瓷文化，传承创新
陶瓷艺术，使之成为社会进步、民族复兴
的精神动力，在实现中国梦的宏伟征途
中，让这一古老的艺术焕发出新的活力，
高校的责任任重道远。

作为地处中国瓷都的高等学府，在省
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景
德镇学院一直是陶瓷文化艺术人才培养、
学术研究、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在服务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陶瓷艺术专业教学与实践
大楼、全国中小学生陶艺培训基地、陶瓷
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等文化艺术教育平台。
让学院形成了一所产学研氛围浓厚的“地
方性、应用型、开放式”本科院校。

学院以铸造景德镇陶瓷文化的“形、
实、魂”为己任，在陶瓷文化艺术人才的培
养，陶瓷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国际交流与合
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建校近40年来，
先后为国内外陶瓷行业输送了20000多名专
业技术人才，其中不乏陶瓷艺术领域的高级
人才和领军人物。这批学员分布在世界各地
和国内各大产瓷区，在陶瓷工艺的革新、陶
瓷艺术的创新和陶瓷文化的研究与弘扬等方
面成为一支重要的骨干力量。

江山代有才人出
“江山代有才人出”，学院艺术设计系

现有陶瓷艺术专业教师80余名。学院建设
了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同时聘请了一
批在陶瓷文化艺术领域有影响力的专家作
为兼职教授。学院聘请了周国桢、张松茂、
王隆夫等一批名家担任客座教授，汇集了
黄卖九、陆如、罗学正、张学文、余少石、程
曲流、徐文辉、方复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
老一辈陶瓷艺术教育家；而今学院又涌现
了以刘昇辉、冯绍华、李美珍、宁左、徐国

基、张苏波、程云、乐茂顺、唐圣耀、高常清、
黄萍等教授为代表的知名中青年陶艺家；
拥有童光侠、韩晓光、余锋、张德山等教授
为代表的陶瓷文化研究人才，且因有了像
周国桢与方漫、王隆夫与王安维、张松茂与
陈实、陆如与陆涛等老中青陶艺家，而享有

“陶瓷世家”摇篮之誉。
“陶瓷世家”是祖孙三代以上从事陶瓷

艺术的名家，高校拥有这批人才，实际上正
是对传承创新陶瓷艺术最好的诠释。
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
间，景德镇陶瓷大放异彩，因制作精美、工
艺独到，最终，代表着景德镇最高制瓷水平
的50件精品艺术、工艺瓷被会议主会场多
个重点区域陈列和使用，景德镇学院陆如、
黄卖九、张学文、陆涛四位教师的五件作品
分别在各会议厅陈列。学院教授陆如、陆
涛父子作品同时入选 APEC 会议用瓷，是

“陶瓷世家”实力的极好印证。陆如的青花
点彩作品《康寿图》寓意为祝福祖国繁荣昌
盛、幸福安康之意。陆涛的青花点彩作品

《和为贵》、《荷塘情韵》体现了陆氏青花水
墨特有的韵味、文人画的典型意境和民族
的才是世界的创作理念。他们一方面教书

育人、一方面勤奋创作，在陶瓷文化艺术的
传承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拉坯、利坯、印坯、吹釉、刻花等传
统工艺，青花、粉彩、古彩、高温颜色釉
等传统技法，结晶釉、珍珠釉、中国红等
创新工艺在这里得到了较好的传承、保护
和创新发展。学院尤其注重“全国中小学
陶艺培训基地”的建设，从培养孩子们的
陶艺兴趣入手，从娃娃抓起，让中华优秀
灿烂的陶瓷文化在心中萌芽、开花。

打造中华陶瓷文化高地
景德镇学院在市委市政府与各产瓷

区、大学及中外陶瓷文化研究机构的大力
支持下，积极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陶
瓷文化与文明发展”教席，聚焦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 《2014-2021 年中期战略目标》。
它以联合国千年目标为宗旨，以陶瓷文化
艺术为载体，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促进
文明的交流与互鉴，推动文化表现形式多
样性发展。

中国是瓷之母国，景德镇是中国历史
文化名城，是享誉中外的瓷都，创造出世

界瞩目的陶瓷文化，推动了人类文明进
程。2014年11月景德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获准加入“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荣膺

“世界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景德镇御
窑厂被列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这里，
数以千计的陶瓷企业为数十万人提供了就
业。拥有5000多名会员的女陶艺家协会，
创立了“女陶艺家发展基金”,为发展女童
和妇女教育打下了坚实基础。

景德镇市政府于 2004 年和 2011 年两
次成功举办“世界陶瓷城市市长峰会”，
并签署了 《世界陶瓷城市市长峰会(景德
镇)宣言》，既促进了各产瓷城市之间在陶
瓷文化、艺术和产业等领域的深层次合
作，也为未来与发展中国家开展旨在支持
包容性社会发展的各项合作营造了良好的
国际环境。

学院长期致力于陶瓷文化传播与交流，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基
础。通过文化对话等不同方式，竭力为正在
进行变革和转型的非洲国家提供支持。

陶瓷文化世界绽放
“花好自引彩蝶来！”，这是张学文教

授为 APEC 会议创作的青花斗彩 《蝶恋》
的主题。“勾线分水”的工艺技法，将继
承中华民族传统和传承中华文化的精神得
以展现。花香引蝶，和谐相处。千姿百态
的花卉象征着中国蓬勃发展，向上的线条
象征中国发展蒸蒸日上，神州大地一片欣
欣向荣，花香引来的蝴蝶则象征着世界各
地的友好国家,只有和睦相处，精诚合作，
世界发展的前景才能一片光明。精美的瓷
器和中国文化气息呈现了陶瓷艺术教育家
对中国梦的诠释。

近几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促
进与保护文化遗产、弘扬文化多样性合作
计划之中国、非洲与阿拉伯国家间陶瓷艺
术与‘景德镇学’交流活动”为代表的系
列世界性陶瓷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加强了
中非之间在陶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
承等方面的“南南合作”。学院广泛建立
战略伙伴关系，尤其是加强与非洲国家在
教育、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是学院对

外教育与文化交流的优先方向。
2014年10月，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建交50周年，学院
在北京宋庄“非洲艺术小镇”举办“走进
非洲——景德镇学院陶瓷艺术作品展”。
程幸教授创作的古彩瓷板画《狂欢》作为
纪念瓷献给了坦桑尼亚总统基奎特。中外
数十家媒体对此次展览赞赏有加。

近年来，学院不断与时俱进，师生、
校友共同努力推出了一批具有时代意义的
经典陶瓷产品，如APEC会议用瓷、中南
海用瓷、人民大会堂用瓷、奥运会与世博
会用瓷、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与建党 90 周
年纪念瓷等。校友赖德全创绘的小口梅瓶

《源》、《脉》 分别赠送给中国国民党和亲
民党的领导机关。洪蕾女士获邀为美国老
布什总统夫妇设计“喜、福、寿”金婚纪
念餐具。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应
用型技术人才，是新的历史时期，学院肩
负的责任。在历史的新起点上，景德镇学
院确立了“地方性、应用型、开放式”的
办学定位和“差异化、国际化、特色发
展”的方向路径。

景德镇这块“金字招牌”的地域文化
优势给学院带来巨大的机遇。景德镇陶瓷
是中国通向世界的名片，景德镇陶瓷文化
艺术水平代表世界的陶瓷文化艺术水平。
陶瓷文化创意、陶瓷文化旅游是景德镇的
特色产业，陶瓷艺术设计、陶瓷文化创意
专业是学院的特色优势专业，传统陶瓷文
化艺术的传承和创新有世界话语权。学院
充分利用景德镇这块“金字招牌”，开展
国际合作和文化艺术交流，坚持差异化、
特色化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特
色办学之路。

走近景德镇，感受陶瓷文化。2014年
第十届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期间，来自
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尼日利亚、
韩国、泰国等十多个国家的嘉宾分别来景
德镇学院学习交流、参观考察。景德镇学
院在传承陶瓷文化，走向国际舞台的道路
上迈出坚实的一步。

铸陶瓷文化之魂，让中华陶瓷文化艺
术在世界的舞台上绽放出更加美丽的文化
之花。

张
宝
青
副
教
授
《
非
洲
少
女
》
青
花

占晓初《商队》占晓初占晓初《《商队商队》》 芝加哥艺术学院讲学合影芝加哥艺术学院讲学合影

冯绍华教授冯绍华教授《《非洲部落非洲部落》》

王安维教授《运动》王安维教授《运动》

刘升辉作品 陆涛青花点彩《亭亭凌水发》瓷板陆涛青花点彩陆涛青花点彩《《亭亭凌水发亭亭凌水发》》瓷板瓷板 陈实作品陈实作品

李美珍《清香》粉彩李美珍《清香》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