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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藝專輯 

臺灣當代陶藝欣賞擧隅 

宋龍飛 

 

編按： 

本文原係作者於民國 78年 3月 4日至 5月 3日為本館主辦之「當代陶藝展」

所錄製的展品賞析文字稿，文中對我國陶藝發展之介紹及陶藝創作精神之闡發，

持論精闢，並詳析各展品之特色，鞭闢入理。值此「當代陶藝」專輯推出之際，

本刊特摘錄其中精華，期略窺臺灣陶藝創作之面貌，以與讀者共享。 

 

中國遠在七、八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時代，境內的先民，就已經開始了陶器的

製作，隨著社會經濟生活的發展，各地陶器的製作，也得到了各自不同程度的進

展；從紅陶、彩陶、黑陶、灰陶、白陶、印紋陶、釉陶等等的製成，在在的反映

了各個時代社會經濟生活的需要。 

豐富的製陶經驗累積，加上燒造技術的改進，使不同條件的原料，產生了不

同的結果，最後終於發明成功了比釉陶更精緻的瓷器，因此，西方人稱中國為「瓷

國」。這項專有的稱號與崇高的榮譽，至今我們仍引以為傲。 

「陶藝」是陶瓷藝術的泛稱，它包含了應用不同的原料─瓷土和陶土，透過

人們的思維，加工成型、裝飾、煅燒等必要的工序後，所完成的製品，都稱之為

陶藝品或陶藝。其表現的形式有陶塑、陶板以及實用或非實用裝飾的器皿等。 

現代陶藝的涵義，有廣義和狹義兩種解釋。一般人認為由現代人所製作的陶

瓷器物，就是現代陶藝，因為它展現的時、空是現代，這是廣義的一種解釋。另

一種狹義的解釋，則認為現代陶藝，必須要有創意，並能展現時代的精神面貌，

同時還要具備高度的藝術性以及創作者本身的某些觀念和想法，在製作上還得兼

顧到本身純熟的製作技巧，並能將造型語言的精神體現出來，才是現代陶藝。 

現代陶藝創作，不僅重視藝術表達的精神層面，同時對陶藝創作活動中有關

釉色、造型、素材、技巧的表達層面，亦非常的重視。一件好作品必須要符合現

代的潮流，作品要具有簡單、明快、銳利、創意的表現特徵，更重要的是，作品

要融入創作者的心；也就是說作品要將創作者的思想、觀念融入其中。因此，現

代陶藝的基本精神，是鼓勵創作，反對模仿、複製。 

中華民族具有開放的胸懷，過去，中國能擁世界第一流的製陶技術，但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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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自秘，並將此一製陶技術外傳至歐亞各國，與他們共同分享此一成果，因此

今天世界上各主要製陶的國家，莫不受到中國製陶技藝的影響。但可惜的是，中

國陶瓷發展至清代乾隆時期，雖然已經是集中國歷代名窯之大成，在製作技術上

也達到空前未有的成熟境地，但自乾隆以後，中國陶瓷的發展，却逐漸地步入衰

微的途徑，道光以後，終至一蹶不振。 

民國六十年代，陶瓷工藝在從「傳統中創新」的一片呼聲中，獲得社會廣泛

的共識，一些有理想、有抱負、並懷具使命感的製陶人士，開始從事現代陶藝的

創作，終使久已停滯不前的中國陶瓷藝術未來的發展，展現了一線曙光。 

 

林葆家  冰裂黃瓷 

瓷器主要是由胎、釉所構成，胎是骨幹，釉是外衣，當我們欣賞一件瓷器時，

堅實美觀的造型，固然為我們所喜愛，但光潔多彩而富變化的釉色，則更能引發

我們的興趣與遐思。林葆家的「冰裂黃瓷」為新古典主義的陶藝創作，它具有傳

統陶瓷的神髓與個人對傳統冰裂紋釉再反思的特色。是一件從傳統中創新的作

品。眾所週知，傳統哥窰釉的特徵是釉層發生龜裂，普通都把這種現象叫做「開

片」。開片有大小之分，古瓷界的術語中把片紋交錯的叫「魚子紋」和 「蟹爪紋」，

把重疊若冰裂的紋叫做「冰裂紋」或「百圾碎」。林葆家的冰裂黃瓷，是使用特

殊的技法，使用氧亞鐵在燒製過程中沒有完全還原所致，因而生成了黃色。 

 

吳讓農  陶鼓 

我國唐代河南的魯山窰曾製作「黑釉青白斑紋腰鼓」，風行一時，這在《羯

鼓錄》中都有記載，可見以瓷作為鼓胴的構想，早在一千餘年前的唐代，就已經

有了。吳讓農的陶鼓，具有濃厚的工藝特色，鼓胴以變更釉層的厚度，產生特殊

收縮、龜裂的效果，鼓面蒙以蟒皮，以繩穿綁而成為多媒體的陶作。釉料收縮、

龜裂，自然天成，極富動感。 

 

王修功  金晶褐釉罐 

將山水畫潑墨、潑彩效果，運用在陶藝創作上，王修功是臺灣最早創作成功

的作家。他的多彩、新三彩、褐釉黑彩作品，都足以代表現階段，陶藝從傳統中

創新的一支主流。「瓷板山水」，是以多彩釉噴灑於瓷板上高溫燒成，渲染效果奇

佳，甚具中國水墨畫的神韻。「金晶褐釉罐」，以氧化鐵作為主要發色劑，而燒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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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淡奇特，頗富水墨韻致的渲染效果，為臺灣早期最具創造活力的陶藝家之一。 

 

邱煥堂  殘荻 

「殘荻」是邱煥堂的一幅陶盤畫，造型自然、活潑，畫面揮灑自如，表現出

一種節奏性的美感。邱煥堂的作品，大部分以輕鬆幽默的方式，傳達了個人的思

想意念，是一位極富創意的陶藝家。 

 

陳佐導  偎紅挹翠 

「偎紅挹翠」釉色之卵石，是陳佐導一系列銅紅、銅綠雙色窰釉的作品之一，

造型自然，且富現代感，他將自然界的卵石，隨意組合成一組奇石山子，配以青

瓷釉色的底盤。主石及配石之上，灑上一層氧化鋁粉，恰似覆蓋的白雪，予人視

覺產生了美感與幻想。「未來樂園系列之五」，是陳佐導近年來新造型陶藝創作中

的主題之一，作者利用瓷板，雕刻出凹凸的條紋後，再彎曲成型，表現出曲線運

動的自然美，無光的銅紅釉色，益發突顯了作品的現代感與韻律美。 

 

趙二呆  太白造像 

「太白造像」是趙二呆即興之作，泥片成型配以熟練的技法，將詩仙李白的

酒醉神韻，誇張的刻劃出來，線條簡潔俐落，予人頗多聯想。 

 

孫超  芳華 

「芳華」是孫超獨創的多層次水彩結晶釉瓷之一，作品不僅華美瑰麗，同時

還展現了它秀緻高雅的氣質，使中國傳統的結晶釉系作品，得到了新的詮釋與發

展。作品在色澤變化中具有統一感，並完整的襯托出色彩流轉渲染的輕柔綠意。

「心血的結晶，火上的蓓蕾」是陶藝評論家對孫超作品的讚美之詞。 

 

陳實涵  無題 

「無題」是陳實涵一系列陶塑作品之一，作者利用圈泥的手法，塑出了體態

扭曲的雕塑原形，線條乾淨俐落。作品雖稱無題，但在回首張口的細頸口部，却

發出了巨大的吼聲，點出了作品幽默的內涵。 

 

高淑惠  高腳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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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腳盤」是高淑惠近年來一系列採用陶板成型手法所完成的創作品之一。

作品造型優美，在簡潔中展現了線條明快銳利的陽剛美，釉色單一，但在單一中

又有無窮的細微變化。 

 

陳煥堂  懭 

「懭」是一件高溫燒成的變形人體陶塑，作者陳煥堂以高超的雕塑技巧，配

合變化的釉色，將怨懟與無奈的神情，藉著陶塑的形式，表現出來，顯示出作者

創作的理念，作品所呈現的線條，流暢自如，雖係具象之作，但却有抽象表現的

意味，展現了作者的才華。 

 

劉作泥  人物造型 

「人物造型」是劉作泥創作的一件極具泥土質感的陶塑作品，作者運用純熟

的雕塑手法，將泥土的可塑性呈現無遺，作品觸感好，頗有一氣呵成之勢。 

 

曾明男  圓滿 

「圓滿」是曾明男的一件大型陶瓷組合壁飾，作者構想以分離的組合形式將

壁飾之結構可延續、擴張至 n倍，為陶藝壁飾開拓了新的裝飾領域。作品以手拉

坯與陶板結合而成，在手拉坏的盤面上，間有吉祥文字的裝飾，將人們歡樂、吉

慶、祝福、祈願的思想，完整的烘托出來。另一件作品「淑女」，作者運用純熟

的拉坏技巧與造型觀念，創作了線條流暢的立體塑像，為造像藝術開拓了新的視

野。 

 

游曉昊  柴燒灰砂釉大壺 

「柴燒灰砂釉大壺」莊重、典雅的造型，配以無光的鐵砂釉與灰釉，使形體

圓滿的陶壺，展現了粗獷美。這件游曉昊的作品，完整度高，觸感好，灰釉流動

自然，為傳統的灰釉陶瓷，作了新的詮釋，是一件非常具有深度的作品。 

 

楊元太  作品 

這件標題為「作品」的作品，是楊元太以自製的瓦斯窰加上柴燒所完成的，

由於窰內火焰的氣氛不均勻，使作品表面產生了特殊的效果，留下了斑斑火焰的

烙印，作品不僅展現出自然的韻味，同時更表達出泥土的原始風貌，將作者崇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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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哲學觀，強烈的反映在陶藝作品上。這件作品器口與器身的洞口，都作不

規則的處理，器底間或嵌以小泥餅或按捺泥餅剝落的痕迹，這些製作的手法與火

焰的烙印連成一體，充分的反映了作者的陶藝理念。 

 

林昭佑  銅藍方形容器 

「銅藍方形容器」與「銅藍方形盤」是林昭佑的作品，作者純粹從容器的造

型著手，透過容器的實用功能，呈現出立體「內部空間」結構的層面來，以兩層

陶土黏合的拉坏方式，產生量感的變化，暗喻出「隱藏空間」的絕對存在性。這

種往內壓製的手法，體現了作者「裡外相應」、「道器並重」的製陶理念，作品以

無光銅藍釉為裝飾主體，襯托簡潔、厚實的坯體，表現出作品沈穩優雅的品味。 

 

孫文斌  律 

「律」是孫文斌的拉坏盤形作品。形的追求，為他創作的第一要素，而釉色

層次、坯體質感的變化，更是他關注的重點，作品色彩樸拙深沉，線條流暢柔韌，

顯現出多元化的創作觀念。這件作品，在柔曲的線條中，展現出陽剛之美，在旋

轉的韻律中，凹陷了盤口，並裝飾了對稱的二顆小泥球，表現出兩者互動的規律，

釉色配合恰如其分，作品有理念，完整度高。 

 

謝正雄  把酒問青天 

這對標題為「把酒問青天」的陶壺，是謝正雄的作品，瓶體是由拉坏膽瓶變

型所致，製作手法明快、俐落，曲線在剛直中帶有柔和的暖調，造型兼具非實用

的特色，色澤沈穩典雅，頗能顯現在高溫下灰與泥融合後的自然氣韻，並煥發出

火焰燒製的氣息，作者以大小對瓶組合，點出了這對變型瓶子的相互默契感，朝

天的瓶口，似已點出作者為作品的命名。 

 

蕭麗虹  浪花 

這是蕭麗虹的作品「雲」和「浪花」，作者以瓷土在高溫中燒成，在製作過

程中，先在瓷板上噴以透明釉和色料，後加閃光釉，使樸素的白色瓷板，不至於

單調，而雲、流水、山、虹、煙氣等自然景物，在作者的詮釋下，表現出自然瞬

息變化的奇景，很有律動風味的抽象美。飄浮的白雲，是作者創造的三度空間，

使它產生流動的幻覺，直接的將觀者視野，帶進了廣闊的空間領域。 



 

6 

 

王惠民  蟠桃 

「蟠桃」是王惠民的作品，作者刻意將手拉坏器口變形成桃子的形狀，並在

器身浮貼桃枝、桃葉，上覆銅紅釉，有民藝的趣味，但不失藝術性，並強烈的反

應了傳統陶藝在創新過程中，所兼具的民族性。蟠桃隱含「蟠桃獻壽」之意，頗

能符合中國人的道德倫理觀念。 

 

張崑  生長 

「生長」是作者張崑以雕塑的手法，刻劃出自己印象中的生長印象，讓生命

的尊嚴和愛戀，在大自然的環境中伸展開來，無拘、無束，顯示出作者渴求自由

的心態。這是一件裝置陶藝，全器分作二段，上段為茁壯的幼苗，以白色象徵純

潔，下段為土地，凹刻了曲紋，象徵著根植在土地上。作品柔和，色澤清麗，體

現了作者將雕塑與陶藝結合的理想。 

 

楊作中  茶壺 

這把奇形怪狀的茶壺，顯然並不實用，這是作者楊作中所設計的新造型。作

品是由泥片壓製型，試圖在三度空間裏，用簡單的幾何造型，創造出韻律、速度

和節奏感，這把有流、有蓋、有把手的造型壺，是用耐熱的匣缽土加南投土與苗

栗土以陶板成型的方法製成，並在坯體上刻以簡單的細線紋路，作品簡潔、明快，

極富設計觀念。 

 

劉鎮洲  越 

這是劉鎮洲標題「越」的作品，它是用陶土成型，打磨光亮後素燒、燻黑而

成，基本上與傳統的黑陶製作工序，不盡相同。這件以三角柱橫置，成正反兩面

的作品，暗示任何事物，都有正反兩面，磨光三角柱體的中央，用淺刻的橫線導

引，越過稜線到達反面，隱喻了事物所具的正反兩面的關係。 

 

連寶猜  回首向來蕭瑟處 

也無風雨也無睛 

「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睛」，這是連寶猜的一幅陶板標題，刻劃

出她個人製陶的心境，連寶猜的作品常取匣缽土混入陶土中，取其燒成後所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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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粗糙表面，以營建其心中所思，作品頗富哲理。這幅以黑色陶片組合的陶板畫，

襯以白底，益發凸顯了她所強調的主題。 

 

王正鴻  天、地 

「天、地」是王正鴻的陶雕作品，作者運用直線與曲線，創造了三度空間的

幾何構成。作者認為萬物都有兩個面，如陰陽、明暗等，並暗示人生亦復如此。

作品完整度高，所強調的陰陽、明暗關係亦頗凸顯。 

 

王明榮  天地之間 

「天地之間」是王明榮的一件陶塑作品，他借用輪迴的觀念，將人的一生帶

往超現實的世界，作品傳達了天地之間，人為主宰的信念。地獄、凡間、天堂、

極樂世界，是他主要表達的內涵。塑製手法自然流暢，在凡間層有一洞口，從背

面看，作者刻意淺刻了一個虎頭，虎口巧妙的利用洞口，升天堂、落地獄，莫不

經由此一虎口。作品頗具懲惡揚善的功能。 

 

鄭義融  溪石 

「溪石」是鄭義融的一幅陶板畫，他用陶土作出石頭的質感，然後把這些大

大小小的鵝卵石，排列成為一個畫面，像溪中散布的小石，頗具超寫實的意境，

石上苔蘚纖毫畢露，甚具真實感。 

 

曾愛真  憶 

「憶」是曾愛真的陶塑作品，作者用陶土加上熟料，以泥片成型法，塑建出

堅實頗具量感的陶塑，不僅剛直有力，同時展現了火焰詮釋陶泥的痕迹，充分的

顯示了作者內心的幾何結構意念。 

 

吳進風  大地之晨（三） 

「大地之晨」連作（三）（四），是吳進風近年致力陶藝與山水畫結合的嘗試，

作者以無光灰藍的金屬著色劑，做大寫意的抽象表現，用還原焰燒成，頗有濛濛

的感覺，質感很好，將中國傳統的山水畫韻味，從陶板上彰顯出來。 

 

唐國樑  編號 32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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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3205」陶塑，是唐國樑最近一系列造型陶藝作品中的一件，俗稱 「人

要衣裝、佛要金裝」，以展現雍容的氣質，唐國樑編號 3205的作品，是以金彩的

裝飾，改變了陶質材料的質地，閃亮的光澤除了吸引視覺外，更予作品賦以一種

新的包裝理念，塑型以抽象的表現，更予觀者產生複雜的感受。 

 

陳正勳  自然來、自然去 

─存在你我之間 

「自然來，自然去─存在你我之間」，是陳正勳的一件陶塑。宇宙的起源，

自然的生滅，一向是作者喜歡探討的主題，作品重視土和火焰交融的色澤變化，

對於無始無終的自然氣息，始終是他無限深思的緜延。作者並企圖使其作品完全

化為觀念的化身，以解脫任何可能的傳統技法的設限。這件作品，顯然的，土是

作者主要修持的一種方式，藉著土、水、木、金、火五行的相互搭配，來探究純

淨心靈中的自然生命。 

 

沈東寧  風景 

「風景」是沈東寧「心象風景系列」陶雕作品之一。作者以起伏的丘陵、鏤

空的窗景，構建出心靈中的風景，反映出作者意欲從結構之主體，引導視覺對其

心裡建起的形狀，發出美感的共鳴，三次元空間構成的陶雕量感，與繪畫裝飾結

合成為形象的造境，突顯了陶雕的空間架構，使心靈中的風景和造境合為一體，

而產生了詩情畫意的景象。 

 

徐翠嶺  意識 

「意識」是徐翠嶺的一幅陶板畫，作者用樂燒的方法燒成，色澤清麗可愛，

展現了作者創作無盡的才思與幻想。作品畫面有潑墨的感覺，鮮活度高，明暗對

比強烈，予人視覺產生無限的遐想。 

 

唐彥忍  春之聲 

「春之聲」是唐彥忍的變型陶藝作品，作者以「春雨來時滋潤大地，雨後碧

草破土而出」的意象，完整的將心中的意象呈現，藉拉坏變形後的陶瓶烘托出來。

變形部分代表草的扭曲與破土而出的狀況，上半部灰白的部分，代表春雨。作品

完整度高，極其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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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能  如如 

「如如」是陳國能的一件陶雕，作者以苗栗土摻合熟料作成陶雕累落石板的

形象，表面施以黑色化裝土及含銅無光釉燒成，充分的展現了陶土的質感。標題 

「如如」為不動之意，作者認為泥土、水和自己三者在精神上是一體的，故陶雕

本身所呈現的氣勢，充分的展露了作者本身對自然變化的觀察力。 

 

鄭光遠  山水大甕 

「山水大甕」是鄭光遠的作品，作者以傳統的造型，潑彩的手法，為陶甕添

製了新裝，打破了過去舊有的裝飾形式，使古老的陶甕散發出潑彩山水的新意。 

 

羅森豪  汗水、淚水 

「汗水、淚水」是羅森豪以青瓷加裝白釉的汗滴、淚滴缶复形器。作者將陶藝

工作者的辛苦與流著的汗和泥土為伍的景象，以及淚水與火焰交織的印象，借用

這件標題為「汗水、淚水」的陶缶复展現出來。造型、裝飾都有傳統的痕迹，但有

創新的表現與詮釋。  

 


