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陶人心语>>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陶人心语>>

13位ISBN编号：9787810837057

10位ISBN编号：7810837052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时间：吴光荣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8-01出版)

作者：吴光荣 编

页数：15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陶人心语>>

前言

从日本陶人那里重温我们失去的技艺日本陶艺，曾受惠于中国。
唐代的三彩，宋代的白瓷、青瓷，明末的釉上彩绘等，对日本都影响极大。
日本在学习、借鉴、吸收中国陶艺的同时，根据自身的民族文化特点，逐步形成并建立了具有自己特
色的陶艺文化体系。
在泥料材质方面，极力追求自然、朴实，但在具体使用泥料的过程中，却极为讲究，都喜欢使用比较
单纯的泥料.无需经调配的黏土。
但日本也跟中国一样，好的陶土也是越来越不好找了。
所以，有不少日本的窑口，也是因为泥料的不足而不得不使用一些混合泥料。
但在陶人的心目中，对泥料的特性，自有他们自己的评判标准，泥料是否砂气很重，表面是否有毛糙
之感，含铁分的多少，及耐火度的高低等，不同的泥料对于成型来说，都有所不同。
发挥泥性本身的特点，是日本陶人追求的目标。
他们认为好的陶艺作品，就是应该把泥料的特性，最大限度地张扬出来，否则，就算不上好的陶艺作
品。
所以。
在唐津、志野、织部、备前、信乐等地，都有各自的非常独特的面貌出现。
日本陶艺的发展，始终以朴素、淡泊、闲适为主旨，虽然有轰轰烈烈的现代陶艺，但其主流仍然是将
实用功能与审美结合为一体的传统陶艺，即重视陶艺的实用价值，同时也非常关注陶艺的审美取向。
很多窑口总是能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日本的传统陶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将泥性的天然属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将人的自由、含蓄、奔
放，毫无拘谨的想法，在陶艺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他们的陶艺作品中。
传统是一个区域，一个文化的代表。
有人拿它来重温，有人拿它来延续，有人拿它来借题发挥。
有人喜欢它，当然也就有人排斥它。
喜欢它，是因为它比较亲近，能够从中得到莫大的享受，并已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真正道具。
排斥它，是认为太传统就会毫无新意。
徘徊者的感受是，完全放弃了传统又会令人无所适从。
换个角度思考，如果我们将传统理解为，还有一些值得保留的东西，也许就会更加进一步了解传统的
含义。
比如说我们的祖籍、姓氏，新春的佳节，中秋的月圆，心中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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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陶人心语：当代日本名窑十二讲》重点介绍了较为著名的窑口和比较有代表的传统陶艺家，讲
述了他们各自对日本传统陶艺的认知、源流、传承与发展，以及今天传统陶艺生产的现状。
并从制陶原料、成型、釉药、装饰、窑炉、烧成、观念等诸多方面，强调了日本传统陶艺以及各自的
特点。
书中对于日本传统陶艺的各个方面，有非常细腻的描述和对传统陶艺依依不舍的眷恋以及渗透到今日
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的自豪，也有对现代陶艺的精彩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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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荣，1961年出生于安徽淮南，1989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工艺美术系，1992年考入南京艺术学院
美术系硕士研究生课程班学习美术史。
现为中国美术学院陶艺系讲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
从事陶瓷史、工艺史研究及陶艺创作，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多件陶艺作品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广东美术馆、中国美术
馆、浙江美术馆及国外一些机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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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黏土，将其搓成泥条盘筑而上，内侧衬以“搪坯板”，外侧以泥拍敲打成型的“拍坯成型法”，源于
中国，南传至泰国，并以其为中心展开，北经朝鲜流入唐津。
“拍坯成型法”在朝鲜和泰国，仅被用于日常杂器的制作，而在唐津，除了日常用器，还将其用于了
茶道具的水指和花插等工艺美术作品的创作之中。
内侧所用的搪坯板，板面是由松木的横断面制成，作坯过程中由于步步移动，拍打时留下了年轮痕迹
。
在唐津拍坯成型的器形中，留下了独特的所谓“青海纹”，此种特色是泰国和朝鲜的拍坯成型器皿中
所没有的。
那么，是因为何故呢？
在一次泰国旅行中，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在泰国的拍坯成型制陶方法中，所使用的内衬工具，
不是木质，而是圆形鹅卵石，因而，就不会因拍打而留下任何纹样，然而，所谓的“青海纹”，也并
非是唐津制陶方法中所独有，实际上在高丽时代末期的“须惠器”中就已出现。
为什么唐津能烧出好的陶器？
我想，那是因为当时被引渡而来的朝鲜陶工们，是带着感激之情在此工作的缘故吧。
他们那些在本国属于贱民阶层的陶工，在唐津却被奉为专家而备受优待，没有感激之情，是不会创作
出那么优美的陶器的。
唐津的陶，有着像男人样豪爽的品格，一旦人手便不会轻易放手，它直率的品格是其魅力之所在。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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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陶人心语:当代日本名窑十二讲》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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